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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足球场地建设与器材配备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义务教育小学学校（简称学校）小足球场地建设与器材配备的通用要求、场地建设要

求、器材配备要求及检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学校建设用于6岁至12岁儿童足球教学、训练和比赛的室内外场地和配备相关器材，

社会教育机构面向6至12岁儿童开展足球教育时可参考使用。

本文件不适用于特殊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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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4625.5－2008 篮球、足球、排球、手球试验方法 第5部分：圆周长、圆周差的测量

GB 17945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GB/T 19851.14－2007 中小学体育器材和场地 第14部分：球网

GB/T 19851.15－2007 中小学体育器材和场地 第15部分：足球门

GB/T 19995.1－2005 天然材料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 第1部分：足球场地天然草面层

GB/T 19995.2－2005 天然材料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 第2部分：综合体育场馆木地板场

地

GB/T 20033.3－2006 人工材料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 第3部分：足球场地人造草面层

GB/T 20239－2015 体育馆用木质地板

GB/T 20394－2019 体育用人造草

GB/T 22185 体育场馆公共安全通用要求

GB/T 22892－2008 足球

GB/T 29458—2012 体育场馆LED显示屏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

GB/T 34279－2017 笼式足球场围网设施安全通用要求

GB 36246－2018 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8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31 体育建筑设计规范

JGJ/T 131 体育场馆声学设计及测量规程

JGJ 153－2016 体育场馆照明设计及检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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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J/T 280－2012 中小学校体育设施技术规程

QB/T 2601－2013 体育场馆公共座椅

SB/T 10205-1994 打气筒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小足球 mini-football

面向6岁至12岁儿童开展的足球运动。

4 通用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学校应根据资源情况选择建设室外或室内小足球场地，优先建设室外天然草或人造草小足球场

地，室内场地以 5 人制为宜。

4.1.2 小足球场地设施设备、器材应布局合理，使用方便。

4.1.3 小足球场地应经过有检验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合格后投入使用，器材应有合格证明。

4.1.4 应设置小足球场地及器材的使用须知和安全须知牌。

4.1.5 应配备体育教学、比赛、体育文化精神、体育公平竞赛等方面的图书、图册、音像资料、软件

等产品，图书、图册应为国家正式出版物，音像资料、软件应经产品登记和备案。

4.1.6 应制定应急预案。

4.2 室内小足球场地

4.2.1 室内小足球场地设施的建筑设计应符合 GB/T 22185、JGJ 31 的要求。

4.2.2 室内建筑物的防火设计应符合 GB 50016 的要求。

4.2.3 室内建筑物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应符合 GB 17945 的要求。

4.2.4 室内建筑节能设计应符合 GB 50189 的要求。照明节能应符合 JGJ 153—2016 中第 7 章的要求。

4.2.5 室内小足球场地声学设计应符合 JGJ/T 131 的要求。

4.2.6 室内小足球场地优先采用运动木地板面层。

4.2.7 室内小足球场地应配置通风排气设施。

4.3 室外小足球场地

4.3.1 室外小足球场地面层宜采用天然草或人造草面层。

4.3.2 室外小足球场地的长轴轴线宜呈南北向，向南方向偏角宜在偏东 20°至偏西 10°。

4.3.3 室外小足球场地排水沟的位置、深度、宽度应根据场地具体布置情况、当地气候条件经计算确

定。现场砌筑的排水沟宽度不宜小于 0.4 m，沟内纵坡宜为 0.3%～0.5%，沟内应均匀设置沉砂井，沉砂

井间距宜为 30 m。草坪下宜设置排水暗管及盲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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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场地建设要求

5.1 规格及划线

5.1.1 11 人制足球场地

5.1.1.1 场地尺寸为（90～120）m×（45～90）m，竞赛场地为（100～110）m×（64～75）m，见图 1、

图 2。

5.1.1.2 场地安全区应满足边线外不小于 1.5 m，端线外不小于 3.0 m。

5.1.1.3 场地的划线宽度应为 0.1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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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足球门；

2——球门区；

3——中线；

4——缓冲区；

5——角球区；

6——端线；

7——球门线；

8——边线；

9——中线旗；

10——罚球点；

11——罚球区；

12——罚球区弧；

13——中圈；

14——中点。

图 1 11 人制足球场地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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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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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1 . 0 0

图 2 11 人制足球场地角球区平面示意图（局部）

5.1.2 8 人制足球场地

5.1.2.1 场地尺寸为（58～68）m×（40～50）m，见图 3、图 4。

5.1.2.2 场地安全区应满足边线外不小于 1.5 m，端线外不小于 2.0 m。

5.1.2.3 场地划线宽度应为 0.1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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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足球门；

2——球门区；

3——中线；

4——缓冲区；

5——角球区；

6——端线；

7——球门线；

8——边线；

9——中线旗；

10——罚球点；

11——罚球区；

12——罚球区弧；

13——中圈；

14——中点。

图 3 8 人制足球场地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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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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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8 人制足球场地角球区平面示意图（局部）

5.1.3 5 人制足球场地

5.1.3.1 场地尺寸为（25～42）m×（16～25）m，见图 5、图 6。

5.1.3.2 场地安全区应满足边线外和端线外均不小于 1.5 m。

5.1.3.3 场地划线宽度应为 0.1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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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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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足球门；

2——罚球点；

3——罚球区；

4——中线；

5——边线；

6——缓冲区；

7——角球区；

8——端线；

9——换人区；

10——中圈；

11——中点；

12——第二罚球点。

图 5 5 人制足球场地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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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米

R0.25

0.32 0.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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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5 人制足球场地角球区平面示意图（局部）

5.2 场地面层

5.2.1 天然草运动面层

5.2.1.1 牵引力系数

牵引力系数为1.0～1.8。

5.2.1.2 球反弹率

应为15 %～55 %。

5.2.1.3 球滚动距离

应为2 m～14 m。

5.2.1.4 场地坡度

坡度（指与场地长轴线成直角方向的坡度）应不大于0.5 %。

5.2.1.5 平整度

3 m长度范围内任意两点相对高差，平整度应不大于30 mm。

5.2.1.6 茎密度

应为（1.5～4）枚/cm2。

5.2.1.7 均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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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坪颜色无明显差异，目测看不到裸地，杂草数量（向上生长茎的数）应小于0.05%，目测没有明

显病害特征和明显虫害特征，前述五项分数的总和代表均一性，分值应大于等于15分，单项得分应大于

等于3分。

5.2.1.8 根系层渗水速率

采用圆筒法应为（0.4～1.2）mm/min；采用实验室法应为（1.0～4.2）mm/min。同一场地应采用一

种检测方法，当检测结果有分歧时以实验室法为准。

5.2.1.9 渗水层渗水速率

实验室法应大于3.0 mm/min。

5.2.1.10 有机质及营养供给

根系层应有足够的有机质及氮（N）、磷（P）、钾（K）、镁（Mg）等。

5.2.1.11 环境保护

不应使用带有危险的或是散发对人、土壤、水、空气有危害污染的物质或材料。

5.2.1.12 叶宽度

叶宽度宜不大于6 mm。

5.2.2 人造草运动面层

5.2.2.1 人造草

5.2.2.1.1 人造草外观应无破损，表面应无明显胶斑，底背涂胶应均匀，应无明显漏针。

5.2.2.1.2 人造草产品规格尺寸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表 1 产品规格尺寸

序号 项目 单位 要求

1

纵向密度 纵向标称值允差率 % ±2

横向密度 横向标称值允差率 % ±0.3

2 草丝高度 标称值允差 mm
-1

+3

3 草丝克重 标称值允差率 % ±10

5.2.2.1.3 人造草理化性能应符合表 2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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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理化性能要求

序号 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簇密度小于18000 簇密度大于或等于18000

1 渗水性（充矽砂前） L/（min·m
2
） ≥20

2 耐酸性（试验时间：48h） - 草丝颜色无明显变化，背胶无老化现象

3 耐碱性（试验时间：48h） - 草丝颜色无明显变化，背胶无老化现象

4 草丝拉断力（开网丝）
a

N ≥60

5 草丝拉断力（单丝）
a

N ≥10

6 草丝耐磨性保留率 % ≥97

7 耐气候色牢度 级 ≥5

8
低温

试验

草丝拉断力保留率
a

% ≥80

单簇草丝拔出力保留率
b

% ≥80

9 单簇草丝拔出力
b

N ≥30 ≥20

10 底布拉断力
纵向

N
≥800 ≥600

横向 ≥800 ≥600

a
草丝拉断力及其保留率仅检测标称草丝高度大于或等于30 mm的单丝和开网丝，草丝高度小于30 mm的不检测，卷

曲丝的不检测。

b
单簇草丝拔出力及其保留率仅检测标称草丝高度大于或等于20 mm的草坪，草丝高度小于20 mm的不检测。

5.2.2.1.4 人造草应具有抗静电性能。

5.2.2.1.5 中心到损毁边沿最大距离应不大于 50 mm。

5.2.2.2 场地坡度

与场地长轴线呈直角方向的坡度：无渗水功能的场地应不大于0.8%，有渗水功能的场地应不大于

0.3%。

5.2.2.3 平整度

直径3 m内间隙应不大于10 mm。

5.2.2.4 渗水速率

铺装后场地面层渗水速率应大于3 mm/min。

5.2.2.5 人造草面层成品物理机械性能

5.2.2.5.1 球反弹率应为 30%～50%。

5.2.2.5.2 球滚动距离应为 4 m～1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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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5.3 角度球反弹率（50 km/h，15º入射角）应为 45%～70%。

5.2.2.5.4 冲击吸收应为 55%～70%。

5.2.2.5.5 垂直变形 4 mm～9 mm。

5.2.2.5.6 牵引力系数应为 1.2～1.8。

5.2.2.5.7 滑动阻力应为 120～220。

5.2.2.6 人造草面层耐人工气候老化性能

应符合GB 36246-2018中5.4.2的要求。

5.2.2.7 人造草面层填充用合成材料颗粒中高聚物总量

应符合GB 36246-2018中5.5.2的要求。

5.2.2.8 人造草面层成品和原料中有害物质限量及气味

5.2.2.8.1 人造草面层成品中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 GB 36246-2018 中表 5 的要求。

5.2.2.8.2 人造草面层铺装时使用的固体原料中有害物质限量及气味应符合 GB 36246-2018 中表 6 的

要求。

5.2.2.8.3 人造草面层铺装时使用的非固体原料中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GB 36246-2018中表7的要求。

5.2.3 运动木地板面层

5.2.3.1 木地板材料

木地板材料的选用应符合GB/T 20239—2015中5.1的要求。

5.2.3.2 外观质量

5.2.3.2.1 整体面层外观质量应符合 GB/T 20239—2015 中 5.3.1 的要求。

5.2.3.2.2 结构层外观质量应符合 GB/T 20239—2015 中 5.3.2 的要求。

5.2.3.3 结构层的理化性能

5.2.3.3.1 面层的理化性能应符合 GB/T 20239—2015 中 5.4.1 要求。

5.2.3.3.2 载荷分布层（毛地板）与龙骨的理化性能应符合 GB/T 20239—2015 中 5.4.2 要求。

5.2.3.4 平整度

铺装好的木地板层表面，用2 m靠尺测量，间隙应不大于2 mm；场地整体平整，在场地上任意选取

间距15 m的两点，其标高差值应不大于15 mm。

5.2.3.5 功能要求

5.2.3.5.1 教学、训练用木地板冲击吸收应不小于 35%,竞赛用木地板冲击吸收应不小于 53%。

5.2.3.5.2 球反弹率应不小于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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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5.3 抗滚动载荷性能：在滚动载荷试验下，木地板应不起毛刺，没有裂纹、断裂、劈裂、漆膜

损坏现象，残余压痕应不大于 0.5 mm。

5.2.3.5.4 滑动摩擦系数应为 0.4～0.6。

5.2.3.5.5 教学、训练用木地板标准垂直变形应不小于 1.0 mm，竞赛用木地板标准垂直变形应不小于

2.3 mm

5.2.3.6 涂层性能

涂层的颜色不应影响赛场区域的划线的辨认，反光不应影响运动员的发挥，并具有耐磨、防滑、难

燃的特性。

5.2.3.7 通风设施

场地通风设施既能起到良好的通风作用，又要布置合理，不可设在比赛区域内，其颜色和面层相同

或相近。

5.2.3.8 防变形措施

应采取防变形措施，避免地板因外界环境变化而发生影响正常使用的起翘、下凹等各种变形。

5.3 场地安全防护设施

5.3.1 室内足球场地防护

5.3.1.1 室内足球场地端线、边线外 1.5 m 之内若有墙或柱等障碍物，应安装缓冲包扎物，保护条厚

度应不小于 0.03 m，高度应不低于 1.6 m。保护条宜采用符合环保要求的合成发泡材料。

5.3.1.2 宜在场地四周及上方应设置围网。

5.3.2 室外足球场地防护

5.3.2.1 室外 5 人制和 8 人制足球场地宜设置围网。

5.3.2.2 室外足球场地的防护使用围网结构的，围网性能应符合 GB/T 34279—2017 的要求。

5.4 照明要求

5.4.1 场地照明应无眩光。

5.4.2 一般教学或业余训练场地照明系统应符合 JGJ 153—2016 中 4.2.1 对室内足球场地Ⅰ级要求或

JGJ 153—2016 中 4.3.1 对室外足球场地Ⅰ级要求。

5.4.3 业余比赛或专业训练场地照明系统应符合 JGJ 153—2016 中 4.2.1 对室内足球场地Ⅱ级要求或

JGJ 153—2016 中 4.3.1 对室外足球场地Ⅱ级要求。

5.4.4 专业比赛场地照明系统应符合 JGJ 153—2016 中 4.2.1 对室内足球场地Ⅲ级要求或 JGJ 153—

2016 中 4.3.1 对室外足球场地Ⅲ级要求。

5.4.5 灯具应安装防护装置，基于节能，宜使用 LED 照明光源。

5.4.6 场地出入口及通道的疏散照明水平照度应不低于 5 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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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 室内场地灯具距面层的垂直距离应不小于 7 m。

5.5 辅助设施

5.5.1 替补席

5.5.1.1 应设置固定或移动式运动员替补席，替补席距边线最小距离不应少于 3 m。

5.5.1.2 替补席宜设置防晒网，座位应舒适安全，且四角圆滑无棱角。

5.5.2 看台

5.5.2.1 宜在小足球场地周边设置固定式或移动式看台，应符合 JGJ/T 280—2012 中 5.10 的要求。

5.5.2.2 看台边缘距场地边线距离应不少于 5 m。

5.5.2.3 看台座椅应符合 QB/T 2601—2013 的要求。

5.5.3 体育器材室

5.5.3.1 应设置体育器材室。

5.5.3.2 体育器材室的门及通道尺寸应方便搬运体育器材。

5.5.3.3 体育器材室内各专用器材应分类整齐摆放。

5.5.4 更衣室

5.5.4.1 应设置男女分设的更衣室。

5.5.4.2 更衣室应设置更衣柜、长条凳。

5.5.4.3 更衣室应保持清洁并及时进行通风干燥。

6 器材配备要求

6.1 足球门

6.1.1 规格尺寸

足球门规格尺寸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 3 足球门规格尺寸

单位为毫米

部位名称
11 人制足球门 8人制足球门 5 人制足球门 对角线

误差

横梁

挠度矩形球门 方形球门 矩形球门 方形球门 矩形球门 方形球门

球门下方深度 3000 3000 2000 2000 1500 1500

≤15 ≤10
球门内口高度 2440±10 2000±10 2000±10

球门上方深度 2400 3 000 1400 2000 900 1500

球门内口宽度 7320±10 5000±10 3000±10

6.1.2 门柱及横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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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1 门柱及横梁材料应为金属或经国际足球理事会批准的其他材料，形状为圆形、半圆形或椭圆

形；颜色为白色。

6.1.2.2 11 人制、8 人制、5人制足球门的门柱及横梁的直径应分别不低于 120 mm、89 mm、76 mm。

6.1.3 外观

6.1.3.1 所有零部件表面应光滑、平整，所有棱边和尖角，均应使其半径大于 2.5 mm。

6.1.3.2 涂饰件应色泽均匀，结合牢固，无起皮脱落、漏涂、裂痕及较明显的流痕、花斑、片点等缺

陷。

6.1.4 稳定性

应符合GB/T 19851.15—2007中5.4的要求。足球门应能够牢固地固定在地面上，不应有任何方向的

倾斜、翻倒或较明显的永久变形现象。应能够承受的水平拉力为1000 N。

6.1.5 静负荷

应符合GB/T 19851.15—2007中5.5的要求。足球门横梁应能承受2700 N的静负荷，横梁不应出现断

裂或明显的永久变形。

6.2 足球网

6.2.1 基本尺寸

11人制、8人制、5人制足球网的基本尺寸应符合表4的要求，足球网示意图见图7。

表 4 足球网基本尺寸

单位为毫米

部位名称
11人制足球网 8人制足球网 5人制足球网

偏差
矩形网 方形网 矩形网 方形网 矩形网 方形网

A 3000 3000 2000 2000 1500 1500 ±50

B 2440 2000 2000
＋50

0

C 2400 3000 1400 2000 900 1500 ±50

D 2500 2440 2100 2000 2100 1500 -

E 7320 5000 3000
＋80

0

网线直径 2.5～4.0

网眼 （100×100）～（150×150）（正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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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足球网示意图

6.2.2 外观结构

6.2.2.1 网孔大小应基本一致，同一张网上不应有超过两个明显的接头。网孔的水平线与球网上包边

基本平行。

6.2.2.2 球网应牢固，针脚整齐，无跳针、漏针现象。

6.2.2.3 球网边宽对折整齐，重叠偏差应不大于 5 mm。

6.2.2.4 球网不应有发霉现象。

6.2.3 球网颜色

球网应为白色，且色泽一致，无色差、色斑或污渍。

6.3 足球

6.3.1 原料

皮革、再生革类表面材料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表5的要求。聚氯乙烯人造革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表6

的要求。球用聚氨酯合成革应符合表7的要求。

表 5 皮革、再生革有害物质限量

项 目 限 量 值

可分解有害芳香胺染料/（mg/kg） ≤30

游离甲醛/（mg/kg） ≤300

表 6 聚氯乙烯人造革有害物质限量

项 目 限 量 值

氯乙烯单体/（mg/kg） ≤5

可溶性铅/（mg/kg） ≤90

可溶性镉/（mg/kg） ≤75

其他挥发物/（g/m
2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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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球用聚氨酯合成革要求

项 目 限 量 值

厚度/mm ≥0.8

表观密度/（g/cm
2
） ≤0.6

拉伸负荷/N ≥50

断裂伸长率/% ≥20

撕裂负荷/N ≥30

剥离负荷/(N/2 cm) ≥30

表面颜色牢度，级

干摩擦 ≥4

湿摩擦 ≥3

汗液摩擦 ≥3

耐水度（水压14.7 kPa，1 min） 表面无水珠

6.3.2 规格与质量

足球的规格与质量应符合表8的要求。

表 8 足球的规格与质量

序

号

年龄

（岁）
球号

圆周长/mm 圆周差/mm 质量/g

竞赛用足球
日常活动用

足球

竞赛用足球 日常活动用

足球
竞赛用足球

日常活动用

足球一级 二级

1 ≤8 3 — 535～560 - - ≤5 - 270～320

2 9～12 4 620～650 615～650 ≤3 ≤4 ≤5 350～380 315～405

6.3.3 外观质量

足球的外观质量应符合表9的要求。

表 9 足球的外观质量

类 别 外观质量

竞赛用足球

（一级）

a)皮革皮质坚实、丰满、柔软，皮纹细腻，纹络接近，表面无裂纹，每只球可允许有面积≤6 mm
2

的轻微缺陷2处；

b)人造革、合成革、再生革表面花纹清晰、深浅一致，不允许有杂质、针孔、气泡、脱层等缺陷；

c)橡胶球面不允许有杂质、摺痕，允许累计球面缺陷≤3 cm
2
；

d)球片粘贴平整；

e）图案、字体清晰端正

竞赛用足球

（二级）

a)皮革皮质坚实，皮纹稍松，纹络接近，允许有不影响强度的露底，每只球可允许有面积≤10mm
2

的轻微缺陷3处；

b)人造革、合成革、再生革表面花纹清晰、深浅一致，不允许有杂质、针孔、气泡、脱层等缺陷；

c)橡胶球面不允许有气泡、杂质；允许有轻微的摺痕，允许累计球面缺陷≤5 cm
2
；

d)球片粘贴平整；

e)图案、字体清晰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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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足球的外观质量（续）

类 别 外观质量

日常活动用足球

a)皮革皮质松软，皮纹较粗，允许有不影响使用的龟裂和轻微缺陷；

b)人造革、合成革、再生革表面花纹清晰、深浅一致，不允许有杂质、针孔、气泡、脱层等缺陷；

c)橡胶球面气泡、杂质可修补完整；摺痕深度≤0.5 mm，允许累计球面缺陷≤7 cm
2
；

d)球片粘贴平整；

e)图案、字体基本清晰端正

6.3.4 气密性

足球的气密性应符合表10的要求。

表 10 气密性

项 目

气 密 性

竞赛用足球（一级） 竞赛用足球（二级） 日常活动用足球

气压下降允差/% ≤4 6 15

6.3.5 反弹高度

球反弹高度应符合表11的要求。

表 11 反弹高度

单位为毫米

球号

反弹高度

竞赛用足球 日常活动用足球

皮革球、人造革球、合成革球、再生革球、

橡胶球

皮革球、人造革球、

合成革球、再生革球
橡胶球

4号球 1200～1400 1050～1450
≥1000

3号球 - 1100～1400

6.3.6 竞赛用足球防水性

球体经淋水后，球的质量增加应不大于10%。

6.3.7 配备数量

应至少配备3号、4号足球各46个～92个。

6.4 辅助器材

辅助器材的配备应符合附录A。

6.5 信息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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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设备的配备参见附录B。

7 试验方法

7.1 场地检验

7.1.1 规格及划线

采用标定过的钢卷尺或测距仪并结合现场观察进行检验。

7.1.2 场地面层

7.1.2.1 天然草运动面层

7.1.2.1.1 牵引力系数

应按GB/T 19995.1—2005中6.3的方法进行测量。

7.1.2.1.2 球反弹率

应按GB/T 19995.1—2005中6.4的方法进行测量。

7.1.2.1.3 球滚动距离

应按GB/T 19995.1—2005中6.5的方法进行测量。

7.1.2.1.4 场地坡度

应按GB/T 19995.1—2005中6.6的方法进行测量。

7.1.2.1.5 平整度

应按GB/T 19995.1—2005中6.7的方法进行测量。

7.1.2.1.6 茎密度

应按GB/T 19995.1—2005中6.8的方法进行测量。

7.1.2.1.7 均一性

应按GB/T 19995.1—2005中6.9的方法进行测量。

7.1.2.1.8 根系层渗水速率

应按GB/T 19995.1—2005中6.10的方法进行测量。

7.1.2.1.9 渗水层渗水速率

应按GB/T 19995.1—2005中6.11的方法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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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1.10 有机质及营养供给

应按GB/T 19995.1—2005中6.12的方法进行测量。

7.1.2.1.11 环境保护

应按GB/T 19995.1—2005中6.13的方法进行测量。

7.1.2.1.12 叶宽度

应按GB/T 19995.1—2005中6.14的方法进行测量。

7.1.2.2 人造草运动面层

7.1.2.2.1 足球场地用人造草

7.1.2.2.1.1 人造草外观

应按GB/T 20394—2019中6.3的方法在自然光下进行现场查验。

7.1.2.2.1.2 人造草产品规格尺寸

应按GB/T 20394—2019中6.4、6.5、6.6的方法进行测量。

7.1.2.2.1.3 人造草理化性能

应按GB/T 20394—2019中6.7至6.11、6.13至1.17的方法进行测量。

7.1.2.2.1.4 人造草阻燃性

应按GB/T 20394—2019中6.18的方法进行测量。

7.1.2.2.2 场地坡度

应按GB/T 20033.3—2006中5.2.2的方法进行测量。

7.1.2.2.3 平整度

应按GB/T 20033.3—2006中5.2.3的方法进行测量。

7.1.2.2.4 渗水速率

应按GB/T 20033.3—2006中5.4的方法进行测量。

7.1.2.2.5 人造草面层成品及草丝物理机械性能

应按照如下方法进行测量：

a）球反弹率、球滚动距离、角度球反弹率按 GB/T 20033.3—2006 中 5.4 的方法进行测量；

b）冲击吸收、垂直变形按 GB 36246—2018 中 6.2、6.3 的方法进行测量；

c）牵引力系数、滑动阻力按 GB/T 20033.3—2006 中 5.5.3 和 5.5.4 的方法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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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草丝拉断力按 GB 36246-2018 中 6.7 的方法进行测量，单簇草丝拔出力按 GB 36246-2018 中 6.8

的方法测量。

7.1.2.2.6 人造草面层耐人工气候老化性能

应按GB 36246—2018中的6.9的方法进行测量。

7.1.2.2.7 人造草面层填充用合成材料颗粒中高聚物的含量

应按GB 36246—2018中的6.11的方法进行测量。

7.1.2.2.8 人造草面层成品和原料中有害物质限量及气味

应按照如下方法进行测量：

a）人造草面层成品中有害物质限量按 GB 36246—2018 中 6.12、6.13 的方法进行测量；

b）固体原料中有害物质限量及气味按 GB 36246—2018 中 6.12、6.14 的方法进行测量；

c）非固体原料中有害物质限量按 GB 36246—2018 中 6.15 的方法进行测量。

7.1.2.3 运动木地板面层

7.1.2.3.1 木地板材料

现场查验结合建设文件进行检验。

7.1.2.3.2 外观质量

应按照如下方法进行检验：

——整体面层外观质量按 GB/T 20239—2015 中 6.1.2.1 的方法进行检验；

——结构层外观质量按 GB/T 20239—2015 中 6.1.2.2 的方法进行检验。

7.1.2.3.3 结构层的理化性能

应按照如下方法进行测量：

——面层的理化性能按 GB/T 20239—2015 中 6.1.3 的方法进行测量；

——载荷分布层（毛地板）与龙骨的理化性能按 GB/T 20239—2015 中 6.1.3 的方法进行测量。

7.1.2.3.4 平整度

应按GB/T 19995.2—2005中6.2.7的方法进行测量。

7.1.2.3.5 物理机械性能

应按照如下方法进行测量：

a）冲击吸收率按 GB/T 20239—2015 中 6.2.1 的方法进行测量；

b）球反弹率按 GB/T 20239—2015 中 6.2.5 的方法进行测量；

c）抗滚动载荷按 GB/T 20239—2015 中 6.2.4 的方法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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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滑动摩擦系数按 GB/T 20239—2015 中 6.2.6 的方法进行测量；

e）标准垂直变形按 GB/T 20239—2015 中 6.2.2 的方法进行测量。

7.1.2.3.6 涂层性能

现场查验。

7.1.2.3.7 通风设施

结合建设文件现场查验。

7.1.2.3.8 防变形措施

结合建设文件现场查验。

7.1.3 场地安全防护措施

7.1.3.1 室内足球场地防护

现场测验。

7.1.3.2 室外足球场地防护

应按GB/T 34279—2017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7.1.4 照明要求

应按JGJ 153—2016中第9章的规定进行测量。

7.1.5 辅助设施

7.1.5.1 替补席

现场测验。

7.1.5.2 看台

现场查看看台设置并用长度计量器具和水准仪进行测量。看台座椅按QB/T 2601—2013规定的方法

进行检验。

7.1.5.3 体育器材室

现场查验。

7.1.5.4 更衣室

现场查验。

7.2 器材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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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足球门

7.2.1.1 规格尺寸

应按GB/T 19851.15—2007中6.1的方法进行测量。

7.2.1.2 门柱及横梁

应按GB/T 19851.15—2007中的6.1、6.2的方法进行测量。

7.2.1.3 外观

现场查验。

7.2.1.4 稳定性

应按GB/T 19851.15—2007中6.3的方法进行测量。

7.2.1.5 静负荷

应按GB/T 19851.15—2007中6.4的方法进行测量。

7.2.2 足球网

7.2.2.1 基本尺寸

应按GB/T 19851.14—2007中6.1的方法进行测量。

7.2.2.2 外观结构

应按GB/T 19851.14—2007中6.2的方法进行测量。

7.2.2.3 球网颜色

现场查验。

7.2.3 足球

7.2.3.1 原料

应按GB/T 22892—2008中6.1的方法进行测量。

7.2.3.2 规格与质量

7.2.3.2.1 应按 GB/T 14625.5－2008 中 6.1 和 6.2 的方法测量圆周长、圆周差。

7.2.3.2.2 应按 GB/T 22892—2008 中 6.4 的方法测量球的质量。

7.2.3.3 外观质量

应按GB/T 22892—2008中6.3的方法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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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4 气密性

应按GB/T 22892—2008中6.7的方法进行测量。

7.2.3.5 反弹高度

应按GB/T 22892—2008中6.8的方法进行测量。

7.2.3.6 竞赛用足球防水性

应按GB/T 22892—2008中6.10的方法进行测量。

7.2.4 辅助器材

现场查验。

7.2.5 信息化设备

现场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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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规范性）

辅助器材的配备

辅助器材的配备见表A.1。

表 A.1 辅助器材的配备

序

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规格、材质、功能、性能和执行标准代号

配备要求
备注

基本 选配

1
分组对抗训

练背心
件 40

儿童用均码，透气网孔面料，颜色应为在足

球场上容易辨认的颜色，且至少配置两组不

同颜色的背心

√ — —

2 队长袖标 副 4～10 颜色应便于识别，宜为荧光色 √ — —

3 守门员手套 副 4～10 √ — —

4 简易足球门 对 1～2

1.充气便携式球门

采用软性材料充气结构，安全防撞伤；球门

颜色宜为白色；应有配重。

2.可折叠铝合金足球门

本体由铝合金材料制造，耐老化、耐腐蚀，

表面颜色宜为白色；采用特殊折叠式结构，

方便收纳与搬运。球门所有关键连接与外露

处，应采用安全结构设计，无任何位置出现

外凸与尖角。应有配重

— √

学校可根据情况

选择充气式球门

或铝合金球门，

定期检查球门牢

固性，确保球门

安全稳定

5 球车 台 1～4
可放置不小于 20 个足球，整体可折叠，便于

拿取
√ — —

6 打气筒 个 1～5
1.普通型或贮气罐型，用于球类充气；

2.应符合 SB/T 10205
√ — —

7 电动气泵 个 1～2 — —
与打气筒

统筹考虑

8 足球示教图 套 2 — √ —

9 足球战术板 套 2
规格不小于 1200 mm×900 mm，配多色磁性珠

20 颗～30 颗
√ — —

10 足球换人牌 个 4～8 √ — —

11 足球计分牌 个 4～8 防风防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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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辅助器材的配备（续）

序

号
名称

单

位
数量 规格、材质、功能、性能和执行标准代号

配备要求
备注

基本 选配

12 角旗 面 4～8 √ — —

13 手旗 套 4～8 每套含 2只 √ — —

14 红黄牌 套 4～8 规格不小于 105 mm×75 mm，红、黄各 1 块 √ — —

15 挑边器 个 1～2 — √ —

16 口哨 个 10～20 不锈钢或工程塑料材质，无核，带挂绳 √ — —

17 敏捷梯 个 10～20
含 3 m～6 m 不同长度,可根据教学需求单条使

用或拼接使用
√ — —

18 敏捷圈 个 50～80

1.应不少于 4种颜色，宜为黄色、红色、蓝色、

橙色等足球场上容易辨认的颜色；

2.直径不小于 500 mm

√ — —

19 标志盘 个 20～60 直径不小于 250 mm，不少于 4种颜色 √ — —

20 标志桶 个 50～80
含多种尺寸，不少于 4种颜色，可单独使用或

组合使用。桶身宜为镂空设计，可抗风
√ — —

21 标志杆 个 50～80
宜可折叠，可单独使用或拼接使用，不少于 4

种颜色
√ — 可兼作障碍杆

22
手持式

反弹网
个 4～6

尺寸不小于 500 mm╳500 mm，边缘平滑，无

尖角外露，反弹网稳固耐用，便于收纳存放
— √ —

23 足球训练跨栏 个 30～40
宽度不小于 500 mm，高度宜可调节，可折叠

存放
— √ —

24 球袋 个 4～10
材质宜为尼龙；结构为圆筒形，一袋可装至少

10 个足球
√ — —

25 阻力训练带 个 20～40
长度不小于 2 m，宽度不小于 50 mm，拉伸性

能好，保证使用安全
— √ —

26 双面反弹网 个 1～2
两面尺寸不小于 1.2 m 和 1.5 m，两面相互倚

靠以实现反弹网的稳定置放，便于收纳存放
— √ —

27 足球模拟人墙 套 1～2
每套含 5个，宜为铝合金或可充气式，包含不

同高度，颜色醒目，方便搬运
— √ —

28 足球训练墙 个 1～2 宜为自动反弹数字九宫格足球门网 — √ —

29
足球场地

划线器
台 1～2 √ —

可与其他

运动通用

30 阻力伞 个 1～2
腰带宽度不小于 40 mm，可灵活转向，拉伸性

能好，受力稳定，保证使用安全，便于收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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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信息化设备的配备

信息化设备的配备见表B.1。

表 B.1 信息化设备的配备

序

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规格、材质、功能、性能和执行标准代号

配备建议 备

注基本 选配

1
电子足球

换人牌
个 1～2

1.换人可实现 00～99 号队员的替换；

2.补时可实现 0～9的显示；

3.红、绿高亮度发光管，点间距 10mm；

4.可视角度不小于 150°，使用寿命＞30 kh

— √ —

2
电子足球

记分牌
个 1～2 可显示两队队名、比分、比赛时间和局次 — √ —

3 电子战术板 个 1～2

1.可通过 3D 技术，实现足球场地左右 360 度旋转、上下

180 度旋转、10倍自由缩放；

2.可多视点观看；

3.可支持以拖拽模型形式实现快速创建教案，支持多种足

球技术动作模型、训练器材模型、不同轨迹路线；

4.可对较为复杂的战术实现分节控制

— √ —

4
智能足球发

球机
套 1

1.应包含发球和自动回球功能，可一个或多个足球循环重

复发球；

2.可任意定点或多点设定出球次数；可调节出球速度、频

率等；可进行工作/暂停的切换；发球角度可调

— √ —

5 高清显示屏 块 1 应符合 GB/T 29458 的要求 — √ —

6
实时录播设

备
套 1

1.含音频、视频采集设备和处理设备；

2.可独立进行三路以上音频、视频信号采集及处理；

3.动态、静态人物画面的自动跟踪采集，人物、场景的特

写、全景等画面切换，画中画、多分屏等多种显示布局播

放；

4.对摄录内容进行自动保存、编辑、多种媒体格式输出及

远程直播、在线点播等形式的播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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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信息化设备的配备（续）

序

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规格、材质、功能、性能和执行标准代号

配备建议 备

注基本 选配

7 足球教学系统 套 1

1.包括 PC 端、平板端；

2.可提供根据教学体系分级的正版教学资源，可通过

3D、动画、视频等多媒体方式展现，并体现在每节课的

课程教案之中；视频资源中的演示球员应熟练掌握教学

内容，无不规范动作、无失误动作；画面应清晰，色彩、

亮度正常均衡，无错帧、跳帧；

3.有训练数据统计、训练数据监控功能，有编写教学和

训练教案功能；

4.有用户管理、赛事管理、赛况管理、新闻发布管理、

系统内消息管理、球员球队维护管理、联赛报名及流程

进度管理功能

— √ —

8 可穿戴设备 套 10～15

1.含手环、臂环、胸带等，可动态监测学生运动量完成

情况，评估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与运动技能水平；

2.软件能自动推送辅助改善学生体质健康的体育活动，

提供数字化的教学管理报告和学生运动与健康档案，智

能推荐提升方案辅助训练提高，测量运动数据参数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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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3　场地的划线宽度应为0.1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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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3　场地划线宽度应为0.12 m。
	单位为米
	5.1.3　5人制足球场地
	5.1.3.1　场地尺寸为（25～42）m×（16～25）m，见图5、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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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1.2　人造草产品规格尺寸应符合表1的要求。
	5.2.2.1.3　人造草理化性能应符合表2的要求。
	5.2.2.1.4　人造草应具有抗静电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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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3　平整度
	5.2.2.4　渗水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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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5.5　垂直变形4 mm～9 mm。
	5.2.2.5.6　牵引力系数应为1.2～1.8。
	5.2.2.5.7　滑动阻力应为120～220。

	5.2.2.6　人造草面层耐人工气候老化性能
	5.2.2.7　人造草面层填充用合成材料颗粒中高聚物总量
	5.2.2.8　人造草面层成品和原料中有害物质限量及气味
	5.2.2.8.1　人造草面层成品中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GB 36246-2018中表5的要求。
	5.2.2.8.2　人造草面层铺装时使用的固体原料中有害物质限量及气味应符合GB 36246-2018中表6的要求。
	5.2.2.8.3　人造草面层铺装时使用的非固体原料中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GB 36246-2018中表7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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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5.2　球反弹率应不小于90%。
	5.2.3.5.3　抗滚动载荷性能：在滚动载荷试验下，木地板应不起毛刺，没有裂纹、断裂、劈裂、漆膜损坏现象，残余压痕应不
	5.2.3.5.4　滑动摩擦系数应为0.4～0.6。
	5.2.3.5.5　教学、训练用木地板标准垂直变形应不小于1.0 mm，竞赛用木地板标准垂直变形应不小于2.3 mm

	5.2.3.6　涂层性能
	5.2.3.7　通风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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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场地安全防护设施
	5.3.1　室内足球场地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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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照明要求
	5.4.1　场地照明应无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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