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户外游憩场地设计导则

Standard for the Design of Children's Outdoor recreational site

（征求意见稿）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发布

× × × × - × × - × × 发 布

ICS 91.020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团体标准T
P53 T/CHSLA×××××—

××××

××××-××-××实施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团体标准

儿童户外游憩场地设计导则

Standard for the Design of Children's Outdoor recreational site

T/CHSLA×××××—××××

批准部门：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施行日期： 2 0 ×× 年 × 月 1 日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 北京



3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公告
第号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关于发布团体标准

《儿童户外游憩场地设计导则》的公告

现批准《儿童户外游憩场地设计导则》为团体标准，编

号为 T/CHSLA×××××—××××，自 201*年*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我学会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年月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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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为确保儿童户外游憩活动的安全、科学合理的设计符合儿童行为特点及生

理、心理需求的场地，规范户外儿童游憩场地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制定本导则。

1.0.1条文说明：儿童户外游憩空间是提供给儿童开展游戏、休憩、交往、锻炼、

娱乐及学习的专用户外场地，也是儿童熟悉自然并与自然建立联系的重要场所,

对他们的健康成长有重要的意义。

1.0.2本导则适用于 1-15岁年龄段儿童使用的城市各类公园绿地、城市广场、居

住区、校园、商业综合体等城市开放空间中的儿童游憩场地新建、改建和扩建。

1.02条文说明：规定了本导则的适用范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的规定是

0～18岁，根据心理发展的特点，把儿童心理发展划分为：乳儿期(初生至 1岁)、

婴儿期(1至 3岁)、学前期或幼儿期(3至 6岁)、学龄初期(6至 12岁)，学龄中期

或少年期(12至 15岁)、学龄晚期或青年期(15至 18岁)。青年期的儿童活动与其

他年龄段差异相对较大，因此，本导则的研究范围仅为 1-15岁之间。其它可参

考本导则的适用范围。本导则主要针对公共场所的游憩场地，可包括郊野公园、

景区、自然教育类的研学基地，不包含乡村儿童场地等区域。

1.0.3儿童户外游憩场地设计应符合本导则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

定。

1.03 条文说明：规定了儿童户外游憩场地设计中各专业设计应遵循相关技术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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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儿童户外游憩场地 Outdoor recreational site for children

城市开放空间中，提供给儿童开展游戏、休憩、交往、锻炼、娱乐及学习的

专用户外场地。

2.01条文说明：游戏场地对于儿童活动行为存在重要影响，它可以让儿童产生场

所空间上的心理感受，从而借助团体游戏的开展进行社会交往；同时，儿童也因

为良好的游戏环境而更加健康地成长，户外游憩活动是儿童成长和学习的有效补

充。因此，在城市开放空间中，专门为儿童群体提供开展游戏、休憩、交往、锻

炼、娱乐、学习等活动的开放的外部环境空间对于儿童成长意义深远。

2.0.2儿童游乐设施 Children amusement ride

专门用于儿童游乐的游乐设施。[GB/T 20306-2017,定义 2.5.1]

2.0.2条文说明：游乐设施包括儿童可以在此根据自己的规则或规则玩耍、休憩

的设备、设施及构筑物。目前，游乐设施主要是根据结构和运动形式来进行分类

的，即把结构及运动形式类似的游乐设施划为一类，而不是按游乐设施的名称划

分。每类游乐设施用一种常见的有代表性的游乐设施名字命名，该游乐设施为基

本型。如：“转马类游乐设施”，以“转马”为基本型，与“转马”结构及运动

形式类似的游乐设施均属于“转马类”。

2.0.3 无动力类游乐设施 no power amusement ride

本身无动力驱动，由乘客操作或娱乐体验的游乐设施。

[GB/T 20306-2017,定义 2.3.2]

2.0.4游乐缓冲区域 play buffer zone

在游憩活动中，避免发生碰撞的区域，涵盖设施要求的安全空间及不同活动

类型之间的缓冲区域。

2.0.5跌落高度 free height of fall

从身体的支撑最高处到防跌落承载面的最大距离。[GB/T 28622-2012,定义

2.20]

2.0.5条文说明：身体支撑最高处包括所有可能达到的地方，跌落空间此空间在

游乐设备内或旁边，使用者从设备高处跌落下来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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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非标准儿童运动场地 non-standard children sports field

按照儿童不同年龄阶段来进行设计和布置的非常规性运动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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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要求

3.1一般规定

3.1.1【原则】儿童户外游憩场地设计应坚持儿童友好的总体原则，并应以保障儿

童基本安全为前提，并应符合下列原则：

1场地设计应尊重儿童玩乐的特性，促进儿童探索学习，促进儿童身心健康

和能力发展。应鼓励儿童进行适度的冒险，提高儿童学习如何处理危险情况的能

力。

条文说明：儿童拥有较强的探索欲和好奇心，热爱冒险。适当的冒险活动能

够一定程度激发和增强儿童的自信心、潜力和技能，但应建立在基本的安全健康

保障的基础之上，防止致残、致死等意外伤害的发生。

2场地设计应以促进儿童交往以及方便低龄儿童亲子互动为导向。

3场地设计应以促进儿童认识自然为导向。

4场地的尺度、造型、色彩等设计应适合儿童的心理、生理特征。

5 场地设计应有一定的可识别性，并与周边环境协调。

条文说明：儿童户外游憩场地的可识别性能够使游戏场在儿童脑海中形成清

晰的图像，从而产生场所依恋。标志性景观元素的加入能够增加游憩场地的可识

别性。

6儿童户外游憩场地设计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 中的相

关规定。

3.1.2【选址】儿童户外游憩场地应选择在安全、适宜儿童活动的地段进行建设，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选择不受自然灾害、高空坠物等潜在威胁，不受交通事故潜在威胁的地

段;远离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品等危险源的地段；

条文说明：本条旨在避开可能造成儿童致命伤害的危险源。

2对可能存在污染（噪声、空气、光、土壤污染等）的地段，应进行环境质

量评价。根据评价结论采取相应的防护和治理措施，经检测应达到相关标准方可

建设；条文说明：儿童对某些环境污染物更加敏感,对许多环境污染物的代谢能

力、要弱于成人。临近交通干线或其它已知固定设备等产生的噪声超标，临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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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交通繁忙道路、石油、石化、炼焦厂房等的空气污染，建筑玻璃幕墙日间产

生的强反射光或夜景照明对场地产生的强光，土壤重金属、残留农药污染等都会

对儿童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在选址时应尽量避开此类场地，如无法避开，应

采取相应防护治理措施并确保其成果达到相关规范标准。

2应选择交通便利，有无障碍设计的高质量步行交通条件的地段；

3应选择阳光充足的地段，并宜有不小于 1/2的活动面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

阴影线之外；

4应选择通风条件良好的地段，并宜设置在有遮挡冬季寒风的建筑物、构筑

物的背风面；

条文说明：儿童户外游憩场地应有充分日照和良好的通风，以利儿童身心健

康。对于在建筑架空层设置儿童游憩场地的情况，此要求可适当放宽。由于南北

方气候差异，南方地区应着重考虑夏日遮阴，北方应侧重考虑冬季避风。

5宜选择有良好的景观、教育、游憩等资源条件的地段，并宜结合公园绿地、

广场、室外公共空间等公共服务设施、商业设施等进行设置；

6宜选择有良好的景观、教育、游憩等资源条件的地段，并宜结合公园绿地、

广场、室外公共空间等公共服务设施、商业设施等进行设置。

3.1.3【布局】儿童户外游憩场地的布局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儿童户外游憩场地的类型、规模、场地条件及年龄段侧重合理布局；

条文说明：规模较小的用地可以集中设置游戏场地和设施，规模较大的用地

宜划分为多个功能分区。

2儿童户外游憩场地内应设置契合儿童尺度的功能区和休憩区，以及供成年

人使用的监护休息区；

条文说明：儿童游憩场地的布局应兼顾儿童和家长的需求，既要满足儿童游

憩需求又要满足家长看护休息的需要。

3低龄、高龄儿童活动区之间宜设置过渡区；

条文说明：本条旨在减少高龄儿童活动时对低龄儿童的冲撞，适当避免危险。

4 儿童户外游憩场地宜有明确的边界围合，一般可采用植物围合；

5 应合理划分动静分区，将易产生噪音的游憩场地与安静休息和游赏区分开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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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儿童游憩场地一般都比较吵闹，用地条件允许的情况应尽可能开

辟安静游憩区，满足儿童安静休息及玩耍的需求。

6场地布局可适当考虑与绿化的结合，留出种植大乔木的位置。

条文说明：本条旨在满足夏季遮阴的要求，并有利于儿童亲近自然。

3.2儿童户外游憩场地类型及规模

3.2.1依据用地规模的大小，儿童户外游憩场地可分为综合型儿童户外游憩场地、

社区型儿童户外游憩场地及附属型儿童户外游憩场地。各类型儿童户外游憩场地

用地规模应符合下表：

表 3.2.1 儿童户外游憩场地分类及规模

类型 用地规模

综合型儿童户外游憩场地 ≥2h㎡

社区型儿童户外游憩场 2-0.2h㎡

附属型儿童户外游憩场地 ≤0.2h㎡

条文说明：综合型儿童户外游憩场地服务半径大，内容丰富、功能齐全，具

有完善的游憩和配套管理服务设施，建议规模下限为 2h㎡，以便更好的满足综

合型儿童户外游憩场地的功能配置及活动空间规划需求。

社区型儿童户外游憩场地，主要为一定社区范围内的居民服务，规划因地制

宜，内容比较全面，可基本满足儿童日常游憩的需求。

附属型儿童户外游憩场地，主要是指没有独立用地，场地面积小于 0.2h㎡，

设置在公园绿地、城市广场、居住区附属绿地以及风景游憩绿地中的儿童游憩场

地。

3.2.2各类型儿童户外游憩场地的功能宜包括下列内容：

1综合型儿童户外游憩场地宜设置科普教育、休闲游憩、竞技运动、探索体

验、文化娱乐等多项功能。设施配套宜包括科普展馆、体育场、戏水池、沙池、

竞技场地、综合服务中心等；

2社区型儿童户外游憩场地的基本功能宜包括探索体验、文化娱乐、休闲游

憩等；

3附属型儿童户外游憩场地功能实用简单，功能空间、设施配置相对单一，

宜以 1-3种功能设施为主。



16

3.3安全环保要求

3.3.1 儿童游憩场地的安全性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安全性应包括场地选址的安全、场地设计的安全、材料的安全、设施的安

全等；

2应防止儿童出现严重的意外伤害，包括残疾、死亡，以及严重影响儿童心

理、社交、智力或身体发展的后果；

条文说明：在玩乐过程中，有一定的冒险是有益的，这满足了人类的基本需

求，使儿童在冒险中发展能力并学习如何处理危险。应兼顾游乐的冒险性和防止

儿童出现严重的意外伤害，如防止头部和颈部的夹轧、防止高处跌落等。

3儿童游憩场地和设施的安全设计应覆盖所有年龄段的儿童，封闭并且有专

人管理的场地设施除外；

条文说明：一般情况下，即使场地设施以各种方式明示了适应年龄段或其他

使用条件，仍然会有非特定年龄段或使用条件的儿童进入和使用此游憩场地和设

施。除非场地为封闭场地且有专人管理，确保只有满足特定条件的儿童入内。而

且仅以年龄段来区分不同的安全隐患是不完全的，由于个体差异，每个儿童处理

危险的能力不同，不能完全以年龄来划分。

4避免形成儿童易遭伤害的空间，场地各处不应有视觉死角和盲区，保持安

全守望；

条文说明：不仅家长休息区与场地之间应没有视线隔离，场地其他方向上都

应尽量保持有来自场外的经常性的视线，使可能发生的危险和犯罪行为容易被发

现，同时震慑罪犯，预防犯罪。应避免将儿童活动场地设置在建筑无窗、少窗的

立面一侧，避免设置在经常无人使用的建筑一侧。植物种植时应注意通透性，避

免出现植物过密遮挡视线的情况。

5游憩设施的尺寸应满足发生危险时的救援需求。

条文说明：设施尺寸应考虑到成人可以进入或用其他方式充分探入，以便必要

时进行救援。

3.3.2 场地的环保性应符合下列要求：

1场地中选用的所有材料均应注重环保性；

2应避免不同材料进行组合时产生新的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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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对整体场地的环保性进行综合评估和检测。

条文说明：场地的环保对于儿童身体健康尤为重要，为保证提供安全健康的

场地环境供儿童游憩，场地环保安全要求详见《游乐设施无损检测》GB/T

34370.3-2017 第 3 部分：磁粉检测、《游乐设施无损检测》GB/T 34370.6-2017

第 6部分：射线检测、《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2010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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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设计

4.1场地分区

4.1.1儿童户外游憩场地的功能分区划分应根据用地规模、场地条件以及儿童和

家长游憩需求。

4.1.1条文说明：不同用地规模能够划分的分区数量会有所不同。规模较小的用

地可以集中设置游戏场地和设施，规模较大的用地宜划分为多个功能分区。场地

地形和山水植被状况对功能分区影响较大，可结合自然植被较好的地区设置自然

体验等活动。儿童户外游憩场地的分区还应兼顾儿童和家长的需求，既要满足儿

童游憩需求又要满足家长看护休息的需要。

4.1.2 应合理划分儿童户外游憩场地的动静分区，布局儿童游乐方式。对易产生

噪杂噪音的游憩场地应与安静休息和游赏区分别设置。

4.1.2条文说明：儿童户外游憩场地一般都比较吵闹，用地条件允许的情况应尽

可能开辟安静游憩区，满足儿童安静休息及玩耍的需求。

4.1.3 儿童户外游憩场地内可根据儿童年龄段特点赋予不同设计主题，主题内容

可包括：自然冒险型、科普型、童话场景型、体能锻炼型，以及复合型等。

4.1.3条文说明：儿童户外游憩场地的主题应有利于培养儿童的创造力、想像力

和身体运动能力等。还应符合儿童心理特点，选用童话、冒险、体能拓展等主题，

能够吸引儿童积极参与游戏中。

4.1.4 儿童户外游憩场地也可按儿童年龄段分为幼儿区（0-3岁）、学龄前区（4-6

岁）、学龄区（7-12岁）、少年区（13-15岁）。

4.1.4条文说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的规定儿童是指 0～18岁的人。结

合我国实际情况和儿童户外活动特点，本导则适用于为 0～15岁儿童设置的户外

游憩场地设计。学龄前区（4-6岁）指幼儿园阶段，学龄区（7-12岁）指小学阶

段，少年区（13-15岁）指初中阶段，高中阶段不包括在内。

4.1.5根据城市绿地用地规模，各类游憩场地的分区设置应符合下表：

表 4.1.5 儿童户外游憩场地规模及分区

用地

规模

入口

区

无动力

游乐区

机械游

乐区

戏水活

动区

自然

教育

区

文化

活动

区

体育

活动

区

休闲

游赏

区

休息

服务

区

绿化

防护

区

http://www.so.com/s?q=%E5%84%BF%E7%AB%A5%E6%9D%83%E5%88%A9%E5%85%AC%E7%BA%A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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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 ● ● ○ ● ● ● ● ● ● ●

5~2h㎡ ● ● ○ ● ○ ● ● ● ● ●

2~0.2h㎡ ○ ● ○ ○ ○ ○ ○ ○ ● ○

≤0.2h㎡ - ● ○ ○ - - ○ ○ ○ ○

注：1.“●”——必备；“○”——视情况设置；“━”——不设。

4.1.5条文说明：此表所列功能分区为常用分区，可根据用地规模选用，但不局

限于此表所列分区。

4.1.6各分区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入口区一般包括入口大门、入口集散广场、停车场、售票房、游客服务中

心；

1条文说明：入口区主要满足人流集散、等候、以及入园购票排队需要，应

根据用地规模及游人容量确定。是否设置停车场要根据周边用地交通组织确定。

儿童游憩场地的游客中心建筑一般设在主入口区，可与售票房等管理建筑相结

合。

2 无动力游乐区包括游戏场地及无动力游戏设施，游戏场地包括铺装场地、

沙池、泥土地等。游乐设施包括固定设施和临时设施；

2条文说明：固定设施包括秋千、滑梯、攀爬网等可自由组合的设施以及定

制成品设施；临时设施包括充气城堡、蹦床等。

3 机械游乐区包括电动游乐设施及体能拓展设施。为便于维护管理及使用安

全应单独划定区域；

3条文说明：机械游乐设施通常包括缆车、小火车、碰碰车、旋转木马等电

力驱动的游乐设施。此类设施应集中设置，单独成区，专人管理，并有护栏维护，

防止儿童随意进入或触屏控制开关。

4 戏水活动区包括模拟自然溪流戏水区、人工戏水池、游泳池、旱喷、互动

式戏水设施等；

5 自然教育区指针对儿童认知特点，开展自然探索或互动体验类的科普启蒙

和教育的活动场地，可设置科普馆、小温室等科普游览建筑；

6 文化活动区是指提供户外表演、文化广场等铺装场地，为儿童提供体验传

统文化、地域文化的场所，可设置文化景墙、文化长廊、小图书馆、展览馆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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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服务设施；

7 体育活动区是指提供健跑道、各类球类标准或非标准运动场地及滑板、轮

滑等休闲运动场地；

8 休闲游赏区是以营建自然地形和水体，配置植物群落，以及布局铺装场地，

开展休闲及游赏活动的区域；

9 休息服务区为使用者提供休息、餐饮、医疗救护、走失求助等服务；

10绿化防护区位于场地外围或者场地的分区之间，用于分割区域、消减周

边环境污染及噪音，发挥植物生态隔离作用，有助于形成场地内舒适的小气候的

植被区域。

4.2竖向设计

4.2.1应合理利用现状地形营造环境优美的自然环境。宜设计竖向高差，布置儿

童游戏设施，或营造空间变化丰富的游戏场地，丰富游戏体验。

4.2.1条文说明：竖向设计应充分利用现状地形和自然条件，保留原有较好的自

然植被和水系，尽可能减少土方量，并将儿童游乐设施的设计与自然环境有机结

合，营造充满乐趣的游戏场地。利用竖向条件设置有高差变化的游戏设施，如滑

梯、攀爬网、攀岩等。空间变化丰富的场地包括起伏的微地形或高低错落的台地

等。可以铺设塑胶等软性材料防止儿童跌倒损伤。

4.2.2场地外围宜结合微地形塑造和植物配置，形成具有一定的围合感的植被防

护区。

4.2.3 排水坡度应满足地表径流排放要求，各类地表排水坡度应符合《公园设计

规范》GB 51192-2016中的相关规定、各类地表排水坡度宜符合 5.1、5.2的规定、

园路及铺装场地设计 6.1.5的规定。

4.2.3条文说明：详见《公园设计规范》GB 51192-2016第五章地形设计及第六章

园路及铺装场地设计，各类地表排水坡度宜符合 5.1、5.2的规定、园路及铺装场

地设计 6.1.5的规定。

4.2.4竖向设计应有利于场地内雨水径流的组织，根据场地使用性质、土壤渗透

状况，地下水的高程，明确采取的渗透、滞蓄、净化、利用和排放措施。

4.2.4条文说明：贯彻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地表雨水应经植草沟、雨水花园、下

沉式绿地、旱溪、雨水塘等下沉式海绵设施对雨水净化净化、滞留后，溢流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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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入雨水排放管线。

4.3基本设施

4.3.1 各类游憩场地设施配置要求应符合下表：

表 4.3.1 儿童户外游憩场地设施项目的设置

设施分类 名称
用地面积

>5h㎡ 5~2h㎡ 2-0.2h㎡ ＜0.2h㎡

游憩设施

避雨设施 ● ● ● ●

休息桌椅 ● ● ● ●

户外课堂座椅 ● ● ○ ○

遮荫设施 ● ● ● ●

游戏场地 ● ● ● ●

运动场地 ● ● ○ ○

服务设施

（非建筑

类）

标识牌 ● ● ● ●

科普解说牌 ○ ○ ○ ○

儿童紧急求助点 ● ● ○ ○

洗手池 ● ● ● ○

直饮水 ○ ○ ○ ○

垃圾桶 ● ● ● ●

停车场 ● ● ○ ━

寄存处 ○ ○ ○ ○

服务设施 游客服务中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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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类） 卫生间 ● ● ● ○

母婴室 ● ○ ○ ━

小卖部 ● ● ● ━

餐厅 ● ○ ━ ━

售票房 ○ ○ ○ ━

走失援助中心 ○ ○ ○ ━

管理设施

垃圾收集站 ○ ○ ━ ━

安保监控设施 ● ● ● ●

广播设备 ● ○ ○ ○

雨水控制利用设

施
● ○ ○ ○

注：1、“●”——必备；“○”——视情况设置；“━”——不设。

2、本表所述用地面积仅指陆地面积。

4.3.2 设施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游憩场地宜有遮荫及避雨设施，包括有顶棚的亭、廊、建筑物或构筑物，

避雨设施应靠近游人集中的场地且宜分散设置；

2 休息桌椅应设置在活动场地周边，便于监护人看护，或集中在休息区设置。

桌椅尺寸可根据儿童身高特点设置儿童专用桌椅；

3户外课堂座椅为满足户外学习需要，集中设置座椅，至少满足一个班级，

约 30人使用，也可结合地形设置阶梯看台式座椅；

4 游戏场地包括无动力游乐场地、沙池、戏水场地、自然探险场地等；

5运动场地可设置为小型非标准运动场地；

6标识牌包括导览牌、指路牌、科普解说牌、游戏器材使用说明牌、安全警

示牌等；

7 有条件的场地可设置儿童紧急求助点，安装同儿童身高的相匹配的求助按

钮或电话，确保求助人可联系到公园工作人员、警方或其监护人；

8 活动场地周边可设置方便儿童户外使用的洗手池、洗脚池；

9 集中活动场地周边的公共卫生间服务半径宜小于 200m。除男女卫生间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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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设置第三卫生间（家庭卫生间），满足监护人长和孩子同时使用的要求。有条

件的公园可设置专用家庭卫生间（家庭卫生间）；

10 用地规模大于 2h㎡的儿童公园可设走失援助中心，建筑内设有求助电话及

等候区。等候区可设置座椅、玩具、图书等，供儿童等候时使用。11儿童游憩

场地均应设置安保监控设施。12雨水控制利用设施指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的生物

滞留设施、植草沟等雨水传输、滞留、净化设施。若与游憩场地比邻应设置安全

防护和警示措施，避免儿童不慎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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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场地设计

5.1园路与铺装设计

5.1.1以儿童为主要使用者的园路与园桥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1 应按人车分流

的原则进行设计。人行道路与车行道路交汇处应设置停留缓冲空间，视线应开敞

满足停车视距要求。2人行道路最小宽度应满足成人搀扶儿童并排通过，转弯半

径应便于童车通行。3高差宜设防滑坡道处理，其坡度不应大于 1∶12。必须设

置台阶时，踏步的高度不应大于 0.15m，宽度不应小于 0.26m。4栏杆必须采取

防止儿童攀爬的构造，当采用垂直杆件做栏杆时，其杆件净间距不应大于 0.11m。

5.1.2铺装场地面积应根据总体设计的布局要求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铺装场地应根据不同的场地功能要求作出不同的设计；

2铺装场地设计应符合儿童心理与审美；

3铺装场地应无尖锐突出物；

4铺装场地最小排水坡度不宜小于 0.3%；

5儿童游乐设施及其缓冲区域场地宜选用柔软、耐磨的地面材料。如采用合

成材料面层，其平均厚度应不小于 10mm，低于规定厚度的面积应小于总面积的

10%，任何区域的厚度均应不小于 8mm；

条文说明：此条款所指是儿童集中及玩耍的各类放置儿童游乐设备的区域，应采

用软质地面材料，降低儿童摔倒的伤害程度。数据来源于《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

运动场地》GB 36246-2018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中对其它活动场地的要

求。有跌落风险的区域，应遵守条款 7。

6 有跌落风险的儿童活动场地，其缓冲区域防护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小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GB/T 34272-2017中 5.10.5的规定。

5.2游乐场地设计

5.2.1游戏场地内两组游戏设施之间应预留足够的缓冲空间,缓冲空间宜根据场地

空间进行设定。

5.2.1条文说明：根据儿童活动行为特点，保证合理的缓冲空间尤为重要，应根

据儿童在使用游戏设施的行为特性预留安全空间，防止儿童奔跑冲撞发生意外。

5.2.2游戏场地材料应符合环保、安全的要求，图案色彩应符合儿童心理特征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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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5.2.2条文说明：游戏场地应尽量选择无毒、无污染、无刺激的材料类型，避免

可能的安全隐患，铺装图案、色彩构成应符合儿童心理特征需求，能激发儿童的

想象力。同时避免图案晦涩奇怪、大面积色彩饱和度过高等现象，提高儿童在游

戏场地的视觉舒适性。

5.2.3体验型游戏场地设计宜包含沙池、戏水活动场地等元素，且应以安全为基

本原则，同时兼顾美学、自然教育、科学探索体验等功能。

5.2.3条文说明：体验型游戏场地主要包括沙池、戏水活动场地，是儿童接触自

然元素的一种形式。

5.2.4沙池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沙池不应选址于风速偏高、背阴的区域；

2沙池造型宜生动有趣，可结合主题小品、戏水设施等进行设计；

3沙池深度设计应为 0.3m-0.5m；

4沙池周边宜设置拦沙设施，防止沙粒散失；

5沙池周边铺装宜选用易维护、易清洁、不易积尘的材料；

6沙池底部应设置排水设施，并设计合理排水坡度；

7沙池周边应设置清洗区；清洗区铺装应选用防滑材料；清洗设施高度应满

足不同年龄段的儿童使用需求。

5.2.5戏水活动场地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戏水活动场地可分为自然式戏水区、人工戏水池、互动型戏水场地；

2场地可与地形、沙池、主题小品设施要素相结合；

3戏水活动场地水深不应超过 0.3m；

4场地设计应符合安全需求，驳岸、池壁、池底不应有尖锐突出物；

5场地周边铺装应平整，并选用防滑材料或设置防滑措施；

6自然型戏水区：可结合场地内的自然水系进行设置，布局设计宜根据场地

条件采用自然曲线型；驳岸宜采用缓坡入水式或平整石驳岸，坡度设置、置石应

考虑儿童戏水安全的需求；可结合抓鱼摸虾等自然探索功能进行设计；

7人工型戏水池：池壁材料应平整、光滑且不易脱落；池底材料应防滑；戏

水池入口应设置消毒池；周边宜设置清洗区、更衣室等设施；



26

8互动型戏水场地：可结合沙池、益智型游戏设施进行设计，增加场地的科

普游戏功能；禁止采用高压力喷泉；喷泉喷头不应外露。

5.2.6体力型游戏场地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场地规模应与秋千、滑梯、攀爬网等设施体量相匹配。；

2 场地铺装色彩应结合设施造型色彩进行搭配，且应与整体环境相协调；

3 场地铺装材料应选择软质材料，如橡胶、沙、草地、松树皮（南方潮湿地

区慎用）等。

5.2.6条文说明：体力型游戏场地设计，应以安全游玩为设计的基本原则。缓冲

空间的规模、设施规模应相互匹配；场地设计应考虑儿童跌落受伤的可能性，设

施造型细节及铺装选材应符合安全要求。建议在场地中增加更多自然材料及自然

设计元素，促进对儿童的自然教育。

5.2.7智力型设施游戏场地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1智力型游戏场地可设置迷

宫、哈哈镜、回声壁、涂鸦墙、智力游戏墙等设施；

2场地规模应与设施体量相匹配，可结合休闲娱乐区进行设置；

3设施布局设置不应出现视觉死角，妨碍家长看护；

4迷宫墙高度不应超过 1m，周边可设置阶梯型休憩空间，便于家长站在高

处进行看护；迷宫出口不宜超过 2个；迷宫墙转角不应有锋利的突出物。

5.2.8运动场地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儿童户外游憩场地设计中运动场地，分为标准运动场地和非标准运动场

地；

条文说明：儿童户外游憩场地设计中常用的运动场地有网球场、篮球场、羽

毛球场、排球场、足球场、乒乓球场、小型篮筐、小型足球门以及极限（轮滑）

运动场地等。根据设置标准不同，分为标准运动场地和非标准运动场地。2标准

运动场地和非标准运动场地在平面划分上由场地区和缓冲区组成。为保证安全，

两种场地设计时应根据实际情况预留足够的运动缓冲区。

3标准运动场地设计要点应参照相应的标准运动场地设计规范。

3条文说明：标准运动场地设计包含：1）运动场地的规格尺寸和设施标准；

2）运动场地布置方向；3）场地界线外围满足缓冲距离、通行宽度及安全防护等

要求； 4）运动项目对场地的背景、划线、颜色、照度等方面的有关要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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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运动对于地面材料的要求；6）对外出入口数量及大小。以上设计要求均参

照《体育建筑设计规范》（JGJ31-2003 第 4.1条、第 4.2条）。此外，标准运动

场地的运动场地的规格尺寸中的最小场地尺寸参照《中小学校设计规范》

GB50099-2011第 4.1条。4标准运动场地设计应与其他儿童活动场地隔离。针对

儿童安全要求，应增加特别标识和警示。5标准场地和非标准场地运动场地应满

足不同运动对于地面材料的要求并符合规则规定。非标准场地运动场地设施下地

面及周围应设软质铺装，其厚度应不小于 10mm。5条文说明：非标准运动场地

设施下地面及周围应设软质铺装的厚度不小于 10mm，参照《中小学合成材料面

层运动场地》GB-36246-2018第 5.2条。6标准场地和非标准场地运动场地均应

考虑场地运动器械的安装、固定、更换和搬运需求。7非标准运动场地，如小型

篮筐、足球门等体育设施的设置，应按照儿童不同年龄阶段来进行设计和布置，

其尺寸符合相应年龄段的身高特点。8非标准运动场地设施应满足玩耍趣味性和

色彩丰富性的要求。

9极限运动场地相应设施应符合国家相关安全要求。9条文说明：极限运动

本身属于冒险式运动，受伤的几率较其他游乐场地高。因此场地设施的安全性应

符合相关国家标准。10标准场地和非标准场地运动场地均应采取有效的排水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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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游乐设施

6.1一般规定

6.1.1本规定适用的设施类型为户外儿童专用的无动力类小型游乐设施，相关术

语应符合《游乐设施术语》GB/T 20306-2017中的规定。

6.1.2设施结构强度、刚度及稳定性应满足正常使用下的各种功能要求，且应满

足最不利情况下的安全要求。

6.1.3设施的材料选择应符合相关设施的标准要求。

6.1.4设施所设计的游戏方式、尺度、视觉效果应适合儿童。

6.1.5应对设施进行风险评估，识别成人及各年龄段儿童正常使用及可预见的误

用过程中可能对人身体、健康或设备等造成的风险，并针对性修正设施设计以消

除风险。

6.1.6设施的风险评估应考虑儿童可单独或结伴玩耍，也可以以任何的规则和理

由改变玩耍的方式，保障各种情况下的儿童安全。

6.1.7设施如有多种游乐功能，均应符合相关设施的标准要求。

6.1.8设施设计上应考虑其耐久性及应便于日后维修、维护。

6.2游乐设施

6.2.1水上游乐设施设计应符合《水上游乐设施通用技术条件》GB/T 18168-2017

中的规定。

6.2.2水上游乐设施配套的游乐池水深，应符合以下规定。

1幼儿池水深应不大于 0.3米；

2儿童池水深应不大于 0.6米；

3儿童滑梯溅落区水深应为 0.3米~0.6米。

6.2.3儿童滑梯设计应符合《无动力类游乐设施儿童滑梯》GB/T 27689-2011中的

规定。

6.2.4秋千设计设计应符合《无动力类游乐设施秋千》GB/T 28711-2012中的规定。

6.2.5摇马和跷跷板设计应符合《小型游乐设施摇马和跷跷板》GB/T 34021-2017

中的规定。

6.2.6攀爬网设计应符合《小型游乐设施立体攀网》GB/T 34022-2017中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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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充气式游乐设施设计应符合《充气式游乐设施安全规范》GB/T 37219-2018

中的规定。

6.2.8专为游乐设计的钻孔管筒，内径为 350mm~410mm时，其长度应不大于

700mm；当钻洞管筒内径为 420mm~500mm时，其长度应不大于 1000；当钻洞

管筒内径为 510mm~650mm时，其长度应不大于 1300mm；当钻洞管筒内径为

660mm~750mm时，其长度应不大于 2600mm。

6.2.8条文说明：此条款从救援方面考虑，参考 GB/T 27689-2011无动力类游乐设

施儿童滑梯内的条款要求，规定各类钻孔管筒的直径。

6.2.9专为游乐设计的斜坡，其倾斜角度应不大于 38度，倾斜角度应保持不变，

且斜坡表面应进行防滑处理。

6.2.9条文说明：按小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 GB/T 34272-2017中的要求，倾斜角度

不大于 38度的坡面定义为斜坡。

6.2.10专为游乐设计的大于 38度斜坡或攀爬墙应有脚部支撑，以降低儿童滑倒

风险。

6.2.10条文说明：倾斜角度大于 38度的坡面不属于斜坡范畴，可以看作攀爬路

径，应按攀爬要求设计。

6.2.11专为游乐设计的斜坡及攀爬墙应符合《小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GB34272

2017中 5.4的规定。

6.2.12夜间开放的游乐设施，游乐设施自身应有灯光照明。

6.2.13游乐设施安全防护装置设计应符合《游乐设施安全防护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GB 28265-2012中的规定。

6.2.14其它无对应标准的游乐设施及游乐设施功能区的材料、安全要求、实验方

法、标志及维保说明书应符合《小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GB34272 2017中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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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种植

7.1植物选择

7.1.1应避免在主要儿童活动区内选用易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危害的植物。

7.1.1条文说明：易对儿童身心造成危害的植物主要包括有毒、带刺、飞絮、易

导致过敏、有刺激性气味等的植物。若出于自然认知需求或其他必要情况，少量

种植该类植物，须有一定防护措施，如阻止儿童靠近的绿篱、栏杆、提醒家长注

意的警示牌等。此外，枝条易折断、落果多且易造成污染或砸伤等危险的植物也

不宜种植在可进入式草坪或林荫休憩空间中。

7.1.2应优先选用易于养护管理的植物。

7.1.3应符合场地整体设计主题，并适当选用具有一定文化内涵，能引起儿童丰

富想象的植物。

7.1.4宜优先选用适应场地生境的乡土植物，适当配置具有较强适应性的外来植

物。

7.1.5宜选用满足儿童好奇心、具有特殊形态、质感或色彩的特色植物，可根据

各地条件在儿童户外游憩需求高的季节营造特色鲜明的植物景观。

7.1.6在满足以上原则的基础上，保证较高的植物种类丰富度，以创造更加适宜

的栖息地生境与更加多样的儿童游憩环境。

7.2植物配置

7.2.1植物群落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1 合理选择乔木、灌木、藤本、草

本进行搭配，组成科学的复层结构；

2 常绿、落叶、速生、慢生植物合理配比，形成具有地域特色且稳定强健的

植物群落；

3多层群落中，应更加注重中下层的观赏特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宜搭

配花、叶、茎、果色彩鲜艳，且季相变化分明的近自然式花丛或花境；

4 主要儿童活动空间宜布置冠大荫浓的落叶乔木，铺装场地内乔木枝下高应

大于 2.8米，遮荫面积宜达到场地 50%以上；

5儿童活动范围内应提供适当比例的草坪空间；

6家长看护视野范围内不宜配置遮挡视线的植物景观；7宜配置一定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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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以稀疏小乔、灌木、地被为主的绿带分隔活动空间与主要交通通道。

7.2.2植物与其他景素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自然式水体宜配置相应的湿生植物群落，并创造适于两栖动物、鱼类与鸟

类生存的栖息地；

2 行道树宜选用阔叶乔木，树干中心距路缘石不小于 0.75米，分支点高度

应不低于 3.0米，在不影响安全视线的基础上，可适当配置观花、观叶灌木及地

被植物，形成连续绿带；

3 场地附属建筑、构架等宜与立体绿化相结合。乔木、灌木与各种建筑、构

筑物及地下管线的距离应符合《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CJJ 75-97 的相

关规定。；

4 综合考虑植物高度与株型，与秋千、滑梯、跷跷板等各种固定于地面的儿

童活动设施保持适宜的安全距离。

7.2.3植物与自然教育应符合下列规定：

1可在设计选择适应场地环境且形态、观赏价值、生境类型和功能特色鲜明

的植物，为自然教育的开展提供适宜的空间和素材；

2 科学使用植物群落营造丰富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景观，丰富儿童生

命体验与审美体验。可适当引入可食植物、芳香植物等，集中营造满足五感体验

的片区，创造儿童可参与、可感知的特色植物景观；

3 宜采用自然式种植方式，提供儿童观察、操作、集体活动等的不同尺度和

功能的植物空间；

4 宜靠近铺装道路或栈道、平台等空间布置特色植物，并为标识牌，语音解

说系统等留有适当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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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水体

8.1一般规定

8.1.1水体设计应满足安全要求。

8.1.2水体平面布局应因地制宜，平面形态可依据公园、游憩场地整体条件进行

规划布局，并确定合理的驳岸形式。

8.1.3可涉入式水景的水深不应超过 0.3m，同时水底应做防滑处理；不可涉入式

水景水深大于 0.5m时应设置安全防护措施。

8.1.3条文说明：景观水体应综合考虑降雨因素带来的水位变化、洪涝灾害，避

免存在的安全隐患。可涉入式水景应重点提升安全性，使用防滑、钝角处理等措

施，布置提示危险的标识，避免儿童活动安全隐患。

8.1.4贴临建筑的水景，水景结构宜与建筑结构整体考虑，并有可靠的防水措施。

8.2驳岸设计

8.2.1驳岸应根据总体设计中规定的平面线形、竖向控制点、水位和流速进行设

计。

8.2.2儿童户外游憩场地内水体外缘宜采用生态型自然式驳岸为主；当为垂直驳

岸时，岸顶与常水位的高差宜控制在 0.3m～0.5m。

8.2.2条文说明：驳岸设计应考虑水流速度对驳岸的冲刷，同时考虑水位可能带

来景观影响，为了保证驳岸及沿线建筑与水面的最佳景观效果及平面布局对于水

质的影响，因此应全面考虑布局及水位的控制要求。根据《居住绿地设计标准》

CJJT-294-2019 中 6.2.1 规定，当为垂直驳岸时，岸顶与常水位的高差宜控制在

0. 3m~0.5m。

8.2.3非淤泥底人工水体的岸高及近岸水深应符合下列规定:1无防护设施的人工

驳岸，近岸 2.0m范围内的常水位水深不得大于 0.5m;2无防护设施的园桥、汀步

及临水平台附近 2.0m范围以内的常水位水深不得大于 0.3m;3无防护设施的驳岸

顶与常水位的垂直距离不得大于 0.5m。

8.2.4淤泥底水体近岸应有防护措施。

8.2.4条文说明：寒冷地区水体驳岸极易受冻胀的破坏。一种情况是基础受冻胀

后使整个驳岸断裂，所以整个基础必须设在冰冻线以下；另一种情况是基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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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附近部分发生冻胀后使驳岸向水体方向挤胀，造成断裂，所以驳岸的砌筑不

能用吸水性强的材料，后方也需要填垫滤水的砂石、焦渣等；还有一种情况是水

体表面结冰后发生冻胀，可以使驳岸向水体外侧胀裂。解决措施可以考虑加厚驳

岸，增加抗水平荷载能力，或者驳岸设计成斜坡，冻胀时冰面可以顺坡上滑。

8.3水景设计

8.3.1 水景设计宜结合场地植物资源、水系资源营造自然湿地景观，并结合自然

教育功能进行设计。

8.3.2对水位控制有要求的水体，其池体应采用防水及抗渗漏材料。

8.3.3旱喷泉喷洒的范围内不应设置园路，地面铺装应防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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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标识系统

9.1一般规定

9.1.1应满足 7~15岁学龄期、青少年期的儿童独立识别，2～7岁学龄前儿童父母

辅助识别。

9.1.2结合出入口、道路、中心活动区、分龄活动区和配套管理区的功能需求，

依据各年龄段儿童在不同游憩空间中的活动流线合理设置标识。

9.1.3标识的色彩、文字、造型、尺度、材料等必须与空间环境相契合，且置于

醒目位置，便于儿童识别。

9.1.4具有积极健康、科普教育的内容，生动活泼、便捷互动的形式，助于儿童

对游憩环境的认知。

9.1.5应选择安全环保、健康的材质，需倒圆角或设施保护。

9.1.6 应选择适合户外、防腐、防火、可循环使用的材料。

9.2布局规划

9.2.1 开敞空间宜设置资讯类、识别类、定位类和引导类的标识设施。

9.2.2 半开敞空间宜设置定位类、识别类、引导类、说明类、限制类和推荐类的

标识设施。

9.2.3 封闭空间宜设置说明类、限制类和推荐类的标识设施。

9.3形式设计

9.3.1色彩可选用高明度、高纯度、强对比、暖色调的同种色和类似色进行配色。

9.3.2尺度设计结合儿童的生理特点、认知习惯和行为特征，标识设计应参考 2～

15岁儿童的身高比例、视角、视高需求进行合理设计。

9.3.2条文说明：2-7岁儿童身高参照值为 88.6-123.3cm；7-15岁儿童身高参照值

为 123.3-163.8cm。4-7岁儿童视高参照值为 98.5-118.0cm；7-15岁儿童视高参照

值为 118.0-150.6cm。

9.3.3造型需考虑儿童的心理特征和喜好特点，兼顾童趣和功能性。

9.3.3条文说明：可选用以卡通 logo为主，高纯度颜色搭配的指示类造型，具有

实物特征、可爱形象的装饰类造型和以空间信息传达为主的讯导类造型。

9.4标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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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图案宜通过简化、封闭的规则几何形或趣味形态，概括事物特征。

9.4.2文字宜选择便于儿童理解的字体样式。灵活组合中英文、拼音与彩色图形

符号。

9.4.2条文说明：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识字能力不同，2-7岁儿童识字量少，需与

色彩、图形符号等情景线索相联系。

9.4.3若涉及到残障人群使用，需有无障碍通用设计。

9.5其他设施

9.5.1儿童游憩设施设备应配备必要的安全使用规定、宣传、提示标牌。各类游

憩设施的标识配置应符合下表：

表 9.5.1 儿童游憩设施安全使用牌

内容

设施

适

用

年

龄

适用

身高

范围

同时

使用

人数

上限

是 否

需 在

成 人

监 护

下 使

用

游乐时

容易发

生危险

的内容

或项目

警示

产 品

规 格

或 标

记、安

装 日

期

允许

的最

大使

用者

重量

设计

的最

大载

荷

设施

设计

使用

寿命

紧 急

联 系

人 和

联 系

电话

玩 沙 设

施
● ━ ● ● ● ○ ━ ━ ● ●

戏 水 设

施
● ● ● ● ● ● ━ ━ ● ●

悬 吊 型

游 乐 设

施

● ● ● ● ● ● ● ● ● ●

滑 动 或

移 动 型

游 乐 设

施

● ● ● ● ● ● ● ● ● ●

转动、摆

动 或 摇

动 型 游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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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设施

弹 性 游

乐设施
● ○ ● ● ● ● ● ● ● ●

滑 梯 类

游 乐 设

施

○ ○ ● ● ● ● ● ● ● ●

攀 爬 类

游 乐 设

施

● ○ ● ● ● ● ● ● ● ●

孔 洞 类

游 乐 设

施

● ● ● ● ● ● ○ ○ ● ●

注：“●”——必备；“○”——视情况设置；“━”——不设。

9.5.2主要园路、游憩场地、树林草地等区域应配置植物标识牌，展示中文名、

学名、科属、分布、生长习性、用途等，以便于儿童认知植物，进行自然科普教

育。

9.5.3宜利用智慧化手段设计标识系统，通过扫描二维码或通过电子导览设备，

确定该点在相应区域的准确位置，调用相关互动地图、获取语音和视频播放等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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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建筑物、构筑物

10.1 一般规定

10.1.1 儿童户外游憩场地中管理建筑、游憩建筑和服务建筑占地面积比例应符合

《公园设计规范》GB 51192-2016表 3.3.2的规定。

10.1.2 儿童户外游憩场地设施项目（建筑类）的设置，宜参照《公园设计规范》

GB 51192-2016表 3.5.1的下列规定：

1游憩建筑：亭、廊、榭、架、厅、展馆、活动馆、手工坊、陶吧；

2 服务建筑：游客服务中心、售票房、厕所、母婴室、餐厅、茶座咖啡厅、

小卖部，医疗救助站；

3管理建筑：管理办公用房、广播室、安保监控室、配电室、仓库；

10.1.3 应建设在日照充足、交通方便、排水通畅、环境优美、基础设施完善的地

段

10.1.5 场地内不应修建与其性质无关的、单纯以盈利为目的的建筑。

10.1.6 高压电线、长输天然气管道、输油管道严禁穿越或跨越儿童户外游憩场地

建筑物，当在场地周边敷设时，安全防护距离及防护措施应符合相关规定。

10.1.7 建（构）筑物设计除符合本导则外，还应符合现行《公园设计规范》GB

51192-2016、《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 50420-2007（2016年版）和相关专项建

筑设计规范的相关规定。

10.2 建筑物

10.2.1设计宜注重建筑的风格、造型、色彩、尺度、空间关系。在满足使用功能

的基础上，适应儿童需求提高观赏性、趣味性、科学性、安全性，有利儿童健康

成长。

10.2.1条文说明：建筑尺度宜较小，有亲近感，与儿童的生理尺度相适应；空间

关系应灵活多样，序列清晰、导向明确；与场地整体环境相协调。

10.2.2应使用健康环保和无刺激性非过敏原的建筑材料，保护儿童的身心健

康。10.2.3 休憩场地的厕所应符合下列规定：1 服务半径不宜超过 200m,即厕所

间距不宜超过 400m；2厕所厕位（包括小便斗位数），男女厕位比例宜为 1:1.5；

应设置儿童专用厕位；3应设置监护人带异性儿童入厕的第三卫生间，厕所宜增

http://www.soujianzhu.cn/Norm/JzzyXq.aspx?id=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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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母婴室；4应设无障碍厕所，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无障碍设计规范》的

相关规定；5厕所设施的配置、形式、尺寸应符合儿童人体尺度和卫生防疫要求，

儿童用大便器采用蹲便器和坐便器，比例宜为 1:1；

儿童用坐便器离地面高度 30cm左右，

儿童用低位小便器离地面高度 30~45cm,

儿童盥洗台离地面高度 50cm~55cm。

儿童用低位坐便器、小便器、盥洗台的比例宜为总数的 2/3； 6 应设置等候

厅或室外等候廊；6 厕所设计除符合本导则外，还应符合现行《城市公共厕所设

计标准》CJJ14-2016、《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 39-2016 和《中小

学设计规范》GB 50099-2011中卫生间设计的相关规定。

10.3 护栏

10.3.1儿童户外游憩场地各种安全防护性、装饰性和示意性护栏均不应带有尖

角、利刺、锋棱等可能造成伤害儿童的构造。

10.3.2台阶、坡道总高度超过 0.7m时，应在临空面设置护栏；阳台、外廊、室

内回廊、内天井、上人屋面及室外楼梯等临空处应设置护栏；凡游人正常活动范

围边缘临空高差大于 1.0m处应设置护栏。

10.3.3护栏的高度不应低于 1.05m;当临空高度在 24m及以上时，护栏高度不应

低于 1.10m。

10.3.4上人屋面和建筑临开敞中庭的护栏高度不应低于 1.20m。

10.3.4条文说明：护栏高度应从所在楼地面或屋面至护栏顶面垂直高度计算，当

底面有宽度大于或等于 0.22m，且高度低于或等于 0.45m的可踏部位时，应从可

踩踏部位顶面起算。公共场所的护栏离地面 0.1m高度范围内不宜留空。护栏内

侧宜加设 0.60m高的扶手。

10.3.5护栏必须采用防止儿童攀爬的构造，当采用杆件作护栏时，其杆间净距不

应大于 0.11m。

10.3.6球场、电力设施以及公园围墙等其他专用防范性护栏，应根据实际需要另

行设计和制作。

10.3.7护栏应以坚固、耐久的材料制作，并应能承受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

载规范》GB50009及其他国家现行相关标准规定的水平荷载。

http://www.soujianzhu.cn/Norm/JzzyXq.aspx?id=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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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挡土墙

10.4.1挡土墙的材料、形式应经结构设计确定。

10.4.2挡土墙的饰面材料及色彩宜符合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与环境协调。

10.4.3挡土墙墙后填料表面应设置排水良好的地表排水设施；

10.4.3条文说明：墙体应设置排水孔，排水孔的直径不应小于 50mm,孔眼间距纵

横不宜大于 3.0m；当挡土墙上方布置有水池等可能造成渗水的设施时，挡土墙

的排水措施应加强。

10.4.4挡土墙应设置变形缝，设置间距不应大于 20m;当墙身高度不一、墙后荷载

变化较大或地基条件较差时，应采用较小的变形缝间距；挡土墙与建筑物、构筑

物连接处应设置沉降缝。

10.5座椅

10.5.1 休息座椅的设置容纳量应为游人容量的 20~30；应按游人的集聚状况合理

分布；座椅旁应设置轮椅停留位置，其数量不应小于休息座椅的 10%。

10.5.2 座椅的参照尺寸（单位 mm）按照儿童的人体基本尺寸，按年龄段分别确

定，可参考下表：

表 10.5.2 儿童座椅尺寸

年龄段 座椅高度 座椅深度 座椅宽度 背靠高度

4-6岁 220-250 250-280 340-360 470-500

7-10岁 260-300 320-350 380-400 550-600

11-12岁 300-350 380-400 410-450 620-680

12-15岁 350-400 400-450 450-500 680-750

10.5.3配套桌子高度（座椅高度+坐姿肘高）参照尺寸（单位 mm）：4~6岁 380，

7~10岁 460，11~12岁 540, 13~15岁 580。

10.6洗手池、洗手盆、洗脚池

10.6.1户外饮水台、洗手盆、洗脚池的设置：宜设置在游客服务中心、展馆、活

动馆、餐饮店边和儿童游乐休憩较集中的场地边。

10.6.2 户外饮水台宜选用不锈钢成品，应有分开的高低饮水嘴和水盆，水盆可兼

做洗手盆，饮水台侧面设龙头，龙头下设带篦子的洗脚池。

10.6.3 饮水器及水质必须符合饮用水卫生标准。

http://www.soujianzhu.cn/Norm/JzzyXq.aspx?id=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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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电气及给排水

11.1强电设计

11.1.1 场地内的电气设备选型及安装应满足使用需求，并与周围环境设计相协

调。

11.1.1条文说明：应按照儿童户外游憩的特点及周围环境设计，确定电气设备的

外观、颜色、尺寸、材料、隔音性能、隔热性能、防护等级、安装方式、安装位

置等技术参数及设计要求。

11.1.2场地内的电气箱体应设置在隐蔽且儿童不易到达的区域，防护等级不应低

于 IP55，箱体应使用专用工具才能打开，金属外壳应可靠接地。设置在儿童容

易到达区域的电气设备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

11.1.2条文说明：本条规定是为了尽量避免儿童触碰到电气箱体，在设计时应结

合周围环境，合理选择电气箱体的安装位置。对于场地内儿童容易触碰到的电气

设备，其外壳的机械强度应可以承受儿童玩耍时可能产生的剧烈碰撞。

11.1.3 应设置专用配电箱或专用配电回路按适当的范围给场地内的用电设备供

电，配电箱内应安装相适应的电涌保护器(SPD)。

11.1.3条文说明：场地内的用电设备划分为独立的供电区域，有利于运维管理。

11.1.4低压配电系统接地型式应采用 TT系统或 TN系统，室外线路宜采用 TT系

统并设置剩余电流保护器（RCD）作为接地故障保护。

11.1.4条文说明：室外线路宜采用 TT系统以减少电击危险发生的概率。

11.1.5 场地内不可采用防电击类别为 0类的电气设备，可按使用功能及环境特点

选用Ⅰ类、Ⅱ类或Ⅲ类设备。Ⅰ类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必须经 PE线可靠接地，

其配电回路应装设瞬动 RCD；Ⅱ类或Ⅲ类电气设备的外壳可与地接触，但不能

通过 PE线进行接地。

11.1.5条文说明：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电击防护装置和设备的通用部分》GB/T

17045的有关规定，电气设备共分为 0、Ⅰ、Ⅱ、Ⅲ四类。0类设备采用基本绝

缘作为基本防护措施，而没有故障防护措施，为保障用电安全，故规定不应采用

0类设备。Ⅰ类设备采用基本绝缘作为基本防护措施，采用保护联结作为故障防

护措施，故规定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必须可靠接地。Ⅱ类设备采用基本绝缘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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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本防护措施，采用附加绝缘作为故障防护措施，或采用能提供基本防护和故

障防护功能的加强绝缘；Ⅲ类设备将电压限制到特低电压值作为基本防护措施，

但不具有故障防护的措施；故规定Ⅱ类或Ⅲ类设备不应提供连接保护导体的措

施，避免传导故障电压。

11.1.6游泳池、喷水池和戏水池等特殊场所的安全防护设计应按《低压电气装置

第 7-702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游泳池和喷泉》GB/T 16895.19执行。

11.1.6条文说明：场地内游泳池、戏水池，供人们游泳、戏水的天然水区，喷泉

等特殊场所的安全防护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本标准不再另行规定。

11.1.7场地内照明设计应以功能性照明为主，采用下照方式，避免眩光。照明灯

具宜选用 LED光源。

11.1.7条文说明:为保障儿童在夜晚活动的安全，减少儿童直接触及照明电气装置

的概率，场地内功能性照明灯具的安装高度宜大于 3米，可采用庭院灯或在高位

安装照明灯具往下照的方式。

11.1.8安装在室外的灯具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55；埋地灯具外壳防护等级不

应低于 IP67。

11.1.8条文说明:一般室外场所灯具的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54，考虑到儿童

的特点，室外灯具外壳防水等级由“溅水”提高到“喷水”是合适的，避免了因

为浇灌用水喷射到灯具外壳引起的接地故障伤害到儿童，同时也可保证灯具的散

热。埋地灯具安装于地面以下，对于其外壳防护等级的要求是“尘密”及“短时

间浸水”，满足安全要求。

11.1.9灯具及安装固定件应具有防止脱落或倾倒的安全防护措施，儿童可触及照

明设备的表面温度不应高于 50℃。

11.1.9条文说明：本条规定针对场地内的户外照明装置提出了要求，以满足运行

安全。儿童皮肤相对于成人，对于高温的耐受程度较低，同时调研了一些照明灯

具生产单位，采用先进生产工艺可以使正常使用的照明设备表面温度低于 50℃，

避免儿童受到较为严重的烫伤。

11.1.10儿童容易触及的照明装置宜采用安全特低电压（SELV）供电。

11.1.10条文说明:采用安全特低电压（SELV）给照明灯具供电，可以有效避免照

明配电系统接地故障带来的电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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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宜设置出入口控制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电子巡查系统、公共广播系统、

智能求助系统等智能化系统。

11.1.11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主要是为了保障儿童在场地内游憩的安全。出入口

控制系统是为了将儿童的活动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并防止机动车非法进入场地，视

频监控系统应对场地全覆盖，智能求助系统应设置防止儿童误操作的措施。

11.2给水设计

11.2.1 采用中水、雨水回用等非生活饮用水作为水源的灌溉系统，其灌溉设施应

该使用专门的带中水标识的配件，洒水栓或取水龙头必须采用带专用锁具的配

件，避免误接误用。

11.2.2 儿童活动场地周边的绿地，宜采用以微喷灌为主的浇洒方式。

11.2.2条文说明：微喷灌为低压小流量喷洒出流的方式供水。与其他喷灌方式相

比，喷头压力更低，对儿童更安全。

11.2.3水景的水质应符合下列水质标准。当无法满足时，应进行水质净化处

理。1与人体全身接触的戏水池和旱喷泉等景观娱乐用水，水质应符合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2与人体部分接触的景观娱乐用水，水质应符合地表水 III 类水标

准；3与人体非直接接触的观赏用水，水质应符合地表水 IV 类水标准；4高压人

工造雾设备的出水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5游人可接触的喷泉初次充水和

使用过程中补充水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的

规定；6采用再生水作为水源时，其水质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城市污水再生

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18921的规定。

11.2.4观赏类水景的循环泵宜设于水景的泵坑内并加装格栅盖板，并有可靠的上

锁装置，或设置其他可靠的安全隔离措施，避免人员触碰。

11.2.5与游人直接接触的旱喷泉中的喷头应充分考虑其工作压力和运行方式，避

免水压过高和突然喷水造成人身伤害事故。

11.2.5条文说明：旱喷泉为游人可直接进入的喷泉形式，尤其在夏天特别受到儿

童的喜爱。儿童进入旱喷泉时，有可能会坐在喷头的点位上或将眼睛凑到喷泉点

的位置去观察。如果喷泉水压过高或突然喷水，会顶翻儿童或从下体喷射入体内

或伤害儿童眼部，造成比较严重的人身伤害事故，所以在设计时应特别注意避免。

11.2.6带喷头的游乐设施，所有喷头及控制阀门均应隐蔽设置，不可突出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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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防止撞伤。

11.3排水设计

11.3.1儿童活动场地应设置雨水排水设施，避免活动场地积水。排水设施的位置

应不影响儿童活动。

11.3.2 儿童活动场地周边如设置植草沟、下凹绿地、人工湿地、雨水花园等带有

调蓄功能的海绵设施，应有溢流措施，并考虑设施高水位时的水深和边坡的安全

性。

11.3.2条文说明：带调蓄功能的海绵设施应有溢流措施，避免暴雨时水位过高。

且此类海绵设施应参照 9水体设计章节，复核溢流水位时的水深和边坡的坡度设

计是否满足安全要求。

11.3.3 给排水的井盖应尽量避免设置在儿童活动场地上。如必须设置在活动场地

上，应设置双层井盖，井盖高度应与场地地面齐平，不影响儿童活动。

11.3.4雨污水井内应设置防坠网，给排水的井盖宜采用防盗井盖，避免井盖缺失

造成意外事故。

11.3.5 戏水池、旱喷泉应设置有效措施，防止周边雨水侵入。

11.3.5条文说明：在戏水池和旱喷范围线内应设置水景收水的排水沟或其他收水

设施。在水景收水线以外的场地，应有明显的地面坡向，将水景范围外的地面径

流排向场地周边区域，并在场地周边另行设置雨水口或排水沟等收水措施，收集

场地雨水排至雨水系统。避免水景周边场地的地面径流侵入水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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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

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词：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本标准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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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充气式游乐设施安全规范》GB/T 37219-201824《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

CJJ1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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