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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体馆协〔2025〕6 号

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

关于《智慧体育公园与健身步道》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的

通知

各有关单位：

由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提出并归口管理的团体标准《智慧体

育公园与健身步道》团体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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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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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年 4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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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联系人：丁 洁 173 1312 2143

邮 箱：ssva2016@163.com

附件：

1. 《智慧体育公园与健身步道》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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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年 3 月 21 日

mailto:ssva201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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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体育公园及健身步道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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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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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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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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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体育公园及健身步道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慧体育公园及健身步道的基本要求、综合管理平台、赛事活动管理、运营管理、维

护与人事管理、安全管理、智慧健身器材、通用配套设施等的要求，以及体育公园及健身步道的专项要

求。

本文件适用于向社会开放的智慧体育公园及健身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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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19272-2011 室外健身器材的安全 通用要求

GB/T 20271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224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

GB/T 25058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实施指南

GB/T 25499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绿地灌溉水质

GB 26875 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

GB/T 33000-2016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T 44090 登山健身步道配置要求

GB 5034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GB 50394 入侵报警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CJJ 14 城市公共厕所规划和设计标准

JGJ 153 体育场馆照明设计及检测标准

SL 219 水环境监测规范

3 术语

3.1

智慧体育公园 smart sport park

利用物联网、互联网、移动通信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增强感知、控制和管理能力，使管理方式更加

精细动态，全民健身更加个性化、科学化、智慧化的体育公园。

3.2

智慧健身步道 smart fitness trail

利用智能数据采集设备实现用户运动数据采集，并通过终端智慧显示屏显示、提供运动数据分析的

健身步道。包含步行道、登山健身步道、骑行道、步行骑行综合道。

3.3

步行道 walking trails

以体育健身为主要用途，设有标识、服务和市政等设施，在城镇居住区、乡村居民点、文体广场、

公园绿地、自然河流等地修建，满足健步走等功能的环形或非环行健身步道。

[来源：《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制度》(国统制〔2023〕131 号)]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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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健身步道 mountain trail system

以登山为基本方式、以健身为目的，在山地上修建的步行道路。

[来源：《登山健身步道配置要求》 GB/T 44090]

3.5

自行车骑行道 riding trails

以体育健身为主要用途，设有标识、服务和市政等设施，在城镇或郊野修建，主要依托和串联城镇

功能组团、公园绿地、广场、防护绿地，连接风景名胜区、旅游度假区、农业观光区、历史文化名镇名

村、特色乡村等，满足自行车骑行等功能的环形或非环行健身步道。

[来源：《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制度》(国统制〔2023〕131 号)]

3.6

步行骑行综合道 walking and riding mixed trails

以体育健身为主要用途，设有标识、服务和市政等设施，可同时满足步行和自行车骑行等功能的环

形或非环行健身步道。

[来源：《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制度》(国统制〔2023〕131 号)]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GIS：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I：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F：电磁频率（Radio Frequency）
PM：细颗粒物（Particulate Matter）
LED：发光二极管（Light-emitting Diode）
IC：集成电路（Integrated Circuit）
AR：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5 基本要求

5.1 基本原则

5.1.1 应遵循因地制宜、科学布局的原则，统筹城乡发展水平、常住人口总量、生态文明建设、健身设

施供需矛盾等因素，对体育公园及健身步道进行合理规划、科学布局。

5.1.2 应遵循创新理念、注重特色的原则，立足地方自然禀赋、特色文化资源、群众运动习惯等，提高

智慧化水平，打造独具地方特色的智慧体育公园及健身步道。

5.1.3 应遵循突出公益、分类推进的原则，以公益性为导向，以近距离服务全龄人口为目标，建设符合

当地实际、类型多样、功能完善的体育公园及健身步道。

5.1.4 宜遵循政府引导、多方参与的原则，充分发挥中央、省级资金引导作用，加大市县资金投入，鼓

励社会力量参与，探索灵活多样的体育公园及健身步道建设、运营管理机制体制。

5.2 体育公园智慧化分级配置

体育公园智慧化分级配置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体育公园智慧化分级配置

序号 智慧化建设应用配置

公园等级

市级、县级行政区 中心镇和一般镇

大型 中型 小型 中心镇 一般镇

1 综合管理平台 √ √ √ √ √

2 赛事活

动管理

线下赛事管理 √ √ ○ ○ ×

3 线上赛事管理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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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活动管理 √ √ ○ ○ ×

5

运营管

理

客流统计与数据分析 √ √ √ ○ ○

6 场地服务管理 √ √ √ ○ ○

7 科学健身服务 √ √ √ ○ ○

8 智慧导览 √ √ √ ○ ○

9

维护与

人事管

理

设施设备管理 √ √ √ ○ ×

10 人事管理 √ √ √ ○ ×

11 能耗管理 √ √ √ ○ ×

12 智慧停车 √ √ √ ○ ×

13 环境监测 √ √ ○ × ×

14

安全管

理

智慧安防 √ √ √ √ √

15 智慧消防 √ √ √ √ √

16 风险分级管控 √ √ √ √ √

17 隐患排查治理 √ √ √ √ √

18 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组织 √ √ √ √ √

19 智慧健身器材 √ √ √ √ √

20

通用配

套设施

智慧座椅 ○ ○ ○ × ×

21 智慧公共厕所 √ √ ○ × ×

22 智慧饮水机 √ √ ○ × ×

23 智慧公共广播 √ √ ○ ○ ○

24 自助售卖机 ○ ○ ○ × ×

25 无人便利店 ○ ○ ○ × ×

26 智慧垃圾桶 ○ ○ ○ ○ ○

27 智慧灯光 ○ ○ ○ × ×

28 智慧互动大屏 √ ○ ○ × ×

29 互动影像陪跑墙 ○ ○ ○ × ×

30 互动投影 ○ ○ ○ × ×

31

体育公

园专项

要求

运动场地 √ √ √ √ √

32 儿童游乐场地 √ √ √ √ √

33 智慧屏幕 √ √ ○ × ×

34 AR互动虚拟骑行 ○ ○ ○ × ×

35 钢琴音乐地灯 ○ ○ ○ × ×

36 户外智慧健身房 ○ ○ ○ × ×

37 户外体测亭/墙/仓 ○ ○ ○ × ×

38 多功能数字滑雪机 ○ ○ ○ × ×

39 智慧跳绳 ○ ○ ○ × ×

40 智慧储物柜 √ √ √ ○ ○

41 智慧淋浴室 ○ ○ × × ×

注：“√”表示应设置；“○”表示宜设置；“×”表示可不设置。

5.3 健身步道智慧化分级配置

健身步道智慧化分级配置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健身步道智慧化分级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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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智慧化建设应用配置
步道类型

步行道 登山健身步道 自行车骑行道 步行骑行综合道

1 综合管理平台 √ √ √ √

2 赛事

活动

管理

线下赛事管理 ○ ○ ○ ○

3 线上赛事管理 ○ ○ ○ ○

4 其他活动管理 ○ ○ ○ ○

5
运营

管理

客流统计与数据分析 √ √ √ √

6 科学健身服务 √ √ √ √

7 智慧导览 √ √ √ √

8
维护

与人

事管

理

设施设备管理 √ √ √ √

9 人事管理 √ √ √ √

10 能耗管理 ○ ○ ○ ○

11 智慧停车 ○ ○ ○ ○

12 环境监测 ○ ○ ○ ○

13

安全

管理

智慧安防 √ √ √ √

14 风险分级管控 √ √ √ √

15 隐患排查治理 √ √ √ √

16
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

组织

√ √ √ √

17 智慧健身器材 √ ○ ○ ○

18

通用

配套

设施

智慧座椅 ○ ○ ○ ○

19 智慧公共厕所 √ √ √ √

20 智慧饮水机 √ √ √ √

21 智慧公共广播 √ √ √ √

22 自助售卖机 √ √ √ √

23 无人便利店 ○ × ○ ○

24 智慧垃圾桶 √ × ○ ○

25 智慧灯光 √ × √ √

26 智慧互动大屏 √ ○ ○ ○

27 互动影像陪跑墙 √ × × ×

28 互动投影 ○ ○ ○ ○

29 健身

步道

专项

要求

多功能采集柱 √ √ √ √

30 智慧标牌 √ ○ ○ ○

31 追光步道 ○ ○ ○ ○

32 智慧喷雾设施 ○ ○ ○ ○

注：“√”表示应设置；“○”表示宜设置；“×”表示可不设置。

6 综合管理平台

6.1 一般规定

6.1.1 应以提升运营效率和用户体验为目标导向，支撑体育公园、健身步道智慧化建设及改造。

6.1.2 应具备安全高效、业务协同、数据共享、本地可控、高扩展性的性能。

6.2 平台功能

6.2.1 应具备提供智慧化应用服务支撑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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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应具备统一的接口，实现为各应用提供数据的功能。

6.2.3 应具备对各应用系统的服务集成、消息集成和数据集成功能。

6.2.4 应具备便于使用者二次开发的功能。

6.3 平台数据处理

6.3.1 平台数据处理由数据中心完成，它是集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分析和可视化展示于一体的系统，

通过采集和汇集各类数据，利用大数据技术挖掘数据价值，为场馆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6.3.2 应具备数据采集、处理、存储、应用开发、日常运维和保障数据安全的功能。

6.3.3 应具备系统升级、突发事件管理、定期服务报告等功能。

6.3.4 宜具备数据定义、转换、清洗、权限管理、分级、脱敏等处理的功能。

6.3.5 宜具备数据挖掘及分析的功能。

6.4 平台展示

6.4.1 平台展示由GIS服务进行数据可视化展示。

6.4.2 应呈现体育公园基础设施和智能设备的位置和状态。

6.4.3 应结合人流量分布数据实时展现各区域热力图以及人群迁徙图。

6.4.4 应在地图上实时展现突发事件所在地的情况，定位到报警所在地、自动调出所在地视频，并显示

周边应急资源。

6.5 平台安全

6.5.1 智慧体育公园及健身步道中信息系统所需的安全技术应符合GB/T 20271中的规定，同时也应遵循

当地政府要求。

6.5.2 智慧体育公园及健身步道中实施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工作应根据GB/T 22240确定网络安全保护等

级，并应符合GB/T 22239、GB/T 25058中的规定。

6.5.3 应具备保障应用服务安全的入侵防范功能。

7 赛事活动管理

7.1 线下赛事管理

7.1.1 是对线下赛事进行管理的模块。

7.1.2 应具备线下赛事信息管理功能。

7.1.3 应具备线下赛事报名管理功能。

7.1.4 应具备线下赛事信息查询、报名信息查询等功能。

7.1.5 应具备线下赛事检录功能。

7.1.6 应具备线下赛事成绩查询功能。

7.1.7 宜具备线下赛事报名支付及报名支付订单管理功能。

7.1.8 宜具备线下赛事评委信息管理功能。

7.1.9 宜具备线下赛事视频管理功能。

7.2 线上赛事管理

7.2.1 是对开展的线上数字赛事进行管理的模块，满足园区开展线上常规赛事、视频赛事、AI赛事、健

步走赛事等赛事的需求。

7.2.2 应具备线上赛事信息查询及管理的功能。

7.2.3 应具备线上赛事报名功能。

7.2.4 应具备线上赛事用户报名信息查询及审核管理的功能。

7.2.5 宜具备线上收费赛事用户线上报名及报名订单管理的功能。

7.2.6 宜具备线上赛事证书、奖牌、奖品查询及管理的功能。

7.2.7 可具备线上赛事投票规则查询及管理的功能。

7.2.8 可具备线上视频赛事参赛作品操作、查询及审核管理的功能。

7.2.9 可具备线上视频赛事视频查询及管理的功能。

7.3 其他活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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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是对其他活动进行管理的模块。

7.3.2 应具备活动信息管理功能。

7.3.3 应具备活动报名与检录功能。

7.3.4 应具备查询活动列表及日历的功能。

7.3.5 宜具备管理俱乐部信息及资质的功能。

7.3.6 宜具备管理社会体育指导员信息及资质的功能。

8 运营管理

8.1 客流统计与数据分析

8.1.1 是监控和统计园区进出人员信息、形成数据报表并进行分析的模块。

8.1.2 由客流监测设备、数据统计与分析组成。

8.1.3 应具备在园区主出入口进行客流信息采集、计数管理功能。

8.1.4 应具备客流统计去重复、数据汇总统计功能。

8.1.5 应具备根据客流数据分析高峰时段功能。

8.1.6 应具备根据各运动项目的实际参与人数、分析各运动项目吸引力的功能。

8.1.7 宜具备客群分析功能。

8.2 场地服务管理

8.2.1 是对场地资源进行日常运营管理的模块。

8.2.2 由智能闸机、自助设备等硬件产品及具备场地信息管理、场地场次设置及购买、收费规则设置、

无人值守等功能的软件系统组成。

8.2.3 应具备场地信息管理功能，包括场地名称、场次、日期、运动项目等。

8.2.4 应具备场地预订及设置功能，包括场地预订、锁场、排场、订场变更等。

8.2.5 应具备收费规则设置功能，包括超时收费规则设置、会员预订优惠、分时段定价等。

8.2.6 应具备无人值守功能，包括出入场凭证核验、灯光自动控制等，核验记录可作为客流监测依据。

8.2.7 应具备场地因故无法开放或调整开放时间情况下，向小程序、智慧大屏等推送社会公告的功能。

8.2.8 应具备根据场地预订、核销数据，分析运动场地使用率的功能。

8.3 科学健身服务

8.3.1 是通过提供科学健身指导方案，引导用户进行科学健身的模块。

8.3.2 由体质测试、科学运动方案、健身指导等组成。

8.3.3 应具备体质测试功能，通过测试生成身体健康评估报告。

8.3.4 应具备科学运动方案、健身指导功能，包括根据用户身体情况，推送健康知识、科学饮食建议、

提供锻炼建议和指导、展示健身专家提供的科学健身视频等功能。

8.3.5 宜具备数据展示功能，通过连接智能健身设备，监测用户锻炼数据，实时记录并通过各种形式的

图表形式展现用户锻炼数据，帮助用户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8.3.6 可具备用户运动排名、分享健身成果等社交互动的功能，增强用户参与感和运动的乐趣。

8.4 智慧导览

8.4.1 是向公众开放的区域布局展示、功能及历史介绍、路线规划导视的模块。

8.4.2 由导视系统、触摸展示设备等软硬件设备组成。

8.4.3 应具备准确展示场地、出入口、健身设施、服务设施、停车场等主要区域的功能。

8.4.4 应具备多维度的园区介绍、区域介绍、服务项目介绍、路书展示等导览功能。

8.4.5 应具备互动体验、个性化推荐等功能。

8.4.6 宜具备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提供地图导航、且覆盖全部园区的功能，实现实时定位导航寻店、寻车、

寻场景等。

8.4.7 宜将常规地图导航和实景结合，搭建可视化三维立体AR导航。

8.4.8 宜具备对实景识别后对其进行视频解说的功能，通过手机小程序查看步道园区地图、步道路书、

导航、解说周边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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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维护与人事管理

9.1 设施设备管理

9.1.1 应具备台账管理功能，记录设备基本信息、所在区域、设施器材种类、健身器材的铭牌信息，并

能对设施设备进行新增、修改、删除、发布、取消发布等操作。

9.1.2 应具备设备维修保养管理功能，可通过扫描设备铭牌上的二维码等手段进行报修及保养，以及设

备的故障诊断和维修质量的跟踪和评价。

9.1.3 应具备工单功能，通过自定义工单流程及工单节点，实现自动派发工单、处理工单。

9.1.4 可具备设备备件管理功能，对设备备件的库存、采购、发放和回收进行管理。

9.2 人事管理

9.2.1 应具备人员档案管理功能，建立人员档案，记录人员的个人信息等，包括新增、修改、查询、密

码管理等。

9.2.2 应具备权限管理功能，包括部门管理、人员部门绑定、账号权限授权等功能。

9.2.3 应具备考勤管理功能，通过系统进行人员的考勤管理。

9.2.4 可具备培训管理功能，通过定期培训提高专业技能和服务水平。

9.3 能耗管理

9.3.1 应具备设备管理功能，通过对各项参数的设置和调整，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9.3.2 应具备能耗监测功能，通过集成各种智能仪表和传感器，实现远程监控和管理，实时监测能源消

耗情况，记录能源消耗数据。

9.3.3 应具备节能控制功能，通过收集各种智能设备和系统的数据进行能耗分析，调整设备的工作状态，

降低能源消耗。

9.3.4 应具备能耗报表功能，通过能耗监测和能耗分析的结果，生成各类能耗报表帮助管理者全面了解

能源消耗情况，为节能管理和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9.4 智慧停车

9.4.1 是管理停车资源，协助停车场日常运营管理的模块。

9.4.2 由停车场出入口启闭设备、停车收费设备、车位状态感知显示设备、终端显示查询设备、停车引

导设备、车辆监控设备及相关软件组成。

9.4.3 应具备停车缴费功能，包括线上线下多种支付手段、收费标准设置、无感支付、电子发票开具等。

9.4.4 应具备停车数据统计分析功能，包括车流量统计、车辆进出记录、车流及车费数据分析等。

9.4.5 宜具备车位信息管理功能，包括通过平台、手机、终端显示设备查看停车位使用情况、车位预订、

车位变更等。

9.4.6 可具备停车引导、反向寻车功能。

9.4.7 可具备分时段收费、智能泊车、车辆监控功能。

9.5 环境监测

9.5.1 是通过传感器和监测设备对园区内环境进行监测的模块。

9.5.2 由传感器、数据采集器、数据处理器、报警器、环境数据监测器、运动数据监测器、远程控制器

等组成。

9.5.3 应遵循GB 3095、GB 3096、SL 219、GB 36600、GB/T 25499中的规定。

9.5.4 应具备对园区内各项环境进行监测并现场展示的功能，包括风向、风速、气温、湿度、PM2.5、

PM10、噪声等。

9.5.5 宜具备展示监测数据图表和报表的功能。

9.5.6 宜具备对监测数据进行AI分析，提供预警的功能。

10 安全管理

10.1 智慧安防

10.1.1 应符合GB 50348、GB 50394中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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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应具备视频监控功能，通过视频分析技术，对监控画面进行自动检测和识别，如检测异常行为、

识别可疑人员等，及时发现安全隐患。

10.1.3 应具备自动报警功能，当视频监控系统发现异常情况时，自动触发报警并通知相关人员处理。

10.1.4 应具备紧急求助功能，通过设置紧急求助按钮和呼叫装置，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可及时求助。

10.1.5 应具备入侵报警功能，在特定区域设置入侵报警系统，并与视频监控系统联动，将报警区域的

视频画面自动调出，便于管理人员迅速了解现场情况。

10.1.6 可具备门禁管理功能，在重要区域设置门禁系统，并与视频监控系统和报警系统联动，对非法

入侵和异常行为进行监测和报警。

10.1.7 可具备智慧巡更功能，通过卫星定位、电子巡更等技术手段，实时跟踪巡逻人员的巡逻路线和

位置信息。

10.2 智慧消防

10.2.1 是早期发现并通报火灾、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的模块。

10.2.2 应符合GB 26875中的规定。

10.2.3 应具备实时监测火灾隐患的功能。

10.2.4 应具备利用智能视频监控技术发现火灾、并自动触发报警的功能。

10.2.5 应具备对公共广播及报警广播进行分区控制的功能，以便火灾时指导人员快速疏散到安全区域。

10.2.6 宜具备利用物联网技术为消防安全重点部位及设施建立标识，通过扫描标签进行防火巡查管理

的功能。

10.2.7 宜与应急疏散指示系统联动。

10.2.8 宜具备消防演练功能。

10.3 智慧应急

10.3.1 一般规定

10.3.1.1 应具备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10.3.1.2 应具备事前预防、事中控制和事后处置的全过程安全管理机制。

10.3.1.3 应具备潜在风险辨识、评估、管控和监督检查的功能。

10.3.1.4 应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10.3.2 风险分级管控

10.3.2.1 应符合GB/T 33000-2016第5.5.1条“安全风险管理”的规定。

10.3.2.2 风险辨识应全面梳理各类风险因素，包括设施设备、人员操作、环境条件等。

10.3.2.3 评估方法应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识别出的风险进行评估，确定风险等级，为后

续分级管控提供依据。

10.3.2.4 应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将风险分为不同等级，针对不同等级的风险制定相应的管控措施。

10.3.2.5 应明确各级风险的管控责任人和具体措施，确保管控措施的有效实施，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

性。

10.3.2.6 应具备对风险分级管控体系进行定期监督检查、改进优化的功能。

10.3.2.7 应建立风险管控档案，记录风险辨识、评估、管控和监督检查的全过程，可作为后续工作参

考依据。

10.3.3 隐患排查治理

10.3.3.1 应符合GB/T 33000-2016第5.5.3条“隐患排查治理”的规定。

10.3.3.2 应采取多样化隐患排查方法，如定期巡查、专项检查、季节性检查、节假日检查、日常抽查

等。

10.3.3.3 应制定合理的排查流程，包括制定计划、组织实施、发现问题、记录汇总、上报处理等。

10.3.3.4 应根据隐患性质和严重程度对治理措施进行分类，可分为立即整改、限期整改、长期整改等。

10.3.3.5 应制定完善的实施方案，针对不同类别的治理措施制定不同的实施计划，包括责任人、整改

措施、完成时限等。

10.3.3.6 应对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进行评估，可通过现场检查、验收报告、专家评估等方式，对整改效

果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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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7 应建立整改效果反馈机制，及时将评估结果反馈给相关责任人和部门。对未通过评估的整改

措施进行重新制定和实施。同时，将整改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完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10.3.3.8 应设置巡检任务模块。制定排查计划之后，平台按照计划设置自动将排查任务分配给排查人，

排查人在巡检任务模块查看分配到的巡查任务并进行处理。巡检任务按状态可分为三类：未完成、已完

成、已逾期。

10.3.4 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组织

10.3.4.1 应符合GB/T 33000-2016第5.6.1.2条“应急预案”、第5.6.1.4条“应急演练”及第5.6.3条

“应急评估”的规定。

10.3.4.2 应急预案的编制原则应坚持科学性、实用性、可操作性相结合。

10.3.4.3 应急预案的内容要点应确保预案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包括应急组织体系及职责、通信联络与

报告机制、现场处置措施、医疗救护与卫生防疫、安全防护与疏散、后期处置等环节。

10.3.4.4 应根据场地实际情况和风险评估结果，制定年度或季度演练计划，明确演练目的、时间、地

点、参与人员等要素。

10.3.4.5 应按照演练计划进行演练前准备、演练实施和演练后总结评估。

10.3.4.6 应对演练过程进行总结，分析不足，对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完善。

11 智慧健身器材

11.1 应符合GB 19272-2011第5.7节器材安装及场地要求的相关要求进行安装。

11.2 应具备器材使用方法及健身指导的功能。

11.3 宜具备数据收集和分析功能，以帮助运动人群了解自己的锻炼情况，进一步评估和改进锻炼计划。

11.4 宜具备功能与强度设置选择，运动人群根据自身身体情况和锻炼目的予以选择。

11.5 宜具备健康管理功能，帮助运动人群实现更全面、更科学的健康管理。

11.6 可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增加运动人群在健身过程中的娱乐体验。

11.7 可具备社交互动功能，使运动人群在锻炼过程中可以交流和互动。

12 通用配套设施

12.1 智慧座椅

12.1.1 由感应器、LED照明灯、无线充电面板等组成，室外座椅还宜包含太阳能发电面板、内置储电电

池、智能音响等。

12.1.2 应具备入座感知、LED照明功能。

12.1.3 宜具备手机无线充电、座椅加热功能。

12.1.4 宜具备太阳能发电、通过内置电池储存电能的功能。

12.1.5 宜配备蓝牙智能音箱，支持通过手机连接播放音乐。

12.1.6 宜具备远程维护和远程控制功能。

12.2 智慧公共厕所

12.2.1 由呼叫呼救设备、环境监测设备、人流监测设备等组成。

12.2.2 公共厕所的设置应符合CJJ 14中的规定。

12.2.3 应具备残卫呼叫呼救功能。

12.2.4 应具备坑位使用情况监测功能。

12.2.5 宜具备环境信息采集展示功能，包括空气质量、温湿度、有害气体含量、环境异常等。

12.2.6 宜具备人流统计功能。

12.3 智慧饮水机

12.3.1 是提升园区内饮水设备智慧化水平的设施。

12.3.2 应具备过滤系统，对有害物质进行过滤。

12.3.3 应具备智能水控系统，水温低于100℃则无水流出。

12.3.4 应具备定时开机/关机功能。

12.3.5 宜具备远程监控饮水机运行状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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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6 宜具备实时监测水质的功能。

12.4 智慧公共广播

12.4.1 是对园区内公共广播进行智慧化管理的模块。

12.4.2 应具备设置应急广播源和区域的功能。

12.4.3 应具备自动启动定时广播的功能。

12.4.4 应具备对广播设备管理维护的功能。

12.4.5 宜具备对电台节目源以及自办节目源进行播出管理的功能。

12.4.6 宜具备通过GIS显示各广播终端所在地理位置的功能。

12.5 自助售卖机

12.5.1 是设置在园区内人流密集区域、通过扫码刷脸等方式购买商品的自动化机器。

12.5.2 应具备触摸控制屏进行商品选择功能。

12.5.3 应支持刷脸、扫码、银行卡等多种结算方式。

12.5.4 宜具备远程管理控制功能。

12.5.5 宜与运营管理系统联通。

12.6 无人便利店

12.6.1 是设置在园区内人流密集区域、经营流程智能化自动化、通过科技手段降低人工干预的便利店。

12.6.2 应支持刷脸、扫码、银行卡等多种结算方式。

12.6.3 应具备支付核实功能。

12.6.4 宜具备语音播报功能。

12.6.5 宜具备管控逃逸结账人员功能。

12.6.6 宜具备RF标签解码/消磁功能。

12.6.7 宜支持刷脸、扫码等方式进行门禁管理。

12.6.8 宜与运营管理系统联通。

12.7 智慧垃圾桶

12.7.1 是集合人体感应互动、垃圾满溢感应处理、后台监控等于一体的垃圾存储设施。

12.7.2 应具备实时监控垃圾装载量功能。

12.7.3 宜具备感应开关垃圾桶盖功能。

12.7.4 宜具备卫星实时定位功能。

12.7.5 宜具备统一管理后台，对垃圾桶进行远程故障诊断的功能。

12.8 智慧灯光

12.8.1 是对园区内体育场景灯光进行统一管控的模块。

12.8.2 体育照明设施的设置应符合JGJ 153中的规定。

12.8.3 应具备对灯光进行组合编排的功能。

12.8.4 宜具备根据场地预定情况对灯光进行开关功能。

12.8.5 宜具备统一管理后台，进行远程管控的功能。

12.8.6 宜使用LED照明灯具。

12.9 智慧互动大屏

12.9.1 是一种前端设备，通过人脸识别等技术展示会员数据、运动信息数据、场地使用数据、灯光使

用数据、场地视频直播等信息。

12.9.2 应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实现用户注册、信息采集、信息查询的功能。

12.9.3 宜具备对用户人脸隐私数据的安全保护功能。

12.9.4 宜具备大数据展示功能，包括运动排行榜、步道流量等。

12.9.5 宜具备运动信息展示功能，包括运动时间、速度、距离、卡路里消耗量等数据。

12.9.6 宜具备将运动信息分享到社交软件的功能。

12.9.7 宜具备显示通知通告、宣传视频、图片、活动信息、赛事信息、气象数据、环境数据、平面图、

开放公示牌等内容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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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8 宜具备介绍周边景点的功能。

12.10 互动影像陪跑墙

12.10.1 是通过人脸识别、光学传感、RFID 感应、光电反射等技术整合现有的智能步道技术和 LED 大

屏形成人影互动的智能步道系统的模块。

12.10.2 应支持投影技术和肢体识别技术。

12.10.3 宜具备与智能步道技术结合的 LED 大屏，形成光影步道系统。

12.10.4 宜支持户外健身运动与互动游戏相融合。

12.11 互动投影

12.11.1 是利用光电技术，捕捉影像并实时分析生成动作影像、为观众提供全新沉浸式体验的模块。

12.11.2 应具备特定区域内分段或分片营造良好运动氛围的功能。

12.11.3 宜具备投影技术和肢体识别技术的功能。

12.11.4 宜具备与互动游戏相融合的功能。

12.11.5 宜具备设置互动内容能更换多个场景的功能。

12.11.6 宜具备预约、定时光影交互的功能。

13 体育公园专项要求

13.1 运动场地

13.1.1 应对场地进行智慧化管理，实现线上预定、智能门禁、智能灯控等无人值守的管理模式。

13.1.2 宜在场地周围配置智能储物柜、自助售卖机、饮水机、智慧座椅等配套服务设施。

13.1.3 宜配置音响设备。

13.1.4 健身广场宜设置智能健身器材，增强体育社交和体育互动。

13.1.5 可设置智能训练设施，增加运动的趣味性、互动性和社交性。

13.2 儿童游乐场地

13.2.1 宜在场地周围配置自助售卖机、智慧座椅等配套服务设施。

13.2.2 可利用AR和VR技术增添游戏趣味，吸引儿童参与。

13.3 配套设施

13.3.1 智慧屏幕

13.3.1.1 是对园区内各类数据屏进行信息发布管理的模块。

13.3.1.2 应具备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内容展示功能。

13.3.1.3 宜具备自定义屏幕功能，设置分屏/全屏状态。

13.3.1.4 宜具备展示内容的定时、预约发布功能。

13.3.1.5 宜具备对指定区域内的屏幕进行统一管理的功能。

13.3.1.6 宜具备屏幕远程管理维护的功能。

13.3.2 AR 互动虚拟骑行

13.3.2.1 是利用增强现实技术将虚拟骑行场景与真实骑行运动相结合，实现真实环境中骑行和多人竞

赛体验的模块。

13.3.2.2 应具备骑行与互动游戏相融合的功能。

13.3.2.3 宜具备软件支持本地部署功能，支持触摸选择。

13.3.3 钢琴音乐地灯

13.3.3.1 是通过检测人体踩踏感应发出钢琴音符声音、实现人体踩踏运动与音乐结合、创造独特运动

体验的模块。

13.3.3.2 应具备与灯光、音响系统联动和肢体识别的功能。

13.3.3.3 宜具备与中控台的微型电脑音响互动的功能。

13.3.4 户外智慧健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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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4.1 是通过物联网智能传感为交互载体制定锻炼计划，下发运动组数、次数，指导锻炼的模块，

由磁阻智能健身器材组成。

13.3.4.2 应具备调节提升人体四肢及躯干肌肉肌群生理能力的功能。

13.3.4.3 应具备运动数据实时智能汇总对比的功能。

13.3.4.4 应具备集中多种教学资源智慧指导，塑身健身目标智能督促实现的功能。

13.3.4.5 应配备以物联网智能传感为交互载体的运动设备，实现用户与设备的智能交互，实现自助锻

炼的功能。

13.3.5 户外体测亭/墙/仓

13.3.5.1 是通过体测设备采集不同人的体质体能数据的模块。

13.3.5.2 应具备将不同人的体质体能数据上传至平台的功能。

13.3.5.3 应具备通过云计算为不同人制定科学运动处方的功能。

13.3.6 多功能数字滑雪机

13.3.6.1 是模拟滑雪运动，增强身体协调性的设备。

13.3.6.2 应具备数字模拟和肢体识别功能。

13.3.6.3 应具备对运动数据统计并实时展示的功能。

13.3.7 智慧跳绳

13.3.7.1 是利用光电技术模拟真实场景跳绳运动的模块。

13.3.7.2 应具备数字模拟和肢体识别功能。

13.3.7.3 应具备多人运动的功能。

13.3.7.4 应具备数据记录并实时展示的功能。

13.3.8 智慧储物柜

13.3.8.1 是通过智能技术实现自动存取物品的设备。

13.3.8.2 应具备人脸、指/掌纹、扫码等身份识别控制开关的功能。

13.3.8.3 宜具备对储物柜进行远程控制管理的功能。

13.3.8.4 宜具备对储物柜使用情况进行数据统计的功能。

13.3.8.5 宜支持刷脸、扫码、银行卡等多种结算方式。

13.3.8.6 可具备广告投放功能。

13.3.9 智慧淋浴室

13.3.9.1 是为顾客提供自助淋浴服务的设施。

13.3.9.2 应具备通过自助终端设备实现IC卡、手环等的领用、归还、账户充值功能。

13.3.9.3 应具备通过IC卡、手环等方式控制水流开关的功能。

13.3.9.4 宜具备紧急求助功能。

13.3.9.5 宜具备淋浴用品售卖、物品寄存等自助服务功能。

14 健身步道专项要求

14.1 一般规定

14.1.1 应设置智慧标识牌，显示步道全程地图、当前位置、方向、长度等信息，健身者途经时自动播

报园区介绍等。

14.1.2 应配备智能照明系统。

14.1.3 应设置智能化休息补给驿站，实现无人化自助服务。

14.1.4 骑行道用于租赁的自行车库，应设置电子防盗保护功能。

14.1.5 宜设置电子围栏，实现越界报警功能，保障健身人群的安全。

14.2 配套设施

14.2.1 多功能采集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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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1 是采集运动数据、健康数据和安全救助的综合型智能设备。

14.2.1.2 应具备人员聚集预警功能。

14.2.1.3 应具备客流量分析功能。

14.2.1.4 应具备通过人脸识别技术采集锻炼者速度、位置等运动数据功能。

14.2.1.5 应具备一键报警的功能。

14.2.1.6 宜具备通过非接触的方式，采集锻炼者的心率、体温和呼吸频率等体能数据，并通过内置液

晶屏实时展示的功能。

14.2.1.7 宜具备太阳能供电功能。

14.2.2 智慧标牌

14.2.2.1 是具有健康及运动指导元素的标识牌。

14.2.2.2 应具备提醒用户所在位置及周边环境情况的功能。

14.2.2.3 宜具备健康运动指导功能。

14.2.2.4 宜具备自动语音播报沿途文旅典故的功能。

14.2.3 追光步道

14.2.3.1 是利用光电技术，通过智能化灯光变化和音响控制，为运动者提供动态互动式跑步体验的运

动设施。

14.2.3.2 应具备与灯光、音响系统联动和肢体识别的功能。

14.2.3.3 宜具备与互动游戏相融合的功能。

14.2.4 智慧喷雾设施

14.2.4.1 是通过集成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及网络通信模块等组件，对环境进行实时监测和智能控

制，调节喷雾量达到降温、除尘、加湿、消毒的设施。

14.2.4.2 应具备自上而下自动喷雾降温的功能。

14.2.4.3 宜具备触发感应时长设置的功能。

14.2.4.4 宜具备预约、定时喷雾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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