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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23868—2009《体育用品的分类》,与GB/T23868—2009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

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章(见第2章);
———增加了“体育用品”和“康复器材”术语(见2.1和2.2);
———修改了“训练器材”的名称,其名称修改为“健身器材”(见3.3.2,2009年版的2.3.2);
———增加了“室内健身器材”和“室外健身器材”(见3.3.2.1和3.3.2.2);
———增加了“康复器材”和“体质监测器材”(见3.3.3和3.3.4);
———增加了“运动防护用品”(见3.4);
———增加了“其他”(见3.4.2);
———增加了“健身器材示例”(见附录B)。
本标准由全国体育用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91)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红双喜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回力鞋业有

限公司、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天纺标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国体世纪体育用品质量认证中心、安踏(中国)有限公司、福建匹克集团有限公司、伟士(厦门)体育

用品有限公司、南京万德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秀平、陈伟、马燕红、冯碧波、孙军、胡浩、袁义龙、李苏、戴建辉、潘健将、

胡时辉。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2386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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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用品的分类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体育用品的分类。
本标准适用于为体育活动设计、制造的产品。
本标准不适用于体育场馆、体育场地。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体育用品 sportinggoods
进行体育教育、竞技运动和体育运动锻炼过程中使用的产品。

2.2
康复器材 rehabilitationequipment
用于运动损伤后进行康复训练的器材。

3 体育用品的分类

3.1 运动服装

为体育活动设计、制造的服装。

3.1.1 比赛运动服

符合专项体育比赛要求的服装。

3.1.2 领奖运动服

具有运动服装的风格,适合体育领奖等符合礼仪要求的服装。

3.1.3 休闲运动服

具有运动服装的特点,适合大众健身、休闲活动的服装。

3.2 运动鞋

为体育活动设计、制造的鞋。

3.2.1 专项运动鞋

符合专项体育运动要求的鞋。

3.2.2 休闲运动鞋

具有运动鞋的特点,适合大众健身、休闲活动的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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