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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器材质量和检验现状及有效对策

黄

随着全民健身意识的不断增强，健身器材产业快速发展，健身器材质量也受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本文

从标记和说明书、结构设计、机械安全、电气安全以及产品服务等方面入手，对健身器材质量状况进行阐述，指明健

身器材的检验现状，并从建立现代化产业、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健全健身器材检测体系这几方面入手，提出健身器

材产业发展对策，仅供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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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就宏观层面来看，在快速发展的健身器材产业化环

境下，健身器材产业市场占有率可达50%，健身器材及其

零部件国产化程度较高。但实际上，由于产业基础并不

牢固，健身器材在设计、制造与检测等方面存在诸多问

题，导致健身器材产品质量不过关，甚至会对社会群体

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在此种情况下，探讨健身器材质

量和检验现状，并提出健身器材产业发展对策，具有一

定现实意义。

1 常用健身器材特点

跑步机

跑步是最基本的运动，通过运动的方式能够达到全

身健身的目的，跑步机的运动可以帮助全身得到运动。

缺点在于对关节有一定的压力，尤其对膝盖和髋部有伤

的老人来说会存在一定的损伤，噪音也会比较大，在运

动中会产生疲劳感。

登山机

借助登山机的方式能够帮助运动者身体得到燃烧，

对大腿以及臀部都产生一定的塑型效果。局限性在于在

练习中要能够掌握好节奏、阻力，并要增加背部的压

力，以免造成肌肉方面损失。在练习中的过程中，上肢

并不会参与到任何锻炼之中。存在的局限性在于上肢并

不会参与其中。

健身车

优势在于能够促进身体热量的燃烧，脚踝处施加的

压力会在一定程度上比跑步机要小一些，安全性也会比

较高。相比于其他的有氧运动相比，这种机械产生的面

积相对比较小，对腿部的塑型效果会比较好，这种器械

的训练方式相对比较单一，在练习中上肢不会参与到相

应的训练中。总之，这种形式相对比较单一，也会产生

枯燥的感觉[1]。

划船器

通过划船器的方式能够使得肌肉得到训练、练习，

具有很强的趣味性。缺点在于能够掌握相应的技巧，但

是如果没有训练好则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肌肉方面

的拉伤。需要注意的是在训练中在停止之后才能够对阻

力进行调节。这种器械比较大，相对比较占空。

椭圆机

这种运动方式与其他方式之间相互结合，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对其上下肢的锻炼进行协调。在练习中对关节

的压力比较小，是适合全年龄的一种运动机械方式，噪

音也相对比较小。这种运动方式会存在一定的限制性，

尤其对于下肢运动会存在一定的限制。

2 健身器材的质量状况

标识与说明书不符合规定

目前国内健身器材在标识与说明书方面仍存在不小

问题，虽然国内外已经出台了相关标准，但健身器材对

于一些相关的使用说明、注意事项的标识与说明书上并

不符合规定，这就使器材的使用上存在安全隐患。

器械设计缺乏科学性

目前我国还有许多厂家在设计生产健身器材时不够

科学，许多器材并不符合人体运动生物学、人体工程学

以及机械涉及的相关理念和要求。如手握部分的挤压点

设计和引入点尺寸不符合要求造成手指挤压或陷入器材

而受伤；力量器械的重块设置不当对人体的各关节造成

损害等。

器械质量不达标，缺少安全机制

在器械的机械安全方面，由于许多生产企业为了追

求利润，有意降低生产成本而使用一些劣质或品级不达

标的材料，在焊接工艺上粗制滥造，导致器材的机械稳

定性、强度、液压缸温以及把套质量等不符合标准，也

影响了器械的使用寿命。此外，还有一些器械缺少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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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机制，尤其是举重类和其他力量训练类的设备没

有相应的锁定、调节以及自释放装置，这就增加了器械

使用过程中的危害程度[2]。

电气设计存在缺陷

随着科技发展，电气类的健身器械越来越多，但许

多电气器材存在较大的缺陷，如内部线路设计不合理、

电机发热控制不达标、线路连接与接地不规范等问题容

易引发线路的短路或漏洞，危及使用者安全。

3 我国健身器材的检验现状

我国健身器材的检验标准概述

我国现阶段对健身器材进行检测的标准主要有两

种，一种对室内固定式健身器材的稳定性、安全机制、

器材结构、牵锁尺寸、整体强度、牵锁性能、电气安全

以及标识与说明书等要点进行规范的GB17498标准，一种

是对室外健身器材的命名、定义、结构功能、承载力、

设计方案、稳定度、耐久度、环保性、弹力以及安装和

警示等要点进行规范的 标准。

这两种国家标准，虽然都为健身器材的生产和研发

提供了指引，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其中 标准

并不能对所有室内健身器械都进行有效规范，普适性较

差，尤其对质量和性能上的规范不够具体明确，缺乏针

对性。而 标准有针对性的对多种室外健身器

材进行了明确规范，但却仍然缺少技术层面的安全质量

要求。因此，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检验标准较国外发达国

家尚有一定差距，一方面两种检验指标都是对传统

20957和 系列标准的一种照搬，并没有根据人身健

康领域的新的技术成果进行优化，无法满足当前人们对

健身器材质量提出的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两种检验指

标中所提出的量化标准尚需进行进一步的科学论证。例

如其中我国对体重的量化标准仍然是沿用的欧洲标准，

并没有考虑到中国人与欧洲人在身体上的差异，这就导

致这种量化标准并不能很好的反映国人的身体状况。因

此在器材检验方面，我国亟需加强对标准的合理化制

定，从而推动健身器材能够更加符合国人的使用要求。

我国健身器材检测设备状况

我国的健身器材检测设备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较

21世纪初时有了较大改观，但在设备的真人模拟检验方

面，仍然难以达到真人使用器材的效果[3]。此外，许多

检测设备是根据质检人员的对检验标准的理解进行设计

的，虽然能对器材的各项标准进行检验，但由于检验标

准本身的科学性尚需论证，这就使检测设备的检测结果

并不具备较强的科学性。另外还有部分生产企业直接照

搬国外标准进行检测设备设计，但由于我国的检测能力

尚与国外有较大差距，就使得在一些承重性、危险区域

和尺寸上的检测难以达到国外的标准，也与国人的身体

情况不符，导致器材的检测结果虽然能够达标，但在实

际使用过程中却问题重重。

4 健身器材产业发展和对策

科学管理，建立现代化产业

健身器材产业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密切相

关，在面对我国与国外在健身器材方面的不足之后，更

要加大研发力度，落实科学管理，通过现代化产业的建

立来提升健身器材产业技术水平，为产业化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支持。健身器材产业的发展，要注重科学管理，

正确实现兼容并蓄，也就是说，要高度重视人才和技术

的价值，加大技术创新力度，行业内部协同合作，争取

实现优势互补，保证健身器材产业管理的科学性和实效

性，从而推进健身器材产业的良性发展。在健身器材产

业发展过程中，在把握现代社会发展形势，将新技术和

新工艺科学应用于产业发展中，在全面市场调研的基础

上，把握健身器材产品定位，了解社会群体的消费倾

向，进而科学应用新技术研发健身器材产品，综合分析

并评估健身器材产品，通过技术创新来凸显健身器材产

品的功能性、安全性与实用性，从整体上提升健身器材

产品的科学化与集成化水平，为健身器材产业的持续健

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健身器材产业发展过程中，诸

多生产厂家要注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势互补，促进工

艺改进的实现，优化健身器材产品的设计、生产与销售

等环节，优化市场秩序，规范开展健身器材产品生产经

营活动，通过健身器材产品质量控制来推进产业现代化

发展。

开拓创新，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

现代社会发展新时期，新材料与新工艺在健身器材

产业发展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健身器材产品设计

与研发都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因此为提高健身器材质

量，推进产业发展，要在新技术与工艺的支持下开拓创

新，保证健身器材产品的功能性与安全性，优化设计与

生产方式，在满足健身器材应用需求的同时，为后期检

修维护带来极大便利，降低健身器材投入使用后的安全

隐患，从整体上提升健身器材产品的市场竞争力[4]。因

此在健身器材产业发展过程中，要科学应用新技术，将

多种学科知识加以整合并融入健身器材设计与制造过程

中，以人体工程学、人工工效学、体育运动学以及艺术

学等学科知识为基础，将光电、机械、材料等技术加以

科学应用，满足健身器材产品的造型设计与功能优化需

求，从整体上优化产品性能，在成型工艺、焊接工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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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检测工艺等的支持下，全面提高健身器材质量，改善

产品性能，确保健身器材能够得到正确且规范的使用，

降低健身器材使用事故的发生几率。

推陈出新，健全健身器材检测体系

健身器材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要注重健身器材质量

控制，在全面把握当前我国健身器材检测现状的基础上，

加大研究力度，借鉴国外先进健身器材检测体系，取其精

华为我所用，构建符合我国国情且具有高度适宜性的健身

器材检测体系，并在健身器材产业实际发展过程中加以不

断完善，保证健身器材的安全性和功能性，促进其使用价

值的最大化发挥。在这一过程中，健身器材检测体系的完

善，要确保检测标准具有较强的先进性与适用性，从机

械、电气、生化和环保方面保证健身器材的安全性能，确

保符合相关规定，并将其作为安全检测的重点内容之一。

为确保健身器材生化安全，要对其中可触及部位进行量化

限定和检测，包括溢出性重金属、致畸物和有毒有害物

质等，以降低健身器材在使用过程中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危

害。与此同时，要以健身器材的噪音、电磁辐射等作为检

测对象，避免健身器材在使用过程中会挥发出甲醛、苯系

物等，以免对公共环境造成污染或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

健身器材产业的现代化发展，要注重检测设备的产业化与

自主化发展，也就是说，要注重检测机构、质监部门以及

生产厂家之间的沟通协作，研发制造出具有安群性且质量

可靠的健身器材检测设备，加大监督管理力度，提升健身

器材检测的精准度与可靠性，为健身器材产品质量控制提

供有效途径。

把握未来趋势，全方位打造主导市场的健身器材

产品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新技术、新材料、新工

艺以及多种学科相融合的设计与研发已经成为健身器材

领域的未来趋势，而健身器材的广泛适用性与功能针

对性也成为健身器材的未来发展中的主要方向。围绕未

来的方向与趋势，就需要国内健身器材行业要在保证器

材安全性和健康功能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产品功能、改

善生产工艺、创新服务方式，同时还要结合人体工程

学、运动生物学、体育运动学、人机工程学一级艺术学

等各种学科知识来推动健身器材的运动和健康功能更加

科学。此外，一些新型的广电技术、传感技术、电子技

术、生物技术等也应在产品设计中加以利用，从而开发

出更多造型别致、功能新颖的产品。而在提倡绿色环保

的理念下，器材材料的选用上应该加强对绿色环保健康

的新材料的应用，从而使健身器材对生态和人身的损害

降到最小。

健全完善质量检验体系

器材检测标准作为一种硬性指标，能够对生产企业

起到约束作用。因此，针对我国检验标准中存在的问

题，应从机械安全、电气安全、环保安全以及生化安全

等多方面进行标准的全面调整和优化[5]。一方面要结合中

国人身体的特点对量化标准进行论证和修改，另一方面

要对除质量以外的材料环保性、工艺的科学性等进行明

确的规范，拓宽检验标准的覆盖面。而在检测设备上，

应大力推动检测设备的产业化发展，以产业集群化力量

形成行业规范，提升检测设备设计、生产的科学性与规

范性，使检测设备能够满足大批量检测的需要。

结束语

通过以上研究可知，为更好的推进健身器材产业快速

发展，要高度重视健身器材产品的实用性、安全性与功能

性，产品生产过程中要科学应用新材料和新工艺，在保证

健身器材产品质量的同时，科学控制成本，为健身器材产

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可靠支持。要注重多功能健身器材的

设计开发，提升其安全水平，要积极完善健身器材生产、

检测与监管体系，建立应急措施来控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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