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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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体育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体育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体育局、北京正河山标准化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北京市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北京市好家庭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奥康达体育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英派斯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斌、王崇烈、王佳文、郑巧英、王增、张新凯、黄钟、胡继元、王宝音、陈

恺、戚一帆、陈雪莲、张家祥、昝进坤、韩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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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体育设施分类与配置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公共体育设施分类及配置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级、地区级、街区级和社区级的公共体育设施的分类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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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2  室外健身器材的安全 通用要求 

GB/T 22517（所有部分）  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 

GB/T 34281  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分类配置要求 

GB/T 34284  公共体育设施 室外健身设施应用场所安全要求 

GB/T 34290  公共体育设施 室外健身设施的配置与管理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公共体育设施 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由各级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提供的，向公众开放用于开展体育活动的体育场（馆）、场地、器材和

设备。 
[来源：GB/T 34290—2017，3.1] 

4 分类 

公共体育设施按服务范围分为城市级、地区级、街区级和社区级，具体内容见表 1。 

表1 按服务范围分类的公共体育设施 

名称 服务范围 主要功能 

城市级 全市 
以竞演赛事和竞技训练为主要功能，兼顾全民健身、青少年

体育、体育产业示范、体育文化交往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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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按服务范围分类的公共体育设施（续） 

名称 服务范围 主要功能 

地区级 各区 
以全民健身为主要功能，兼顾竞演赛事、竞技训练、青少年

体育服务功能，部分兼顾体育产业示范、体育文化交往功能。 

街区级 各区街道、乡镇，服务于3公里健身圈 以提供居民日常健身活动、体育项目培训等为主要功能。 

社区级 社区、行政村，服务于1公里健身圈 以提供居民日常健身活动为主要功能。 

5 配置 

5.1 总则 

5.1.1 城市级、地区级公共体育设施宜独立占地，街区级、社区级公共体育设施可独立或兼容占地。 

5.1.2 室外体育设施的安全符合 GB 19272的要求，室外体育设施应用场所安全符合 GB/T 34284的要

求。 

5.1.3 体育场地设施使用及检验方法符合 GB/T 22517（所有部分）的要求。 

5.1.4 无障碍设施符合 GB 50763的要求。 

5.2 配置方案 

5.2.1 按照城市级、地区级、街区级、社区级的服务范围，分别配备不同类型的公共体育设施。各级

公共体育设施配置见表 2。 

表2 各级公共体育设施配置 

名称 

体

育

场 

体

育

馆 

游

泳

馆 

全民健身中心 体育公园 
室外体育设

施 

室内体育设

施 
大型全民

健身中心 

中型全民

健身中心 

小型全民

健身中心 

大型体育公

园 

中型体育公

园 

小型体育公

园 

城市级 ● ● ●       ○ ○ 

地区级 ● ● ● ●   ●   ○ ○ 

街区级     ●   ●  ○ ○ 

社区级      ●   ● ● ● 

注：●表示宜配置的公共体育设施，○表示可选择配置的公共体育设施。 

 

5.2.2 体育场宜符合： 

——由标准田径跑道、足球场和固定看台组成的室外场地； 

——跑道周长为 400 m，跑道数量 6条及以上，场地中心含有标准足球场地。 

5.2.3 体育馆宜符合： 

——有固定看台，可在室内进行单项或多项体育比赛、体育训练、体育活动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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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半封闭的室内体育设施。 

5.2.4 游泳馆宜符合： 

——可供开展游泳、花样游泳、水球、跳水等运动的室内游泳场地； 

——游泳主水池不小于 25 m×16 m，最浅水深不低于 1.2 m。 

5.2.5 全民健身中心宜符合： 

——以独立的室内建筑为主、不设固定看台； 

——有能同时开展 3种以上体育活动的场地； 

——可提供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等体育服务的综合性体育设施。 

5.2.6 体育公园宜符合： 

——以体育健身为重要元素，与自然生态融为一体； 

——具备改善生态、美化环境、体育健身、运动休闲、娱乐休憩、防灾避险等多种功能的绿色公

共空间，是绿地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体育公园内绿化用地占比不低于 65%。 

5.2.7 室外体育设施宜符合： 

——在室外供人们开展体育活动的场所及附属设备，如足球、篮球、网球、健身步道、滑雪等； 

——不含体育场、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公园内室外体育设施。 

5.2.8 室内体育设施宜符合： 

——在室内供人们开展体育活动的场所及附属设备，如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滑冰、健身房等； 

——不含体育馆、游泳馆、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公园内室内体育设施。 

5.2.9 全民健身中心的配置符合 GB/T 34281的要求。 

5.2.10 室外体育设施的配置与管理符合 GB/T 34290的要求。 

5.3 配置类型 

5.3.1 城市级公共体育设施 

城市级公共体育设施宜临近轨道交通或城市快速路布局。 

5.3.2 地区级公共体育设施 

5.3.2.1 地区级公共体育设施宜临近轨道交通或城市主次干路布局。 
5.3.2.2 大型全民健身中心宜独立用地，用地面积 3 hm2以上，体育项目宜不少于 12项。首都功能核
心区内大型全民健身中心可不独立用地。 
5.3.2.3 大型体育公园用地面积宜不低于 10 hm2，体育设施用地占比不宜低于 15%，具有 10片及以
上运动场地，运动场地类型宜包含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健身步道等，健身步道长度不小于 2km，
可同时开展的体育项目不少于 5项。 

5.3.3 街区级公共体育设施 

5.3.3.1 街区级公共体育设施宜布局在方便、安全、对生活休息干扰小的地段，结合居住区内人口结

构配置。 
5.3.3.2 中型全民健身中心宜独立用地，用地面积 1 hm2～3 hm2，体育项目宜不少于 6项。首都功能
核心区内中型全民健身中心可不独立用地。 
5.3.3.3 中型体育公园用地面积宜不低于 6 hm2，体育设施用地占比不宜低于 20%，具有 8片及以上
运动场地，运动场地类型宜包含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健身步道等，健身步道长度不小于 1km，可
同时开展的体育项目不少于 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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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社区级公共体育设施 

5.3.4.1 社区级公共体育设施宜与其他公共服务设施统筹布局并远离易燃易爆、高压线、热力管线等

危险区域，可设置在社区居住和服务设施相对集中、交通相对便利的区域。 
5.3.4.2 小型全民健身中心宜独立用地，用地面积 0.1 hm2～1 hm2，体育项目宜不少于 3项。首都功
能核心区内小型全民健身中心可不独立用地。 
5.3.4.3 小型体育公园用地面积宜不低于 4 hm2，体育设施用地占比不宜低于 20%，具有 4片及以上
运动场地，运动场地类型宜包含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等，可同时开展的体育项目不少于 3项。 
5.3.4.4 室外体育设施包括居住区、公园绿地、社区周边闲置边角地内配置的供社区居民日常健身使

用的室外运动场地设施。其中，新建居住社区内至少配建 1片非标准足球场地设施。 
5.3.4.5 室内体育设施应在居住区配置，供社区居民日常健身使用。其中，居住区配套室内体育设施

宜整合至 1处室内开敞空间，不宜分散至多处狭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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