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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31710《休闲露营地建设与服务规范》分为以下部分:
———第1部分:导则;
———第2部分:自驾车露营地;
———第3部分:帐篷露营地;
———第4部分:青少年营地。
本部分为GB/T31710的第4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全国休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98)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户外教育安全分会、中国定向运动协会拓展与露营委员

会、团中央新时代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中心、北京同和时代旅游规划设计院、中国旅游车船协会、北京市

体科健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吴军生、张灵光、刘汉奇、付磊、刁铁民、何志坚、杨书宏、马惠敏、俞益武、刘亚、

朱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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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青少年露营是中国青少年非基础教育的核心活动之一,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积极补充,是一种

行之有效的社会教育模式,其目标是帮助青少年增长知识、掌握技能、健康身心,使青少年德、智、体、美、
劳均衡发展,磨练意志、认知自然、历练身心,成为富有责任感、正义感、能自强自立的社会主人。青少年

露营活动主要依托青少年营地开展。
为引导和规范青少年营地的建设和管理,提高营地为青少年服务的质量,特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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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露营地建设与服务规范
第4部分:青少年营地

1 范围

GB/T31710的本部分规定了青少年营地的选址、规划、活动类型、基础设施、功能分区,以及服务

与管理的基本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以青少年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休闲露营地的建设、服务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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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766 色漆和清漆 涂层老化的评级方法

GB/T1865 色漆和清漆 人工气候老化和人工辐射曝露 滤过的氙弧辐射

GB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7959 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

GB13495 消防安全标志

GB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16153 饭馆(餐厅)卫生标准

GB/T18973 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GB/T31710.1 休闲露营地建设与服务规范 第1部分:导则

GB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CJJ14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T31710.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青少年营地 teenagerscampground
以在自然界活动为主体,主要为培养青少年参与团队休闲活动的兴趣和技能,促进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具有相应服务设施的场所。

3.2
户外教育 outdooreducation
在自然环境下,依托必要的辅助设施,受训者在专职教师指导下进行学习和训练的教育活动。

4 选址

4.1 营地与最近的城市建成区距离应在100km以内。
1

GB/T31710.4—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