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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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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4308《体育信息分类与代码》的第5部分。GB/T34308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分类编码导则;
———第2部分:运动竞赛赛事代码;
———第3部分:运动生理生化与营养指标代码;
———第4部分:运动医学指标代码;
———第5部分:体育场地代码。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体育总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体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56)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体育总局、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山东省体育局、山东省体育科学

研究中心、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济南易健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强、谭晓斗、田美丽、邢亮、王丽洁、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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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体育信息化的步伐越来越快,体育信息系统的构建和体育信息的流

通共享成为支撑体育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和手段。从信息采集、存储、检索、交换和汇总,到信息

资源共享,需要对各种信息进行描述、定义、分类与编码,使之具有共同的语言,发挥信息系统的最大社

会综合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如何对体育信息进行科学、有序、统一、规范的分类和编码是实现信息化

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体育信息化的重要基础工作之一,在体育信息化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体育信息的内容极其丰富,涉及体育训练与竞赛、体育健身与娱乐、体育经济与产业、体育组织机构

和从业人员等许多方面。为了推动信息分类与编码工作的顺利进行,搞好顶层设计,从全局出发组织制

定相应的分类和编码国家标准,是该领域科学和标准工作者的共识。

GB/T34308旨在确立适用于体育行业的信息分类与代码,拟由五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分类编码导则。目的在于确立体育信息分类编码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为体育信

息分类编码体系达到逻辑严密、结构紧凑和科学进步,为体育信息分类编码体系方便使用和维

护,为体育信息分类编码体系具有很好的延伸扩展性的必要条件。
———第2部分:运动竞赛赛事代码。目的在于确立运动竞赛赛事的体育信息的分类与编码。
———第3部分:运动生理生化与营养指标代码。目的在于确立运动生理生化与营养指标的体育信

息的分类与编码。
———第4部分:运动医学指标代码。目的在于确立运动医学指标的体育信息的分类与编码。
———第5部分:体育场地代码。目的在于确立体育场地的体育信息的分类与编码。
本文件是为满足体育场地系统化归纳、规范化表达需求而起草,主要用于体育场地信息统计、信息

管理、信息处理、信息交换和信息共享,旨在规范体育场地分类信息,构建体育场地统计调查体系,为各

级政府部门推动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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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信息分类与代码

第5部分:体育场地代码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体育场地的分类依据、编码原则和编码规则,给出了反映分类结果的分类、分类代码

和分类名称。
本文件适用于在体育行业管理中对体育场地的分类和编码,并用于信息统计、信息管理、信息处理、

信息交换和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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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7027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GB/T10113 分类与编码通用术语

GB/T20001.3 标准编写规则 第3部分:分类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T7027、GB/T10113和GB/T20001.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体育场地 sportvenue
对开展体育训练、比赛、健身活动的各类场地总称。

3.2
体育场地分类 classificationofsportvenue
体育场地按照其使用属性或特征进行的区分、归类。

3.3
体育场地代码 sportvenuecode
在体育场地分类的基础上,用于标识各类体育场地,具有一定规律性、容易识别与处理的代码。

4 体育场地分类

4.1 分类依据

以我国正式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为基本依据,综合考虑场地的识别性与专属性、规范性与适用性、
相似性与差异性等特征,以及国家政策规划、项目普及度、大众关注度等因素,同时兼顾管理需要、传统

习惯、功能差异,对体育场地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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