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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是GB 19079《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的第19部分。GB 19079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 1部分：游泳场所；

——第 2部分：卡丁车场所；

——第 3部分：蹦极场所；

——第 4部分：攀岩场所；

——第 5部分：轮滑场所；

——第 6部分：滑雪场所；

——第 7部分：花样滑冰场所；

——第 8部分：射击场所；

——第 9部分：射箭场所；

——第 10 部分：潜水场所；

——第 11 部分：漂流场所；

——第 12 部分：伞翼滑翔场所；

——第 13 部分：气球与飞艇场所；

——第 19 部分：拓展场所；

——第 20 部分：冰球场所；

——第 21 部分：拳击场所；

——第 22 部分：跆拳道场所；

——第 23 部分：蹦床场所

——第 24 部分：运动飞机场所；

——第 25 部分：跳伞场所；

——第 26 部分：航空航天模型场所；

——第 27 部分：定向、无线电测向场所；

——第 28 部分：武术散打场所；

——第 29 部分：攀冰场所；

——第 30 部分：山地户外场所；

——第 31 部分：高山探险场所；

——第 32 部分：足球运动场所（推荐性）。

本文件代替GB 19079.19—2010《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19部分：拓展场所》，与GB

19079.19—2010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安全技术人员、医疗救护人员、设施设备安检人员、游泳救生人员的从业人员资格要

求（见 4）；

b) 删除了拓展场地面积和项目的要求（见 2010 年版的 3.45.1.1 和 5.1.2）；

c) 增加了增加拓展场地远离自然灾害易发生的区域的要求（见 5.1.4，2010 年版的 5.1.6）；

d) 增加了避免活动空间声干扰带来的意外风险（见 5.1.5，2010 年版的 5.1.7）；

e) 增加了天然涉水拓展场地的相关要求（见 5.16-5.18）；



GB 19079.19—XXXX

III

f) 增加了承载力的测试方法（见 5.2.3）；

g) 增加了安装于木质立柱上、用于固定钢丝绳及锚点的紧固件安装位置要求（见 5.2.7）；

h) 增加了滑索项目的相关要求（见 5.2.9、5.2.10、5.2.11）；

i) 增加了天然涉水拓展场地和人工涉水拓展场地的设施设备要求（见 5.3.11-5.3.14）；

j) 增加了安全装备应具有专业第三方产品检验合格证明的相关要求（见 6.1）；

k) 增加了安全培训制度，定期进行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的相关要求（见 9.2）；

l) 增加了配置安全监控系统的要求（见 9.9）；

m) 增加了拓展场所购买场所公众责任险的要求（见 9.10）；

n) 增加了应根据开展的拓展项目和规模，配备相应数量的安全技术人员（见 9.11）；

o) 增加了如遇雷电等恶劣天气，禁止一切户外活动（见 9.12）。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体育总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及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0 年发布，本次为首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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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拓展场所标准自发布起，在规范体育场所开放、严格经营准入条件、保障体育场所安全等方面起到

了重要作用。本次修订通过对拓展场所开放要求和相关方法的细化，为场所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提供

技术依据，有利于保证拓展活动参与者的安全，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GB 19079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为避免文件篇幅过长，简化标准查询使用

过程，将标准按不同体育场所分别立项，由以下部分组成：

——第 1部分：游泳场所。目的在于规范游泳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2部分：卡丁车场所。目的在于规范卡丁车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3部分：蹦极场所。目的在于规范蹦极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4部分：攀岩场所。目的在于规范攀岩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5部分：轮滑场所。目的在于规范轮滑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6部分：滑雪场所。目的在于规范滑雪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7部分：花样滑冰场所。目的在于规范花样滑冰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

求。

——第 8部分：射击场所。目的在于规范射击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9部分：射箭场所。目的在于规范射箭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10 部分：潜水场所。目的在于规范潜水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11 部分：漂流场所。目的在于规范漂流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12 部分：伞翼滑翔场所。目的在于规范伞翼滑翔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

求。

——第 13 部分：气球与飞艇场所。目的在于规范气球与飞艇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

术要求。

——第 19 部分：拓展场所。目的在于规范拓展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20 部分：冰球场所。目的在于规范冰球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21 部分：拳击场所。目的在于规范拳击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22 部分：跆拳道场所。目的在于规范跆拳道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23 部分：蹦床场所。目的在于规范蹦床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24 部分：运动飞机场所。目的在于规范运动飞机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

求。

——第 25 部分：跳伞场所。目的在于规范跳伞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26 部分：航空航天模型场所。目的在于规范航空航天模型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

本技术要求。

——第 27 部分：定向、无线电测向场所。目的在于规范定向、无线电测向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

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28 部分：武术散打场所。目的在于规范武术散打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

求。

——第 29 部分：攀冰场所。目的在于规范攀冰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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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部分：山地户外场所。目的在于规范山地户外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

求。

——第 31 部分：高山探险场所。目的在于规范高山探险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

求。

——第 32 部分：足球运动场所（推荐性）。目的在于规范足球运动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

基本技术要求。



GB 19079.19—XXXX

1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 19 部分：拓展场所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拓展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场地和设施设备、安全装备、辅助设施设备、卫生和环境管理、

安全保障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种、各类拓展场所。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097—1997 海水水质标准

GB 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4053.3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3部分：工业防护栏杆及钢平台

GB 4303 船用救生衣的要求

GB 6095—2021 坠落防护 安全带

GB 8408—2018 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

GB/T 8918 重要用途钢丝绳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8168—2017 水上游乐设施通用技术条件

GB 19079.4—XXXX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4部分：攀岩场所

GB/T 23268.1 运动保护装备要求 第1部分： 登山动力绳

GB/T 32227 船用工作救生衣

GB 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GB 50007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 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5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30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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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 outward bound

满足人们在指导人员的指导下，利用特定的场地、设施设备，为达到磨炼意志、激发潜能、完善人

格和熔炼团队的目的而开展的穿越、上升、下降和跳跃各类活动。

3.2

拓展指导人员 outward bound instructor

传授拓展理论和技能，指导开展拓展活动的人员。

4 从业人员资格

拓展运动从业者中拓展指导、医疗救护、设施设备安检、游泳救生等人员应持有相关执业资格证明

方能上岗。

5 场地和设施设备要求

5.1 场地要求

5.1.1 拓展场地内有需要进行上方保护的项目，其下方空间正投影的地面应具有一定防护措施。

5.1.2 拓展场地基础应符合以下要求：

——拓展场地基础的设计应符合 GB 50007 的要求；

——混凝土结构设计应符合 GB 50010 的要求；

——基础上表面的预埋件附近局部应高出地面 150 mm；

——基础表面高出地面的部分应进行无锐角、尖锐棱边处理，使圆角半径不小于 20 mm；

——基础表面高出地面部分应进行缓冲处理；

——施工质量应符合 GB 50204 的要求。

5.1.3 拓展场所距离电力设施的水平距离不小于 8 m；距离地下管线的水平距离不小于 2 m；距离各类

建筑的水平距离不小于 5 m。

5.1.4 拓展场地应远离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环境，远离有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易发生的

区域。

5.1.5 应避免活动空间的光、声干扰带来的意外风险。

5.1.6 天然涉水拓展场地涉水部分应有清晰、醒目、牢固的水位测量、危险区域警示等标识。

5.1.7 天然涉水拓展场地涉水部分在深水、急流等危险区域的岸边，应设置救护点。

5.1.8 涉水拓展场地应设置卫生间和更衣室并有存放衣物的设施。

5.2 设施设备条件

5.2.1 设施结构应满足下面要求：

——设施的主立柱上端应与横梁可靠地连接；

——各立柱应与安装地面垂直，垂直度应不大于 1/200；

——设施中垂直竖立的面状结构的承载力不小于场地环境中 30 年一遇的风荷载；

——水平布置的面状结构的承载力应不小于所处环境中 30 年一遇的雪荷载，并不小于 3 kN/㎡；

5.2.2 风荷载、雪荷载的取值及计算应符合 GB 50009 的规定。

5.2.3 拓展场所的承载力应符合以下要求，承载力测试方法按 GB 19079.4—XXXX 中附录 A 的规定：

——上方保护点的构件承载力应不小于 10 kN；

——地面保护点的构件承载力应不小于 5 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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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跳跃冲击的悬挂件的承载力应不小于 7.5 kN；

——梯子的踏板和登高脚架的承载力应不小于 2 kN；

——其他攀爬支承件的承载力应不小于 3 kN。

5.2.4 钢丝绳的抗拉力应不小于 15 kN，其他性能应符合 GB/T 8918 的相关规定。

5.2.5 钢丝绳的端部固定应符合 GB 8408—2018 中 7.9.6 的规定。

5.2.6 设施设备施工质量应满足如下要求：

——设施设备的设计使用年限按 10 年执行；

——设施设备中的钢结构的其他性能条件应符合 GB 50017 的规定；

——钢结构施工质量应符合 GB 50205 的规定；

——非钢结构设施施工质量应符合 GB 50300 的规定。

5.2.7 依托自然场地建造的拓展场所，场地中树木、石头的选择应同时考虑使用载荷及可能出现的其

他载荷，包括风载荷和雪载荷，宜使用拉索等辅助装置进行加固。

5.2.8 安装于木质立柱上、用于固定钢丝绳及锚点的紧固件安装位置应从立柱顶端起至少 305 mm。

5.2.9 滑索项目的路径中应无可能对拓展人员造成伤害的地形和物体。

5.2.10 滑索项目应配备制动系统，使拓展人员到达着陆区的速度应小于 9.66 km/h，且在此过程中不

会受到来自地形或物体的伤害。

5.2.11 滑索项目着陆区应采用自动制动方式，避免拓展人员与建筑或物体的直接冲撞，同时应在可能

对拓展人员造成伤害的建筑或物体表面覆盖足够的缓冲材料。

5.3 设施设备安全要求

5.3.1 设施设备在使用过程中，不应存在共享和相互干涉的情况。

5.3.2 人体可达范围内器械的尖角、锐角、凸缘应进行圆滑处理，上述部位的圆角半径不小于 3 mm。

5.3.3 需要设置护栏时，护栏应满足 GB 4053.3 的规定。

5.3.4 设施不应在人体可达范围存在可能致人伤害的结构形式；不应存在活动人员因其身体、身体的

一部分或衣服的非主观原因进入构件的封闭或非封闭开口并被限制而产生伤害；不应在使用过程中因弯

曲、变形而产生可能致人伤害的结构形式。可能致人伤害的结构形式参见附录 A。

5.3.5 人员站立面的静摩擦系数不小于 0.5；或在踏板的主运动方向和易滑脱方向设置高度不低于

0.03 m 的防滑脱凸台或护板。

注：人工涉水拓展场地静摩擦系数应用湿法测量。

5.3.6 缓冲装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对可能与人体发生碰撞的突出部位应进行缓冲处理；

——对设施设备活动部件和固定部件易发生或可能发生刚性碰撞的部位应设置弹性缓冲装置，缓

冲装置的接触面积应不小于 1 m
2
。

示例：安装橡胶垫等缓冲装置。

5.3.7 构件表面应进行防锈处理或防腐处理，涂层无毒。钢结构的表面保护处理应符合 GB 50205。

5.3.8 高空设施应加装避雷装置，避雷装置应符合 GB 50057 的要求。

5.3.9 用于稳定设施作用的斜拉线和支架等，在距地面以上 1.5 m 处，应加装明显警示色彩或提示性

标志。

5.3.10 拓展设施设备使用的塑料、橡胶和皮革等非金属零部件及金属表面涂饰层，在正常使用过程中，

不应存在染色、掉沫以及感官所能觉察到的较浓异味等现象。

5.3.11 人工涉水拓展场地水池深度宜满足 GB/T 18168—2017 中 4.3 的要求，池底平整。

5.3.12 涉水拓展设施的零部件应采取有效的防腐、防锈等措施。防腐、防锈及装饰层应平整、光亮、

均匀，不应有起层、起泡、明显擦伤、严重剥离、漏涂和返锈、皱皮、流坠、针眼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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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3 人工场所涉水拓展设施基础不应有不均匀沉降、开裂和松动现象。

5.3.14 天然场所涉水拓展设施机器附属设施不应污染水质和环境。

5.3.15 地脚螺栓不宜用于承受底部的横向剪力，此剪力由地板与基础间的摩擦力或设置抗剪结构承

受。重复使用地脚螺栓安装面应高于周围地面，避免积水造成腐蚀，条件限制的应对螺栓采取有效的防

腐措施。

6 安全装备

6.1 所有拓展活动中使用的安全装备，应具有专业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合格证明。

注：安全装备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带、安全头盔、主锁、动力绳、静力绳、成型扁带、安全防护垫、快挂、上升器、

下降器、制动保护器等。

6.2 安全带应符合 GB 6095 的相关规定。

6.3 动力绳应符合 GB/T 23268.1 的相关规定。

6.4 拓展场地应配备与开展项目及活动规模相适应的安全装备类型和数量。

示例：高空攀爬类场地应至少配 4 个半身安全带、2 个全身安全带、100 m 动力绳、4 个下降器、8 个主锁、4 个快

挂、4个 60 cm 成型扁带、4个 120 cm 成型扁带、4个安全头盔。

6.5 天然涉水拓展场地应配备救生衣，救生衣应符合 GB/T 32227 或 GB 4303 相关要求。

7 辅助设施设备

7.1 拓展场所的室内照度应不小于 150 lx, 室外照度应不小于 300 lx。照度应按照 JGJ 153 规定的检

测方法进行检测。

7.2 拓展场所应设置对外通讯设备，保证与外界联系渠道的畅通。

7.3 拓展场所应设置广播设施、卫生间、器材存放仓库。

8 卫生和环境管理要求

8.1 拓展场所的环境卫生应符合 GB 37488 的规定。

8.2 拓展场所在水面的，淡水的水质应符合 GB 3838—2002 Ⅲ类标准，海水的水质应符合 GB 3097—

1997 第二类标准。

8.3 公共指示用标识应符合 GB/T 10001.1 的要求。

8.4 环境噪声应符合 GB 3096—2008 中 2 类声环境功能区的要求。

9 安全保障

9.1 拓展活动场地和设施周围应有醒目的安全告示及安全警示。应避免告示牌遮挡培训人员、保护人

员的视线。

9.2 拓展场所应建立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和安全培训制度，定期进行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

9.3 各类上岗人员有明显身份标识。

9.4 急救药品和器械应摆在便于取用的明显位置。

9.5 对所有的设施设备有健全的定期检查、维护、使用登记制度。每次活动前应进行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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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有健全的拓展指导、安全保护、医疗救护、治安保卫、卫生检查、设施设备维修的人员岗位责任

制度。

9.7 拓展场所应能够有效控制、杜绝非相关人员破坏和无专业保护情况下私自攀爬、使用拓展运动器

材的行为。

9.8 在场地或设施设备的醒目位置应设置使用须知。

9.9 应安装安全监控系统。

9.10 应购买场所公众责任险

9.11 应根据开展的拓展项目和规模，配备相应数量的安全技术人员。

9.12 如遇雷电等恶劣天气，应禁止一切户外活动。

9.13 天然涉水拓展场地应配备游泳救生员。

9.14 天然涉水拓展场地，须提供当日天气、水文情况报告并应随时监控、了解真个水域的水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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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可能致人伤害的结构形式示意图

A.1 可能致人伤害的结构形式示意图

可能致人伤害的结构形式如图A.1。

图 A.1 可能致人伤害的结构形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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