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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健身步道是一种户外设施，是集绿色、生态、休闲、健身等功能于一体，与城市绿色开敞空间和慢

行交通系统紧密结合，方便群众使用的户外休闲健身空间。 

2018年3月6日，体育总局、发展改革委等十二部委联合印发《百万公里健身步道工程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方案”第七部分第3条提出“制定健身步道及相关健身设施的建设标准、技术规

范、管理和服务标准。本标准正式在此项政策发布之时实施，有助于提升合成材料面层健身步道的健身

质量和水平。 

依据《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和《全民健身条例》，为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体育设施服务需

求，规范指导健身步道的建设，在全面、深入研究国内外步道技术要求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

制定本标准，对健身步道进行规范化管理提供技术依据。 

健步道的规划设计与施工建设除应执行本标准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的其他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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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材料面层健身步道 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合成材料面层城市健身步道的选址要求、建设要求、基础要求、标识要求、辅助设施

要求、景观要求、性能要求、安全要求、检测与验收、交付和使用说明。 

本标准适用于以合成材料作为面层的健身步道，其他类型的步道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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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531.1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压入硬度试验方法第1部分：邵氏硬度计法(邵尔硬度) 

GB/T 10001.1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4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4部分：体育运动符号  

GB/T 10654-2001 高聚物多孔弹性材料拉伸强度和拉断伸长率的测定 

GB/T 15566.7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7部分：运动场所 

GB/T 16422.2-1999  塑料实验事光源暴露试验方法_第2部分：氙弧灯 

GB 18587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地毯、地毯衬垫及地毯胶粘剂有害物 

GB/T 22517.6  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 第6部分：田径场地 

GB/T 23991  涂料中可溶性有害元素含量的测定 

GB/T 29614  硫化橡胶中多环芳烃含量的测定 

GB/T 29786  电子电气产品中邻苯二甲酸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 

GB/T 33345  电子电气产品中短链氯化石蜡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GB 50420 城市绿地设计规范 

CJJ 37-2012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步道  trail 

可供人安全行走的道路。 

3.2  

健身步道   fitness trail 

依托公园、绿地、广场、居住区等公共空间建设，供人们进行散步、健步走、跑步等运动的步

道。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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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材料面层健身步道  synthetic surface fitness trail 

用高分子合成材料作为面层铺装的健身步道。 

4 选址要求 

4.1 依据景区、城市、公园、居住区规划，主要结合群众的健身需求和体育设施布局，合理选择健身

步道的位置。并与现有的自然条件和环境、风景地貌相协调，避开交通干道。 

4.2 应具有较好的交通便利性、可通达性并相对封闭。步道的起终点靠近公园、绿地、居住区等的主

要出入口，便于群众使用。 

4.3 应合理利用现有道路资源条件，少占其他用地。 

5 建设要求 

5.1 公园健身步道的长度宜不小于 3000 m，居住区健身步道的长度宜不小于 200m。 

5.2 健身步道宽度宜为 1.5 m～3.0 m。单向通行步道宽度应不小于 1.5 m，双向通行步道宽度应不小

于 2.5 m。 

5.3 健身步道上方 2.5m 范围内不应有障碍物。 

5.4 应视野宽阔，具有连续慢行通过的可行性。 

5.5 应有良好的采光通风、绿化效果。 

6 基础要求 

6.1 混凝土基础的强度应不小于 C20，基础层的密实度应不小于 90%，平整度用 1m 直尺测量配合游标

塞尺间隙应不大于 2mm；坡度应符合面层坡度的要求。 

6.2 对特殊路基，应查明情况，分析危害，结合当地成功经验，采取相应措施，增强工程可靠性。可

参照 CJJ 37-2012 的要求设计基础。 

7 标识要求 

7.1 城市健身步道应设置步道信息标识、里程标识、科学健身指导标识，以及指向标识和警示标识。

各类标识应统一规范、清晰、简洁、尺寸适中，符合 GB/T 10001.1、GB/T 10001.4 和 GB/T 15566.7

的相关要求。 

7.2 步道及所属区域内的安全、消防、道路交通标识应按相关国家标准执行。 

7.3 标识设计时应参考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国家标准的元素构成，采用与当地文化相一致的设计风格，

以形成统一的形象景观系统。 

7.4 信息标识用于提供步道概况、里程信息、服务设施信息、科学健身指导信息、管理信息、活动信

息等。 

7.5 指向标识用于标明城市健身步道方向和线路。通常用图形并配以简单文字进行说明，以箭头加文

字或图形的方式来表示目的地的方向、距离等。可将指向标识与里程标识合并设置。 

7.6 警示标识用于标明警示和禁止事项。在特殊地段、危险地点处，应标明可能存在的危险及其程度，

并在其之前 10 m～50 m 处提前设置。 

7.7 各类标识应能明显区别于道路交通及其它标识，同时不应影响其他相关道路交通及其他标识的使

用。 

7.8 步道里程标识宜每 50 m～100 m 设置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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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辅助设施要求 

8.1 宜设置方便健身者的辅助设施，具体设施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表1 健身步道辅助设施配置要求 

辅助设施 
步道长度 L 

L≤1000m 1000m＜L≤3000m L＞3000m 

休憩设施 
休憩椅凳 ▲ ● ● 

休息站 ○ ○ ▲ 

环卫设施 
厕所 ▲ ● ● 

垃圾箱 ● ● ● 

科学健身 

指导设施 

科学健身指导宣传栏 ▲ ● ● 

多媒体科学健身指导设施 ○ ○ ▲ 

智慧化功能设施 ○ ○ ○ 

信息标识 ● ● ● 

步道使用说明、维护保养说明 ● ● ● 

全民健身知识展示 ▲ ▲ ● 

全民健身使用手册 ○ ▲ ▲ 

步道形象展示小广场 ○ ○ ▲ 

健身路径 ○ ○ ▲ 

救护设施 ○ ▲ ● 

安保设施 ○ ○ ▲ 

商业设施 ○ ○  ○ 

停车场 ○ ○ ○ 

注：必配辅助设施用●表示，建议配备辅助设施用▲表示，选配附属设施设备用○表示 

8.2 主要出入口应设置在步道线路的起终点处，其他出入口宜设置在人流量较大的区域。 

8.3 休息站可设置在健身步道的起终点处，并具备更衣室、临时储物、电源等功能。 

8.4 休息椅凳应符合 GB 50420 的相关规定。 

8.5 环卫设施应符合 GB 50420 和 CJJ 14 的相关要求。 

8.6 智慧化功能设施可包含智能计步、里程数、能量消耗、配速，计时、运动路线选择、点标感知、

定位、音乐随行、语音播报、科学运动处方、健身视频、社交分享等功能。 

9 景观要求 

9.1 健身步道的景观设计宜充分体现地域文化、人文关怀、自然环境，形成方便和舒适的道路空间。 

9.2 绿化和景观设计应符合交通安全、环境保护、城市美化等要求，量力而行，并应与沿线城市风貌

协调一致。 

9.3 健身步道应避免大量挖填，应保护天然植被，宜将步道和自然风景融为整体。 

9.4 健身步道景观应以宜人尺度设置各种景观要素。景观设施应以休闲和舒适为主，绿化配置应多样

化，铺砌宜选用当地材料。 

10 性能要求 

10.1 平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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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健身步道路面平整，没有明显的坑洼、积水、碎石等障碍物，适宜使用者进行运动锻炼。 

10.1.2 使用 2 m 工程测量尺，配合游标塞尺进行测试，工程测量尺下间隙不大于 3 mm。不应有明显

的台阶，接缝高度差不大于 2 mm。 

10.2 坡度 

健身步道横向坡度应不大于0.5 %；纵向坡度与所在场所道路坡度一致。 

10.3 转弯半径 

应具有一定的转弯半径，宜避免锐角和直角。 

10.4 性能 

10.4.1 弹性材料的主要运动性能包括冲击吸收、垂直变形、抗滑值、拉伸性能。运动性能应符合表 2

的要求 

表2 合成材料面层健身步道运动性能要求 

性能 
指标 

三级 二级 一级 

厚度 mm 5-9 9-13 ≥13 

冲击吸收/% ≥10 ≥20 ≥35 

垂直变形/mm ≥0.5 ≥0.5 ≥0.5 

抗滑值 ≥47 ≥47 ≥47 

邵氏硬度（邵 A）/度 ≥45 ≥45 ≥45 

拉伸强度/MPa ≥0.4 ≥0.5 ≥0.5 

扯断伸长率/% ≥40 ≥40 ≥40 

阻燃性/级 I 级 I 级 I 级 

耐候性 

1200h 人工天候老化试验后，面层材料的邵尔硬度（邵 A）、拉伸强度和扯断伸长率

仍应符合本要求。 

注：该项仅作为合成材料出厂型式检验内容，不作为竣工检测要求。 

10.4.2 三级性能健身步道适用于散步，二级性能健身步道适用于散步、健走，一级性能健身步道适用

于散步、健走、路跑。 

10.4.3 为保护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合成材料的环保性能应符合表 3 的要求。 

表3 合成材料面层健身步道中有害物质限量 

项目 指标 

有害物质含量 

6种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DBP、BBP、DEHP、 DNOP、DINP、DIDP）总和/

（g/kg） 
≤ 2.0 

18种多环芳烃总和a/（mg/kg） ≤ 50 

苯并[a]芘/（mg/kg） ≤ 1.0 

短链氯化石蜡（C10-C13）/（g/kg） ≤ 1.5 

铅（Pb）/（mg/kg） ≤ 50 

镉（Cd）/（mg/kg） ≤ 10 

铬（Cr）/（mg/kg） ≤ 10 

汞（Hg）/（mg/kg）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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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物质释放量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mg/（m2•h）） ≤ 2.0 

甲醛/（mg/（m2•h）） ≤ 0.05 

苯/（mg/（m2•h）） ≤ 0.05 

甲苯、二甲苯和乙苯总和/（mg/（m2•h）） ≤ 0.5 

注：a18种多环芳烃的具体名称:萘、苊烯、苊、芴、菲、蒽、荧蒽、芘、苯并[a]蒽、䓛、苯并[b]荧蒽、苯并[j]

荧蒽、苯并[k]荧蒽、苯并[a]芘、苯并[e]芘、茚并[1,2,3-cd]芘、二苯并[a,h]蒽、苯并[g,h,i]芘。 

10.5 外观 

健身步道表面应无裂痕、无分层、粘接牢固，无空鼓。场地的标志线应清晰，无明显虚边，颜色

宜为白色。 

11 安全要求 

11.1 公园健身步道的管理者应制定步道安全手册、使用者规章准则等并设置在步道的入口处，并宜制

定步道日常维护计划和大型维护计划，保证步道的安全使用。 

11.2 步道线路及活动场地应满足运动健身安全要求，预留足够的无障碍区，邻近水面、陡坎等不安全

区域应设置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11.3 对某些特定或限定的人群不适用时，如需要人照管的老人、幼儿、病人、残疾人等，应予以安全

警示。 

11.4 需要对运动锻炼的人数和质量进行限制时，应予以安全警示。 

11.5 需要对竞技练习、特殊技巧等运动形式或运动强度的锻炼进行限制时，应予以安全警示。 

11.6 安全警示标志或文字、图案应醒目清晰、易于识别，坚固和耐久。 

11.7 其他需要警示的内容和事项，应予以安全警示。 

11.8 步道两侧不应有尖锐、凸凹等容易引起伤害的障碍物。 

11.9 有夜间使用要求的步道应设置照明系统，路面水平照度不小于 50 lx。 

12 检测与验收 

12.1 现场检测与验收 

12.1.1 检测项目 

现场检测项目包括整体外观、里程、厚度、平整度和运动性能。运动性能包括冲击吸收、垂直变形、

抗滑值、邵氏硬度（邵A）。 

12.1.2 外观 

应依据设计要求和本标准要求，对隐蔽工程施工检测记录、标识系统、辅助功能系统进行现场查

看并确认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12.1.3 里程 

使用固定周长的导向轮，对步道长度进行全程测量。 

12.1.4 厚度和平整度 

12.1.4.1 取点 

应根据步道里程的长度合理确定检测取点的间隔，具体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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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厚度和平整度现场检测取点频次 

里程（L） L≤1000 m 1000 m<L≤3000 m L>3000 m 

取点频次 20个点 20-40点 不少于50个点 

12.1.4.2 测量方法 

12.1.4.2.1 使用精度为 1 mm 的三针测厚仪，在现场对步道面层厚度进行测量。 

12.1.4.2.2 使用 2 m 工程测量尺和游标塞尺，将工程测量尺与步道轴线呈 45°角放置，使用游标塞

尺测量工程测量尺与面层之间的间隙。 

12.1.5 运动性能 

12.1.5.1 测试选点 

应根据步道里程的长度合理确定检测取点的间隔，具体见表5。 

表5 运动性能现场检测取点频次 

里程（L） L≤1000 m 1000m<L≤3000 m L>3000 m 

取点频次 随机选择3个点 随机选择6个点 随机选择9个点 

如果不进行现场测试，可在现场施工的同时平行制作至少3个合成面层材料样品，送交专业检测机

构进行性能测试。样品的制作应符合13.2.2.2的要求，样品规格不小于500 mm×500  mm×实际厚度。 

12.1.5.2 测试方法 

12.1.5.2.1 冲击吸收、垂直变形、抗滑值根据 GB/T 22517.6 中的方法进行测试。 

12.1.5.2.2 使用便携式邵氏硬度计，根据 GB/T 531.1 进行测试。 

12.2 照明 

使用手持式照度计，对步道表面高度1m的位置进行照度测量，测量点参照表5进行选择。 

12.3 样品检测 

12.3.1 检测项目 

样品检测项目包括运动性能和化学性能。 

12.3.2 取样 

12.3.2.1 样品用于测量运动性能（冲击吸收、垂直变形、抗滑值、邵氏硬度、阻燃性、拉伸强度和拉

断伸长率、耐候性）和化学性能。 

12.3.2.2 面层应在在铺设同期平行制样。样品应在制作完成后在现场存放 14 天至 28 天，然后用聚乙

烯或聚四氟乙烯袋密封，置于阴凉干燥处。必要时，可以在铺装完成后的场地上挖取样品。 

12.3.2.3 环境舱有效容积为 200 L 时，样品规格不小于 500 mm×500 mm×实际厚度。若环境舱有效

容积不是 200 L，则样品规格至少应满足测试舱测试时载荷比（0.4 m2/m3）的要求。 

12.3.3 样品制备 

12.3.3.1 运动性能 

——样品到达实验室后，应依据检测环境要求调节 24 h 以上方可进行性能测量。 

——进行耐候性检测时，样品样规格应符合 GB/T 10654-2001 中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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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2 化学性能 

取面层材料样品适量，冷冻研磨或不至产生热量的其他加工方式粉碎，选取粒径在0.85 mm～1.4 

mm（20目～14目）之间的细小颗粒，作为检测用试样。制样过程应避免不锈钢研磨装置造成的铬等污

染。除重金属外，其余项目应在样品前处理后立即检测。 

对于现场挖取的样品，制样前应去除底层附着物，以避免基础层对面层材料可能的污染。 

12.3.4 检测方法 

12.3.4.1 运动性能检测方法 

12.3.4.1.1 合成材料面层冲击吸收、垂直变形、抗滑值、阻燃性根据 GB/T 22517.6 中的方法进行测

试。 

12.3.4.1.2 邵氏硬度根据 GB/T 531.1 进行测试。 

12.3.4.1.3 拉伸强度和拉断伸长率根据 GB/T 10654-2001 进场测试。 

12.3.4.1.4 耐候性根据 GB/T 16422.2-1999 中规定的方法连续处理 1200 小时后，对样品的邵氏硬度、

拉伸强度和拉断伸长率进行测试。 

12.3.4.2 化学性能检测方法 

12.3.4.2.1 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DBP、BBP、DEHP、DNOP、DINP、DIDP）的测定按 GB/T 29786 的

方法进行。 

12.3.4.2.2 多环芳烃（18 种总和）中 16 种（含苯并[a]芘）按 GB/T 29614 的方法进行试验，苯并[e]

芘、苯并[j]荧蒽参照 GB/T 29614 的方法进行试验。 

12.3.4.2.3 短链氯化石蜡（C10-C13）的测定按照 GB/T 33345 的方法进行。 

12.3.4.2.4 合成材料面层成品中有害物质释放量的测定按 GB 18587 的方法进行试验。 

12.3.4.2.5 可溶性铅、镉、铬、汞的测定按 GB/T 23991 的规定进行。 

13 交付 

13.1 交付内容 

健身步道建设图纸内所有内容，包括健身步道基础，合成材料面层，休憩设施，标识标牌，照明

设施（如有），排水设施，健身步道使用说明等。 

健身步道建设归档资料，包括竣工图，竣工验收单，合成材料面层检测报告，设施设备产品合格

证，健身步道使用说明等。 

13.2 交付条件 

交付时应满足下列条件： 

——应完成健身步道相关施工内容，包括步道基础，步道面层，配套休憩设施，标识标牌，照明设

施（如有），排水设施等。 

——应完成相关施工内容的验收工作，提供各分部分（包括隐蔽工程）项验收记录，并取得竣工验

收证明。 

——应取得合格的合成面层专业检测报告，检测报告应由具有相应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 

——应完成配套休憩设施安装调试，安装的标识标牌指示明显、字迹清晰。 

——健身步道与周边道路、景观、交通设施、健身设施等应贯通并协调一致。 

——应完成健身步道使用说明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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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使用说明 

14.1 使用说明内容 

健身步道使用说明应涵盖健身步道基本概况，包括健身步道位置、长度、宽度、合成面层的种

类、基本技术参数等。 

14.2  使用须知 

使用须知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应穿着专业跑鞋、普通运动鞋、平底鞋进入合成面层健身步道，不得穿钉鞋、高跟鞋、等棱角

分明的硬底鞋进入。 

——合成面层健身步道适用于日常运动健身锻炼，不能破坏性使用。 

——合成面层健身步道应避免有害物质的污染，如易燃易爆和腐蚀性物品，避免接触有机溶剂、化

学药品及机械油污。 

——保持合成面层表面清洁，禁止在健身步道上吃零食，如瓜子、口香糖、水果、饮料等。 

——禁止各类机动车及非机动车、滑板、轮滑等进入合成面层健身步道区域，禁止在合成面层区域

长期堆压重物。 

——禁止用刀、钉、玻璃、砂石等尖锐器械刻划、摩擦、割刺合成面层，避免机械冲击与摩擦。 

——禁止在场地内吸烟，避免其他火种接近合成面层，并隔离热源。 

——应定期维护保养。合成面层健身步道的边缘应加强保护，不得任意掀动，如发现损坏、起泡现

象应及时进行修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