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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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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DBJ 440100/T 69-2010《游泳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与DBJ 440100/T 69-2010

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适用范围（见第1章）；

——修改了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

——删除了术语和定义中的天然游泳场所（见2010版第3章）；

——增加了游泳池、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游泳救生员、水质管理员等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

——删除了经营者需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要求（见2010版第4章）；

——修改了从业人员资格要求（见第4章，2010版第5章）；

——删除了人工游泳池水面面积要求（见2010版6.1.1列项第1款）；

——增加了游泳池无视线盲区要求（见第5章）；

——增加了儿童游泳池水深要求（见第5章）；

——增加了带出发台游泳池水深要求（见第5章）；

——修改了游泳池水面水平照度的要求（见第5章）；

——增加了强制通过式浸脚消毒池尺寸和水质要求（见第5章）；

——删除了强制喷淋设备要求（见2010版6.1.8）

——增加了游泳场所配备水质检测设备的要求（见第5章）；

——增加了电气设计要求（见第5章）；

——增加了视频安防监控系统要求（见第5章）；

——删除了天然游泳场所要求（见2010版6.2）；

——修改了卫生、环境管理要求（见第6章，2010版第7章）；

——增加了在游泳池入口醒目位置公布当天游泳池水检测的余氯、pH值、水温的要求（见第6章）；

——增加了水质监测、环境消毒、清污期间停止营业等卫生、环境管理要求（见第6章）；

——修改了救生设施设备要求（见第7章，2010版8.1）；

——删除了救生设施设备、人员及安全制度中天然游泳场所的相关要求（见2010版8.1、8.2、8.3）；

——删除了嬉（涉）水池内设施设备要求（2010版8.1.4）；

——修改了人员要求（见第7章，2010版8.2）；

——删除了医务人员要求（2010版8.2.6）；

——增加了卫生管理人员要求（见第7章）；

——修改了安全管理制度要求（见第7章，2010版8.3）；

——删除了深水游泳合格证要求（2010版8.3.2）；

——增加了12周岁以下儿童游泳要求（见第7章）；

——修改了游泳者进场活动行为规范（见附录 A）；

——增加了重点岗位工作人员行为规范（见附录 B）；

——增加了辅助设施配置要求（见附录 C）；

——增加了游泳池布线基本安全要求（见附录 D）；

——增加了规格尺寸、照明、地面静摩擦系数、水质、水温等参数的检测方法（见附录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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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广州市游泳场所开放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与基本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人工游泳池、游泳馆面向群众健身开放时的经营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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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 陶瓷砖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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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17.2 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 第2部分：游泳场地

GB 37489.1 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 第1部分：总则

GB 37489.3 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 第3部分：人工游泳场所

GB 51348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CJJ 122 游泳池给水排水工程技术规程

CJ/T 244 游泳池水质标准

JGJ 153 体育场馆照明设计及检测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游泳池 swimming pool
人工建造的供人们在水中进行各种游泳竞赛、训练、休闲健身的不同形状的水池。

3.2

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 social sports instructor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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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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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水质管理员 water quality admini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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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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业人员资格

4.1 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游泳救生员应持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4.2 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游泳救生员、水质管理员等专业技术人员应积极参加体育主管部门、

行业协会组织的年度培训。

5 场地、设施设备条件

5.1 游泳池及周边

5.1.1 游泳池壁及池底应光洁，不渗水，呈浅色。游泳池外四周应采用防滑易于冲刷的材料铺设走道。

5.1.2 游泳池应无视线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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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 儿童游泳池应有醒目标识，且不应配置戏水设备。儿童游泳池不应与成人游泳池连通。

5.1.5 游泳池池面应设有醒目的水深度标识、深浅水区警示标识或深浅水区隔离带。标识位置：池水

深度应清晰地标注在水面之上的池壁，池底的深度变化应清晰地标注在池边，游泳池四边均应有清晰的

深度标记。标识样式：标记的单位用“米”或者“m”，标记字体的高度至少为 10 cm、颜色与背景颜

色须形成强烈对比。

5.1.6 带出发台的游泳池，从出发端开始延伸至少 6.0 m 的范围内，水深应不小于 1.35 m。

5.1.7 水面面积在 500 m
2
以下的游泳池应至少设置 2 个出入水扶梯，水面面积在 500 m

2
及以上的游泳

池应至少设置 4 个出入水扶梯。扶梯应经过光滑倒角处理，不应有粗糙或锐角部位。扶梯应采用防腐蚀

材料，踏板应采用防滑材料。扶梯与池壁的距离不大于 12 cm，踏板（台阶）的间距不大于 30 cm。

5.1.8 游泳池区域的水面水平照度应不低于 200 lx，照度均匀度应不小于 0.3。开放夜场应有足够的

应急照明灯。

注：照度均匀度——最小照度与平均照度之比。

5.2 辅助设备设施

5.2.1 游泳场所应设置更衣室、淋浴室、浸脚消毒池、卫生间和消毒剂专用库房。更衣室、淋浴室和

卫生间的配置要求应符合附录 C 的规定。消毒剂专用库房不得与游泳池、更衣室、淋浴室连通。淋浴室

淋浴喷头数量及卫生间厕位数量应与游泳人员数量相适应。

5.2.2 游泳池池岸、卫生间、淋浴室及更衣室地面应防滑，在湿润状态下地面静摩擦系数应不小于 0.5。

5.2.3 室内游泳池、卫生间、淋浴室、更衣室应有通风装置。

5.2.4 更衣室与游泳池之间应设置强制通过式浸脚消毒池，消毒池长度应不小于 2 m，宽度应与走道

相同，有效水深不小于 0.2 m。消毒池水的游离性余氯含量应保持在 5 mg/L～10 mg/L。

5.2.5 游泳池内的给水、排水设施应设置安全防护罩。

5.2.6 应配置池水循环、净化、消毒处理设备，水处理设备应符合 CJJ 122 的要求。

5.2.7 应配备余氯、pH 值、水温度计等水质检测设备。所用设备需经计量检定或校准。

5.2.8 电气设计应符合 GB 51348 的要求，游泳池布线基本安全要求见附录 D。

5.2.9 应采用耐腐蚀材料制作的密闭灯具或带防水灯头的开敞式灯具，各部件应有防腐蚀或防水措施。

5.2.10 电气设施应设漏电保护开关。

5.2.11 应设置广播设施和公用电话。

5.2.12 各类公共标识应符合 GB/T 10001.1 的要求。

5.2.13 宜在游泳池等重点区域安装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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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区域全覆盖，无死角；

—— 高清摄像头；

—— 监控记录应至少保存三个月。

6 卫生、环境管理要求

6.1 游泳场所应提供当日天气、气候、环境情况报告。

6.2 室内空气及环境卫生应符合 GB 37489.1 和 GB 37489.3 的要求。

6.3 在游泳池开放时间内，应进行水质监测并记录，检测方法见附录 E。

6.4 在游泳池入口醒目位置公布当天游泳池水检测的余氯、pH 值、水温。

6.5 游泳池的水温应不低于 26 ℃。 游泳池的水质应符合 CJ/T 244 的要求。

6.6 应对游泳池及周围设施、环境进行定期清洗、消毒。在游泳池开放时间内，每日开场前和散场后

均应对游泳池外沿、池边走道及卫生设施进行清扫、擦洗或冲洗一次。发现有污染，用 250 mg/L～500

mg/L 的含氯消毒液喷洒消毒后再进行擦洗。

6.7 在游泳池开放时间内，卫生间和垃圾箱（桶）应每日及时清洗消毒。

6.8 饮水、消毒、抢救等设备设施应定期做好清洁消毒。

6.9 游泳池及周边、更衣室、淋浴室、卫生间、过道等公共区域应保持干净整洁。淋浴室应经常刷洗，

地面要定期消毒。在游泳池开放时间内，更衣柜应每日用 250 mg/L～500 mg/L 的含氯消毒液消毒。

6.10 游泳池注水、排水、清污期间应停止营业。

7 安全保障

7.1 救生设施设备

7.1.1 应沿游泳池边合理配置救生观察台。游泳池水面面积在 250 m
2
以下的，应至少设置 2 个救生观

察台；水面面积在 250 m
2
及以上的，应按面积每增加 250 m

2
及以内增设 1个救生观察台的比例，配置

救生观察台。救生观察台高度应不小于 1.5 m。

7.1.2 应配备救生浮标、救生圈、救生杆、救生板、救生绳、护颈套和担架等救生器材，且放置在救

生观察台等便于取用的明显位置。

7.1.3 应配有氧气袋（瓶）、急救药品等急救用品，且放置在便于取用的明显位置。

7.1.4 宜配置 AED 除颤仪。

7.2 人员要求

7.2.1 水面面积在 250 m
2
及以下的游泳池，应至少配备游泳救生员 3人；水面面积在 250 m

2
以上的游

泳池，应按面积每增加 250 m
2
及以内增加 1 人的比例，配备游泳救生员。其中流动游泳救生员数量应

不少于 1 人。

7.2.2 应在售票处、入口处或游泳池区域醒目位置公示游泳救生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的姓名、

照片、职业资格证书编号等信息。

7.2.3 游泳救生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应一人一岗。游泳救生员在岗时不应从事妨碍救生工作

的其他事务。

7.2.4 开展游泳培训项目的下水实操课，每名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每次培训学员不应超过 12 人。

7.2.5 水质管理员应经培训后上岗。

7.2.6 游泳场所应明确卫生主管负责人，配备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

7.2.7 游泳救生员、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和水质管理员的行为规范应符合附录 B 的规定。

7.3 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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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游泳场所应符合安全、消防、卫生和环保条件。

7.3.2 应建立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明确游泳救生员、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水质管理员等关键

岗位职责，并在醒目位置悬挂。

7.3.3 应建立健全安全救护、安全管理、安全检查、卫生检查等各项管理制度，并在醒目位置悬挂。

7.3.4 应建立溺水抢救操作规程及溺水事故处理制度，并每周进行一次模拟演习。

7.3.5 应建立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制度，排查风险点、危险源，对容易发生事故的部位、设施，明

确责任人员。

7.3.6 应建立健全水上安全预案、极端天气预案、消防预案等各项应急预案。应建立熔断机制，遇到

有害人身财产安全的突发情况时应停止营业。

7.3.7 应建立健全管理档案，内容包括各类证照、各类管理制度、人员资质证明、上岗记录、应急预

案、模拟演练记录、池水循环净化记录及操作规程、各类卫生自检记录、照明及地面静摩擦系数检测报

告等。

7.3.8 应对游泳者进场活动行为进行管理，相关行为规范应符合附录 A 的规定。

7.3.9 应在售票处、入口处或游泳池区域等醒目位置公示“游泳人员须知”，悬挂“高危险性体育项

目经营许可证”。

7.3.10 应设置醒目的“严禁跳水”、“严禁潜水”、“严禁追跑打闹”、“防滑”、“佩戴泳帽”、

“建议 65 周岁以上人员游泳佩戴黄色泳帽”等必要的安全警示。

7.3.11 游泳池内人均游泳面积应不小于 2.5 m
2
。应对进场参加游泳活动的游泳者人数进行统计，并根

据实际情况适时采取限制措施。

7.3.12 游泳场所禁止出售含有酒精的饮料。

7.3.13 游泳场所不得出租游泳衣裤。

7.3.14 12 周岁以下儿童游泳，应有成年人一对一陪同。

7.3.15 对有害、危险品的保存、管理应符合国家及属地有关安全条例的规定。消毒剂等危险化学品应

储存于专用储存室，保持通风、防潮，严禁与还原剂和酸混存。

7.3.16 应有符合建筑规范和消防规范的人员出入口和疏散通道，疏散通道应有明显标志，人员出入口

和疏散通道应通畅，无障碍物。应配备消防设施、器材。

7.3.17 宜投保公共责任险和安全生产责任险，并鼓励游泳者投保人身意外伤害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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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游泳者进场活动行为规范

游泳者进场活动应遵循以下行为规范：

a) 游泳者应文明礼貌，举止得当，自觉遵守游泳场所的各项规章制度，在规定时间和区域内活动；

b) 游泳者应确保身体状况适宜进行游泳活动。患有肝炎、心脑血管疾病、性病、皮肤癣疹、重症

沙眼、精神病、各类传染性疾病和酗酒者不应进行游泳活动；

c) 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和易腐蚀等危险物品，匕首等管制刀具进入游泳场所；

d) 游泳者不应携带宠物（动物）进场活动；

e) 游泳活动前应先更衣，穿着泳衣、泳裤，戴泳帽，经浸脚池消毒后方可入场；

f) 严禁在游泳池内跳水、潜泳、嬉戏打闹及做出其他危险动作；

g) 严禁在游泳池内吸烟、吐痰、大小便、大声喧哗等不文明行为，严禁在淋浴室内洗衣物及乱扔

废弃物品，严禁乱扔果皮、纸屑等杂物，保持游泳场所清洁卫生；

h) 发生台风、雷暴雨等极端天气和突发事件，应终止游泳活动，听从管理人员指挥进入安全区域；

i) 游泳者应爱护游泳场所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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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重点岗位工作人员行为规范

B.1 游泳救生员行为规范

B.1.1 游泳救生员应按区域划分做好巡场工作，执行轮岗制度，一人一岗。

B.1.2 每场营业前游泳救生员应至少提前15分钟到岗，并检查救生器材是否完好可用。

B.1.3 游泳救生员上岗前不得饮酒。

B.1.4 游泳救生员上岗应按规定着装，并佩戴醒目的身份标识。

B.1.5 游泳救生员上岗时应保持关注游泳池内动态，发现游泳者有异常情况应立即鸣哨警告，并通知

各岗位游泳救生员做好救生准备。

B.1.6 游泳救生员应及时提醒并制止游泳者的不安全行为。

B.1.7 游泳救生员上岗时应认真履职，不应有玩手机、闲聊等与工作无关的行为。

B.1.8 游泳救生员上岗后不应辅导他人游泳。

B.1.9 有突发事件发生时，应立即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并向上级主管汇报。

B.1.10 游泳救生员下岗前应对游泳池进行一周的巡视。

B.1.11 游泳救生员应按要求在每日工作结束后做好救生工作日志的填写。

B.2 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行为规范

B.2.1 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上岗应按规定着装，并佩戴醒目的身份标识。

B.2.2 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应提前15分钟到岗，并对场地和器材进行安全检查。

B.2.3 应协助游泳救生员对参加培训的游泳者的不安全行为予以制止。

B.2.4 参加培训的游泳者出现意外伤害情况，应立即进行急救处理。

B.2.5 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应注重仪表和仪态，穿着得体端庄、整洁卫生，上课保持良好的站姿

和教态，严谨组织教学，保持良好的课堂纪律，保证教学秩序，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

B.2.6 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工作期间不得接打电话、吸烟、闲聊等与教学无关的事情。

B.3 水质管理员行为规范

B.3.1 水质管理员应具有水质处理的相关技能，熟悉水质净化工作，熟练掌握机房、药房、电房内相

关机械设备的性能及操作规程，并负责机械设备的保养与检查，做出判断及时处理，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确保机械设备运行正常。

B.3.2 水质管理员应每日定时检测及处理水质，对水质进行监测并记录，确保各项指标合格，水质化

验检测方法符合相关部门的要求，严格执行药物净化操作规程，按规定做好记录并进行档案管理。

B.3.3 水质管理员应做好场所的日常巡检工作和水质卫生清洁工作，确保池水清澈、透明、无杂物、

无沉淀物、无青苔、水质符合游泳场所开放条件，确保各设备正常运作，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协助解决。

B.3.4 游泳池给水或排水时，水质管理员应记录起始时间。

B.3.5 水处理期间，水质管理员应对药品用量进行记录。

B.3.6 水质管理员应做好日常水质处理工作的相关档案管理，做好加药记录、药品库存统计管理工作，

负责制定购买药品计划，根据消耗量和库存情况提前将采购计划上报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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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辅助设施配置要求

C.1 更衣室

C.1.1 更衣室通道应宽敞、保持空气流通。

C.1.2 更衣室墙壁及天花板采用防水、防霉、无毒材料。地面应使用防滑、防渗水、易于清洗消毒的

材料，地面应有一定坡度且有排水系统。

C.1.3 应按规模设置更衣柜，一人一用。最多接待游泳者数计算方法见式（C.1）

A=S/2.5 ...................................C.1

式中：

A —— 最多接待游泳者数；

S —— 游泳池池水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C.1.4 更衣柜宜采用光滑、防霉、防透水材料制造。

C.2 淋浴室

C.2.1 应分设男、女淋浴室，按最多接待游泳者数每20人～30人应设一个淋浴喷头。

C.2.2 应设淋浴隔断。

C.2.3 墙壁及天花板应使用耐腐、耐热、防潮、防水材料；天花板应有防止水蒸气结露措施；地面应

耐腐、防渗、防滑，便于清洁消毒，地面应有一定坡度且有排水系统。

C.3 公共卫生间

C.3.1 在游泳场所应配备相应的水冲式公共卫生间。

C.3.2 公共卫生间地坪应低于淋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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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游泳池布线基本安全要求

D.1 游泳池区域划分

游泳池区域划分是根据三个区域划分的尺寸规定的（图D.1～D.3）。

图 D.1 游泳池和戏水池的区域尺寸（侧视图）

图 D.2 地面上游泳池和戏水池的区域尺寸（侧视图）

图 D.3 具有至少高 2.5 m 固定隔板的区域尺寸示例（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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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区：指水池的内部，包括水池墙壁上或地面上的凹入部分；洗脚池内部；喷水柱或人工瀑布内部

及其底下的空间。

1区：0区边界；距离水池边缘2 m的垂直平面；预计有人的地面或表面；高出预计有人的地面或表

面2.5 m的水平面。当游泳池设有跳台、跳板、起跳台、坡道或其他预计有人的部位时，1区包括：距跳

台、跳板、起跳台、坡道或其他部分周围1.5 m的垂直平面；高出预计有人的最高表面2.5 m的水平面。

2区：1区外垂直面和与此垂直面相距1.5 m的平行平面之间；预计有人的地面或表面；高出预计有

人的最高表面2.5 m的水平面。

D.2 游泳池布线基本要求

D.2.1 在0区及1区内，非本区的配电线路不得通过，也不得在该区内装设接线盒。

D.2.2 安装在2区内或在界定0区、1区或2区的墙、顶棚或地面内且向这些区域外的设备供电的回路，

应满足下列要求：

—— 埋设的深度至少为5 cm；

—— 采用额定剩余动作电流不大于30 mA的剩余电流保护器（RCD）；

—— 采用SELV安全特地电压供电；

—— 采用电气分隔保护。

D.2.3 在0区、1区及2区内宜选用加强绝缘的铜芯电线或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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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检测方法

E.1 概述

除下述规定内容外，其他项目应为观察项目，采用目测法进行检测。

E.2 规格尺寸

游泳池、出发台等附属设施及周边环境的规格尺寸应使用计量检定合格或校准的钢卷尺或激光测距

仪测量。

E.3 照度

应使用计量检定合格或校准的照度计或光谱辐射计进行测量，准确度等级应不低于一级，仪器分辨

力≤0.1 lx。

水平照度应按中心点法进行测量，布点方式及测量方法依据JGJ 153规定进行。游泳池水面水平照

度在各点位距离水面0.2 m高处测量。

测量开始前，照明系统至少开启30 min。测量游泳池水面水平照度，光电接收器应平放于测量点的

水平面上，在场人员远离光电接收器，保证其上无任何影响。

每个点位至少测量3次取其平均值，结果应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数值。

照度均匀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U=Emin/Eave ..................................E.1

式中：

U —— 照度均匀度；

Emin—— 规定表面上的最小照度（lx）；

Eave—— 规定表面上的平均照度（lx）。

E.4 地面静摩擦系数

使用GB/T 4100规定的静摩擦系数测力系统进行测量，相关设备需经计量检定合格或校准。

测量点的选择应覆盖以下内容：

—— 在游泳池每个出水扶梯旁地面（半径1.0 m区域内）各取一点；

—— 卫生间、淋浴室、更衣室主要使用区各取一点。

地面静摩擦系数的测量按照GB/T 4100中规定方法进行。

各测量点在检测前应先进行清洁，再取清水泼洒地面以保持地面为湿润状态。每个测量点都应在4

个90°方向分别测量，并计算平均值。

测量结果应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值。

E.5 水质、水温

水质、水温的检测项目及检测方法按照CJ 244的要求进行。

取样方法按照GB/T 22517.2规定进行。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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