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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简况 

1.1 任务来源 

2023年 12 月 28 日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下达的“关于修订《传

染病暴发流行期间疫区邮件及处理系统预防控制规范》等 1471 项国

家标准的公告”（2023 年第 17号文），其中序号第 1124号由全国

体育用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的《中小学体育器材和场地 第 12

部分: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器材》标准批准修订。项目计划号：

20233841—T—469。 

1.2 目的和意义 

自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以来，具体给健康中国的行动提出了明确任务。 

《意见》提出，到 2022 年，我国健康促进政策体系基本建立，

全民健康素养水平稳步提高，健康生活方式加快推广。到 2030 年，

全民健康素养水平大幅提升，健康生活方式基本普及，居民主要健康

影响因素得到有效控制，因重大慢性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明显降低，

人均健康预期寿命得到较大提高，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水平进入高收入

国家行列，健康公平基本实现。 

在《意见》明确提出的 3 个方面共 15 个专项行动中，就有两项

直接与体育相关，包括：到 2022 和 2030 这两个时间节点，城乡居民

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分别不低于 90.86%和

92.17%，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 37%及以上和 40%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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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分别达到 50%及以上和 60%及以上，

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力争每年降低 0.5个百分点以上，新发近

视率明显下降。 

按照国家体育总局 2016 年发布的数据，中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的人口比例从 2007 年的 28.2%增加到了 2014 年的 33.9%，7 年增加

了 5.7 个百分点。从数字看，中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到

2022 和 2030 年分别达到 37%及以上和 40%及以上，并非难事，但是

大众对科学锻炼的知识普遍较为欠缺。 

同时，该标准的制定也将促进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激励企业投

入研发，运用现代科技和创新理念，开发提高学生体质的智能化、人

性化的设施，增强公共服务的普及性和可及性，推动科技进步，提升

整个社会对学生健康关怀的能力。 

1.3 标准的起草单位及起草人 

本标准的起草单位：。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 

1.4 主要工作过程  

1.4.1 工作启动阶段 

2024年 01 月，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下达的“关于公开征集《中小学体育器材和场地 第 12 部分:学生

体质健康测试器材》国家标准起草单位的通知”，向社会公开征集《中

小学体育器材和场地 第 12 部分: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器材》的参编单

位，最终符合报名资格要求的 28 家单位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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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06月 13日由全国体育用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的《中

小学体育器材和场地 第 12 部分: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器材》（标准

号:GB/T 19851.12）国家标准制订启动会在深圳召开，来自行业协会、

检验机构、生产企业等 26 家单位的 30 位代表参加了启动会。 

启动会上由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科技

标准部主任张小晶主持会议，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罗杰秘书长发表

了讲话，阐明本标准制定的目标与意义。 

随后与会人员展开了标准草案的详细讨论，不少参会人员认为，

体质健康测试数据的留存对学生个人、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及国家相

关部门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科学、规范的测试数据，可以更好地服

务于校内体育课程和校外体育培训的设计，进而为国家相关政策的制

定提供有力支持。 

经过全体与会者的积极参与和深入探讨，会议最终形成了一系列

具体的修订方案，并成立了实验数据组、智能设备组、功能要求组、

安全与外观质量要求组、标识组及标准协调工作组等，明确了下一阶

段的具体分工和工作计划。 

标准框架分为 8 个章节：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程、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表 1 起草单位任务分工 

起草单位任务分工 

序号 任 务 工作组 

1 试验数据组 

深圳市恒康佳业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浙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华夏汇海科技有限公司 

同方健康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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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金誉佳文体科技有限公司 

2 智能设备组 
深圳泰山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全体参编单位 

3 功能要求组 

同方健康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易力加运动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知行灵动科技有限公司 

欧文特斯（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恒鸿达（福建）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普莱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华夏汇海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康佳业科技有限公司 

格灵深瞳（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安徽智慧皆成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浙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夺冠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蝙蝠云科技有限公司（迹动未

来） 

4 安全与外观质量要求组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昊康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5 标识组 

江苏领康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邦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越明科技有限公司 

 

6 标准协调工作组 尚体健康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4.2 起草阶段 

2024 年 07 月各部分负责的标准编写工作完成，同年 08 月完成

了标准草案稿 1。 

2024 年 09 月 10 日-12 日，标准第二次起草工作会议在北京召

开，对标准草案稿 1 进行了讨论与修改。并就下一阶段的工作再次进

行了分工（表 2 工作任务分工明细），明确了各组工作的时间节点。 

表 2 第二次起草单位工作会议任务分工 

第二次起草工作会议任务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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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任 务 工作组 
1 补充 7 检验规程 所有起草单位 

2 补充 5.2.5 电气安全要求 

宁波易力加运动科技有限公司 3 补充 6.3.5 电气安全的检验 

4 补充 7 检验规程相关条款 

5 补充 6 外观及表面质量要求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6 补充 7.7 外观的检验内容 

2024年 10 月 10 日完成了标准草案稿 2。 

2024 年 10 月 19 日全国体育用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以线上会议形

式再次组织起草组工作会，对标准草案稿 2 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与修

改。会后，经整理修改完善于 2024 年 10 月 25日形成征求意见稿。 

 

2  编制原则与主要技术内容及确定论据 

2.1  标准制订原则 

2.1.1 科学性原则 

由体育用品标准委员会专家、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器材装备企

业组成的起草组，分析探讨学生体质检测器材市场现状，实地走访调

研各地高标准现有体质检测设备，与使用者、生产企业及行业专家沟

通了解，在实践中获得科学、精准的数据用于本标准的制订。 

其次，起草组将学生体质现状、身体机能特点、运动能力、运动

方法、运动风险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和实验结论作为标准制定重要依据。 

最后，起草组还参考了大量前沿的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资料，包括

国际国家标准、学术专著、论文期刊、研究报告等，并结合标准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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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严格的选取具有高度相关性的资料和论据，确保标准的权威性和

准确性。 

2.1.2 实用性原则 

体质健康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群体的关注，市场潜力巨大，同时也

面临着配置功能不全面、形态结构不安全、材质不舒适、器材不友好

等问题，本标准的制定不仅为学生体质监测设施的设计提供了明确的

指导和规范，同时在功能配置、结构安全、电气安全等方面做出具体

要求，解决了实际问题、提升产品品质 、规范行业发展。 

2.1.3 安全性原则 

在校学生因为身体机能处于发育期、认知和反应速度变化在运动

过程中带来的风险更为突出，因此安全性是此标准编制的核心出发点。

因此本标准中详细规定了风险评估、安全性等方面的要求，确保设施

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对学生造成伤害，有效避免潜在的安全风险。 

2.1.4 可操作性原则 

标准对于各项要求都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和规定，使得设计者和生

产者能够清晰地理解和执行。同时，标准还提供了详细的试验方法，

用于验证设施是否符合标准要求，这有助于确保设施的质量和性能达

到预期水平。此外，标准还规定了设施的标志和使用说明要求，使用

设施时能够轻松理解和操作。 

2.1.5 全面性原则 

此标准在内容方面相当全面。它不仅涵盖了体质测试设施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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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和要求，还考虑到了设施在使用过程中的各种可能情况，并提出

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从风险评估到安全性、易用性、可靠性、舒适性

等方面的要求，再到智能化方面的规定，标准都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

考虑。此外，标准还关注到了设施与系统集成、数据接口等方面的要

求，体现了对校内体质监测设施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考虑。 

2.1.6 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 的规则编写。 

2.2 本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给出了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器材（以下简称测试器材）的术

语和定义、分类，规定了测试器材的要求、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

运输、贮存，描述了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中小学生校内使用的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器材，普通

高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可参照使用。 

前言 

引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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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求  

5.1  基本参数要求  

5.2  使用环境要求  

5.3  安全要求  

5.4  外观及表面质量要求  

5.5  计量要求  

5.6  特殊要求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条件  

6.2  安全性试验 

6.3  外观及表面质量试验  

6.4  计量和功能试验 

7  检验规程  

7.1  检验分类  

7.2  出厂检验  

7.3  型式检验  

7.4  产品缺陷分类及判定规则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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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标志和使用说明  

8.2  包装  

8.3  运输  

8.4  贮存 

2.3 本标准制定参考的主要依据 

文本格式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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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要求，在充分总结 GB/T 

19851.12-2005版实施以来的成功经验以及存在问题基础上进行修订

编写，编制过程中，力求在符合标准化要求的前提下，提高标准的通

用性，确保理解一致，易于应用，以服务中小学人群的使用安全。 

3 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和试验验证分析 

3.1 标准第5.1条款-测试器材基本参数要求 

为了更全面的包含体质测试项目，对各种测试器材的名称、测量

范围、仪器要求以及测试器材的分度值和误差进行了具体的参数指标

要求。 

3.2 标准第5.2条款-使用环境要求 

对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器材应满足正常工作的环境进行了具体的

要求。 

a）温度: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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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相对湿度:小于等于 90%； 

c）场地地面平整，环境无明显或较明显的腐蚀、污染。 

3.3 标准第5.3条款-5.5条款 

对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器材的安全要求、外观及表面质量以及计量

要求都进行了具体的要求。 

3.4 标准第5.6条款-特殊要求 

根据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器材的分类，针对每类器材的特殊性，进

行了不同具体的要求。 

3.5 标准第6条款-试验方法  

 对上述条款要求进行了相应的试验方法规定。 

3.6 标准第7条款-检验规程 

对检验分类、出厂检验、型式检验、产品缺陷分类及判定规则进

行了具体指标以及参数的要求。 

3.7 标准第8条款-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对产品的标志和使用说明、包装、运输、贮存进行了具体的要求。 

4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无相关国际和国外标准。 

5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无相关国际和国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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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无 

7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的分歧意见。 

8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9 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组织措施:在全国体育用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组织协调下，

以标准起草组成员为主，成立标准宣贯小组。 

2.技术措施：组织撰写标准宣贯材料，组织标准宣贯培训，争取

标准颁布实施后尽快在全行业推广。 

 

10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11 本标准编制说明的附件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