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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建设群众体育场地设施，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的内在要求，是更高水平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

的重要内容，是加快补齐健身、运动场地设施短板的迫切需要。为

更好地发挥绿地的社会服务功能，规范绿地内体育设施配置，进一

步完善全民体育健身服务体系，推动全民体育健身场地设施扩大供

给和提档升级，处理好绿地风貌与体育设施之间的关系，打造绿色

便捷的全民健身新载体，制定了本导则。 

本导则的编制根据相关法规、规范性文件，结合厦门实际情况，

为体育设施在绿地内的建设提供了指引，可增强群众在体育运动当

中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促进市民文明素质与城市文明

程度不断提升。在绿地内设置符合厦门特点的体育设施，可结合“足

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游泳、跑步、时尚运动”

九大项体育项目，以及群众反映强烈、需求迫切的项目，以更好激

发城市活力、促进群众身心健康发展。 

本导则主要包括 1.总则；2.术语；3.基本原则；4.分类设置；

5.规划布局；6.体育设施建设；7.附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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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导则主要适用于厦门市城市建设用地内的绿地中体育设施

的设置和建设。 

1.0.2 为增强绿地的社会服务功能，规范绿地内市民健身体育设施

配置，根据《全民健身条例》、《关于推进体育公园建设的指导意见》、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17、《城市绿地规划标准》GB/T 

51346-2019、《公园设计规范》GB 51192-2016、《厦门市公园绿地

全民健身设施设置指引》、《厦门市体育公园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

知》（厦发改社会〔2022〕343 号）等规范性文件，制定本导则。 

1.0.3 绿地内体育设施设置和建设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还应符

合国家、福建省及厦门市现行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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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公园绿地 

向公众开放，以游憩为主要功能，兼具生态、景观、文教和应

急避险等功能，有一定游憩和服务设施的绿地。 

2.0.2 防护绿地 

用地独立，具有卫生、隔离、安全、生态防护功能，游人不宜

进入的绿地。主要包括卫生隔离防护绿地、道路及铁路防护绿地、

高压走廊防护绿地、公用设施防护绿地等。 

2.0.3 广场用地 

以游憩、纪念、集会和避险等功能为主的城市公共活动场地。 

2.0.4 附属绿地 

附属于各类城市建设用地（除“绿地与广场用地”）的绿化用

地。包括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和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

施用地等用地中的绿地。 

2.0.5 用地比例 

城市绿地内各类用地，包括绿化用地、建筑占地、园路及铺装

场地用地等，占城市绿地陆地面积的比例。 

2.0.6 体育设施 

绿地内向公众开放用于开展文化体育活动的公益性的场地、设

施以及体育器材、设备等的总称。 

2.0.7 体育运动项目 

有竞赛规则、器材装备要求的，且经过国家体育行政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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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认可的运动项目。 

2.0.8 多功能公共运动场  

满足两种或两种以上体育项目转换使用，向公众开放的公益性

体育活动场地设施，一般由单片运动场地、体育器材、围网设施、

照明系统、标识系统共同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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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原则 

3.0.1 因地制宜 

应综合考虑场地周边环境条件、产业布局、地块用地性质、功

能布局、内外交通状况、公建与住宅布局、可持续发展等因素，因

地制宜，合理的布置体育设施，应注重动静分区，防止进行体育健

身运动时的各种扰民现象，确保市民体育健身活动有序进行。 

3.0.2 生态协调 

坚持绿色生态底色，推进体育设施有机嵌入绿地中，推动绿地

建设低碳转型，把绿地内体育设施建设工作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结

合起来。体育设施的设置应与绿地的功能定位、景观风貌相协调，

确保人们既能尽享体育运动的无穷魅力，又能尽览自然生态之美，

促进全民健身回归自然。 

3.0.3 耐用持久 

城市绿地内的各类体育设施和健身器材均应满足节能环保、设

施坚固、材料耐久等要求，场地设施采用的材料应符合 GB 6566

等相关规定，健身器材应符合 GB 19272 等相关规定，以降低后期

管理成本，减少资源浪费。 

3.0.4 经济实用 

从经济性、实用性、参与性等角度出发，根据发展水平、人口

规模、存量资源等因素, 科学合理布置体育设施，合理确定建设规

模，与我市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划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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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普惠共享 

以公益性为导向，绿地内的体育设施应确保普惠性、开放性，

做到全龄共享。以服务市民群众为重点，按照我市群众运动习惯，

布局多元体育设施，提高智慧化水平，方便居民就近就便参与体育

锻炼。 

3.0.6 安全有序 

绿地内的体育设施，其设置、安装、验收和运行管理应符合《体

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总则》GB/T 34311-2017、《公共体育设

施室外健身设施应用场所安全要求》GB/T 34284-2017、《健身器材

和健身场所安全标志和标签》GB/T 34289-2017 等有关规定，管理

和运营部门需做好安全防护、预警、救助措施，确保市民体育健身

活动的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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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类设置 

4.1 一般规定 

4.1.1 根据《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 85-2017，城市建设用地内的

绿地分类主要为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用地、附属绿地 4 种。 

4.1.2 新建的城市绿地中建设体育设施时，绿地率需符合相关规范

要求。 

4.1.3 已建的城市绿地中建设体育设施时，根据实际情况，结合相

关规范要求，绿地率不宜低于原标准，有条件的城市绿地，可适当

提高绿地内铺装面积比例，用于配建体育设施，拓展现有绿地功能。 

4.2 公园绿地 

4.2.1 根据《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 85-2017，其公园绿地的类别

有综合公园、社区公园、专类公园（包括动物园、植物园、历史名

园、遗址公园、游乐公园、其它专类公园）、游园。 

4.2.2 适宜设置体育设施的有综合公园、社区公园、专类公园中的

游乐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健身公园、滨水公园以及位于城市建设

用地内的风景名胜区公园、城市湿地公园和森林公园、游园。不宜

设置体育设施的有专类公园中的动物园、植物园、历史名园、遗址

公园、纪念性公园、雕塑公园。 

4.2.3 设置体育设施的综合公园，其陆地面积的绿化用地占比不宜

低于 70%，面积 A≥10hm2，体育设施用地占比不低于 10%。根据

实际需求，可设置步道类、健身器材类、常规球类运动、日常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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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其他户外运动类、特色运动类、智能体验类体育设施。 

4.2.4 设置体育设施的体育健身公园（专类公园），绿化用地占比不

低于 65%，结合《厦门市体育公园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厦发改社

会〔2022〕343 号）、《关于进一步完善“十四五”体育公园市级验

收标准的通知》（厦体〔2022〕183 号）等文件，国家部委验收及

市级部门验收的体育公园建设标准，应符合以下要求： 

1.国家部委验收的体育公园建设标准 

10hm2 以上的体育公园，体育设施用地占比不低于 15%，健身

步道不少于 2km，至少具有 10 块以上运动场地，可同时开展的体

育项目不少于 5 项。 

6-10hm2 的体育公园，体育设施用地占比不低于 20%，健身步

道不少于 1km，至少具有 8 块以上运动场地，可同时开展的体育项

目不少于 4 项。 

4-6hm2 的体育公园，体育设施用地占比不低于 20%，至少具

有 4 块以上运动场地，可同时开展的体育项目不少于 3 项。 

2.市级部门验收的体育公园建设标准 

公园占地面积 10hm2 以上的，体育设施（含健身步道、健身广

场，下同）用地面积不低于 1.2hm2，可同时开展的体育项目不少于

3 项。 

公园占地面积 4hm2 以上、不足 10hm2 的，体育设施用地面积

不低于 8000m2，可同时开展的体育项目不少于 3 项。 

公园占地面积不足4hm2的，体育设施用地面积不低于4000m2。 

4.2.5 设置体育设施的儿童公园，面积 A<10hm2，绿化用地占比不

低于 65%，面积 A≥10hm2，绿化用地占比不低于 70%。根据实际

需求，体育设施用地占比不低于 5%，可设置步道类、健身器材类、

常规球类运动、日常健身类、其他户外运动类、智能体验类体育设

施。儿童公园新配建的健身器材中足球门、趣味投篮器、滑梯、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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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跷跷板等适儿化健身器材数量合计占比应不少于 50%。 

4.2.6 设置体育设施的社区公园，面积 A 在 1≤A<5hm2，绿化用地

占比不低于 65%，面积 A 在 5≤A<10hm2，绿化用地占比不低于

70%。根据其陆地面积规模及宽度分别设置相应体育设施，体育设

施用地占比不低于 5%，新设置的体育设施项目原则上应重点加强

配置老年人和儿童健身运动设施。社区公园新配建的健身器材中，

适老化健身器材以及足球门、趣味投篮器、滑梯、秋千、跷跷板等

适儿化健身器材数量合计占比应不少于 50%。详见下表： 

表 4.2-1  社区公园建议配置体育设施项目及类型表 

面积 A(hm
2
) 宽度 W(m) 建议配置体育设施项目及类型 

1≤A<2hm
2
 

5≤W<12m 健身步道类 

12≤W<30m 健身步道类、健身器材类、日常健身类 

30≤W<50m 
健身步道类、健身器材类、日常健身类、部

分小型球类 

W≥50m 
健身步道类、健身器材类、日常健身类、部

分中小型球类、特色运动类、智能体验类 

2≤A<5hm
2
 

5≤W<12m 健身步道类 

12≤W<30m 
健身步道类、健身器材类、日常健身类、部

分小型球类 

30≤W<50m 
健身步道类、健身器材类、日常健身类、部

分中小型球类、特色运动类 

W≥50m 
健身步道类、健身器材类、日常健身类、部

分大中小型球类、特色运动类、智能体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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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A(hm
2
) 宽度 W(m) 建议配置体育设施项目及类型 

5≤A<10hm
2
 

5≤W<12m 健身步道类、健身器材类 

12≤W<30m 
健身步道类、健身器材类、日常健身类、部

分小型球类、特色运动类 

30≤W<50m 
健身步道类、健身器材类、日常健身类、部

分中小型球类、特色运动类、智能体验类 

W≥50m 
健身步道类、健身器材类、日常健身类、部

分大中型球类、特色运动类、智能体验类 

10≤

A<20hm
2
 

5≤W<12m 健身步道类、健身器材类 

12≤W<30m 
健身步道类、健身器材类、日常健身类、部

分小型球类、特色运动类 

30≤W<50m 
健身步道类、健身器材类、日常健身类、部

分中小型球类、特色运动类、智能体验类 

W≥50m 
健身步道类、健身器材类、日常健身类、部

分大中型球类、特色运动类、智能体验类 

4.2.6 设置体育设施的公园用地中的游园，绿化用地占比不低于

65%。根据实际需求，面积 A<0.4hm2 的游园仅适宜设置健走步道、

健身器材类、占地面积较小的日常健身类等体育设施；0.4≤

A<1hm2 的游园适宜设置步道类、部分小型球类、健身器材类、占

地面积较小的日常健身类、智能体验类等体育设施；1≤A<2hm2

的游园可设置步道类、部分小型球类、健身器材类、日常健身类、

特色运动类、智能体验类体育设施。 

4.3 防护绿地 

4.3.1 根据《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 85-2017，城市建设用地内的

绿地分类中的防护绿地，指的是用地独立，具有卫生、隔离、安全、



10 

 

生态防护功能，游人不宜进入的绿地。主要包括卫生隔离防护绿地、

道路及铁路防护绿地、高压走廊防护绿地、公共设施防护绿地等。 

4.3.2 适宜设置体育设施的有道路防护绿地、公共设施防护绿地。

不适宜设置体育设施的有卫生隔离防护绿地、铁路防护绿地、高压

走廊防护绿地。 

4.3.3 设置体育设施的道路防护绿地及公共设施防护绿地，在安全

可达的前提下，根据其陆地面积规模及宽度，并结合场地周边情况

及需求，设置相适应的体育设施。 

4.4 广场用地 

4.4.1 根据《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 85-2017，城市建设用地内的

绿地分类中的广场用地，指的是以游憩、纪念、集会和避险等功能

为主的城市公共活动场地。 

4.4.2 适宜设置体育设施的有游憩、集会的广场用地。不适宜设置

体育设施的有纪念、避险的广场用地。 

4.4.3 设置体育设施的广场用地，根据实际需求，可在专门划定的

区域范围内设置日常健身类体育设施。 

4.5 附属绿地 

4.5.1 根据《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 85-2017，城市建设用地内的

绿地分类中的附属于各类城市建设用地（除“绿地与广场用地”）

的绿化用地，包括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商业

服务业设施用地、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等用地中的绿地。 

4.5.2 适宜设置体育设施的有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

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工业用地、公用设施用地。在安全可

达的前提下，根据场地周边情况及需求，可设置相应的体育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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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规划布局 

5.0.1 应统筹考虑城市规划布局、地块用地规模、居住人口规模、

区域生态环境、交通状况、地区功能、产业布局、场所定位、可持

续发展等情况，因地制宜，科学合理选址、规划。 

5.0.2 应通过控制体育设施与周边建筑物的距离、设置动静分区、

绿化种植等方式，避免健身体育活动扰民，为市民营造舒适宜居的

城市环境。 

5.0.3 城市绿地中的广场和园路，健身点可以结合广场设置，健身

步道可以结合园路设置，其中需播放音乐的健身广场，应符合噪音

管理的相关规范要求，并配备分贝仪。 

5.0.4 足球、篮球、排球、网球等球类场地，应相对集中设于绿地

的全民健身活动区内，其功能应与绿地各功能区的功能相协调，特

别是与绿地的核心景观区、安静休憩区等其他功能区应保持适当的

距离，并进行适当隔离，与居民区应保持一定距离。 

5.0.5 集中设置体育设施的活动区，宜倡导设置非硬化的运动场地。

各种体育设施应坚固耐用，尺度应与适用人群的人体尺度相适应;

室外健身场所宜设置休息座椅、洗手池、避雨、庇荫等设施。 

5.0.6 宜通过设置多功能公共运动场、灵活设计场地尺寸等方式充

分利用空间资源。 

5.0.7 宜采用绿色、生态的工程设计手段和施工方式，采用节地、

节能的设备、工艺、材料。体育设施的防火、防雷、配电安全应符

合相关规定，并符合安全疏散、应急救援等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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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体育设施建设 

6.1 建设标准 

6.1.1 技术经济指标 

绿地中市民健身体育活动设施的指标纳入绿地技术经济指标，

并符合相关规范的要求。在指标统计时，沥青、混凝土、广场砖、

人工塑胶、人工草坪等硬化的运动场地应统计入用地比例表中的园

路铺装面积，草地、沙地等非硬化的运动场地可统计入绿化面积。 

6.1.2 建设基本标准 

1.鼓励有条件的绿地设置健身步道，健身步道长度不少于

0.5km。 

2.鼓励 5hm2 以上设置体育设施的绿地中，至少具有 4 块以上

运动场地，可同时开展的体育项目不少于 3 项。 

6.2 建设要求 

6.2.1 倡导复合使用 

绿地内各类市民体育健身场地倡导复合使用，可以充分利用绿

地现有的广场和开放区域开展跑步、健身操等健身活动，并做好标

识及特定区域划分，设置体育运动场地的，可以通过合理安排开展

多项运动。 

6.2.2 功能布局合理 

绿地内体育项目及设施的设置，需结合用地面积，并考虑周边

用地性质、人口规模、交通状况、功能布局、场所定位等情况，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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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体育设施与场地周边的架空电力线路导线、燃气管道、通信工

程等设施的安全距离，在充分利用空间资源的前提下，科学合理规

划设计，避免同质化。 

6.2.3 完善配套设施 

绿地内根据实际条件，可设置的配套设施包括但不限于管理设

施、公共卫生设施、便民服务设施、儿童游乐设施、适老化设施、

安全保障设施、智慧化设施等，以满足市民的使用需求。 

6.2.4 增强场地体验 

结合厦门市地域环境特点，在场地条件允许的前提下，绿地内

的部分球类运动、日常健身类等体育项目可考虑增设具有遮阴、避

雨功能的半封闭式服务设施，以提升场地设施的使用效率，增强市

民体育运动的体验感。 

6.2.5 落实运维责任 

鼓励有条件的绿地配置物联网信息管理平台，通过平台对使用

体育场地设施的人员进行信息登记和人流监测、设施维护保修等进

行实时管理。建成后接入“厦门 i 健身”平台统一提供服务；落实

绿地内已建成体育设施运行维护管理责任，引导居民正确、安全、

文明使用公园各类体育设施设施；相关管理和运营单位应加强安全

管理与检测，及时报废或更换超过使用年限的设施。 

6.3 体育运动项目类别 

6.3.1 体育运动项目分为竞技体育类和群众体育类两个类别。 

6.3.2 根据《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公布 2023 年可授予运动员技术等

级称号赛事名录的通知》（体竞字〔2023〕8 号）的要求，竞技体

育类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场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

BMX 小轮车、中国式摔跤、体操、手球、篮球、篮球三人制、排

球、沙滩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围棋、象棋、国际象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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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套路、武术散打、攀岩、速度轮滑、花样轮滑、滑板等项目。 

6.3.3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及各运动协会的相关赛事报

道，群众体育类项目包括但不限于：跑步、健步走、自行车、足球、

篮球、排球、乒乓球、门球、地掷球、毽球、跳绳、拔河、飞盘、

轮滑、象棋、国际象棋、五子棋、跳棋、广播体操、啦啦操、艺术

体操、广场舞、排舞、太极等项目。 

6.3.4 本导则旨在更好地发挥绿地的社会服务功能，规范绿地内体

育设施配置，进一步完善全民体育健身服务体系，推动全民体育健

身场地设施扩大供给和提档升级，并处理好绿地风貌与体育设施之

间的关系。绿地内的体育设施以服务于市民进行群众体育健身活动

为主，充分考虑适儿化、适老化，体育健身专类公园可结合场地实

际情况，兼顾部分赛事要求。 

6.3.5 结合厦门实际情况，及群众反映强烈、需求迫切的项目，并

根据《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制度》的相关要求，对竞技体育类和

群众体育类项目进行梳理，并结合不同体育运动项目的特点，进行

归类，列出绿地内可建设的体育运动项目包括但不限于： 

——常规球类运动：足球、篮球、气排球、乒乓球、户外羽毛

球、网球； 

——健身步道类：跑步、健步走、自行车； 

——日常健身类：棋牌、体操、广场舞及健身秧歌（鼓）、毽

球、门球、跳绳、飞盘、手球、掷球、板球、藤球、轮滑、滑板、

小轮车； 

——其他户外运动类：攀岩； 

——特色运动类：武术、龙舟。 

——智能体验类：AR 太极、AR 舞蹈、智能互动单车、智能

跳绳、智能摸高、多功能数字滑雪。 

足球、篮球、气排球、乒乓球、户外羽毛球、网球、跑步、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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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走、轮滑、门球项目的建设应符合 JG/T 191 的相关要求。 

公园绿地中体育设施的设置，可参考附录 A 的指引。 

防护绿地、广场用地、附属用地中体育设施的设置，可参考附

录 B 的指引。 

智能体验类设施的设置，可参考附录 C 的指引。 

6.4 分项建设要求 

6.4.1 城市绿地内的体育设施建设主要由体育设施、配套设施、植

物设计、标识系统及照明设施等分项组成。 

6.4.2 绿地内各类体育设施场地尺寸可参考附录 D 的指引。 

6.4.3 绿地内各类体育设施的相关要求可参考附录 E 的指引。 

6.4.4 配套设施 

绿地内根据实际条件，可设置的配套设施包括但不限于： 

1.管理设施，包括管理办公用房； 

2.公共卫生设施，包括医疗救助站、AED 救护、公共厕所、淋

浴间、更衣室、洗手池、户外饮水设施、分类垃圾桶等； 

3.便民服务设施，包括驿站、亭廊等构筑物、器材租赁设施、

一体化售卖机、非机动车停车设施、机动车停车设施等； 

4.儿童游乐设施，包括秋千、攀爬网等。 

5.其他配套设施，包括安全保障设施（视频安防监控设施、紧

急报警设施等）、智慧化设施（免费无线 WiFi、智能健身设施、自

助图书借阅设施等）。 

管理用房宜设置信息咨询、个人物品寄存、管理工具存放等功

能。 

公共厕所的设置应符合《城市公共厕所规划和设计标准》CJJ 

14 的要求。 

淋浴间、更衣室宜根据需求可与管理用房或公共厕所结合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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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分类垃圾桶应符合厦门市垃圾分类相关规定要求。 

视频监控、紧急报警等安全保障设施应普及设置，覆盖出入口

集散区、主要健身场地和人群密集活动区等重要场所。 

免费无线 WiFi、智能体育设施、自助图书借阅设施等智能化

设施可根据各地经济条件和居民需求设置。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

宜具备自动体外除颤仪（AED）。 

公园绿地中配套设施的设置，可参考附录 F 的指引。 

防护绿地、广场用附属中配套设施的设置，可参考附录 G 的

指引。 

绿地中儿童游乐设施的设置，可参考附录 H 的指引。 

6.4.5 植物设计 

1.应通过控制体育设施与建筑物的距离，设置动静分区、绿化

种植等方式降低体育设施使用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2.体育设施场地应保证阳光充足；植物不应产生强烈的反光，

植物颜色不宜过分浓烈，以免对视觉造成伤害。适当增加常绿植物

比例，以延长观赏期，同时也要考虑季相的转换，使景观具有时间

纬度上的美感。 

3.在保证景观基调统一的前提下，体育设施场地边界可用列植

的乔木、灌木等来界定空间，并利用色叶树种、开花乔木、灌木及

花带、花境等特色植物与花卉应用形式，增强场地的识别性。 

4.植物的选择与配置可考虑香化植物的运用，以提升市民进行

体育健身活动的体验感。 

5.植物的选择与配置应体现对使用者的人文关怀，忌用气味浓

烈、大型落叶、落果、飘絮、有刺、有毒、易生病虫害树种。 

6.植物群落的稳定和谐、植物配植的韵律节奏与植物自身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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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姿态需与体育设施相协调，可结合场地环境特点及体育设施设

置，体现相应的场地文化。 

7.植物的选择应考虑低成本、低维护、低管养，减少整形植物

的使用。 

城市绿地内体育设施周边适用植物推荐名录，可参考附录 I 的

指引。 

城市绿地内体育设施周边忌用植物名录，可参考附录 J 的指

引。 

6.4.6 标识系统 

1.绿地内各体育设施设备应设立安全警示、使用方法等信息标

识系统，标识系统采用的文字、图形、色彩、符号等基础视觉元素

应统一、美观协调，应符合《公共信息图形符号》GB/T10001.1、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计原则与要求》GB/T 15566.7 的相关要求。 

2.标识标牌布置于醒目位置，不妨碍市民正常通行，不妨碍市

民日常体育健身活动的开展，材质应坚固耐用、防晒、防雨、防盗，

并与绿地整体环境相协调。 

3.步道标识 

健身步道应设立明显的标识系统，标示牌的内容应包含起点、

终点、距离、方位、路况等，标示牌要有固定，不应发生移动或转

动。健身步道每 500m 应在步道面层上喷印里程标识。 

4.场地类（各类球场）标识 

①场地类应设立体育运动指导牌，公告开放时间等信息。 

②绿地内各类球场，需结合场地布局，设立相对应的标示牌，

内容应包含场地的范围，方位等。 

5.全民健身场（活动广场）标识 

①应设立体育健身指导牌，公告开放时间等信息。 

②场地内各类健身区域，需划定专门的区域，并结合场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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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相对应的标示牌，内容应包含场地的范围，方位等。 

③场地内健身器材应按照产品认证要求配置二维码等信息监

管标识，对可能因使用不当造成人身伤害或造成零部件损坏的器材

设置警示标志。 

6.4.7 照明设施 

1.一般要求 

绿地内体育设施，如夜间开展活动，应具备照明条件，照明设

施需符合节能、环保的相关规范要求。 

2.健身步道 

可供夜间使用的健身步道应设置照明系统，可利用现有场地照

明，路面水平照度不小于 50LX。 

3.场地类（各类球场） 

①光照强度：常见的娱乐照度为 300LX，训练照度为 500LX，

专业比赛要达到 750LX。 

②灯光布置标准：需要安装照明灯光的球场，室外球场上空和

端线两侧不应设置灯具。室外球场灯具应设置在两侧围挡网距地面

高 6m 以上，灯光从球场两侧场面均匀照射。 

③高杆灯具建议：球场照明灯的光源现多采用 LED 防眩灯；

灯具要防眩、不刺眼的，反光要清晰，采用一体化扁平发光灯具；

根据不同比赛级别，灯光可分组控制；灯具高度在 6-8m 为宜，安

装在人的视线上部位置，如足球场周围围网，灯杆可配合围网安装；

灯具间距两侧一般各三个灯杆（6m 或 8m 较多），根据亮度要求进

行设计；球场两边布灯，安装 8 根灯杆，每个灯杆根据场地的大小

以及照度的要求配备相应数量的灯具。 

④灯光设计应符合《体育照明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

TY/T1002.1-2005 中等级 I 的业余训练和娱乐的参数要求。 

4.全民健身场（活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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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活动广场主要出入口、活动区的景观照明兼顾功能照明的照

度标准值，应符合下表规定： 

表 6.4-1  活动广场照度标准值要求 

场所 出入口 
活动区 

集会广场 娱乐休闲广场 

地面水平照明 10-30 20-30 5-30 

②照明应突出重点，主要标志物、入口亮度与背景亮度的对比

度不宜超过 20LX。 

③集会广场在举办活动时可以设置动态或彩色照明外，其他时

间、其他广场均不宜设置动态或彩色照明。 

④广场中行人通行的台阶、坡道等应设置功能照明，障碍物应

设置标识照明。 

⑤灯杆、灯位的设置不应妨碍广场内人员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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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则 

本导则由厦门市市政园林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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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公园绿地体育设施配置类型指引表 

体育设施类型 

陆地面积 A（hm²） 

综合性公园 其他专类公园 社区公园 游园 

5≤A＜

10 

10≤A＜

50 
A≥50 A＜2 

2≤A

＜5 
A≥5 

1≤A

＜2 

2≤A

＜5 

5≤A＜

10 

10≤A＜

20 

A＜

0.4 

0.4≤

A＜1 

1≤A

＜2 

健走步道 ● ● ● ◎ ● ● ◎ ● ● ● ◎ ◎ ◎ 

骑行道 ◎ ● ● ◎ ◎ ◎ ◎ ◎ ◎ ● — ◎ ◎ 

七人制足球场 ◎ ◎ ● — — ◎ — — ◎ ◎ — — — 

五人制足球场 ◎ ● ● — ◎ ◎ — ◎ ◎ ◎ — — — 

三人制足球场 ◎ ● ● — ◎ ◎ — ◎ ◎ ◎ — — — 

标准篮球场 ◎ ● ● — ◎ ◎ — ◎ ◎ ◎ — ◎ ◎ 

三人制篮球场 ◎ ● ● ◎ ◎ ◎ ◎ ◎ ◎ ◎ — ◎ ◎ 

排球场 ◎ ● ● — ◎ ◎ — ◎ ◎ ◎ — — ◎ 

乒乓球场 ◎ ● ● ◎ ◎ ◎ ◎ ◎ ● ● — ◎ ◎ 

羽毛球场 ◎ ● ● ◎ ◎ ◎ ◎ ◎ ● ● — ◎ ◎ 

网球场 ◎ ● ● — ◎ ◎ — ◎ ◎ ● — — — 

滑板场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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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设施类型 

陆地面积 A（hm²） 

综合性公园 其他专类公园 社区公园 游园 

5≤A＜

10 

10≤A＜

50 
A≥50 A＜2 

2≤A

＜5 
A≥5 

1≤A

＜2 

2≤A

＜5 

5≤A＜

10 

10≤A＜

20 

A＜

0.4 

0.4≤

A＜1 

1≤A

＜2 

轮滑场 ◎ ◎ ◎ ◎ ◎ ◎ ◎ ◎ ◎ ◎ — — — 

小轮车场 ◎ ◎ ◎ — — ◎ — — ◎ ◎ — — — 

门球场 ◎ ◎ ◎ — ◎ ◎ — ◎ ◎ ◎ — — — 

毽球场 ◎ ◎ ◎ ◎ ◎ ◎ ◎ ◎ ◎ ◎ — ◎ ◎ 

板球场 ◎ ◎ ◎ — ◎ ◎ — — ◎ ◎ — — — 

藤球场 ◎ ◎ ◎ — ◎ ◎ — — ◎ ◎ — — — 

手球场 ◎ ◎ ◎ — ◎ ◎ — — ◎ ◎ — — — 

掷球场 ◎ ◎ ◎ — ◎ ◎ — ◎ ◎ ◎ — — — 

武术 ◎ ◎ ◎ ◎ ◎ ● ◎ ◎ ◎ ◎ ◎ ◎ ◎ 

飞盘 ◎ ◎ ◎ — ◎ ◎ — ◎ ◎ ◎ — — — 

跳绳 ◎ ◎ ◎ ◎ ◎ ◎ ◎ ◎ ● ● ◎ ◎ ◎ 

棋牌 ◎ ◎ ◎ ◎ ◎ ◎ ◎ ◎ ● ● ◎ ◎ ◎ 

体操 ◎ ◎ ◎ ◎ ◎ ● ◎ ◎ ● ● — ◎ ◎ 

广场舞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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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设施类型 

陆地面积 A（hm²） 

综合性公园 其他专类公园 社区公园 游园 

5≤A＜

10 

10≤A＜

50 
A≥50 A＜2 

2≤A

＜5 
A≥5 

1≤A

＜2 

2≤A

＜5 

5≤A＜

10 

10≤A＜

20 

A＜

0.4 

0.4≤

A＜1 

1≤A

＜2 

篮球投框、攀岩墙等非

标准亲子运动场地设施 
◎ ◎ ◎ ◎ ◎ ◎ ◎ ◎ ◎ ◎ — ◎ ◎ 

智能互动体验设施 ◎ ◎ ◎ ◎ ◎ ◎ ◎ ◎ ◎ ◎ — ◎ ◎ 

健身器材 ● ● ● ● ● ● ● ● ● ● ◎ ◎ ◎ 

备注: 

1、“●”为建议配置选项;“◎”为可结合群众意向和场地条件配置选项;“—”为不建议配置选项。 

2、登山步道、沙滩排球场、沙滩手球场、龙舟等体育设施因受特定环境限制，可结合场地周边情况及需求，进行相应设置。 

3、附表中的“其他专类公园”不含动物园、植物园、历史名园、遗址公园、纪念性公园、雕塑公园等。 

4、附表中“陆地面积”的面积划分参考《城市绿地规划标准》GB/T 51346-2019、《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 85-2017 等规范文件。 

5、体育设施配置不局限于以上类型，可因地制宜增选其他体育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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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防护绿地、广场用地、附属用地体育设施配置类型指引表 

体育设施类型 

绿地面积 A（hm²） 

防护绿地 广场用地 附属用地 

1≤A＜2 
2≤A＜

5 

5≤A＜

10 

A≥

10 

1≤A＜

2 

2≤A＜

5 

5≤A＜

10 

A≥

10 

1≤A＜

2 

2≤A＜

5 

5≤A＜

10 

A≥

10 

健走步道 ◎ ◎ ● ● ◎ ◎ ◎ ◎ ◎ ◎ ● ● 

骑行道 ◎ ◎ ● ● — — — — ◎ ◎ ◎ ◎ 

七人制足球场 — — — ◎ — — — — — — — ◎ 

五人制足球场 — — — ◎ — — — — — — ◎ ◎ 

三人制足球场 — — — ◎ — — — — — — ◎ ◎ 

标准篮球场 — — — ◎ — — — — — — ◎ ◎ 

三人制篮球场 — ◎ ◎ ◎ — — — — — — ◎ ◎ 

排球场 — — — ◎ — — — — — — ◎ ◎ 

乒乓球场 — — ◎ ◎ — — — — — — ◎ ◎ 

羽毛球场 — — ◎ ◎ — — — — — — ◎ ◎ 

网球场 — — — ◎ — — — — — — ◎ ◎ 

滑板场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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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设施类型 

绿地面积 A（hm²） 

防护绿地 广场用地 附属用地 

1≤A＜2 
2≤A＜

5 

5≤A＜

10 

A≥

10 

1≤A＜

2 

2≤A＜

5 

5≤A＜

10 

A≥

10 

1≤A＜

2 

2≤A＜

5 

5≤A＜

10 

A≥

10 

轮滑场 — — — ◎ — — ◎ ◎ — — ◎ ◎ 

小轮车场 — — — ◎ — — — — — — — — 

门球场 — — — ◎ — — — — — — ◎ ◎ 

毽球场 — — — ◎ — ◎ ◎ ◎ — — — — 

板球场 — — — ◎ — — — — — — — — 

藤球场 — — — ◎ — — — — — — — — 

手球场 — — — ◎ — — — — — — — — 

掷球场 — — — ◎ — — — — — — — — 

武术 — — — ◎ — ◎ ◎ ◎ — — — ◎ 

飞盘 — — — ◎ — — — — — — — ◎ 

跳绳 — — ◎ ◎ ◎ ◎ ◎ ◎ ◎ ◎ ◎ ◎ 

棋牌 — — ◎ ◎ ◎ ◎ ◎ ◎ ◎ ◎ ◎ ◎ 

体操 — — — ◎ — — ◎ ◎ — — ◎ ◎ 

广场舞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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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设施类型 

绿地面积 A（hm²） 

防护绿地 广场用地 附属用地 

1≤A＜2 
2≤A＜

5 

5≤A＜

10 

A≥

10 

1≤A＜

2 

2≤A＜

5 

5≤A＜

10 

A≥

10 

1≤A＜

2 

2≤A＜

5 

5≤A＜

10 

A≥

10 

篮球投框、攀岩墙等

非标准亲子运动场

地设施 

— — — ◎ — — ◎ ◎ — — — ◎ 

智能互动体验设施 — — — ◎ ◎ ◎ ◎ ◎ — — ◎ ◎ 

健身器材 ◎ ● ● ● ◎ ● ● ● ◎ ● ● ● 

备注: 

1、“●”为建议配置选项;“◎”为可结合群众意向和场地条件配置选项;“—”为不建议配置选项。 

2、登山步道、沙滩排球场、沙滩手球场、龙舟等体育设施因受特定环境限制，可结合场地周边情况及需求，进行相应设置。 

3、附表适用于防护绿地、广场用地、附属用地中可设置体育设施的区域，绿地类别依据《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 85-2017。 

4、体育设施配置不局限于以上类型，可因地制宜增选其他体育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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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智能体验类设施参考表 

序号 名称 名词解释 参考图 备注 

1 AR 太极 
利用室外互动大屏以及体感摄像头感应捕捉用户动作与屏幕

进行互动 

 

外形尺寸多样，需专业

厂家二次深化 

2 

AR 舞蹈

+AR 广场

舞 

运用 AI 智能算法与肢体识别技术，采用多人模式及互动模式 

 

外形尺寸多样，需专业

厂家二次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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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名词解释 参考图 备注 

3 
智能互动

单车 

结合 AI 互动屏幕，通过 AR 虚拟运动场景及运动传感器，打

造沉浸式 AI 互动骑行游戏 

 

外形尺寸多样，需专业

厂家二次深化 

4 智能跳绳 
记录当次跳起的次数，系统使用数据统计，LED 实时数据显

示 

 

外形尺寸多样，需专业

厂家二次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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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名词解释 参考图 备注 

5 智能摸高 
显示当次跳起的高度，系统使用数据统计，LED 实时数据显

示 

 

外形尺寸多样，需专业

厂家二次深化 

6 
多功能数

字滑雪 

一款模拟滑雪运动，显示当次左右摆动的次数，系统使用数据

统计，LED 实时数据显示 

 

外形尺寸多样，需专业

厂家二次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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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名词解释 参考图 备注 

7 AR 酷跑 
通过 AR 肢体识别技术，对肢体进行识别，可通过向左、向右

或其他动作，从而完成酷跑游戏 

 

外形尺寸多样，需专业

厂家二次深化 

8 

智能触碰

敏捷运动

系统 

一款锻炼人脑快速反应，系统可以显示当次运动的时长，系统

使用数据统计，LED 实时数据显示。 

 

外形尺寸多样，需专业

厂家二次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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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名词解释 参考图 备注 

9 
智慧步道

系统 

配置了运动者识别系统、数据系统、大屏显示系统、体测系统、

人脸识别储物柜等智慧系统，能方便的统计人流量和监测运动

者的运动时长、距离、消耗卡路里等数据 

 

外形尺寸多样，需专业

厂家二次深化 

备注: 

智能体验类设施需由正规厂家制作，并需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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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体育设施场地尺寸参考表 

场地

分类 
运动项目 

场地尺寸 缓冲区尺寸 
单项设施面积标准(m²) 

长度(m) 宽度(m) 边线(m) 端线(m) 

常规

球类 

3人制篮球场 14 15 1.5～2 1.5～2 306～342 

标准篮球场 28 15 1.5～2 1.5～2 558～608 

3人制足球场 20～35 12～21 ≥1.5 ≥1.5 345～912 

5人制足球场 25～42 15～25 ≥1.5 ≥1.5 504～1260 

7人制足球场 45～90 45～60 ≥1.5 ≥1.5 2304～5859 

标准排球场 18 9 ≥3 ≥3 ≥360 

气排球场地 12 6 ≥1.5 ≥3 —— 

软式排球 15 7 ≥1.5 ≥3 —— 

沙滩排球场 18 9 ≥3 ≥3 ≥360 

乒乓球场 2.7 1.5 ≥2.5 ≥1 ≥28 

羽毛球场 13.4 5.18~6.1 1～1.5 2～2.5 125～168 

网球场(单打) 23.77 8.23 

≥3.66 ≥6.4 

≥569 

网球场(双打) 23.77 10.97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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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

分类 
运动项目 

场地尺寸 缓冲区尺寸 
单项设施面积标准(m²) 

长度(m) 宽度(m) 边线(m) 端线(m) 

健身

步道 

健走步道 ≥100 ≥1.2 0.2 0.2 —— 

登山步道 —— ≥0.6 0.2 0.2 —— 

骑行道 —— ≥1.5 —— —— —— 

轮滑

场 

标准速度轮滑场 100 42 —— —— —— 

轮滑球场 50 25 —— —— ≥300 

滑板

场 

标准场 —— ≥20 —— —— ≥1200 

练习场 —— ≥10 —— —— 500-800 

广场

与器

械类 

健身广场 —— —— —— —— ≥400 

室外健身器械场地 
场地面积依据器材的尺寸、数量、缓冲距离，不同人群具体综合计算确定，每个区域宜设不少于 5种不同功能的

健身器材，应符合《公共体育设施室外健身设施应用场所安全要求》GB/T34284-2017 的规定。 

儿童活动设施 —— ≥150 

非标准亲子运动场地设施 —— ≥100 

残疾人自强健身点 —— —— —— —— ≥60 

日常

运动

类 

7人制手球 40 20 ≥1.5 ≥1.5 ≥892.25 

5人制手球 28 15 ≥1.5 ≥1.5 ≥486.75 

沙滩手球 27 12 ≥1.5 ≥1.5 ≥38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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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

分类 
运动项目 

场地尺寸 缓冲区尺寸 
单项设施面积标准(m²) 

长度(m) 宽度(m) 边线(m) 端线(m) 

日常

运动

类 

幼儿手球 16 8 ≥1.5 ≥1.5 ≥166.25 

板球场地 半径为 30～60 的圆形或椭圆形 ≥1.5 ≥1.5 ≥3115.67 

板球网笼 15～20 3.5 ≥1.5 ≥1.5 ≥82.5 

藤球 13.4 6.1 ≥2 ≥2 ≥124.74 

门球场 20～25 15～20 —— —— —— 

棋牌 

象棋 —— —— —— —— —— 

国际象棋 ≥5 ≥5 —— —— 10 

围棋 —— —— —— —— 4 

体操 

啦啦操、排舞、

全民健身操舞 
≥16 ≥16 —— —— ≥256 

街舞 ≥14 ≥12 —— —— ≥168 

跑酷 ≥30 ≥10 —— —— ≥300 

健美操 ≥14 ≥14 —— —— ≥196 

毽球 
花式毽球 —— —— —— —— —— 

网式毽球 11.88 6.1 ≥2 ≥2 ≥112.428 

跳绳 —— ——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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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

分类 
运动项目 

场地尺寸 缓冲区尺寸 
单项设施面积标准(m²) 

长度(m) 宽度(m) 边线(m) 端线(m) 

日常

运动

类 

飞盘 
团队飞盘 与专业足球场结合 ≥3 ≥3  

掷准飞盘 ≥10 ≥10 ≥3 ≥3 ≥169 

武术 

太极拳、武术

套路 
14 8 2 2 160 

武术兵道 9 9 2 2 121 

广场舞及健身秧歌（鼓） ≥18 ≥16 —— —— ≥288 

备注: 

1、 “—”表示对该项不做具体要求。 

2、以上常规球类场地均为休闲健身场地尺寸，专业比赛场地尺寸请参照体育竞赛规则及田径场地设施标准手册。 

3、各体育运动项目的其他规定可查阅其相应的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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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体育设施相关要求参考表 

分类 运动项目 相关要求 

健身步道

类 

登山步道 

①登山步道线形应流畅，道路本体宽度宜不小于 1.5m（受山势地形限制，局部地区最小宽度不低于 1m）。 

②登山步道道路面层宜以原地土石道为主，辅以彩色透水混凝土、砾石道、间隔石道、木栈道等。 

③登山步道的标识系统应有导示标识、警示标识、劝示标识和路书等。 

④登山步道若为纵向斜坡角度宜小于 25°、横向斜坡角度宜小于 15°的原始路面，可直接利用；若纵向斜坡角度大于

等于 25°或横向斜坡角度大于等于 15°，应将路面进行修整角度或加以扶手及护栏。 

⑤登山步道若需跨越水道、沟壑的地段，宜采用石板、原木或竹子等天然材料架设桥面，桥面宽度应不小于 1m。 

健走步道 

①健走步道的类型主要分为闭环和折返。 

②步道本体的宽度，单向通行应不小于 1.2m；双向通行应不小于 1.6m，坡度不宜大于 8%。兼容跑道功能的健身步道宽

度不宜小于 2m，整体线形应流畅。 

③健走步道宜串接各类体育设施，并应避免体育设施间的互相干扰。 

④健走步道的道路面层应采用合成材料、彩色沥青、木制材料等。 

⑤健走步道标识系统应有信息标识、指向标识和警示标识等。 

⑥健走步道宜在距离 3km 之内设置休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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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运动项目 相关要求 

健身步道

类 
骑行道 

①骑行道道路本体单行线宽度应不少于 2m，双行线宽度应不少于 3.5m，整体线形应流畅。 

②骑行道的道路面层可用彩色沥青、合成材料等。 

③骑行道的标识系统应有指示标识和速度警示标识等。骑行道不可与机动车道混用。 

④骑行道宜在距离 6km 之内设置休息区。 

⑤骑行道最小转弯半径应不小于 3m，骑行道与其他道路交叉时，路口应有减速标志牌及 5m 以上开阔视野。 

常规球类

运动类 

足球、篮球、气

排球、户外羽毛

球、网球等 

体育场围网除符合《室外健身器材的安全通用要求》（GB 19272-2011）外，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①围网及内部体育器材的结构、功能和可预见的非正常使用不应有潜在的危险，并符合相应的产品安全标准。多功能场

地中的体育器材可以与围栏结合使用，多功能球场的球门可以采用折叠方式，折叠机构应安全可靠，折叠后不应有潜在

的危险。 

②围网及立柱的布置应保证有足够的刚度、稳定性，主要承载立柱的钢管直径应不小于 76mm，管壁厚度应不小于 3mm;

立柱间隔不大于 3m。 

③围网高度不小于 4m。 

④具有围网网片的,围网网片应经包塑、浸塑处理，处理后网片丝径应不小于 4m，处理前丝径应不小于 3mm。围网孔径

应与运动功能相适应，防止球脱出的功能。 

⑤围网安装应确保稳固、可靠，不应有基础部件和支撑部件的松动现象。 

笼式足球场的围网、设施应参照《笼式足球场围网设施安全通用要求》（GB/T32479-2017）中相关规定，进行设计、建

设及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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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运动项目 相关要求 

健身器材

类 
—— 

①器材配置时应根据场地面积情况，综合考虑力量训练与有氧训练、康复训练、益智锻炼等多种需求，进行合理配置。 

②器材配置时应考虑各类使用人群的健身需求，合理配置。场地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安排更多功能的健身器材，形

成“一站式”健身长廊。针对使用群体的不同，有条件的宜对器材配置进行分区域布置。 

③器材配置宜划分运动功能区域、分散性配置，具备适用性、安全性和娱乐性。器材的维护售后、安装和验收应符合相

关要求，保障日常管理维护。 

④室外健身器材、残疾人健身设施等器材类健身设施的布局应临近绿地出入口、健身广场或主要运动人群活动区域，且

与城市道路保持一定距离。 

⑤室外健身器材的设置、投放应与绿地整体风格协调统一，并适用于各年龄段运动人群，适宜布置在树荫下或加盖顶棚。

室外健身器材宜具备娱乐性、智慧性，吸引人群参与锻炼活动。 

日常健身

类 
棋牌 

①可在绿地场地内开展的包括象棋、国际象棋、围棋 3 项运动。 

②可在自然场地、健身广场上开展活动，运动场地应地面平整，具备自然采光条件。 

③场地尺寸应符合以下要求： 

——象棋无明确场地尺寸要求； 

——国际象棋如在自然场地开展，场地应长、宽均不小于 5m； 

——国际象棋如在健身广场开展，应具备约 10 ㎡的场地面积； 

——围棋应具备约 4 ㎡的场地面积。 

——如举办 30-40 人活动，下棋场地不小于 50 ㎡，等候区域不小于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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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运动项目 相关要求 

日常健身

类 

棋牌 

④开展象棋运动的场地应配备符合象棋竞赛规则的棋盘，宜配备符合象棋竞赛规则的棋子、棋桌和棋凳。棋桌宜高

70cm-72cm，宽 70cm-80cm，长 120cm-160cm。棋凳高度宜与棋桌匹配。 

⑤开展国际象棋运动的场地宜应配备户外石桌、石凳和户外大型塑料国际象棋。户外大型塑料国际象棋棋盘规格应为 3m

×3m，最高棋子王高 64cm，共 32 个棋子。户外石桌的长度应不少于棋盘长度的 2 倍，宽度应宽出棋盘 15cm-20cm，高

度应为 0.74m，所占面积应为 100cm-120cm×80cm-83cm。 

⑥开展围棋运动的场地宜应配备棋盘、棋子、计时钟、桌椅、裁判编排区和运动员休息区。棋盘应略呈长方形，横线的

等距离为 2.25cm-2.35cm，纵线的等距离 2.4cm-2.5cm，棋盘的外侧宜留有 2cm 边线，棋盘的颜色应为鹅黄色，线条宜为

黑色。棋子的直径应为 2.2cm-2.3cm，厚度不超过 1cm。计时钟应由两个钟面、两个按钮组成，具备一停一走或同时停

止的功能。棋桌高度应为 60cm-70cm，宽度宜为 60cm，椅子高度宜与棋桌匹配。 

⑦棋桌（含椅子）之间的前后间隔为 80cm-100cm。 

体操 

①可在绿地场地内开展的包括啦啦操、排舞、全民健身操舞、街舞、跑酷、健美操等项目。 

②场地尺寸应符合以下要求： 

——啦啦操、排舞、全民健身操舞场地应长、宽均不小于 16m； 

——街舞场地长应不小于 14m，宽不小于 12m； 

——跑酷场地长应不小于 30m，宽不小于 10m； 

——健美操场地应长、宽均不小于 14m； 

③上述项目应在健身广场上开展活动，应具备防滑措施。 

④开展该运动的场地可配备音响系统和休息区。跑酷运动除音响设备外，还可配备运动相关的软包器材和硬体器材。 



40 

 

分类 运动项目 相关要求 

日常健身

类 

体操 ⑤跑酷运动宜在体育指导员指导下开展活动。 

广场舞及健身

秧歌（鼓） 

①应在健身广场上开展活动。 

②场地宜长不小于 18m，宽不小于 16m。应具备防滑措施。 

③适合全年龄的运动人群。 

④广场舞及健身秧歌（鼓）仅在体育公园内，方可将其录入为体育场地面积。 

毽球 

①可在绿地场地内开展活动的包括花式毽球和网式毽球 2 个项目，均可在健身广场或自然场地上开展活动，均应配备休

息区。 

②花式毽球对场地尺寸无特殊要求。 

③网式毽球场地长应为 11.88m，宽为 6.1m，可配备长为 7m、宽为 0.76m、网孔为 2 ㎡的球网和网柱，场地四周应有不

少于 2m 的安全距离。 

门球 门球运动项目的建设应符合《城市社区体育设施技术要求》（JG/T 191）的相关要求。 

跳绳 

①可在健身广场、自然场地上开展活动。 

②场地应地面平整，具有一定弹性，场地四周应具备不少于 2m 的安全距离。 

③开展该项目的场地内应配备热身区和休息区。 

飞盘 

①可在绿地场地内开展活动的包括团队飞盘和掷准飞盘 2 个项目。 

②团队飞盘应在专业运动场地开展活动，包括 11 人制足球场、7 人制足球场和 5 人制足球场。场地四周应具有不少于

3m 的安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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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运动项目 相关要求 

日常健身

类 

飞盘 
③掷准飞盘应在自然场地开展活动，场地面积应不小于 10m×10m。 

④开展该项目的场地内应配备休息区。 

手球 

①可在绿地场地内开展的包括 7 人制手球、5 人制手球、沙滩手球、幼儿手球 4 个项目。 

②在专业运动场地上开展活动。7 人制手球、5 人制手球、幼儿手球场地的面层应为塑胶地面，沙滩手球场地面层为沙

子。 

③7 人制手球场地长应为 40m，宽为 20m，可与 5 人制足球场地复用。5 人制手球场地长应为 28m，宽为 15m，可与篮

球场地复用。沙滩手球场地应长为 27m，宽为 12m，可与沙滩足球场地复用。幼儿手球场地长应为 16m，宽为 8m，可

与篮球场地复用。 

④开展该运动的场地内可配备挡网 2 张、手球门和休息区。7 人制手球挡网尺寸为 20m×5m，5 人制手球、沙滩手球挡

网尺寸为 15m×5m，幼儿手球挡网尺寸为 8m×5m。 

⑤适合幼儿、青少年儿童、成年开展活动。7 人制手球每队 16 人，比赛时上场 7 人；5 人制手球每队 12 人，比赛时上

场 5 人；沙滩手球每队 10 人，比赛时上场 4 人；幼儿手球每队 10 人，比赛时上场 4 人。 

掷球 

①可在绿地场地内开展活动的包括草地掷球、塑胶地掷球、小金属地掷球 3 个项目。 

②草地掷球场地面层应为草绿色涤纶材质的草地掷球多功能运动地毯，长度应为 40m-100m，宽度为 5m-6m，厚度为

7mm-8mm，克重应为 2000g/㎡，耐紫外线应为 6 级。垫层应为灰色涤纶材质的草地掷球多功能运动地毯，长度应为

40m-100m，宽度为 5m-6m，厚度为 4mm-5mm，克重应为 1100g/㎡。场地应基本平整，无破损。 

③塑胶地掷球应为建设在基本平整的混凝土地面上的橡胶场地，每条赛道应长为 28m，宽为 4m。场地四周应采用高为

23cm-27cm、厚度为 4cm 的木板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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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运动项目 相关要求 

日常健身

类 

掷球 
④小金属地掷球场地应为 8cm-10cm 的透水混凝土建造，并在面层均匀铺设直径小于 1cm 的碎石，碎石厚度应为 1cm。 

⑤开展该项目的场地可配备符合项目要求的大球、目标球和休息区。 

板球 

①可在专业运动场地、自然场地上开展活动，包括板球比赛场地和板球网笼。 

②板球比赛场地应为半径为 30m-60m 的平正圆形或椭圆形草坪或硬质地面。中间应有长为 25m，宽 3.5m 的完全平整的

黏土或水泥球道（加盖人造草坪垫）。场地周围可架设不低于 3m 的挡网。 

③板球网笼场地长应为 15m-20m，宽为 3.5m，高为 4m。地面应为平整的水泥地面（加盖人造草坪垫）或天然草坪地面。

网笼外部一侧应为长为 15m 的水泥地面或天然草坪。 

④板球比赛场地可以足球等较大面积的其他室外球类运动场地复用；板球网笼可与棒球、垒球场地复用。 

⑤参与板球运动的人员应配备球拍、球、三柱门、头盔、手套、护具等装备。 

⑥开展该项目的场地内应配备休息区。 

⑦适合全年龄的运动人群。 

⑧宜在体育指导员指导下活动。 

藤球 

①可在绿地场地内开展活动的包括藤球、软式藤球、沙滩藤球 3 个项目。 

②藤球和软式藤球可在健身广场、专业运动场地、自然场地上开展活动；沙滩藤球应在自然场地上开展活动。 

③藤球和软式藤球场地长应为 13.4m，宽为 6.1m，应为平整的硬质地面。场地四周边线外应设有不少于 3m 的安全缓冲

区。 

④沙滩藤球场地长应为 13.4m，宽为 6.1m，应为沙质地面。场地四周边线外应设有不少于 2m 的安全缓冲区。 

⑤开展藤球和软式藤球的绿地应配备网柱、球网，沙滩藤球应配备网柱、球网、边线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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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运动项目 相关要求 

日常健身

类 

藤球 

⑥宜配备休息区。 

⑦宜在温度为 15-25℃时开展活动，温度过低不宜开展活动。 

⑧藤球和软式藤球适合青少年运动人群；沙滩藤球适合全年龄的运动人群。 

轮滑 轮滑运动项目的建设应符合《城市社区体育设施技术要求》（JG/T 191）的相关要求。 

滑板 滑板运动设施建设应符合《滑板运动设施建设验收规范》（体群字〔2018〕178 号）的相关要求。 

小轮车 

①应在专业运动场地上开展活动； 

②场地面积应不小于 400 ㎡； 

③应具备高 2m 的防护隔离； 

④运动人员应配备自行车、头盔和护膝护肘； 

⑤开展该运动的绿地应配备休息区； 

⑥适合 60 岁以下的运动人群； 

⑦宜在体育指导员指导下开展活动。 

⑧自由式小轮车场地建设应符合《自由式小轮车场地检查验收规范》（体群字〔2018〕178 号）的相关要求。 

攀岩 
攀岩运动设施建设应符合《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GB 19079.4-2014）、《攀岩运动设施建设与管理使用要求》、

《攀岩运动设施建设验收规范》（体群字〔2018〕178 号）的相关要求。 

特色运动

类 
武术 

①可在绿地场地内开展的包括太极拳、武术套路、武术兵道 3 个项目。太极拳、武术套路可在健身广场、自然场地上开

展活动，武术兵道可在自然场地、专业运动场地上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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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运动项目 相关要求 

特色运动

类 

武术 

②太极拳、武术套路场地长应为 14m，宽为 8m，场地四周应设有 2m 的安全缓冲区。 

③武术兵道场地长、宽均应为 9m，场地四周应设有 2m 的安全缓冲区。 

④适合全年龄的运动人群。 

龙舟 

①应在自然水域上开展活动。应具备较为开阔的水域面积，具备一定水深。 

②开展该运动的绿地应具备登舟码头、龙舟存放处、龙舟、船桨和救生衣，并配备休息区、准备活动区、更衣室和公共

厕所等。 

③适合全年龄的运动人群，大龙舟载客应不超过 22 人，小龙舟不超过 12 人。 

④宜在体育指导员指导下开展活动。 

备注: 

各运动项目的相关要求不局限于以上内容，未尽事宜，需查阅各运动项目相应的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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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公园绿地配套设施配置类型指引表 

配套设施类型 

陆地面积 A（hm²） 

综合性公园 其他专类公园 社区公园 游园 

5≤A＜

10 
10≤A＜50 A≥50 A＜2 2≤A＜5 A≥5 1≤A＜2 2≤A＜5 

5≤A

＜10 

10≤A＜

20 

A＜

0.4 

0.4≤A

＜1 

1≤A

＜2 

管理设施 管理办公用房 ◎ ◎ ● — — ◎ — — ◎ ● — — — 

公共卫生 

设施 

医疗救助站 ◎ ◎ ● ◎ ◎ ● ◎ ◎ ◎ ◎ ◎ ◎ ◎ 

公厕 ● ● ● — ◎ ● — ◎ ◎ ● — ◎ ◎ 

AED救护 ◎ ● ● ◎ ● ● ◎ ◎ ● ● ◎ ◎ ◎ 

淋浴间 ◎ ◎ ● — ◎ ◎ — — ◎ ◎ — — — 

户外饮水设施 ◎ ● ● ◎ ◎ ● ◎ ◎ ◎ ◎ — — ◎ 

更衣室 ◎ ◎ ● — ◎ ◎ — — ◎ ◎ — — — 

洗手池 ◎ ● ● ◎ ◎ ● — ◎ ● ● — ◎ ◎ 

分类垃圾桶 ● ● ● ◎ ◎ ● ◎ ◎ ● ● ◎ ◎ ◎ 

便民服务 

设施 

驿站 ◎ ● ● — ◎ ● — — ◎ ◎ — — — 

亭廊等构筑物 ◎ ● ● — ◎ ● — ◎ ● ● — ◎ ◎ 

小型零售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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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设施类型 

陆地面积 A（hm²） 

综合性公园 其他专类公园 社区公园 游园 

5≤A＜

10 
10≤A＜50 A≥50 A＜2 2≤A＜5 A≥5 1≤A＜2 2≤A＜5 

5≤A

＜10 

10≤A＜

20 

A＜

0.4 

0.4≤A

＜1 

1≤A

＜2 

便民服务 

设施 

一体化售卖机 ◎ ◎ ● ◎ ◎ ● ◎ ◎ ● ● — ◎ ◎ 

器材租赁 ◎ ◎ ● — ◎ ◎ — — ◎ ◎ — — — 

机动车停车设施 ◎ ● ● ◎ ◎ ● ◎ ◎ ● ● — — — 

非机动车 

停车设施 
◎ ● ● ◎ ◎ ● ◎ ◎ ● ● — ◎ ◎ 

儿童游乐 

设施 
秋千、攀爬网等 ◎ ◎ ◎ ◎ ◎ ◎ ◎ ◎ ◎ ◎ ◎ ◎ ◎ 

其他配套 

设施 

安防监控 ● ● ● ◎ ● ● ◎ ● ● ● ◎ ◎ ◎ 

紧急报警设施 ◎ ● ● ◎ ◎ ● ◎ ◎ ● ● ◎ ◎ ◎ 

音响设施 ◎ ● ● ◎ ◎ ● ◎ ◎ ◎ ◎ ◎ ◎ ◎ 

充电设施 ◎ ● ● ◎ ◎ ● ◎ ◎ ◎ ◎ ◎ ◎ ◎ 

无线 WiFi ◎ ● ● ◎ ◎ ● ◎ ◎ ● ● ◎ ◎ ◎ 

智能系统 ◎ ● ● ◎ ◎ ● ◎ ◎ ● ● ◎ ◎ ◎ 

照明设施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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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设施类型 

陆地面积 A（hm²） 

综合性公园 其他专类公园 社区公园 游园 

5≤A＜

10 
10≤A＜50 A≥50 A＜2 2≤A＜5 A≥5 1≤A＜2 2≤A＜5 

5≤A

＜10 

10≤A＜

20 

A＜

0.4 

0.4≤A

＜1 

1≤A

＜2 

其他配套 

设施 

说明牌 ● ● ● ◎ ● ● ◎ ● ● ● ◎ ● ● 

警示牌 ● ● ● ● ● ● ● ● ● ● ● ● ● 

备注: 

1、“●”为建议配置选项;“◎”为可结合群众意向和场地条件配置选项;“—”为不建议配置选项。 

2、附表中的“其他专类公园”不含动物园、植物园、历史名园、遗址公园、纪念性公园、雕塑公园等。 

3、附表中“陆地面积”的面积划分参考《城市绿地规划标准》GB/T 51346-2019、《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 85-2017 等规范文件。 

4、配套设施配置不局限于以上类型，可因地制宜增选其他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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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防护绿地、广场用地、附属用地配套设施配置类型指引表 

配套设施类型 

绿地面积 A（hm²） 

防护绿地 广场用地 附属用地 

1≤A＜

2 

2≤A＜

5 

5≤A＜

10 

A≥

10 

1≤A＜

2 

2≤A＜

5 

5≤A＜

10 

A≥

10 

1≤A＜

2 

2≤A＜

5 

5≤A＜

10 

A≥

10 

管理设施 管理办公用房 — — ◎ ● — — ◎ ● — — ◎ ● 

公共卫生

设施 

医疗救助站 ◎ ◎ ◎ ● ◎ ◎ ◎ ● ◎ ◎ ◎ ● 

公厕 ◎ ◎ ◎ ● ◎ ◎ ◎ ● ◎ ◎ ◎ ● 

AED救护 ◎ ◎ ● ● ◎ ◎ ● ● ◎ ◎ ● ● 

淋浴间 — — — ◎ — — — ◎ — — ◎ ◎ 

户外饮水设施 — — ◎ ◎ — ◎ ◎ ● — ◎ ◎ ● 

更衣室 — — — ◎ — — — ◎ — — ◎ ◎ 

洗手池 — — ◎ ◎ — — ◎ ● — ◎ ◎ ● 

分类垃圾桶 ◎ ◎ ● ● ◎ ◎ ● ● ◎ ◎ ● ● 

便民服务

设施 

驿站 — — ◎ ◎ — — ◎ ◎ — — ◎ ◎ 

亭廊等构筑物 — — ◎ ◎ — — ◎ ◎ — — ◎ ◎ 

小型零售 — — ◎ ◎ — — ◎ ◎ — — ◎ ◎ 



49 

 

配套设施类型 

绿地面积 A（hm²） 

防护绿地 广场用地 附属用地 

1≤A＜

2 

2≤A＜

5 

5≤A＜

10 

A≥

10 

1≤A＜

2 

2≤A＜

5 

5≤A＜

10 

A≥

10 

1≤A＜

2 

2≤A＜

5 

5≤A＜

10 

A ≥

10 

便民服务

设施 

一体化售卖机 — — ◎ ◎ — ◎ ◎ ● — ◎ ◎ ● 

器材租赁 — — — ◎ — — ◎ ◎ — — ◎ ◎ 

机动车停车设

施 
— — ◎ ◎ — — ◎ ◎ — — ◎ ◎ 

非机动车 

停车设施 
— ◎ ◎ ◎ — ◎ ◎ ◎ — ◎ ◎ ◎ 

儿童游乐

设施 
秋千、攀爬网等 — — — ◎ — — ◎ ◎ — ◎ ◎ ◎ 

其他配套

设施 

安防监控 ◎ ◎ ● ● ◎ ◎ ● ● ◎ ◎ ● ● 

紧急报警设施 ◎ ◎ ● ● ◎ ◎ ● ● ◎ ◎ ● ● 

音响设施 ◎ ◎ ◎ ◎ ◎ ◎ ● ● ◎ ◎ ● ● 

充电设施 ◎ ◎ ◎ ◎ ◎ ◎ ● ● ◎ ◎ ● ● 

无线 WiFi ◎ ◎ ◎ ◎ ◎ ◎ ● ● ◎ ◎ ● ● 

智能系统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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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设施类型 

绿地面积 A（hm²） 

防护绿地 广场用地 附属用地 

1≤A＜

2 

2≤A＜

5 

5≤A＜

10 

A≥

10 

1≤A＜

2 

2≤A＜

5 

5≤A＜

10 

A≥

10 

1≤A＜

2 

2≤A＜

5 

5≤A＜

10 

A ≥

10 

其他配套

设施 

照明设施 ◎ ◎ ● ● ◎ ● ● ● ◎ ● ● ● 

说明牌 ◎ ◎ ● ● ◎ ◎ ● ● ◎ ◎ ● ● 

警示牌 ● ● ● ● ◎ ◎ ● ● ◎ ● ● ● 

备注: 

1、“●”为建议配置选项;“◎”为可结合群众意向和场地条件配置选项;“—”为不建议配置选项。 

2、附表适用于防护绿地、广场用地、附属用地中可设置配套设施的区域，绿地类别依据《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 85-2017。 

3、配套设施配置不局限于以上类型，可因地制宜增选其他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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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儿童活动设施设置参考表 
设施类型 设施名称 设置要求 设置指引 

儿童活动

设施 

秋千 
秋千应设置在远离其他设施区域内，地面的保护区为秋千的支点到保护面高度距离的 4 倍；主要为学龄前儿

童使用的可采用木箱代替木板。 
◎ 

滑梯 
滑梯滑面的倾角应符合国家标准和相关规定要求,平台周边应设置 800mm 高的护栏，滑梯前面落地区应至少

有不小于 1.6m 的空地，滑梯两侧应留有 550mm的空地，滑道上方 1.6m应无障碍物。 
● 

平衡木 平衡木高度不宜超过 41cm,主要为学龄儿童使用。 ● 

攀爬类 
攀爬类设施锻炼儿童的勇敢及抓举力，该类器材不能有锋利的边角。常见的攀爬类设施包括吊环、水平爬梯、

单杆组合等，可利用场地原有地形成坡地为儿童提供攀爬场所。 
● 

亲子运动场 

针对儿童技能体适能(敏捷性/平衡性/协调性/爆发力/反应时间/速度)等相关项目打造综合性、非标型的小

型运动场，场地面积≥100m²,长不小于 10m 宽不小于 6m,主要项目：10m 折返跑道、跳远、球类训练墙、体

能训练图案等，采用 15mm以上厚度环保弹性地。 

◎ 

浅水池 水池深度以 15～30cm为宜，形状宜采用自然流线。 ◎ 

沙坑 沙坑应设置在阳光直射的区域内，其深度宜 400～450mm,并考虑防止沙子外溢与排水措施。 ◎ 

草坪 草坪应设置一定的坡度(大于 5%),是进行各种活动的良好场所。 ◎ 

备注: 

“●”为建议配置选项;“◎”为可结合群众意向和场地条件配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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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厦门市城市绿地内体育设施周边适用植物推荐名录 

序

号 
名称 科 属 学名 

类型 

生活型 生态习性 备注 
浓荫 

观花

观叶 
香花 

触感

柔软 

乔木 

1 小叶榕 桑科 榕属 

Ficus 

microcarpa L.

f. 

√ 
   

常绿乔木 
不择土壤、耐瘠、耐旱、

抗风、耐盐碱 

适用于日常健身

类区域 

2 高山榕 桑科 榕属 
Ficus 

altissima Bl. 
√ 

   
常绿乔木 

抗风、耐旱、耐瘠、耐盐

碱 

适用于日常健身

类区域 

3 红花玉蕊 
玉蕊

科 

玉蕊

属 

Barringtonia 

acutangula Ko

rth. 
 

√ 
  

常绿乔木 喜光、耐盐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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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科 属 学名 

类型 

生活型 生态习性 备注 
浓荫 

观花

观叶 
香花 

触感

柔软 

4 秋枫 
叶下

珠科 

秋枫

属 

Bischofia 

javanica Bl. 
√ 

   
常绿乔木 

较耐水湿、抗污染、抗海

潮风  

5 火焰木 
紫葳

科 

火焰

树属 

Ceiba 

speciosa (A.S

t.-Hil.) 

Ravenna 

√ √ 
  

常绿乔木 
适应性强、喜光、耐旱、

耐湿、耐瘠  

6 蓝花楹 
紫葳

科 

蓝花

楹属 

Jacaranda 

mimosifolia D

. Don 
 

√ 
  

落叶乔木 抗风、耐旱、喜高温干旱 
 

7 

紫花风铃

木（洋红

风铃木、

粉红风铃

木） 

紫葳

科 

风铃

木属 

Handroanthus 

impetiginosus 

(Mart. ex DC.) 

Mattos 

 
√ 

  
落叶乔木 喜光、喜高温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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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科 属 学名 

类型 

生活型 生态习性 备注 
浓荫 

观花

观叶 
香花 

触感

柔软 

8 

玫红栎铃

木（掌叶

黄钟木、

粉花风铃

木、蔷薇

风铃木、

紫绣球） 

紫葳

科 

栎铃

木属/

粉铃

木属 

Tabebuia rosea 

(Bertol.) DC.  
√ 

  
落叶乔木 喜光、喜高温湿润 

 

9 洋紫荆 豆科 
羊蹄

甲属 

Bauhinia 

purpurea L.  
√ 

  
常绿乔木 耐旱、耐瘠、不抗风 

 

10 
宫粉羊蹄

甲 
豆科 

羊蹄

甲属 

Bauhinia 

variegata Lin

n. 
 

√ 
  

落叶乔木 
适应性强，喜温暖湿润环

境  

11 凤凰木 豆科 
凤凰

木属 

Delonix 

regia (Boj.) 

Raf. 
 

√ 
  

落叶乔木 
性喜温暖，抗风但枝条脆，

稍耐盐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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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科 属 学名 

类型 

生活型 生态习性 备注 
浓荫 

观花

观叶 
香花 

触感

柔软 

12 腊肠树 豆科 
腊肠

树属 

Cassia 

fistula Linn.  
√ 

  
落叶乔木 

适应性强，喜光、喜温暖

湿润、抗风  

13 乌桕 
大戟

科 

乌桕

属 

Triadica 

sebifera (L.) 

Small 
 

√ 
  

落叶乔木 适应性强、喜光、耐盐碱 
 

14 朴树 
大麻

科 
朴属 

Celtis 

sinensis Pers

. 

√ 
   

落叶乔木 适应性强，耐旱、耐盐碱 
 

15 台湾栾树 
无患

子科 
栾属 

Koelreuteria 

elegans subsp. 

formosana (Ha

yata) Meyer 

 
√ 

  
落叶乔木 

适应性强，喜光。耐旱，

较抗风  

16 小叶榄仁 
使君

子科 

榄仁

树属 

Terminalia 

mantaly  

Capuron 

√ 
   

落叶乔木 抗风、耐盐碱、抗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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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科 属 学名 

类型 

生活型 生态习性 备注 
浓荫 

观花

观叶 
香花 

触感

柔软 

灌木、半灌木 

17 紫薇 
千屈

菜科 

紫薇

属 

Lagerstroem

ia 

indica Lin

n. 

 √   落叶灌木 喜光、喜肥、喜温暖湿润 品种繁多 

18 鸡蛋花 
夹竹

桃科 

鸡蛋

花属 

Plumeria 

rubra 

'Acutifolia

'  

 √   落叶灌木 
喜高温高湿、阳光充足、

耐旱、不耐寒 
 

19 
红花玉芙

蓉 

玄参

科 

玉芙

蓉属 

Leucophyllu

m 

frutescens

 (Berl.) 

I.M. 

Johnston 

 √  √ 常绿灌木 
喜光，可生于贫瘠的沙壤

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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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科 属 学名 

类型 

生活型 生态习性 备注 
浓荫 

观花

观叶 
香花 

触感

柔软 

20 粉纸扇 
茜草

科 

玉叶

金花

属 

Mussaenda 

hybrida 

'Alicia' 

  √     
半常绿灌

木 

喜温暖湿润、阳光充足、

排水良好环境 
 

21 栀子 
茜草

科 

栀子

属 

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 

    √   常绿灌木 
适应性强，喜光、喜温暖

湿润、耐阴、喜酸性土壤 
 

22 扶桑 
锦葵

科 

木槿

属 

Hibiscus 

rosa-sinens

is Linn. 

  √     常绿灌木 
适应性强，喜光、喜温暖

湿润、耐修剪 
品种繁多 

23 黄金榕 桑科 榕属 

Ficus 

microcarpa 

'Golden 

Leaves' 

  √     常绿灌木 
适应性强，喜光、喜温暖

湿润、耐修剪 
 

24 米仔兰 楝科 
米仔

兰属 

Aglaia 

odorata Lo

ur. 

    √   常绿灌木 

适应性强，喜光、喜温暖

湿润、稍耐阴、喜微酸土

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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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科 属 学名 

类型 

生活型 生态习性 备注 
浓荫 

观花

观叶 
香花 

触感

柔软 

25 九里香 
芸香

科 

九里

香属 

Murraya 

paniculata

 (L.) Jack 

    √   常绿灌木 
喜阳光充足、对土壤要求

不严、耐盐碱 
 

26 茉莉 
木樨

科 

素馨

属 

Jasminum 

sambac Sol

and. ex Ait. 

    √   常绿灌木 喜温暖、湿润、半阴环境  

27 
狐尾天门

冬 

天门

冬科 

天门

冬属 

Asparagus 

densiflorus

 'Myersii' 

      √ 

多年生常

绿半蔓性

草本植物 

喜温暖、湿润的环境、喜

半阴 
 

28 蓝雪花 
白花

丹科 

白花

丹属 

Plumbago 

auriculata

 Lam. 

  √     
多年生常

绿亚灌木 
喜温暖湿润，喜阳耐半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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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科 属 学名 

类型 

生活型 生态习性 备注 
浓荫 

观花

观叶 
香花 

触感

柔软 

草本 

29 佛肚竹 
禾本

科 

簕竹

属 

Bambusa 

ventricosa

 McClure 

  √     竹类 
喜温暖 湿润、排水良好环

境 
 

30 小琴丝竹 
禾本

科 

簕竹

属 

Bambusa 

multiplex 

'Alphonso-K

arrii' R. 

A. Young 

  √     竹类 喜光、喜高温多湿  

31 早园竹 
禾本

科 

刚竹

属 

Phyllostach

ys 

propinqua 

McClure 

  √     竹类 
喜温暖 湿润、排水良好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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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科 属 学名 

类型 

生活型 生态习性 备注 
浓荫 

观花

观叶 
香花 

触感

柔软 

32 狼尾草 
禾本

科 

狼尾

草属 

Pennisetum 

alopecuroid

es (L.) 

Spreng. 

      √ 
多年生草

本 

耐旱、耐湿、耐瘠、耐半

阴、对土壤要求不严 
品种繁多 

33 鹤望兰 
鹤望

兰科 

鹤望

兰属 

Strelitzia 

nicolai 

Regel & 

Körn. 

  √     
多年生草

本 
喜温暖湿润、光照充足  

34 萱草 
阿福

花科 

萱草

属 

Hemerocalli

s 

fulva (Lin

n.) Linn. 

  √     
多年生草

本 

性强健、耐寒、适应性强，

喜阳、耐半阴，喜湿润也

耐旱 

品种繁多 

35 山菅兰 
阿福

花科 

山菅

兰属 

Dianella 

ensifolia 

(Linn.) DC. 

  √     
多年生草

本 

喜高温高湿、喜半阴、不

耐旱 
品种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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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科 属 学名 

类型 

生活型 生态习性 备注 
浓荫 

观花

观叶 
香花 

触感

柔软 

36 沿阶草 
天门

冬科 

沿阶

草属 

Ophiopogon 

bodinieri 

Lévl. 

  √     
多年生草

本 
喜阴、喜温暖湿润 品种繁多 

37 肾蕨 
肾蕨

科 

肾蕨

属 

Nephrolepis 

cordifolia

 (L.) C. 

Presl 

  √     
多年生草

本 

喜半阴、潮湿温暖环境，

耐瘠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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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厦门市城市绿地内体育设施周边忌用植物名录 

序

号 
名称 科 属 学名 

类型 

备注 
大型

落叶、

落果 

飘絮 有毒 有刺 
气味

浓烈 

乔木 

1 杧果 漆树科 杧果属 Mangifera indica Linn. √ 
     

2 美丽异木棉 锦葵科 吉贝属 Ceiba speciosa (A.St.-Hil.) Ravenna 
 

√ 
 

√ 
  

3 木棉 锦葵科 木棉属 Bombax ceiba L. 
 

√ 
 

√ 
  

4 盆架子 夹竹桃科 鸡骨常山属 Alstonia rostrata C. E. C. Fisch. 
 

√ 
  

√ 
 

5 海杧果 夹竹桃科 海杧果属 Cerbera manghas Linn. 
  

√ 
   

6 大王椰子 棕榈科 大王椰属 Roystonea regia (Kunth) O. F. Cook √      

灌木 

7 美丽针葵 棕榈科 海枣属 Phoenix roebelenii O'Brien 
   

√ 
  

8 银叶金合欢 豆科 相思树属 
Acacia podalyriifolia A. Cunn. ex G. 

Don 
    √  

9 红刺露兜 露兜树科 露兜树属 Pandanus utilis 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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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科 属 学名 

类型 

备注 
大型

落叶、

落果 

飘絮 有毒 有刺 
气味

浓烈 

10 夹竹桃 夹竹桃科 夹竹桃属 Nerium oleander Linn. 
  

√ 
   

11 马缨丹 马鞭草科 马缨丹属 Lantana camara Linn. 
   

√ 
 

品种繁多 

12 紫娇花 石蒜科 紫娇花属 Tulbaghia violacea Harv.   √  √  

13 虎刺梅 大戟科 大戟属 Euphorbia milii Des Moul.     √ √   品种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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