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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为增强青少年体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根据《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质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和《“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中提出的“青少年熟练掌握一项以上体育运动技能”的要

求，推广普及跳绳运动，2023 年 04 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体

育器材标准化专项计划”的通知，由全国体育用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TC291)提出的《跳绳》国家标准获得批准立项。项目编号为：

20242131-T-469。

2. 目的和意义

随着全民健身运动的推广和跳绳作为一项简便易行的体育活动，

越来越受到各年龄层群众的喜爱。跳绳不仅能够提高心肺功能，增强

身体协调性，还有助于减肥和塑身。为了规范跳绳的生产和质量，保

障消费者的使用安全，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制定跳绳的国家标准

显得尤为重要。

3. 标准的起草单位及起草人

本标准的起草单位：上海跃动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市毽球跳

绳协会、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迪脉（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铼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优克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星氛

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山西新和实业有限公司（发票）、山西新和

健身器材有限公司（标准）、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安徽夺冠体育科技有限公司、义乌市昂拓文体用品有限公司、上海狂

神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方连实业有限公司、杭州哈奴曼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深圳市恒康佳业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蝙蝠云科技有

限公司（迹动未来）、广州华夏汇海科技有限公司、河北金誉佳文体

科技有限公司、青岛泰科微视技术有限公司、格灵深瞳（北京）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宁波易力加运动科技有限公司、广州越明科技有限公

司、江苏领康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菲普莱体育发展有限公

司、宁波浙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得力集团。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

4. 主要工作过程

2023 年 4 月，全国体育用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根据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下达的“体育器材标准化专项计划”的通知，由全国体育

用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的计划号为 20242131-T-469 的《跳绳国

家标准》标准批准立项后，向社会公开征集《跳绳国家标准》的参编

单位，最终符合报名资格要求的 24家单位获得通过。

2024 年 7 月 5 日由全国体育用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的《跳

绳国家标准》（计划号: 20242131-T-469。）国家标准制订启动会在

上海召开，来自行业协会、检验机构、生产企业等 26家单位的 32 位

代表参加了启动会。

启动会上由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科技

标准部主任张小晶主持会议，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罗杰秘书长和上

海市毽球跳绳协会会长潘勤发表了讲话，阐明本标准制定的目标与意



义。

会上起草组以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发布的T/CSGF 025-2023跳

绳团体标准为参考，审视了标准文本结构与内容的适用性，并在此基

础上从重新确定了标准的文本结构，对框架主要涉及条款以及主要内

容达成共识，按框架内容起草组进行工作分工，对设施分类的内容进

行了讨论。

标准框架分为 9 个章节：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分类；结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讨论设施分类：按结构分类,长绳跳绳、短绳跳绳、无绳跳绳、

智能跳绳。

表 1 起草单位任务分工

序号 起草单位任务分工 工作组

1 范围

潘利荣工作组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分类

5 结构

6 要求 张荣鑫工作组

7 试验方法 芦大龙工作组

8 检验规则

9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叶沐雨工作组



10 编制说明 谢长磊工作组

2024 年 9月各部分负责的标准编写工作完成，同年 10月完成了

标准草案稿 1 和测试记录（具体测试记录见附件 1）。

2024 年 11 月 10 日，标准第二次起草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对

标准草案稿 1 进行了讨论与修改，并就下一阶段的工作再次进行了分

工，明确了各组工作的时间节点。

2024 年 11 月 18 日完成了标准草案稿 2。

2024 年 11月 20 日至 25 日全国体育用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

处再次组织起草组相关人员对标准草案稿 2 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与修

改。经整理修改完善于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5 年 xx 月 xx 日完成征求意见收集，总共收集 xx条意见和建

议，并于xx月xx日组织所有起草单位就收集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讨论，

经会议讨论研究采纳 xx条，不采纳 xx条。对文本进行了修改，形成

标准送审稿。

二、编制原则与主要技术内容

（一）标准制订原则

a）科学性：

由体育用品标准委员会专家、检验检测、认证机构、跳绳生产企

业组成的起草组，分析探讨现有跳绳市场现状，实地走访调研各地高

标准跳绳生产企业，面对面与跳绳使用者沟通了解，在实践中获得科

学、精准的数据用于本标准的制订。



其次，起草组将跳绳使用需求、身体机能特点、运动能力、运动

方法、运动风险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和实验结论作为标准制定重要依据。

最后，起草组还参考了大量前沿的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资料，包括

国际国家标准、学术专著、论文期刊、研究报告等，并结合标准的主

题，严格的选取具有高度相关性的资料和论据，确保标准的权威性和

准确性。

b）实用性原则：

跳绳器材越来越受到群众的欢迎和青睐，市场潜力巨大，同时也

面临着配置功能不全面、形态结构不安全、材质不舒适、器材不友好

等问题，本标准的制定不仅为跳绳的设计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和规范，

同时在功能配置、结构安全、使用者友好等方面做出具体要求，解决

了实际问题、提升产品品质 、规范行业发展。

c）安全性原则：

跳绳因为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如绳体断裂、手柄脱

落等，对使用者带来的风险更为突出，因此安全性是此标准编制的核

心出发点。因此本标准中详细规定了风险评估、安全性等方面的要求，

确保设施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对使用者造成伤害。同时，标准还强调了

设施应具有耐寒、耐热、耐磨等主要功能，这些可以在使用者运动过

程中出现异常情况时及时作出反应，有效避免潜在的安全风险。

d）可操作性原则：

标准对于各项要求都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和规定，使得设计者和生

产者能够清晰地理解和执行。同时，标准还提供了详细的试验方法，



用于验证设施是否符合标准要求，这有助于确保设施的质量和性能达

到预期水平。此外，标准还规定了设施的标志和使用说明要求，使得

使用者在使用设施时能够轻松理解和操作。

e) 全面性原则：

此标准在内容方面相当全面。它不仅涵盖了跳绳的基本分类和要

求，还考虑到了设施在使用过程中的各种可能情况，并提出了相应的

解决方案。从风险评估到安全性、易用性、可靠性、舒适性等方面的

要求，再到智能化方面的规定，标准都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考虑。此

外，标准还关注到了设施与系统集成、数据接口等方面的要求，体现

了对跳绳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考虑。

f)规范性：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 的规则编写。

（二）本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给出了跳绳的分类，规定了基本要求、要求、附加要求、

标志、使用说明，描述了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教学、训练、健身、考试、竞赛等体育活动使用的

跳绳生产和质量检验。

本文件不适用于跳绳室内运动健康场所的建筑设施。

前 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跳绳

3.2 无绳跳绳

无绳球

3.3 智能跳绳

4 分类

4.1 按结构可分为

4.2 按计数方式分为

5 结构

5.1 长绳跳绳外观结构

5.2 短绳跳绳外观结构

5.3 机械计数跳绳外观结构

5.4 电子计数跳绳外观结构

6 要求

6.1 基本要求

6.2 外观要求

6.3 安全要求

6.4 耐久性要求

6.5 机械性能要求

6.6 高低温要求

6.7 计数、计时准确性要求

6.8 持续工作时间

6.9 耐腐蚀



6.10 按键寿命

7 试验方法

7.1 基本要求试验

7.2 外观试验

7.3 跳绳有害物质限量检验

7.4 耐久性试验

7.5 机械性能试验

7.6 高低温试验

7.7 计数、计时准确性试验

7.8 持续工作时间试验

7.9 按键寿命试验

7.10 标识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8.2 出厂检验

8.3 型式检验

9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9.1 标志

9.2 包装

9.3 运输

9.4 贮存



（三）本标准制定参考的主要依据

文本格式依据 GB/T 1.1—2020 给定的规则。

主要内容依据：

[1] GB/T 5296.7—2008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 7 部分：体育器材

[2] GB 6675.1—2014 玩具安全 第 1部分：基本规范

[3] GB/T 26572—2011 电子电器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

[5] GB/T 8897 《原电池第 2 部分:外形尺寸和电性能要求》

[6] GB/T 22084.1-2008《含碱性或其他非酸性电解质的蓄电池和蓄

电池组——便携式密封单体蓄电池 第 1 部分:镉镍电池》

[7] GB/T 22084.2-2024 含碱性或其他非酸性电解质的蓄电池和蓄

电池组 便携式密封蓄电池和蓄电池组 第 2 部分：金属氢化物镍电池

[8] GB 31241-2014《便携式电子产品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 安全

要求》

(四)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和试验验证分析

标准第 6 条款-要求

疲劳性要求

完成 10万转试验。跳绳不应发生绳体断裂，应能正常使用。

绳体直径小于等于 3mm 的跳绳不考核此项。

对跳绳按键以 4 N的力连续使用 50000 次，试验后松紧适度，灵敏度

良好，应能正常使用。

机械性能要求

跳绳施加 50±2N 的力，手柄与轴承固定件不应有变形,裂纹,脱落现



象。

跳绳施加 100±2N 的力，手柄与轴承固定件不应有变形，裂纹,脱落

现象。无绳跳绳不考核此项。

手柄进行跌落试验，应无明显破裂，破损，应能正常使用。

高低温要求

跳绳不应出现变形、绳体断开等缺陷，应能正常使用。

计数、计时准确性要求

有计数功能的跳绳进行试验，连续 1000 次计数误差应小于等于±1

次。

有计时功能的跳绳进行试验，计时误差 1 min 应小于等于±0.1 s。

续航工作时间

智能跳绳进行试验，持续工作时间不应小于 2 h。

耐腐蚀

试验时间为 24 h。试验后，跳绳表面不应有腐蚀脱落等现象，轴承

旋转顺滑、无卡滞，各项功能应使用正常。

按 QB/T 3832 的要求进行评价，跳绳耐腐蚀等级不应低于 5 级。

（五）本标准采用国际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与国

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相关国际和国外标准。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无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的分歧意见。

（八）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

法等内容）

1.组织措施：在全国体育用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组织协调下，以标

准起草组成员为主，成立标准宣贯小组。

2.技术措施：组织撰写标准宣贯材料，组织标准宣贯培训，争取标准

颁布实施后尽快在全行业推广。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本标准编制说明的附件



附件 1:手柄进行跌落试验及绳体疲劳性测试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