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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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GB/T 22517《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的第5部分。GB/T 22517已经发布了以下部

分：

——第1部分：综合体育场馆木地板场地；

——第2部分：游泳场地；

——第3部分：棒球、垒球场地；

——第4部分：合成面层篮球场地；

——第5部分：足球场地；

——第6部分：田径场地；

——第7部分：网球场地；

——第8部分：运动冰场；

——第10部分：壁球场地；

——第11部分：曲棍球场地。

本文件代替GB/T 1999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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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GB/T 200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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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GB/T

19995.1和GB/T 20033.3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的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人造草坪足球场地面层分类的要求（见4.2、6.2，2006版的第4章）；

b) 删除了茎密度的要求（见2005版的5.8）；

c) 增加了归一化植被指数、草坪覆盖率、草坪高度、根部深度的要求（见6.1）；

d) 更改了人造草的要求（见6.2.1，2006版的4.4）；

e) 增加了填充砂形状和粒径的要求（见6.2.2.1，6.2.2.2）；

f) 增加了铺装时使用的固体原料有害物质限量及气味的要求（见6.2.4.1）；

g) 增加了人造草坪面层取样、测试条件的要求（见7.1）；

h) 增加了测试点位示意图和选取要求（见7.2）；

i) 更改了检测方法（见7.3，2005版的第6章，2006版的第5章）；

j) 更改了天然草坪足球场地合格判定的要求（见8.1,2005版的第7章）；

k) 删除了资料性附录 场地面层基础结构及相关特性（见2005版的附录A）；

l) 删除了资料性附录 生产厂家/铺装公司声明（见2006版的附录A）。

本文件由全国体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设施设备分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足球协会、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安联合认证检测中心有限公

司、北京华体体育场馆施工有限公司、北京华体创研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研究院、华东理工大学、广州星卫草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朝向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群鼎体育场地工

程有限公司、乐陵泰山人造草坪产业有限公司、北京快乐小草运动草科技有限公司、山东东海集团有限

公司、无锡市恒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广州市绣林康体设备有限公司、北京泛华新兴体育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威腾体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中体建国（北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广州星太场地设施工程

有限公司、杭州宝力体育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的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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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9995.1─2005；

——GB/T 20033.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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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体育场地是开展赛事活动和全民健身的重要载体。GB/T 22517《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系

列标准旨在规范我国体育场地的建设和使用要求，增强体育设施的配置合理性及使用安全性。GB/T
22517按照运动项目和场地类型分别立项，拟由以下部分组成：

——第1部分：综合体育场馆木地板场地。目的在于规范综合体育场馆木地板场地的建造、检测和

使用。

——第2部分： 游泳场地。目的在于规范游泳场地的建造、检测和使用。

——第3部分： 棒球、垒球场地。目的在于规范棒球、垒球场地的建造、检测和使用。

——第4部分： 篮球场地。目的在于规范篮球场地的建造、检测和使用。

——第5部分： 足球场地。目的在于规范足球场地的建造、检测和使用。

——第6部分： 田径场地。目的在于规范田径场地的建造、检测和使用。

——第7部分： 网球场地。目的在于规范网球场地的建造、检测和使用。

——第8部分： 运动冰场。目的在于规范运动冰场场地的建造、检测和使用。

——第10部分：壁球场地。目的在于规范壁球场地的建造、检测和使用。

——第11部分：曲棍球场地。目的在于规范曲棍球场地的建造、检测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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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 第 5 部分：足球场地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足球场地的场地规格和要求，描述了相应的检测方法，确立了相关方面的合格判定规

则，同时给出了便于技术规定的场地分类。

本文件适用于竞赛、训练、教学及群众性休闲活动等类型的天然草坪足球场地和人造草坪足球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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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46—2018 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

GB/T 20394 体育用人造草

GB/T 38373—2019 体育设施运动面层系统和运动性能 通用词汇

TY/T 2003.1—2021 运动面层性能测试方法 第 1 部分：规格

TY/T 2003.4—2021 运动面层性能测试方法 第 4 部分：冲击吸收

TY/T 2003.5—2021 运动面层性能测试方法 第 5 部分：垂直变形

TY/T 2003.6—2021 运动面层性能测试方法 第 6 部分: 球滚动性能

TY/T 2003.7—2021 运动面层性能测试方法 第 7 部分：垂直球反弹

JG/T 191 城市社区体育设施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38373—2019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分类

4.1 足球场地根据场地面层材料分为天然草坪足球场地和人造草坪足球场地。

4.2 根据用途、竞赛级别、运动水平等因素将足球场地分为三类，分类及对应范围见表 1。

表 1 足球场地分类及适用范围

分类 天然草坪足球场地适用范围 人造草坪足球场地适用范围

Ⅰ类
世界杯、国际锦标赛、奥林匹克运动会、

国家级竞赛
—

Ⅱ类 省级、地区级竞赛 省级、地区级竞赛

Ⅲ类 教学及群众性休闲活动等 教学及群众性休闲活动等

5 场地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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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场地的规格、划线和朝向应符合国际足球联合会竞赛规则的有关规定。

6 要求

6.1 天然草坪足球场地要求

天然草坪足球场地的性能要求见表2。

表 2 天然草坪足球场地性能要求

序号 项目 Ⅰ类 Ⅱ类 Ⅲ类

1 旋转扭矩/(N·m) 25~50 20.0~24.9或49.9~55.0 15.0~19.9或55.1~60.0

2 表面硬度/CIV 70~85 60.0~69.9或85.1~90.0 50.0~59.9或90.1~95.0

3 渗水速率/（mm/h） ≥150 100~150 50~100

4 归一化植被指数 ≥0.7 0.65~0.69 0.6~0.64

5 草坪覆盖率
草坪覆盖率≥95%

最大的裸露点不得超过100 cm2

6 平整度/mm ＜10 10.1~20.0 20.1~30.0

7 横向坡度/% ≤0.30 0.31~0.40 0.41~0.50

8 球滚动距离/m 4~10 10.1~12.0 3~3.9或12.1~15.0

9 垂直球反弹率/% 32~42 25~31.9或42.1~45 20~24.9或45.1~55

10 草坪高度/mm 20~30 18~19.9或25.1~28.0 28.1~35.0

11 根系深度/mm ≥100 85.0~99.9 70.0~84.9

12 均一性
1
)

草坪颜色均匀性 目测没有明显的颜色不均匀处

杂草率/% ＜0.05%

病害 目测没有明显病害特征

虫害 目测没有明显虫害特征

注： 本表指标的要求为草坪在日常养护后或比赛使用前应达到的要求

6.2 人造草坪足球场地要求

6.2.1 人造草

6.2.1.1 体育用人造草应符合 GB/T 20394 的要求。

6.2.1.2 场地草丝应无脱落、无断裂、无分叉。

6.2.2 填充砂、填充颗粒

6.2.2.1 填充型人造草坪的填充砂应为钝角圆粒。

6.2.2.2 填充砂粒径应为 0.5 mm~1.5 mm（20 目~40 目），筛余量≥90%。

6.2.2.3 填充砂宜为不易对人体造成擦伤的水洗石英砂或天然铸造砂。

6.2.2.4 填充砂填充高度宜不低于草丝总高度的 1/3。具备弹性、耐磨损的合成材料填充颗粒填充高

度宜不低于草丝总高度的 1/3。

6.2.3 物理机械性能

1) 当草坪颜色均匀性、杂草率、病害、虫害均满足要求时可判定均一性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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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草坪足球场地物理机械检测应符合表 3 中的要求。

表 3 人造草坪足球场地物理机械性能检测要求

项目
要求

Ⅱ类 Ⅲ类

横向坡度/% ≤0.3 0.31~0.5

垂直球反弹/cm 60~85 60~100

冲击吸收/% 60~70 55~70

垂直变形/mm 4~10 4 ~11

旋转扭矩/(N•m) 30~45 25~50

球滚动距离/m 4~8 4~12

平整度 3 m直尺下不应有大于10 mm的间隙

渗水速率 铺装后场地面层的渗水速率应大于3 mm/min

6.2.4 安全和环境保护

6.2.4.1 人造草坪足球场地铺装时使用的固体原料有害物质限量及气味应符合 GB 36246—2018 中

5.6.2 的规定。

6.2.4.2 人造草坪足球场地面层材料应具有抗静电性能。

7 检验

7.1 一般要求

7.1.1 人造草坪面层取样按照 GB 36246—2018 中 7.3.1、7.3.3（不含取样位置）的规定进行。取样

后人造草坪面层按 6.2.3 的要求进行检验。

7.1.2 实验室测试应在 21℃~25℃的实验室温度下进行。在测试前试样应被保持在实验室温度中至少

3 小时。应在适当测试程序指定的干燥和潮湿的试样上进行实验室测试。

7.1.3 现场测试时地面温度应在 5℃~ 50℃之间。 如因天气情况无法按规定的温度范围进行测试，应

在测试报告中明确说明与规定测试条件的具体偏差情况。

7.1.4 现场检测风速不应大于 2 m/s。并记录测试时的地面温度、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及风速。

7.1.5 人造草坪现场测试应在草坪铺装好三个月后或使用 120 h 后进行。

7.2 现场测试点的选择

天然草坪测试点的划分及命名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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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天然草坪场地性能现场测试点位示意图

7.2.1 天然草坪场地性能指标得测试点选取要求不同，具体如表 4 所示。

表 4 天然草坪场地性能指标测试点选取要求

序号 项目 选点要求

1 旋转扭矩 至少包括A、 L、 K、 J、 Q、 H 6个点位

2 表面硬度 应在A至S的所有位置进行现场测试

3 渗水速率 应选择有代表性的3—5个样点，每个点代表面积<2000㎡

4 归一化植被指数 应在A至S的所有位置进行现场测试

5 草坪覆盖率 在A、L、K、J、Q、H每个点位区域测量4次

6 平整度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区域，检测数量不少于20个点

7 坡横向 在场地的长轴脊线和边线上至少20对点，每对点间隔10米。

8 球滚动距离 随机选取10个点，其中至少包括A、L、K、J、Q、H区域的点

9 垂直球反弹率 随机选取10个点，其中至少包括A、L、K、J、Q、H区域的点

10 草坪高度 从 20 个最高草丝纤维处测量最高绒头纤维的中值

11 根部深度 A、L、K、J、Q、H；每个点位区域测量3次

12 杂草率 A、L、K、J、Q、H；每个点位区域测量4次

13 病害 至少包括A, L, K, J, Q, H 6个点位

14 虫害 至少包含A, L, K, J, Q, H 6个点位

7.2.2 人造草坪测试点的划分及命名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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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人造草坪场地性能现场测试点位示意图

7.2.3 人造草坪场地性能指标得测试点选取要求不同，具体如表 5 所示。

表 5 人造草坪场地性能指标测试点选取要求

项目 要求

横向坡度 同7.2.2

垂直球反弹 应在图2的1至6的点位进行现场测试

冲击吸收 应在图2的1至6的点位进行现场测试

垂直变形 应在图2的1至6的点位进行现场测试

旋转扭矩 应在图2的1至6的点位进行现场测试

球滚动距离 同7.2.2

平整度 同7.2.2

7.3 检测方法

7.3.1 外观

7.3.1.1 通过目测和触摸，检查草丝有无脱落、断裂、分叉，填充砂形状是否圆润，并做好记录。

7.3.1.2 通过目测观察草坪颜色是否均匀，场地有无明显病害、虫害等特征，并做好记录。

7.3.2 横向坡度

按照 TY/T 2003.1—2021 的要求对横向坡度进行测量。

7.3.3 旋转扭矩

按照附录A的方法进行测试和计算。

7.3.4 冲击吸收

按照TY/T 2003.4—2021的要求进行测试和计算。

7.3.5 表面硬度

在测试点位使用土壤表面硬度测试仪测定，记录数据到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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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当运动场表面有积水或土壤含水量过高，会影响测试结果，应当在灌溉或雨后两小时再进行测量。

7.3.6 渗水速率

如图3所示，采用双筒，内筒为带刻度（精度±1 mm）的圆筒，直径为300 mm±5 mm，外筒直径为

500 mm±25 mm，将双筒置入地表以下5 cm，然后在内筒和外筒里注入不少于120 mm的水，在测试过程

中要求保持内外筒水面高差应小于2 mm，记录其渗透完20 mm水所需要的时间。计算单位时间的渗透量，

按公式（1）进行计算。每点重复测定不小于5次，求平均值。

� = �
�
··························································· (1)

式中：

ε —— 渗水速率，mm/min；

H —— 水位下降高度，mm；

T —— 渗水时间，min。

标引序号说明：

1——外圆筒；

2——内圆筒；

3——直尺；

4——水面。

图 3 渗水速率测定装置

7.3.7 归一化植被指数

7.3.7.1 测试装置

归一化植被指数测量仪

7.3.7.2 测试步骤

将测试装置保持在离天然草坪面层表面约 1 米的位置，生成测试读数，并存储在设备的软件中，

或将数据记录在数据记录表中。将设备指向表面并行走约4m（四步）的距离，同时记录读数，按公式（2）

计算所测试表面的平均值。

注：应注意不要将设备指向技术人员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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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2)

式中：

NDVI —— 植被指数；

NIR —— 近红外波段的反射值；

Red —— 红光波段的反射值。

7.3.8 草坪覆盖率

使用尺寸为0.5 m×0.5 m 方格筛网，对草坪裸露区域的面积进行测量，并记录裸露区域的面积和

数量。

天然草坪覆盖率计算见公式（3）：

� = �1
�2
× 100%····················································· (3)

式中：

μ —— 天然草坪覆盖率，%；

S1 —— 裸露的面积，mm
2
；

S2 —— 草坪区面积，mm
2
。

7.3.9 球滚动距离

应按照TY/T 2003.6—2021的要求进行测试和计算。

7.3.10 垂直球反弹率

应按照TY/T 2003.7—2021的要求进行测试和计算。

7.3.11 垂直变形

应按照TY/T 2003.5—2021的要求进行测试和计算。

7.3.12 草坪高度

使用最小高度为70 mm的透明反射棱镜装置，其反射材料与镜面底面呈45°±0.2°，测量分辨率为

1 mm。自由放置时自身重量应压至于土壤或者草坪填充物之上。

将棱镜放置于草坪表面，选择5根代表性的草高，取中值。场内共选取10处位置，计算10处位置的

中值。

7.3.13 根部深度

7.3.13.1 测试装置

管状土壤取样器（最小直径25±5mm，最大直径50±5mm，最大长度300±5mm）、300mm钢直尺（精

度1mm）。

7.3.13.2 测试步骤

在每个点位用取样器取出土壤和根系样品，用钢直尺测量根系的长度。长度应记录整毫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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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4 人造草

7.3.2.1 体育用人造草应按 GB/T 20394 中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7.3.2.2 露出草丝高度应按 GB/T 20394 中 6.5 描述的试验方法进行现场检测，保持草坪填充物层与钢

直尺平直，测量露出草丝高度。

7.3.15 填充砂

7.3.15.1 称取 300g 的填充砂制作试样并搅拌均匀，置入烘箱中，以（105±5）℃的温度烘烤，待试

样烘干至恒重，取出试样冷却至室温。

7.3.15.2 选取筛网孔径分别为 1.5 mm 和 0.5 mm 的标准筛组。将冷却好的试样置于 1.5mm 孔径的上层

筛网上，盖好压盖，启动振筛机筛分，振动 1min。

7.3.15.3 将 1.5 mm 孔径筛下、0.5 mm 筛上的填充砂按照重量占比计算筛余量。

7.3.16 杂草率

杂草率的测量采取计数法，在场地取 10 cm×10 cm 的样方，数出杂草和所有草茎的数量，以杂草

数除以所有草茎的数量，计算其百分比。

7.3.17 安全和环境保护

7.3.17.1 人造草坪足球场地铺装时使用的固体原料有害物质限量应按GB 36246的 6.12规定的试验方

法进行。

7.3.17.2 人造草坪足球场地铺装时使用的固体原料气味的评定应按GB 36246的 6.14规定的试验方法

进行。

8 合格判定

8.1 天然草坪足球场地

8.1.1 指标测试点 80 %以上合格可判定该单项性能指标合格。

8.1.2 当 6.1 中单项性能指标测试点均检测合格，可判定该类场地合格。

8.2 人造草坪足球场地

8.2.1 实验室检测合格判定规则

向有检验资格的检验机构提交能够完全代表铺装场地的样品和填充料各一份进行实验室检测，检测

项目均达到6.2.1、6.2.2和6.2.3 表3中垂直球反弹、冲击吸收、垂直变形、旋转扭矩、球滚动距离、

渗水速率以及6.2.4.1的要求，且能提供满足6.2.4.2要求的证明时，视该产品实验室检测合格。

8.2.2 现场检测合格判定规则

8.2.2.1 检验方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实验室样品检测与现场场地检测的草坪是同一个品种(序列)。

8.2.2.2 应提供实验室检测合格证书，无实验室检测合格证书的草坪，进行场地检测时，应增加

6.2.1.1 项目的测定，否则应在检测报告中注明未进行该项目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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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3 现场检测项目应包含 6.2 中所有必测项目。在被测标准场地内随机取样不少于 20 个点，覆盖

7.2.3 中规定的点位，所测点的合格率不小于 95%，可判定该项合格。所有项目达到本部分要求为该场

地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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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旋转扭矩测试方法

A.1 方法 1

A.1.1 适用情况

主要用于旋转扭矩的实验室检测，也可用于现场检测。

A.1.2 测试装置

旋转扭矩测试仪（有配重）示意图见图A.1。

图 A.1 旋转扭矩测试仪（有配重）示意图

A.1.3 测试步骤

将鞋钉装于圆盘底部（如下图），沿切线方向牵引，用测力计测定圆盘开始转动时的力矩（F）。

A.2 方法 2

A.2.1 适用情况

主要用于旋转扭矩的现场检测。

A.2.2 测试装置

旋转扭矩测试仪（无配重）示意图见图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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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数字扭矩计；

2——可自由线性移动或旋转的套管；

3——刚性压缩弹簧；

4——底板；

5——测试脚；

6——底板底部距离金属圆盘底部的最小距离，不小于40mm。

图 A.2 旋转扭矩测试仪（无配重）示意图

A.2.3 测试步骤

A.2.3.1 每次测试前，彻底清除圆盘和鞋钉上的填料及碎屑。

A.2.3.2 组装该装置，检查轴杆和测试脚是否活动自如。

A.2.3.3 将测试脚放在面层上，操作人员站在或跪立在底板上，迫使底板足球鞋钉进入面层。

A.2.3.4 不对扭矩扳手施加任何垂直压力，并对扭矩扳手施加最小旋转扭矩，平稳地转动扭矩扳手和测

试脚，中途不应不抖动，至少120°，持续4 s。记录扭矩计上显示的最大值，精确到0.1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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