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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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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舞弹性地板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芭蕾舞专用舞蹈弹性地板的各种术语和定义、总则，以及设计、生产、现场安装、使

用维修及改造等阶段有关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等规范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文化设施室内外使用的芭蕾舞舞蹈弹性地板，其他舞蹈弹性地板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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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4833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

GB/T 15036.1 实木地板 第 1 部分：技术要求

GB/T 15036.2 实木地板 第 2 部分：检验方法

GB/T 17657 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 18580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GB 18586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聚氯乙烯卷材料地板中有害物质限量

GB/T 1927.10 无疵小试样木材物理力学性质试验方法 第 10 部分：抗弯弹性模量测定

GB/T 1936.1 木材抗弯强度试验方法

GB/T 19995.2 天然材料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 第 2 部分：综合体育场馆木地板场地

GB/T 20239 体育馆用木质地板

GB/T 28997 舞台用木质地板

GB 8624 建筑材料及其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T 8626 建筑材料可燃性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弹性地板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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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地板 sprung floor

指具有弹性性能的地板，即地板在外力作用下发生变形，当外力解除后，能完全恢复到变形前形状

的地板。

3.1.2

舞蹈弹性地板 dance sprung floor

专用于舞蹈的弹性地板。

3.1.3

芭蕾舞弹性地板 Ballet dance sprung floor

专用于芭蕾舞的舞蹈弹性地板。

3.1.4

便携式舞蹈弹性地板 portable dance sprung floor

地板由特定结构和模数单元组成，可灵活拆装的舞蹈弹性地板。

3.1.5

固定式舞蹈弹性地板 fixed dance sprung floor

整体与建筑基层采取固定安装的舞蹈弹性地板。

3.1.6

悬浮式舞蹈弹性地板 suspended dance sprung floor

整体与建筑基层未采取任何连接的舞蹈弹性地板。

3.1.7

传统型舞蹈弹性地板 traditional dance sprung floor

采取传统结构形式制成的舞蹈弹性地板。

3.1.8

木篮编织型舞蹈弹性地板 wooden basket weaving dance sprung floor

弹性层结构通过多层呈垂直交叉分布的木板条编织而成的舞蹈弹性地板。

3.2 结构形式

3.2.1

面层地板 floor face layer

弹性地板中置于表面的层板。

3.2.2

载荷分布层 load distribution panel

弹性地板中置于面层和弹性层之间起承载作用的层板。

3.2.3

弹性层 elastric layer

弹性地板中置于地基和载荷分布层之间用于提供地板弹性、缓冲冲击力的层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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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阻凝层 vapor barrier

阻止水汽进入地板内部的保护层。

3.3 技术性能

3.3.1

点弹性 point elasticity

描述接触点处的地板挠曲程度或“屈服”程度。

3.3.2

面弹性 area elasticity

描述弹性地板在受力时展现出的均匀形变、挠度分布及能量回馈特性。

3.3.3

冲击吸收率 force reduction

Fr

采用冲击力检测仪，对舞蹈弹性地板未凹陷的受检测面进行冲击时，测试受检测面反弹力（反冲击

力）的变化率。

3.3.4

标准垂直变形 verticsl deformation

Vd

采用冲击力检测仪，在检测仪落锤的轴线方向上的冲击力使受检测面在垂直方向上发生的凹陷变形。

3.3.5

抗滚动载荷性能 behavour under a rolling load

弹性地板面层承受往复运动加载的能力。

3.3.6

残余凹陷 residual depression

对弹性地板表面施加一个稳定、长时间的力，当力消失时，面层地板所留下痕迹的深度。

3.3.7

点承载 point bearing

以点的形式承受载荷。

3.3.8

面承载 area bearing

以特定区域面的形式承受载荷。

3.3.9

抗滑值 anti-slip properties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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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地板面层的抗滑能力。

3.3.10

回弹值 flexibility

弹性地板在受到外力作用后能够恢复到原始状态的能力。

4 总则

4.1 基本构造

芭蕾舞弹性地板由多层组成，从下之上分别为阻凝层、弹性层、载荷分布层及面层，面层为舞蹈专

用地胶。芭蕾舞弹性地板通常安装于基础层面上，基础层面通常为混凝土、木材等。

4.2 分类

4.2.1 按照安装方式分为：

——固定式：用于永久安装；

——便携式：分成模块，快速组装，可拆卸式。

4.2.2 按照使用环境分为：

——室内型：室内使用；

——室外型：户外露天使用。

5 技术要求

5.1 常用材料

应符合表1规定。

表 1 舞蹈弹性地板各层常用材料

构造层及名称 常用材料

面层 地胶 聚氯乙烯舞蹈地胶

载荷分布层

实木 桦木、橡木、榉木、枫木

胶合板 落叶松、柳桉木等

定向刨花板 —

弹性层
木篮编织 实木（红松、）、单板层积材

弹性板 橡胶等

阻凝层 防潮膜 防潮膜、聚乙烯板

5.2 尺寸及偏差

5.2.1 规格尺寸

整体厚度尺寸宜≥50mm，面层厚度尺寸宜≥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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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尺寸偏差

应满足表2要求。

表 2 厚度尺寸偏差

缺陷名称 允许限度

整体厚度 ≤±1.0mm

面层厚度 ≤±0.15mm

5.3 外观质量

5.3.1 木质材料

木质材料外观质量应满足表3要求。

表 3 木质料外观质量要求

缺陷名称
允许限度

实木 胶合板 实木

死节、孔洞 最大长径不大于 10mm 死节、孔洞

腐朽 a 不允许

钝棱 小于 1/2 所在材面 钝棱 小于 1/2 所在材面

表面裂纹 不允许

机械伤痕 b 任意选定 3mX3m 范围内，个数≤3 个、深度≤0.3mm

灼伤 c 不允许

污染 不允许

划痕 无明显划痕

a 注 1：“腐朽”指木材的自然腐蚀；
b 注 2：“机械伤痕”指制造或施工过程中非自然形成的伤痕或压痕。
c 注 3：“灼伤”指制造或施工过程中因电焊、烟蒂等人为原因造成的灼伤；

5.3.2 地胶材料

地胶材料外观质量应满足表4要求。

表 4 地胶材料外观质量要求

缺陷名称 允许限度

缺损、皱纹、孔洞、裂纹、断裂、分层 不允许

杂质、气泡、擦伤、变色、凹痕、污迹 不可见

色差 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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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使用性能

应符合表5要求。

表 5 使用性能技术指标一览表

名称 单位 技术指标

面承载 kN/m2 ≥5.0

点承载 kN ≥2.0

冲击吸收率 % ≥50、≤70

标准垂直变形 mm ≥3.0、≤5.0

相对垂直变形率 % ≤15

抗滑值 — 80～110

抗滚动载荷 —
＞1500N，不起毛刺，无裂纹、劈裂、破损

等，残余压痕≤0.5mm

回弹值 % ≥20、≤50

残余凹陷 mm ≤0.35

5.5 理化性能

5.5.1 木质材料理化性能

应符合表6规定。

表 6 木质材料理化性能指标

名称 单位
指标限值

实木 胶合板 定向刨花板

含水率 % ≥6.0、≤当地平衡含水率 6～12 2～12

甲醛释放量 — - ≤0.5mg/L ≤8mg/100g

抗弯强度 MPa ≥30 - -

静曲强度 MPa - ≥30 ≥20

弹性模量 MPa ≥4000 ≥4000 ≥2500

5.5.2 地胶类材料理化性能

应符合表7规定。

表 7 地胶类材料理化性能指标

项目 单位 限量指标

甲醛含量 mg/(m3·h) 0

氯乙烯单体含量 mg/kg ≤5.0

可溶性铅含量 mg/m2 0

可溶性镉含量 mg/m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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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单位 限量指标

挥发物限量 g/m2 ≤10

5.5.3 燃烧性能

符合GB8624的B1级，且产烟毒性等级不低于t1级。

6 测量方法

6.1 标准测量条件

6.1.1 实验室

试件测量前应在下述标准测量条件下至少放置24小时，并在此条件下进行测量。

——温度为 23℃±2℃，相对湿度（50±5）%，或

——温度为 27℃±2℃，相对湿度（65±5）%。

6.1.2 项目现场

温度为15℃～30℃、相对湿度为40%～60%。

6.2 试验方法

6.2.1 尺寸偏差

6.2.1.1 整体厚度尺寸

6.2.1.1.1 测量工具

采用千分尺测量，千分尺精度至0.01mm。

6.2.1.1.2 试件

取相同材质、相同结构、相同工艺的弹性地板作为测量试件，尺寸为长1000mmX宽1000mm，共3

件。

6.2.1.1.3 测量方法

在试件的四角距离长边和短边各20mm处及试件四边中点距离边缘20mm处用千分尺测量，精确至

0.01mm，见图1所示。

6.2.1.1.4 结果表达

计算所有厚度测量值与整体厚度尺寸明示值的偏差、所有偏差的算术平均值，精确到0.0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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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测量点位分布示意图

6.2.1.2 面层厚度尺寸测量

6.2.1.2.1 测量工具

采取测厚仪测量，测厚仪的平测头直径为(8.00±0.05)mm，通过平测头施加的力为(3.92±0.20)N，

分度值为0.01mm。

6.2.1.2.2 试件

取与送样弹性地板面层相同材质、相同结构、相同工艺的面层地胶作为测量试件，试件长度与弹性

地板长度相同（即为1000mm）、宽度为100mm，共计3件。

6.2.1.2.3 测量方法

用测厚仪测量每个试件的厚度，测量点距试件边缘至少10 mm，每个试件应至少测10点，测量点间

距为60mm。如有凹凸花纹时，测其凸出部位的厚度，记录单个厚度测量值，精确至0.01 mm。

6.2.1.2.4 结果表达

计算所有厚度测量值与厚度明示值的偏差、所有偏差的算术平均值，精确至0.01 mm。

6.2.2 外观质量

6.2.2.1 试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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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相同材质、相同结构、相同工艺的弹性地板作为测量试件，尺寸为长1000mmX宽1000mm，共3

件。

6.2.2.2 试验方法

在散射日光或日光灯下，距离试件1m斜向目测检查外观，记录是否存在表3、表4所列各种缺陷的

情况。

6.2.3 使用性能

6.2.3.1 冲击吸收率

6.2.3.1.1 原理

利用冲击力检测仪上的落锤自由下落，冲击到由承击头、圆柱形螺旋弹簧、力传感器、基座和测试

面等组成的测力系统，由力传感器测出反弹力。分别测量在混凝土地面和同一区域弹性地板上的冲击力，

经过计算得出冲击吸收率。

6.2.3.1.2 仪器

采用冲击力检测仪，其参数要求按照 GB/T 14833-2020 附录 A 执行。

6.2.3.1.3 试件

取相同材质、相同结构、相同工艺的弹性地板作为测量试件，尺寸为长1000mmX宽1000mm，共3

件。

6.2.3.1.4 测试要点

包括混凝土表面冲击力FC及试件表面冲击力FW测试，具体如下：

——测试时，测试点距离试件边缘至少 200mm，在同一试件上的两个测试点间距应不小于 100mm；

——将冲击力检测仪垂直放置在混凝土地板表面上，将落锤高度调整到距离上板正上方（55

±0.25）mm 的高度，释放重锤，记录撞击过程中混凝土表面所受到的冲击力峰值，重复

上述过程 10 次，总共产生 ll 次撞击。记录从第 2 次撞击到第 11 次撞击的峰值的平均值，并

将其表示为 Fc。

——将冲击力检测仪垂直放置在试件表面上，将落锤高度调整到距离上板正上方（55±0.25）

mm 的高度，释放重锤，记录撞击过程中试件表面所受到的冲击力峰值。在撞击发生后的

5s 内，将撞击重物提升并重新放置到其支撑机构上，使试件表面能在接下来的撞击前复原。

在(60 土 lO)s 的间隔下重复该过程 2 次，总共产生 3 次撞击。记录第 2 次和第 3 次撞击的峰值

的平均值，并将其表示为 Fw。

——每个试件选取 3 个测试点，每个测试点进行 3 次检测。

6.2.3.1.5 结果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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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吸收率Fr以百分比表示，采用公式（1）用最大冲击力的减少来计算每个测试点的冲击吸收率。

每块试件上三个测试点，取三个点的中值，再计算三块试件中值的算术平均值。

�� = 1 − ��
��

× 100%···························· (1)

式中：

Fr——冲击吸收率，%；

Fw——芭蕾舞弹性地板的冲击吸收算术平均值，单位为牛顿（N）；
Fc——坚实地面的冲击吸收算术平均值，单位为牛顿（N）。

6.2.3.2 标准垂直变形

6.2.3.2.1 原理

利用冲击力检测仪，测定落锤下落产生的冲击力经由一个弹簧和一个基座而传到受检测面，测出受

检测面的凹陷变形和承击力。

6.2.3.2.2 仪器

采用垂直变形检测仪，其参数要求按照 GB/T 14833-2020 附录 B 执行。

6.2.3.2.3 试件

同6.2.3.1.3.

6.2.3.2.4 测试要点

具体如下：

——测试时，测试点距离试件边缘至少 200mm，在同一试件上的两个测试点间距应不小于 100mm；

——将检测仪垂直放置在试件表面上，将落锤高度调整到距离上板正上方（120±0.25）mm 的

高度，释放重锤，记录撞击过程中施加于试件表面的力和由此产生的变形。

——在撞击发生后的 5s 内，将撞击重物提升并重新放置到其支撑机构上，使试件表面能在接下来

的撞击前复原。在(60 土 lO)s 的间隔下重复该过程 2 次，总共产生 3 次撞击。记录第 2 次和第

3 次撞击峰值的平均值。

——每个试件选取 3 个测试点，每个测试点进行 3 次检测。

6.2.3.2.5 结果表达

每个测试点测试三次，取第2次、第3次测试结果的算术平均值，每个测试点的标准垂直变形Vd按

照公式（2）计算，每块试件上三个测试点，计算三块试件的算术平均值，精确至0.01mm。

�� = (
1500�
�푚��

)ℎ0 ··························（2）

式中：

Vd——标准垂直变形，单位为毫米（mm）；

h0——弹性地板最大凹陷值算术平均值，单位为毫米（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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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ax——在力传感器上出现的最大力值算术平均值（精确至 1N），单位为牛顿（N）；
1500�
�푚��

——受检测面相对于完全刚性地面的变形系数。

6.2.3.3 相对垂直变形率

6.2.3.3.1 原理

利用冲击力检测仪，检测距基座中心点500mm处的凹陷变形值与基座中心点凹陷变形值的比值。

6.2.3.3.2 仪器

测量仪器参数同6.2.3.2.2。

在受检测面上距离冲击力检测仪基座中心点500mm的位置，同时安装一个与6.2.3.2.2相同的位移传

感器，以测距测试仪基座中心点500mm处的凹陷值。

6.2.3.3.3 试件

同6.4.1.2.

6.2.3.3.4 测试要点

按照6.4.1.3进行，检测落锤下落产生最大凹陷变形值，同时检测距离落锤500mm处最大凹陷变形值。

每个试件选取1个测试点，每个测试点进行3次测试。

6.2.3.3.5 结果表达

每个测试点测试三次，取算术平均值，每个测试点的相对垂直变形率A500按照公式（3）计算。每

块试件上一个测试点，计算三块试件的算术平均值，精确至1%。

�500 =
ℎ500
ℎ0
× 100%··························（3）

式中：

A500——相对垂直变形率，%；

h0——基座中心上的最大凹陷变形值，单位为毫米（mm）；

h500——距测试仪基座中心点 500mm处的最大凹陷变形值，单位为毫米（mm）。

6.2.3.4 抗滑值

6.2.3.4.1 仪器

采用滑动阻力测试仪进行测试。

6.2.3.4.2 试件

取相同材质、相同结构、相同工艺的弹性地板作为测量试件，尺寸为长2000mmX宽2000mm，共1

件。

6.2.3.4.3 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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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GB/T 14833-2020附录D第D.2执行。

6.2.3.4.4 结果表达

从测试仪器上所得到的刻度读数为抗滑值FB，每块试件上测试三个点，每个点测试三次，计算所有

测试点抗滑值的算术平均值。

根据公式（4）可以换算为滑动摩擦系数（μ）。

μ = 3��
330−��

···················（4）

式中：

μ——滑动摩擦系数；

FB——抗滑值，单位为BPN。

6.2.3.5 抗滚动载荷

6.2.3.5.1 概述

利用一个加有适当荷载的滚动装置测试弹性地板抗滚动载荷的特性。

6.2.3.5.2 测试装置

按照GB/T 20239-2015的第6.2.4.2执行。

6.2.3.5.3 试件

取相同材质、相同结构、相同工艺的弹性地板作为测量试件，尺寸为长2000mmX宽2000mm，共1

件。

6.2.3.5.4 测试要点

具体为：

——施加荷载为 1500N；

——将测量试件固定到位，不应出现滑移、空鼓等情形；

——选择试件横向和纵向中心线作为检测滚道；

——检测滚动速度为（0.3±0.05）m/s，且在滚道上往返滚动 150 次（双向总计 300 次）；

——检测过程中，保证检测仪器不得倾斜。

6.2.3.5.5 结果表达

满足以下要求即为合格：

——地板无裂纹、断裂、劈裂、漆膜损坏。

——与检测滚道垂直将木地板锯开，察看内部结构无损坏情况、漆膜无损坏，残余凹陷≤0.5mm。

6.2.3.6 回弹值

6.2.3.6.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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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落球回弹法进行测量。

6.2.3.6.2 仪器

落球回弹试验仪如图4所示，包括一根内径30mm～65mm的透明管子，一个直径为（16±0.5）mm

的钢球，钢球质量为（16.8±1.5）g，由磁铁或其他装置释放。钢球下落过程中没有旋转，一直处于透

明管的中心位置。下落高度为（500±0.5）mm，球顶距离试件表面高度为516mm。

回弹高度的读值设备可以是人工读值设备或自动读值设备，人工读值设备为在透明管背面有序画上

高度刻度线，通过人工读取钢球回弹高度数值。自动读值设备为在透明管下端安装一个光栅装置，用来

探测钢球接触试件表面的时间。

1——磁铁或其他装置；2——钢球；3——透明管；4——试件；5——硬基础面

图 2 落球回弹试验仪示意图

6.2.3.6.3 试件

试件尺寸为100mmX100mm，试件上下表面应平行且是平整的表面，共3件。

6.2.3.6.4 试验步骤

将试件放在基准面，调节透明管的高度，使零回弹为试件表面上方（16±0.5）mm处，固定管子以

确定管子和试件间有轻接触，不引起任何可视的压力。

将钢球放到释放装置上，然后释放钢球，记录回弹最大高度数值。钢球下落过程中或回弹过程中如

果碰到管子内壁，试验结果无效。

每个试件分别要在1min内测试三次，至少获得3个有效的回弹值。

6.2.3.6.5 结果表达

6.2.3.6.5.1 自动读值设备回弹高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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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钢球第一次接触试件上表面时开始计时，到第二次接触时计时结束，按照公式（5）计算回弹高

度h。

h = ��01
2

8 ······································（5）

式中：

h——回弹高度，单位为毫米(mm);

t01——两次接触试件的时间间隔，单位为秒(s);

g——重力加速度，数值为 9.81，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m/s2)。

6.2.3.6.5.2 回弹值 R计算

每个试件测得三个结果h，取中值，如果有一个值超过该中值的20%，则再多试验两次获得相应测

试结果，确定5个值中的中值。从三个试件的中值中取算术平均值，按照公式（6）计算回弹值R。

R = ℎ
ℎ푚��

× 100%······································（6）

式中：

hmax——下落高度（500mm），单位为毫米(mm)。

6.2.3.7 残余凹陷

6.2.3.7.1 仪器

测试仪器包括凹陷试验机和测厚仪。

6.2.3.7.1.1 凹陷试验机

凹陷试验机设备上装有接触面平坦、直径为(11.30±0.05)mm 的钢柱压头，能施加(500±0.5)N 的负

荷。

6.2.3.7.1.2 测厚仪

测厚仪的平测头直径为(6.00±0.03)mm，通过平测头施加的力为(0.83±0.03)N，分度值为 0.01 mm。

6.2.3.7.2 试件

从弹性地板试件上截取面层地胶，试件尺寸为 60mmX60mm，数量为三件。

6.2.3.7.3 试验方法

在试件上标记测量点，用测厚仪测量试件测最点的初始厚度 t0。将试件正面向上置于凹陷试验机的

工作平台上，在标记测量点上均匀地加载(500±0.5)N，2s 内开始计时，保待 150min，然后除去负荷，

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放置 150min 后测量标记测量点的厚度 t1，精确至 0.01mm。

6.2.3.7.4 结果表达

残余凹陷按式(7)计算，用三个试件的残余凹陷的算术平均值表示，精确至0.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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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t0−t1··································（7）

式中：

D—残余凹陷，单位为毫米(mm);
t0—加负荷前试件的厚度，单位为毫米(mm);
t1—除去负荷 150min后试件的厚度，单位为毫米(mm)。

6.2.4 理化性能

6.2.4.1 试件规定

6.2.4.1.1 实木

按照GB/T 15036.2-2018中第3.3.1条规定执行。

6.2.4.1.2 胶合板

按照LY/T 1614-2011中第6.3.1条规定执行。

6.2.4.1.3 定向刨花板

按照LY/T 1580-2010中第6.2条规定执行。

6.2.4.1.4 地胶

按照GB 18586-2001中第4条规定执行。

6.2.4.2 木质材料理化性能测量

6.2.4.2.1 含水率

木质材料含水率按照GB/T 17657-2022中第4.3条执行。

6.2.4.2.2 甲醛释放量

木质材料甲醛释放量按照GB/T 18580中的规定执行

6.2.4.2.3 抗弯强度、静曲强度和弹性模量

实木按照GB/T 1927.10-2021和GB/T 1936.1-2009中的规定执行，其余按照GB/T 17657-2022中第4.7

条中的规定执行。

6.2.4.3 地胶材料理化性能测量

6.2.4.3.1 甲醛释放量

甲醛释放量按照GB/T 18883-2002附录B中的规定执行。

6.2.4.3.2 可溶性铅含量

按照GB/T 18586-2001中地5.4条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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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3.3 可溶性镉含量

按照GB/T 18586-2001中地5.4条规定执行。

6.2.4.3.4 挥发物限量

按照GB/T 18586-2001中地5.5条规定执行。

6.2.5 燃烧性能

按照GB 8624中的规定执行。

6.3 检验规则

6.3.1 检验分类

检验分出厂检验、型式检验。

——针对芭蕾舞弹性地板产品或材料出厂前的检验；

——型式检验为产品定型检定。

6.3.2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为第6.2.1尺寸偏差、第6.2.2外观质量、第6.2.4理化性能、6.2.5燃烧性能所列出的项目。

6.3.3 型式检验

6.3.3.1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为出厂检验及6.2.3使用性能列出的全部项目。

6.3.3.2 检验要求

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或老产品专场生产的试制定型检定；

——正式生产后，如产品的材料、结构、工艺、生产设备等方面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时；

——正常生产时，一年一次；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产品停产半年及以上恢复生产时。

6.3.4 抽样方法

弹性地板质量检验应在同一批次、同一规格、同一类产品、同一使用场馆中产品进行抽样，抽样数

量不少于5%。

6.3.5 综合判定

各抽取的样品中，当出现任意一项上述检验内容不符合要求时，则判定该样品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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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抽取的总样品（第一次抽样）中合格样品数≥90%时，则综合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当抽取的总

样品中合格样品数＜90%时，则重新翻倍抽样（第二次抽样）检验，当重新抽取的总样品（第二次抽样）

中合格样品数≥90%时，则综合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否则综合判定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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