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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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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西省体育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西省运动训练保障中心、江西省游泳救生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祖平、吴峰、徐细武、王春敏、陈颖、张芸、陈晶、周强、沈伟、马吉

光、蔡学俊、洪熊、陈志用、邓星宇、刘建军、吴学毅、江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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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场所开放条件与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江西省游泳场所开放所应具备的技术条件和服务规范。 

本文件适用于江西省辖区内各类人工建造的游泳场馆，不含自然水域的游泳场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标准。 

GB 19079.1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 1部分：游泳场所 

GB/T 25030  建筑物清洗维护质量要求 

GB/T 28935  拆装式游泳池 

GB/T 28939  游泳池拆装式垫层 

GB 37487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 

GB 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CJJ 122  游泳池给水排水工程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GB 19079.1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游泳场所  swimming place 

人工建造的供人们进行各种游泳竞赛、训练、培训和休闲健身的各类游泳池和游泳馆（含拆装式

游泳池、馆）。 

［来源：GB 19079.1—2013，3.1，有修改］ 

3.2   

从业人员 practitioner 

为保障游泳者和游泳场所安全的服务人员，包括但不限于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游泳救生员

和水质管理员等。 

3.2.1  

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 social sports instructor (swimming) 

在游泳活动中从事游泳技能传授、科学健身指导和组织管理工作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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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游泳救生员 swimming lifeguard 

在游泳场所中对游泳者的安全进行有效的观察和防护，对溺水者进行赴救，并在医务人员到来之

前现场急救的人员。 

3.2.3  

水质管理员 water quality administrator 

在游泳场所中对游泳池水质进行监测和处理，并负责游泳池水处理设备使用、维护、管理的专门

人员。 

4 基本要求 

4.1 游泳场所开放期间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与行业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遵循依法管理、属地管理和法人

管理的原则。 

4.2 游泳场所开放应当取得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 

4.3 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游泳救生员应持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上岗，游泳救生员应进行年度审核，水

质管理员应取得执业资格证书。从业人员均应取得年度身体健康合格证。 

4.4 从业人员的资格证和健康证应在游泳场所醒目位置张贴公示。 

4.5 游泳场所要落实安全投入，提供卫生与安全保障，应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配备安全管理人员，明

确各岗位的安全职责，健全安全责任体系，增强安全意识。 

4.6 游泳场所应办理人身和公共责任保险，保障游泳者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技术条件 

5.1 场所要求 

5.1.1 场地 

5.1.1.1 游泳场所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城市规划、建设、卫生和体育专业设计标准

的规定。 

5.1.1.2 开放人工室内外游泳场所应具备 GB 19079.1 规定的条件。 

5.1.1.3 新建人工游泳池（单个池）水面面积不小于 100 ㎡；游泳池壁及池底应防滑平整，不渗水，

呈浅色。 

5.1.1.4 游泳池池面有明显的水深度、深浅水区警示标志，或标志明显的深、浅水隔离带。水面面积

在 500 ㎡以下的游泳池至少设有 2个出入水池扶梯，水面面积在 500 ㎡及以上的游泳池至少设有 4 个

出入水池扶梯。扶梯应经过光滑倒角处理，不应有粗糙或锐角部位。扶梯与池壁之间的距离小于

12cm。 

5.1.1.5 游泳池区域的水面水平照度不低于 200Lx。开放夜场应有足够的应急照明灯，并应有符合建

筑规范和消防规范的人员出入口及疏散通道。 

5.1.1.6 游泳池内人均游泳面积宜不小于 2.5 ㎡。 

5.1.1.7 游泳池岸缓冲区不少于 2m。 

5.1.1.8 游泳池浅水区水深应不大于 1.2m，儿童游泳池的水深应不大于 0.8m。 

5.1.1.9 游泳池的水温应符合 CJJ 12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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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0 有特种设备的游泳场所，应当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规定。 

5.1.1.11 建筑质量应符合 GB/T 25030 的规范。 

5.1.1.12 拆装式游泳池应具备 GB/T 28935 和 GB/T 28939 的规定。 

5.1.2 更衣、浸脚消毒池及喷淋 

5.1.2.1 应配备更衣设施设备，且满足： 

——应分设男、女更衣室，并应在更衣室的出入口设置明显标识。 

——应按“一客一用”配备密闭更衣柜，更衣柜宜配置柜锁和钥匙。 

——更衣室应通道宽敞，保持空气流通，设置流动水洗手及消毒设施。 

5.1.2.2 更衣室与游泳池之间应设置强制通过式浸脚消毒池，且满足： 

——浸脚消毒池池长不小于 2m，宽度应与走道相同，深度 20cm（有效消毒液水深不低于

15cm）。 

——浸脚消毒池水的余氯含量应保持 5mg/L～10mg/L，定时换水，换水间隔时间不应超过 4h。 

5.1.2.3 更衣室与游泳池走道中间宜设有喷淋设备，每套喷头数量不少于 4个，其喷头喷出的水不能

进入浸脚消毒池中。 

5.1.2.4 应配备淋浴室，且满足： 

——淋浴室应按高峰期同时接待人数的每 8～10 人设 1个淋浴喷头，按高峰期同时接待人数的

1/3 配备更衣柜。 

——淋浴室应有休息座椅（或条凳）、废物箱、洗手池、面镜、水龙头和洗浴用品搁物架（台）

等设施。 

——室内游泳池开放时间内应持续供应冷热水，水龙头冷热标识清晰。 

——淋浴室的区域内应配备相应的水冲式公共卫生间，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卫生间污水（物）流入

淋浴室。 

——相邻淋浴位置之间宜设置隔挡设施。 

5.1.3 物品保管 

5.1.3.1 应设置物品保管箱（柜）及相关安全提示，并确保周围环境安全。 

5.1.3.2 存放保管的物品应确保无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品或其他违禁品。 

5.1.3.3 消毒剂等危险化学品应储存于专用储存室，保持通风、防潮，严禁与还原剂、酸混存。消毒

剂存放量的要求，执行防疫站标准。 

5.1.4 卫生间 

5.1.4.1 卫生间内便池宜为蹲式，并有独立的排风设施，机械通风设施不得与集中空调管道相通。 

5.1.4.2 卫生间内应设置流动水洗手设施、龙头和冲洗阀等卫生器具，以及废物桶等设施。 

5.1.5 公共环境 

5.1.5.1 游泳场所周围环境良好，应配备与服务规模相适应的停车位，保障车辆停放有序。 

5.1.5.2 游泳场所安保状况良好，应不定期的进行安全巡查。 

5.1.5.3 定期对场所内公共环境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清理： 

——污水应集中处理，且应排放得当，不污染地面、河流、湖泊、海滨等； 

——垃圾应及时收集、清理，不积留、不乱放，不随地焚烧或掩埋； 



DB36/T 2020—2024 

 
4 

——垃圾桶（箱）应布局合理，标志统一，外观整洁，数量充足，造型美观，与环境相协调。 

5.1.5.4 应配备残障人员的服务设施设备。 

5.1.5.5 应提供人们休息用的桌、椅、凳等设施。 

5.1.6 救生员休息室 

5.1.6.1 应设立救生员休息室，提供适宜的休息环境。 

5.1.6.2 救生员休息室应张贴救生员岗位责任区域示意图、救生员值岗排班表和溺水事故抢救流程示

意图等。 

5.2 安全要求 

5.2.1 安全标识 

5.2.1.1 应在游泳场所设置场地标识，包括但不限于： 

——在醒目位置设置路线导识。 

——在不同的活动区域和服务区域设置标识。 

——功能标识，区分不同设施的服务功能和使用注意事项等。 

5.2.1.2 应在游泳场所设置公共标识，包括但不限于： 

——设置游泳场所平面示意图及疏散通道指示图。 

——在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楼梯口设置疏散导识。 

——设置的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应简明、清晰、准确，且应设在安全出口的顶部、疏散通道和转角

处距地面 1m 以下的墙面上，走道上的指示标志间距不宜大于 20m。 

5.2.1.3 应在游泳场所设置警示标识，包括但不限于： 

——警示标识应设置牢固、醒目、准确。 

——在接待处或入口处等醒目位置公示 GB 19079.1 规定的安全要求及警示。 

——深浅水区标识。 

——禁烟标识。 

5.2.2 安全警示 

5.2.2.1 应在游泳场所醒目位置设置“严禁跳水”“严禁追跑打闹”“防滑”“佩戴泳帽”等必要的

安全要求及警示。 

5.2.2.2 对患有游泳禁忌症的游泳者，应当劝阻、制止其入水游泳。在入口处应配备酒精测试仪，张

贴“禁止患有肝炎、心脏病、皮肤癣症（包括脚癣）、重症沙眼、急性结膜炎、中耳炎、肠道传染

病、性病、精神病及酗酒者等不宜游泳者不得入池”的告示。 

5.2.2.3 明确开放时间和场次，因特殊情况需调整应提前公示。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游泳技能水平的

游泳者进行合理引导和分区。 

5.2.2.4 应对参与游泳的人员进行基本信息的采集，预留紧急联系方式，并在醒目位置张贴“游泳场

所游客须知”等内容。 

5.2.3 信息公示 

应及时向社会提供必要的基本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服务开放时间； 

——当日天气、气候、环境； 

——场所接待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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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温、室温等； 

——水质检测结果及时间； 

——其他安全预警。 

5.2.4 必备条件 

5.2.4.1 游泳池池岸、更衣室、卫生间和淋浴室要铺设防滑走道，在湿润状态下地面静摩擦系数应不

小于 0.5。游泳池与防滑走道之间设有排水沟，游泳池内排水口设有安全防护网。 

5.2.4.2 游泳池水域内无障碍物，救生员值岗视线无盲区。 

5.2.4.3 室外人工游泳池在气象、水文等环境条件有可能出现危及游泳者安全情况时，应当采取预警

措施，必要时应当紧急离场或临时关闭。 

5.2.4.4 在游泳池配备监控系统，全方位监控泳池及周边，录像资料妥善保存时间不少于一个月。 

5.2.4.5 应有就近医院和公安部门的直接联系方式，能够及时相互联络，并配有医护人员。 

5.2.5 安全措施 

5.2.5.1 游泳池宜采用视频辅助救生报警系统，时刻观察游泳者动态，随时提醒注意游泳安全，尽可

能帮助解决困难。 

5.2.5.2 发生溺水、意外伤害、消毒剂泄漏和中毒等事故时，应按应急预案要求实施抢救或救护，保

护事故现场、固定证据并报告。 

5.2.5.3 工作人员应掌握消防、卫生、治安及救生设施设备使用的知识和基本技能，熟悉安全操作规

范；应具有在紧急情况下组织疏散、报警、救援等技能。 

5.2.5.4 开放前应检查游泳设施、救生设施、消防设施及公共标识，及时发现并处理安全隐患。应配

备救生台、救生浮标（或救生圈、救生竿、救生绳等）、救生器材和护颈套、自动体外除颤器（AED）

等急救器材，并摆放在明显位置，方便取用。急救室应配备急救板、急救床、急救药品和氧气瓶

（袋）等物品。 

5.2.5.5 按时开启、关闭通风、照明等设施。 

5.2.5.6 对游泳者开展环境卫生和游泳安全的宣传教育。 

5.2.5.7 加强对游泳者（尤其是儿童、老人、残障人员等人群）的安全巡护，保障安全秩序。 

5.2.6 救生员要求 

5.2.6.1 应配备取得资格证书的救生员，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根据游泳场所的水面面积配备足够的救生员，应符合 GB 19079.1 的规定，并为救生员配备统

一的服装和便于识别的标识。 

——高峰期应增设流动救生员，确保安全开放。 

5.2.6.2 救生员值岗时应严格履行岗位职责，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固定岗位的游泳救生员在工作责任区内履行职责，认真观察，流动游泳救生员应做到不间断

巡查，不放过任何可能产生事故的疑点。 

——救生员在规定的岗位责任区上岗或巡岗，不得擅自离岗、串岗、在岗上看书报、闲谈、打瞌

睡、玩手机、接听、拨打电话等，有事离岗要告知同池值班救生员，并要有人替岗。 

——救生员连续值岗时间不超过 2h，每天值岗不得超过 6h。 

——救生员密切注视责任区域游泳者的安全，对有违反游泳场所规定和危险动作的游泳者进行及

时的劝阻或警告，对老、幼体弱者倍加关注。 

——救生员应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如有疑似溺水者应在 50s 内到达其身边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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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应急管理 

5.2.7.1 应制定公共事件处置预案、紧急疏散预案、伤害事故抢救预案和溺水人员抢救交接方案等应

急预案。 

5.2.7.2 发生溺水等重大伤害事故时，游泳场所应当在受伤人员进入医院抢救后 1h内报告所在地的

区、县体育行政部门，并按规定通报所在地的区、县公安部门。区、县体育行政部门在接到游泳场所

报告 1h 内向市体育局报告，并于 48h 内作出书面报告。 

5.2.7.3 发生游泳场所危害健康事故时，游泳场所应在 24h 内向所在地的区、县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5.3 卫生要求 

5.3.1 水质要求 

游泳池水质应符合 GB 37488 要求。有循环净水和消毒设备，应具备具有资质的产品质量检验部门

出具的合格证书。采用氯消毒方式时，应有防护措施。 

5.3.2 水质处理 

5.3.2.1 应采取循环净化消毒、及时补充新水等水质维持措施。 

5.3.2.2 水处理机房不应与游泳池直接相通，机房内应设置紧急报警装置。 

5.3.2.3 池水消毒应采用对人体、设备和建筑危害性小，不产生不良气味的消毒方式，且应符合 CJJ 

122 的规定。 

5.3.2.4 配备余氯、pH值、水温度计等常规水质检测设备，每 4h对余氯、pH 值、水温、室温等项目

公示一次。 

5.3.2.5 应当按照卫生标准、规范的要求定期对本场所的空气、微小气候、水质、采光、照明、噪声

等进行卫生检测，不具备检测能力的，可以委托检测，并在醒目位置如实公示检测结果。 

5.3.3 池水循环周期 

依据游泳池的使用性质、游泳人数、水面面积、池水容积、净化过滤设备性能等因素来确定池水

循环周期，且应符合 CJJ 122 的规定。 

5.3.4 通风换气 

5.3.4.1 室内游泳场所应有通风设施，室内空气及环境卫生应符合 GB 37487 要求。 

5.3.4.2 室内游泳场所应充分利用门窗进行自然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清新、无异味。 

5.3.4.3 使用集中空调的室内游泳场所，空调运行期间新风系统、排风系统或设施应正常使用。 

5.3.4.4 人群密度高、自然通风条件不良、营业期间不便于采用自然通风方式的场所应安装机械排风

系统或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新风量应符合 GB 37488 要求。 

5.3.4.5 游泳场所禁止吸烟，禁烟管理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6 服务要求 

6.1 工作人员 

6.1.1 工作人员（含前台接待服务、清洁卫生、水、电、气管理等）应统一着装，整洁得体。仪表自

然、仪容端庄，举止文明、规范。 

6.1.2 工作人员应诚信服务，尊重客户，忠于职守，热爱本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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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工作人员应遵纪守法，规范服务，保护场所和客户的合法权益。 

6.2 服务提供 

6.2.1 工作人员应主动接待和引导客户，保证人员进出通畅。 

6.2.2 在入场高峰期间，应增设现场工作人员，协助门岗工作。 

6.2.3 宜采用智慧体育场馆系统工程技术，提供可视化服务。 

6.2.4 及时了解更衣柜的使用及上锁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6.2.5 工作人员应在每天工作结束后，及时对更衣柜进行巡查，发现有客户遗留物品及时处理。 

6.3 票务 

应熟悉各种票券的价格及使用方法，售（检）票迅速、准确，宜采用线上和线下自动售票系统。 

6.4 投诉应对 

诚恳对待客户投诉，并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投诉者，投诉必复： 

——属于责任投诉，应向客户致歉及时纠正； 

——不属于责任投诉的，应做好解释协调工作，无法协商解决的，可报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协调解

决或采取法律途径解决； 

——轻微投诉一个工作日内处理；重要投诉一个工作日内回复，处理时间最长不超过三个工作

日；重大投诉三个工作日内回复处理时间，处理时间最长不超过十五个工作日。 

6.5 服务监督 

6.5.1 内部监督 

游泳场所应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制度，加强对游泳场所的自我监管。 

6.5.2 社会监督 

游泳场所应在醒目位置设置意见箱或意见簿，公布服务监督电话，听取游泳人员对于游泳场所服

务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整改和反馈，不断改进服务质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