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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主要技术要求采用国际体操联合会（ＦＩＧ）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颁布或重新颁布的垫类标准：

———Ⅱ ＷＡＧ１１　２６．０１．２００７　《落地垫》；

———Ⅱ ＭＡＧ１１／１２　０１．０１．２００６　《落地垫》；

———Ⅱ ＭＡＧ１３　０１．０１．２００６　《辅助垫》及Ⅱ ＷＡＧ１３　２６．０１．２００７　《辅助垫》；

———Ⅱ ＭＡＧ１６　２６．０１．２００７　《撑手垫》及Ⅱ ＷＡＧ１６　２６．０１．２００７　《撑手垫》；

———Ⅳ ＭＡＧ１１　０１．０８．１９９６　《２０ｃｍ落地垫》（２００６版）；

———Ⅳ ＭＡＧ１２　１２．０７．１９８９　《１０ｃｍ落地垫》（２００６版）。

本标准与ＦＩＧ标准对应如下：

———本标准第３章“术语和定义”与ＦＩＧ的Ⅳ ＭＡＧ１１　０１．０８．１９９６中第３章“术语”一致；

———本标准第４章“分类”与ＦＩＧ器材规范　第Ⅱ部分 一致；

———本标准５．１中除落地垫长宽尺寸的极限偏差外（ＦＩＧ未作规定），其余图形尺寸及其极限偏差

与上述ＦＩＧ两种落地垫、两种辅助垫及两种撑手垫中的图样的图形尺寸及其极限偏差相同；

———本标准５．２“外观”中除５．２．２为增加条外，其余条符合ＦＩＧ的Ⅱ ＭＡＧ１１／１２　０１．０１．２００６

中第１章及第４章；

———本标准５．３“结构与材料”中５．３．２符合ＦＩＧ的Ⅱ ＭＡＧ１３　０１．０１．２００６中第２章，其余条符

合Ⅱ ＭＡＧ１１／１２　０１．０１．２００６中第３章；

———本标准５．４“冲击性能”及６．４“冲击性能测试”与ＦＩＧ的Ⅳ ＭＡＧ１１　０１．０８．１９９６中第５章、

第６章、第８章及第９章相同；

———本标准５．５“辅助垫材料特性”与ＦＩＧ的Ⅱ ＭＡＧ１３　０１．０１．２００６中第４章及Ⅱ ＷＡＧ１３　

２６．０１．２００７中第４章相同。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文体用品标准化中心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泰山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春合体育用品厂、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双鱼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冀鲁体育器材有限公司、中山市健将健身器械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之林、陈宝生、李春荣、罗文辉、张洪印、黎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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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操器械　体操垫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体操器械中体操垫的术语及定义、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

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体操竞赛和练习用体操垫。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２８２９—２００２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ＧＢ／Ｔ６３４４—２００８　软质泡沫聚合材料　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ＩＳＯ１７９８：２００８，ＩＤＴ）

ＧＢ／Ｔ１０８０７—２００６　软质泡沫聚合材料　硬度的测定（压陷法）（ＩＳＯ２４３９：１９９７，ＩＤＴ）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基准平面　犫犪狊犲狆犾犪狀犲

在无外力状态下，体操垫的上平面。

３．２

下落高度　犱狉狅狆犺犲犻犵犺狋

冲击块的冲击面至被测样品基准平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３．３

陷入深度　犱犲犳犾犲犮狋犻狅狀

基准平面以下冲击块冲击下沉的最大位移量。

３．４

回弹高度　犺犲犻犵犺狋狅犳狉犲犫狅狌狀犱

基准平面以上冲击块回弹的最大位移量。

３．５

最大作用力　犿犪狓犻犿狌犿犳狅狉犮犲

冲击块质量（ｋｇ）与其最大加速度（ｍ／ｓ２）的乘积（Ｎ）。

４　分类

４．１　按用途分为：

ａ）　落地垫；

ｂ）　辅助垫；

ｃ）　撑手垫（跳马专用）。

４．２　落地垫按运动项目分为：

ａ）　单杠落地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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