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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体馆协〔2024〕19 号

各有关单位

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

关于《健身场所管理运营服务等级划分与评定标准

第1 部分：健身房》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的通知

：

由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提出并归口管理的团体标准《 健身

场所管理运营服务等级划分与评定标准第 1 部分：健身房》征求

意见稿现已完成，为保证该团体标准的科学性、实用性及可操作

性，按照《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及《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团体标

准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请各有关单位及专家认真审阅标准文本，对标准的征求意见

稿提出修改意见或建议，将修改意见或建议填写至“意见反馈表”

（请见附件 2）内，并于 2024 年 10 月 18 日前以邮件的形式反

馈至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秘书处，逾期未回复按无意见处理。

感谢您对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团体标准化工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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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钟 焱 180 4030 8561

邮 箱：ssva2016@163.com

附件：

1.《健身场所管理运营服务等级划分与评定标准第 1

部分：健身房》征求意见稿

2.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团体标准意见反馈表

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

2024 年 9 月 19 日

mailto:ssva2016@163.com


ICS

CCS Y

团 体 标 准
*******

健身场所管理运营服务等级划分与评定标准

第 1部分：健身房
Standard for Class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Service Level of Fitness Facility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Part 1: Gym

（征求意见稿）

20**-**-**发布 20**-**-**实施

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 发布



前  言

《健身场所管理运营服务等级划分与评定标准》有若干部分组成：

——第1部分：健身房；

——第2部分：游泳池（馆）；

——第3部分：室内运动球馆；

——第4部分：室外运动球场；

——第5部分：体育公园；

——第6部分：健身步道、登山步道；

……

本部分为《健身场所管理运营服务等级划分与评定标准》的第1部分。

本部分依据 GB/T 1.1-2020 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四川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四川省健美健美操协会、四川省坤泰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安徽豆米科技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窦廷军、张京杭、邢轲轲、孙勇、谢梦瑶、肖洪、李莉、肖伟、罗

锋、邓嘉、刘家林、钱寒冰、刘圆芳、韩虎、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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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场所管理运营服务等级划分与评定标准

第 1 部分：健身房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四川省健身场所管理运营服务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本部分适用于开放一年及以上的四川省各级各类健身房（健身馆、健身中心、健身俱乐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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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

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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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11-2017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总则

GB/T 10001.1-2023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第 1 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4-2021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第 4 部分：运动健身符号

GB 37487-2019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

GB/T 22517 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已颁布现行实施部分）

GB/T 28181-2022 安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国务院第 505 号令 大

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

TY/T 3001-2013 健身场所服务质量管理 通用要求

GB 17498 固定式健身器材

SB/T 10963 商业服务业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标准

SB/T 11223-2018 管理培训服务规范

HG/T 4619-2014 健身场地用塑胶面

GB/T 34285-2017 健身运动安全指南

GB 50763-2012 无障碍设计规范 第 3 项的要求

GB 5749-2022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3096-2008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5-201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WS 10013-2023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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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健身房 Gymnasium

以向公众提供体育健身服务为主的经营性室内体育健身场所（健身房、健身馆、健身中心、健身俱

乐部等）。

专项训练区 Special training area

通过专属训练场地设施、设备器材进行专项运动项目训练的区域。专项运动项目包括但不限于游泳、

球类、自由搏击、拳击、跆拳道、空手道等。

私教训练区 Private trainer service area

健身者由专门教练进行个性化健身指导、提供专业化健身服务的区域。私教（功能）训练区配置的

特色训练设施器材包括但不限于平衡系列、反应敏捷系列、肌耐力训练系列、核心训练系列、心肺训练

系列、综合功能训练器等。

社会体育指导员 Social sports instructor

在体育活动中从事运动技能传授、科学健身指导和组织管理工作的人员。可分为公益社会体育指导

员和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两类。

服务质量 Service quality

是指服务能够满足规定和潜在需求的特征和特性的总和，是指服务工作能够满足被服务者需求的程

度或水平。

4 等级与评定

4.1 等级

健身房划分为三个等级，从高到低依次为：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

（★★★）。

5 评定程序与等级管理

5.1 合格性评定

本标准所规定健身场所首先进行合格性评定，合格性评定指标为通用指标，适合本标准所指全部健

身场所，所有合格性评定指标完全达标后方可进入等级评定程序。

5.2 等级评定

通过合格性评定，进入分类等级评定阶段，不同类型健身场所等级评定按照硬件设施（20%）、管

理运营（30%）、服务保障（30%）、安全卫生（20%）共四大项进行评分。根据健身场所类型，在各

指标权重上有所不同，每一类型健身场所等级评定指标总分 100分。按评定得分划分为三个等级：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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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以上评定为五星级（★★★★★）、90～95分评定为四星级（★★★★）、85～90分评定为三星级

（★★★），每一评级分数段包括起始分，但不包括段尾整数分。

5.3 评定程序

遵循自愿申报、合格评定、分级评定、动态管理、分类指导的原则，严格按照以下程序评定：

5.4 等级管理

5.4.1 健身房已获得评定等级有效期3年，自获得评定等级年度起，评级机构每年组织年检，

年检合格继续使用等级称号，不合格者取消等级称号。

5.4.2 健身房所获等级评定到期后，如需继续使用等级称号，可再次向评级机构申请等级评定。

5.4.3 已经获得等级称号的单位，自获得评定等级年度起一年以后可申请更高等级的评定。

5.4.4 健身房等级标牌、证书与证书副本统一制作、核发。

5.4.5 健身房发生重大安全、运营责任事故的，须及时向评级机构报备，所获得等级称号自动

取消，且两年内不得申报等级评定。

5.4.6 超过有效期或取消评定等级的健身房，应立即停止悬挂等级标牌，停止使用等级证书和

称号，并停止所有相关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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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合格性评定条件

6.1 健身房规模

有效使用面积 申报类型

100 ㎡≤面积＜300 ㎡ 小型健身房

300 ㎡≤面积＜1000 ㎡ 中型健身房

1000 ㎡≤面积 大型健身房

6.2 经营主体依法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合法经营 1年以上，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

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以及公众知晓度。

6.3 具有设置合理且健全的组织结构，完备的管理制度，良好的运营机制。

6.4 制定完善的各部门人员岗位职责、人员工作管理流程与工作制度，并定期对职员进行业

务培训，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6.5 具备对外开放与运营的场地、设施、设备、技术、人员、资金等方面的支撑条件。

6.6 器材设备应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体育项目竞赛规则的要求。

6.7 安全管理制度健全，安全保障措施得力，风险防范机制运行顺畅，近一年无严重违反国家

法律、法规的情况，未发生重大安全、消防、食品、环保、质量等责任事故。

6.8 近一年未发生知识产权严重侵权行为、重大经营服务质量投诉情况、内部管理运行重大问

题。

6.9 卫生防疫制度健全，有连续、完整的工作记录，近一年未发生过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6.10 有房屋不动产证或租赁证明、消防审验合格或消防备案证明，如有锅炉、电梯、压力管

道（含气瓶）等特种设备，应具备相应的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及有效期内设备检测报告。

6.11 如经营高危体育项目（游泳、滑雪、攀岩、潜水等），须持有《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

许可证》。

6.12 如经营餐饮、食品等服务，须持有相应的许可证。

6.13 具有专业的健身运动指导、训练与服务团队，教练员须持有国家有关部门或行业协会认

证的教练员证书，且证书适用于所从事岗位。

6.14 各项设施设备应符合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相关要求，不造成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不破

坏体育旅游资源和体验气氛。

6.15 应建立公共卫生与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与应急机制， 有清晰、醒目的危险区域警示标

识和安全防护设施。

6.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正常运行、各设施设备应保持100%在线率，配备专人负责，并有运

行记录和巡检记录。

6.17 场地内至少配备一台自动体外除颤仪（AED）。

6.18信息发布平台应有专人管理负责，信息内容应当遵守法律法规，遵循公序良俗，不得损害国家利

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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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合格性评定评分表

序号 指标 评定结果（合格“√”、不合格“×”）

1

小型健身房：100 ㎡≤有效使用面积＜300 ㎡。
小型健身房□
中型健身房□
大型健身房□

中型健身房：300 ㎡≤有效使用面积＜1000 ㎡。

大型健身房：1000 ㎡≤有效使用面积。

2
经营主体依法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合法经营 1 年以上，
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以及公众知晓度。

3
具有设置合理且健全的组织结构，完备的管理制度，良好的运营机
制。

4
制定完善的各部门人员岗位职责、人员工作管理流程与工作制度，
并定期对职员进行业务培训，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5
具备对外开放与运营的场地、设施、设备、技术、人员、资金等方
面的支撑条件。

6 器材设备应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体育项目竞赛规则的要求。

7
安全管理制度健全，安全保障措施得力，风险防范机制运行顺畅，
近一年无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情况，未发生重大安全、消防、
食品、环保、质量等责任事故。

8
近一年未发生知识产权严重侵权行为、重大经营服务质量投诉情况、
内部管理运行重大问题。

9
卫生防疫制度健全，有连续、完整的工作记录，近一年未发生过重
大公共卫生事件。

10
有房屋不动产证或租赁证明、消防审验合格或消防备案证明，如有
锅炉、电梯、压力管道（含气瓶）等特种设备，应具备相应的特种
设备使用登记证及有效期内设备检测报告。

11
如经营高危体育项目（游泳、滑雪、攀岩、潜水等），须持有《高
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

12 如经营餐饮、食品等服务，须持有相应的许可证。

13
具有专业的健身运动指导、训练与服务团队，教练员须持有国家有
关部门或行业协会认证的教练员证书，且证书适用于所从事岗位。

14
各项设施设备应符合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相关要求，不造成环境污
染和其他公害，不破坏体育旅游资源和体验气氛。

15
应建立公共卫生与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与应急机制， 有清晰、醒
目的危险区域警示标识和安全防护设施。

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正常运行、各设施设备应保持100%在线率，配
备专人负责，并有运行记录和巡检记录。

17 场地内至少配备一台自动体外除颤仪（AED）。

18
信息发布平台应有专人管理负责，信息内容应当遵守法律法规，遵
循公序良俗，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合格性评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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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健身房管理运营服务等级划分与评定硬件设施评分表

序号 指标
指标
分值

评定办法
评定
得分

1
运动功能空间布局科学、合理。有效健身训练区域至少包括自由力量
训练区、固定器械训练区、有氧器械训练区、操厅、体质测评区、康
复放松区。

2 满足得 2分。

2
室内健身器材应符合 GB 17498.1《固定式健身器材》第 1部分：通
用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相关要求，并提供有效的产品合格证明。

2 满足得 2分。

3
健身器材每年进行一次安全和性能检测，并提供有效的检测报告或证
明材料。

2
提供有效的检测报告
或证明材料，得 2 分。

4
健身房智能化，包括：人员进出管理智能化、自助储物柜、自助手环
收发机、AI 健身指导、智慧能耗（控电控水）、行为识别 AI 监控等
功能。

2
每具有 1项得 0.5 分，
最高 2 分。

5
健身器材具有器械状态图显示、运动轨迹页面显示、相关运动数据提
示等功能。

1 满足得 1分。

6
自由力量训练区：不同重量规格的哑铃、杠铃等健身器材数量充足、
搭配合理、布局科学、状态良好；配备专人维护管理，提供维护保养
记录。

1 满足得 1分。

7
固定器械训练区：各种固定轨迹器械数量充足、布局合理、状态良好，
可以基本满足人体主要肌群的抗阻训练；配备专人维护管理，提供维
护保养记录。

1 满足得 1分。

8
有氧器械训练区：跑步机、椭圆仪、台阶器等设备数量充足、布局合
理、状态良好，可以满足会员有氧心肺功能训练；配备专人维护管理，
提供维护保养记录。

1 满足得 1分。

9
操厅或瑜伽厅等区域：壁镜、扶杆、瑜伽垫、踏板、阻力带、健身球
等训练辅助器材数量充足、布局合理、状态良好；配备专人维护管理，
提供维护保养记录。

1 满足得 1分。

10
固定单车房：固定单车的数量充足、布局合理、状态良好、灯光音响
设备完备、隔音效果良好；配备专人维护管理，提供维护保养记录。

1 满足得 1分。

11
体质测评区：配备可以测量身体成分、运动水平、身体形态等数据的
仪器；配备专人维护管理，提供维护保养记录。

1 满足得 1分。

12
康复放松区：配备按摩床、筋膜枪、泡沫滚轴等基础拉伸放松工具；
配备专人维护管理，提供维护保养记录。

1 满足得 1分。

13
私教课程区：配备私教训练课程或功能性训练课程专用设备，可以满
足私教会员爆发力、平衡性、柔韧性、协调性等功能训练；配备专人
维护管理，提供维护保养记录。

1 满足得 1分。

14 对外交通便捷，有自主或公共停车场。 1 满足得 1分。

15 距离地铁或公交车站不超过 1000 米。 1 满足得 1分。

16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应符合《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WS
10013-2023）的要求。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20m

2
/（h·人）。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设计温度宜使公共浴室的更衣室、休息室冬季室
内温度达到 25℃，其他公共场所宜在 16℃～20℃之间；公共场所夏
季室内温度在 26℃～28℃之间。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设计湿度宜使
游泳场（馆）、公共浴室相对湿度不大于 80%，其他公共场所相对湿
度宜在 40%-65%之间。

1 满足得 1分。

指标总分 20 评定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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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健身房管理运营服务等级划分与评定管理运营评分表

序号 指标
指标
分值

评定办法
评定
得分

1
结合运营需要，设置专用办公区域，配备专业运营团队，合理
设置内设部门和岗位。

2 满足得 2分。

2
完善运行管理体系，制定健全各部门人员岗位职责与工作制度，
建立激励约束和绩效考核机制。

2 满足得 2分。

3 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上岗人员培训合格率达 100% 。 2 满足并提供相关材料得 2分。

4
制定场地、设施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包括健身器械、声光电设
备、消防设备等，并提供相关设施设备安全检查证明材料。

2 满足并提供相关材料得 2分。

5
建立健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招聘解聘、考核奖
惩、教育培训、薪酬福利、员工守则、考勤、职位晋升等。

2 满足并提供相关材料得 2分。

6
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包括资金管理制度、成本管理制度、
年度财务报表等。

2
满足并提供上一年度财务报表
得 2分。

7
制定并张贴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等操作规程，并定期组织急救知识培训与相关演练。

2 满足并提供相关材料得 2分。

8 建立公共卫生与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与应急机制。 2 满足并提供相关材料得 2分。

9 具有降低能耗的管理制度以及节约运营成本的方案。 2 满足并提供相关材料得 2分。

10
有在线预约、健身房介绍、交通导航、会员会籍、课程教培、
健身知识、健身报告、物联设备、营销优惠、在线商城、营销
活动、经营报告、财务报表、设备巡检等智慧运营管理系统。

2
每具有一项得 0.15 分，最高 2
分。

11 本年度公司经营利润率达 10%及以上。 2

利润率 10%～19%得 0.5 分
利润率 20%～29%得 1 分
利润率 30%以上得 2 分
（提供第三方财务审计报告）。

12 员工与单位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劳动合同。 1 满足得 1分。

13 日常管理运营使用办公自动化系统（OA）。 1 满足得 1分。

14
制定合理的收费制度，明确收费和免费项目，并在醒目位置进
行公示。

1 满足得 1分。

15 公司名称和 LOGO 应完成第 35 类商标注册。 1 满足得 1分。

16 阶段业绩目标制订科学合理，有依据支撑。 1 目标制订有依据得 1 分。

17 具有营销宣传方案，包括预期目标、费用支出、营销手段等。 1
具有方案得 0.5 分，方案完整
科学得 1分。

18
开展多渠道公司宣传，应至少具有一种线上宣传渠道（如官网、
微信、抖音、美团等）。

1
每具有一项得 0.5 分，最高 1
分。

19
建立多元化营销模式，应至少具有一种线上营销手段（如秒杀、
团购、签到、积分等）。

1
每具有一项得 0.5 分，最高 1
分。

指标总分 30 评定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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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健身房管理运营服务等级划分与评定服务保障评分表

序号 指标
指标
分值

评定办法
评定
得分

1 充分了解和分析主要消费群体的需求，因地制宜设置多种服务业态，
满足消费者的相关需求。

2 满足并提供市场调研材料
得 2 分。

2 健身房区域布局合理，并设置满足运动需求的商业售卖设施与免费
休闲服务设施。

2 满足得 2 分。

3
在醒目位置公布服务信息，包括服务内容、项目价目表、服务规范
条例、安全提示等。

2 满足得 2 分。

4 服务评价内容至少包括服务项目、服务质量、服务人员、服务满意
度等，服务评价的工作记录完整并归档。

2 满足得 2 分。

5 建有客户意见收集机制，通过意见簿、满意度测评、网上评论、第
三方机构评估等形式进行意见收集。

2 具有一项得 0.5 分，最高 2
分。

6 对现场客户数量的 10%进行现场服务满意度随机抽样调查。 2

“非常满意”得 2 分，“满
意”得 1.5 分，“基本满意”
得 1 分，“不满意”得 0 分，
“非常不满意”扣 1分。

7
建立服务质量保持与持续改进机制、实施服务质量巡查巡检制度。
对可能发生的服务不合格项，采取预防与改进措施；对已经发生的
服务不合格项，及时采取纠正措施，以改进服务质量。

2
满足并提供相关材料得 2
分。

8
应通过现场服务、电话服务、短信服务、信函服务等多种方式提供
售后服务，并对外公布咨询、投诉、退换等售后服务的具体方式。 2 满足得 2 分。

9 应按照实际业务量匹配相应服务与专业人员，并定期进行专业知识、
业务技能与职业素养等方面的培训。

2 满足并提供相关材料得 2
分。

10
现有专业技术人员需具有一定学历（原则上需大专及以上学历），
并持有国家有关部门认证的教练员证书或行业协会认证的教练员证
书。

2

满足学历要求并提供相关
证书得 1 分，满足教练员要
求并提供证书得 1 分，最高
2 分。

11 服务人员应至少包括私教、会籍、前台、保洁等岗位。 1 满足得 1 分。

12
服务项目定价合理，价格处于该区域同类项目价格平均值的±10%
（含 10%）。

1 满足得 1 分。

13 对需要付费提供的售后服务项目，应在合同签订前充分告知消费者。 1 满足得 1 分。

14
在面向消费者所开展的广告、营销活动和提供服务过程中，不应存
在损害或歧视特殊群体的现象，应在服务方面公平对待青少年、老
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

1 满足得 1 分。

15 应能提供差异化服务，满足残疾人的健身需求，无障碍设施符合《无
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第 3项的要求。

1 满足得 1 分。

16 具有企业特色的标准化服务流程，包括客户尊称、标志性手势等。 1 每一项 0.5 分，最高 1 分。

17
定期为所在社区或街道提供免费的社会服务（健身指导、健身体验
等）。

1 满足得 1 分。

18
提供物联网智能化服务，包括可穿戴设备、人脸识别或扫码储存设
施、付款终端、共享设备等。

1 满足得 1 分。

19 工作人员应使用普通话服务和外语服务。 1
提供普通话服务得 0.5 分，
能提供一种外语服务得0.5
分，最高 1 分。

20 员工应符合从业人员着装及行为规范，包括但不局限于禁止穿背心
和拖鞋上岗、着装过于暴露等行为。

1 满足得 1 分。

指标总分 30 评定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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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健身房管理运营服务等级划分与评定安全卫生评分表

序号 指标
指标
分值

评定办法
评定
得分

1 近一年内未发生安全事故。 2 满足得 2分。

2
建筑物钢结构、内外墙、铝塑板等无变形、渗水、锈蚀等安
全隐患。

2 满足得 2分。

3 消防、安防、卫生、救护等设备齐全、完好、有效。 2 满足得 2分。

4
有健全的治安、火灾、地震、设施设备故障、食品卫生、公
共卫生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2 满足得 2分。

5
应有视频监控系统，数据的保存时间不少于 60 天；应有覆
盖全场的应急广播系统。

1 具有 1 项得 0.5 分，最高 1 分。

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正常运行，各设施设备应保持 100%在
线率，配备专人负责，并有运行记录和巡检记录。

1 满足得 1分。

7

应急出入口、消防通道、电气设备、安保、救护、卫生等安
全标识标牌应符合《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第 1 部分：通用符号》
（GB/T10001.1-2023）的规定，危险区域警示标识清晰可见
且设置安全防护设施。

1 满足得 1分。

8

应储备必要的消毒剂、手套、体温计、洗手液、防暑等物资，
以及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和设备，包括纱布、绷带、消毒药物、
止血与活血化瘀药、心脏病急救药、小型氧气瓶（袋）、担
架等。

1 满足得 1分。

9
生活饮用水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
的要求，且能提供有效期内的相应证明材料。

1 满足标准并提供证明材料 1 分。

10
声环境质量应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的规
定，且能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1 满足规定并提供证明材料 1 分。

11
室内空气质量应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的规定，且能提供有效期内的相应证明材料。

1 满足规定并提供证明材料 1 分。

12
健身房公共卫生应符合《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GB
37487-2019）。

1 满足得 1分。

13
有健全的安全预警机制，参与健身的人数上限符合场地安全
要求，并应在容量控制的基础上制定高峰期或赛事举办期疏
导预案。

1 满足得 1分。

14 浴室、卫生间应配备防滑地板，通风良好，无异味。 1 满足得 1分。

15 垃圾杂物的分类、回收、处理、转运科学合理。 1 满足得 1分。

16 购买公众责任保险。 1 满足得 1分。

指标总分 20 评定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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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章）： 地 址：

邮政编码： 填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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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CSVAXXX-2024《健身场所管理运营服务等级划分与评

定标准第1部分：健身房》标准（草案）意见反馈表

： E-mail：

序号 标准条款号 原文内容
建议修改内容（包

括 理由或依据）
备 注

注：页面不够可另加附页。

单位名称：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

单位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府九座1103号

邮政编码：610041

电 话：027-84349396

E-mail：ssva2016@163.com

联系人：钟 焱

手 机：180 4030 8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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