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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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山西省体育局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标准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山西省体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XS/TC36）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西明乐马术俱乐部有限公司、山西省体育发展中心、太原理工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申宝华、康兰福、张振龙、杨明、薛晓凌、黄希发、王峰、葛小云、张凤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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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所管理规范 第 7部分 马术场所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马术场所的基本要求、从业人员、马匹、马厩（房）、马术场地、附属设施设备、运

营、安全、卫生和环境。 

本文件适用于向社会开放的马术场地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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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 37487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马术场所 

能够满足马匹调训、马术教学、马术训练、马术竞赛和健身娱乐活动的营业场所。 

 

马厩（房） 

马匹居住场所及其配套设施。 

 

马匹福利 

马匹在其全生命周期应享有的康乐状态。 

 

马术场地 

人工建造的用于进行马匹调教和马术运动的专用场地，一般为纤维沙地或草地。 

 

马术教练员 

对马匹进行调教，传授马术理论和技能并指导安全骑乘的人员。 

 

马工 

从事马匹饲喂和护理的工作人员。 

4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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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管理规定。 

应建立安全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健全安全责任体系和安全管理制度。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应符合 GB/T 10001.1的要求。 

应投保公众责任险，与马匹接触人员应投保意外伤害保险。 

应从营养、环境、健康、行为和精神状态等方面保障马匹福利。 

5 从业人员 

马术教练员应持有国家、行业协会颁发或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并在醒目位置公示。 

驻场或外聘兽医应持有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钉蹄师、马工等应经过相应技能培训。 

马术教练员、马工等应经过急救培训。 

马术场所管理服务人员应经过培训，熟悉工作流程。 

6 马匹 

应配备与娱乐、教学、训练、竞赛等活动相适应的马匹。 

应建立完善的马匹档案，档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名称、品种、年龄、性别、血统、训练、参赛、

教学、防疫、兽医、护照等信息。 

用于教学的马匹应满 4周岁，参加竞赛的马匹应满 7周岁。 

怀孕 4 个月以上或哺乳期的母马、年幼的马匹、未经调训合格的马匹、未钉蹄以及患有影响其运

动能力疾病的马匹不应用于教学和竞赛。 

应为马匹提供满足其身体健康和生理需求的草、料和饮用水；饲料改变应逐渐进行。 

应为马匹配备适宜的马具并正确佩戴和使用。 

应对马匹进行日常护理，运动前后应对马匹进行必要清理。 

马匹每日拴系时间不应超过 15h，年幼、怀孕、哺乳、生病或受伤的马不宜拴系。 

圈养马匹应每日保持一定时间的户外活动和一定强度的运动。 

7 马厩（房） 

马厩（房）内地面应平整、防滑，易于清理。 

马厩（房）内马匹通过区域的头部空间应不低于 3.2m。 

马厩（房）温度超过 30℃时，应为马匹提供降温措施；温度低于-10℃或有其他需求时，应为马匹

提供保温措施。 

马厩（房）应通风良好，氨浓度不应超过 15ppm。 

白天应为马厩（房）提供自然或类似的人工照明，光照应满足对马匹进行检查的要求。 

室内马厩（房）应配备防蚊虫设施。 

马隔间可按单列式、对列式、多排对列式设置；单列式马隔间过道宽度应不小于 2.5m，对列式马

隔间过道宽度应不小于 3m。 

除产驹、哺乳、陪伴等情形外，每个马隔间应只居住一匹成年马。 

马隔间应能满足马匹转身、打滚，其中放置重型马的面积不低于 3.7m×4.3m，放置矮马的面积不

低于 3m×3m。 

马隔间门应为外开或采用滑动门，门宽度应不小于 1.2m，高度应不低于 2.5m。 



DB 14/T 3195—2024 

3 

马隔间配有窗户的，窗户下沿离地高度应不低于 1.4m，窗户面积不低于 0.4㎡，并做好防护。 

马隔间隔墙材料应坚固耐用，高度应不低于 2.2m。 

应在马隔间门或适当位置标识马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名称、品种、性别、毛色、年龄、马主等。 

应为马匹提供料槽和饮水装置，离地高度应与马匹身高相适应。 

应为马匹提供吸附性好的垫料，垫料厚度宜 15cm 以上，铺设面积应不低于马隔间的 2/3，且应

定期清理、更换，保持干燥。 

应设置马具房（区），马具摆放整齐、干燥整洁、维护及时。 

应设置装备柜或装备室，个人装备应摆放整齐、干燥整洁、标识明确。 

设置有理马区的，理马用具应就近或在嵌入式格板存放。 

设置有室内洗马区的，应提供冷热水，配置热辐射加热器，废水应及时排放，废物应及时清理。 

应配备兽医室或独立的医疗药品、器具存放区，配备马匹常用和应急药品；药品分类摆放，诊疗

和用药记录完整。 

应设置饲料、草料、垫料房（区），并防水、防潮、防虫。 

应设置任务公示栏，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每匹马的饲喂、调训、钉蹄、兽医等信息。 

8 马术场地 

马术场地宜为方正形状，场地面积应不小于 4000㎡，其中短边不小于 50m；室内马术场地面积应

不小于 1200㎡，短边不小于 25m。 

场地障碍竞赛场地长边应不小于 90m，短边不小于 60m；盛装舞步竞赛场地要求长边应不小于 70m，

短边不小于 30m；热身场地任何一边应不小于 30m。 

室内或带顶棚的马术场地净空高度应不低于 4m。 

马术场地应为纤维沙场地或草地。 

马术场地表面应平整、没有明显凸起或凹陷，所有边缘和角落都应平滑、无缝连接，湿度和硬度

适中，无明显积水和扬尘现象，无杂草杂物。 

马术场地四周应封闭，马匹在场内活动时，出入口应物理封闭。 

马术场地周围采用围栏时，围栏高度应在场地面层 1.2m以上，1.4m以下。 

观众席应与马术场地有效隔离，直线距离不小于 3m。 

应设有人员、马匹出入口，宽度不小于 2m。 

马术场地夜间使用时应提供充足人工照明，排除阴影和避免对马匹及骑手产生眩光。 

马术场地周围广告宣传设施应规范安装，不应影响马匹活动和安全。 

竞赛用马术场地应设有电子摄像及显示屏等设备，提供赛事转播等电子设备或为其使用提供条

件。 

竞赛用马术场地应设有颁奖台。 

9 附属设施设备 

应设置与运营需求相适应的调教圈，调教圈围墙或围栏高度不低于 1.2m，直径不低于 15m，可为

纤维沙地或草地。 

应设置与马匹数量相适应的围场，围栏高度不低于 1.4m，围场面积宜 16 ㎡以上，底部栏杆的间

隙应小于 30cm。 

使用电子围栏的，脉冲的重复频率极低（每秒仅 1次），持续时间≤0.1s，最大能量小于 5J，最

大电量小于 2.5mc。发电机组应正确接地，围栏柱应使用打桩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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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教圈、围场等应定期清理，无马匹粪便、有毒植物、杂草、垃圾等。 

配备遛马机的，应运转良好，速度适宜，并有专人监督。 

设置室外洗马区的，拴马架宽度应大于 2.5m，拴马环高度应不低于 1.5m，前后无障碍物。 

应配备日常教学、训练使用所需的场地障碍、盛装舞步器材，包括但不限于障碍架、障碍杆、杯

托、安全杯托、利物浦水障、盛装舞步围栏和号牌等，且相关器材均应具备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应配备日常教学、训练所需的马术运动装备，包括头盔、护甲、骑士服、马靴、手套、鞍具、脚

镫、镫带、平衡垫、汗屉、脚带、水勒、缰绳、笼头、衔铁、马衣、马匹护腿、调教绳、马鞭、马刺、

马匹护理装备。 

应配备场地平整，如沙地耙和压实设备等，并提供产品检验合格证明。 

应配备喷水、洒水装置或设施。 

应配备具有通风换气装置、防滑地板和饲料容器的拉马车。 

应设置与人、马活动区域相对隔离的停车场，车位标识规范、清晰。 

应设有覆盖整个马术场所的广播、通讯设备。 

可配备宽度不小于 2.5m，水深不低于 2.6m，水质干净、卫生的游泳池。 

10 运营 

应在醒目位置悬挂工商营业执照、各专业机构授权书等。 

应在接待区域醒目位置公开马术场所服务内容、服务类型及其价格、服务时间、服务人员信息、

服务承诺、投诉方式和电话等基本信息。 

应在接待处或入口处等醒目位置公示“骑手须知”和“骑手行为与安全守则”。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向导示意图，标明场区范围、马术装备租赁处、急救室及其他服务设施。 

应在适当位置悬挂马场骑手运动等级、参赛成绩及优秀马匹的相关信息。 

马术教学宜一对一授课，小组授课最多应不超过 6人。 

各类装备、设施等应按需取用、摆放，使用完毕及时清理出场地。 

应为马术竞赛配置符合规格的比赛场地和热身场地。 

应为外来参赛马匹设立单独的马厩（房）或区域。 

设立竞赛用临时马房的，应确保马房结构稳固，不应使用可能对马匹造成伤害的材料和设施。 

应定期组织顾客满意度调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纠正。 

11 安全 

马术场所危险区域应有清晰、醒目的警示标识和安全防护设施。 

应在营业区域安装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马厩（房）应配备消防设施，设立应急通道，配备应急照明灯，备用电源。 

马厩（房）应禁烟并明确标识。 

所有马匹能够接触到的物品、部位应光滑、无凸起，电源开关插座、吊扇的灯泡、电扇等电器设

备应使马匹无法触及或采取保护措施。 

室内马术场地应设置不低于 1.2m的木制安全墙。 

各类围栏建设材料应高强度、高柔韧性、耐腐蚀、安全环保。围栏内侧应无尖锐的边缘或凸起。 

对木围栏进行涂漆或其他处理的，应使用无毒制剂。 

马术场地应设有应急车辆出入口，满足应急车辆出入要求。 

应设立急救区域，配备救援担架和急救箱等急救设备，并应配备 AED（自动体外除颤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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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马术竞赛配备救护车和急救人员。 

马术场地运营前应进行安全检查，运营中应进行巡查，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学员应在教练员陪伴下打理马匹、备马，经教练员检查后方可上马。 

骑乘人员应佩戴安全头盔、护甲、马靴等保护装备方可上马。 

娱乐体验性骑乘，应由专人牵行、保护。 

马匹调教、教学、训练等不宜同时进行；同时进行的，应划分不同区域并进行有效隔离。 

应制定工作方案和突发事件应急救援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12 卫生和环境 

马术场所环境卫生应符合 GB 37487的要求。 

马术场所周边环境噪声应符合 GB 3096 的要求。 

应及时对马术装备、护具等进行卫生消毒。 

更衣室、卫生间等公共区域应保持干净整洁。 

应设置独立的马粪堆积区，堆积区应远离人员聚集区，无明显异味。马粪的堆放、清运、消毒和

处理应符合环保要求；有条件的，可配备马粪处理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