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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建设与运营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的基本术语和定义、基地布局、机构与人员、设施、服务、

安全与卫生、质量控制与改进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规范、引导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的建设、经营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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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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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8987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10001.1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2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2部分：旅游休闲符号 

GB/T 13391 餐饮企业的等级划分和评定 

GB/T 14308 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 

GB 16153 饭馆(餐厅)卫生标准 

GB/T 17775 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GB/T 26353 旅游娱乐场所基础设施管理及服务规范 

GB/T 29353 养老机构基本规范 

GB/T 50340 老年人居住建筑设计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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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 ecological recreation and health cultivation （with elderly 

service） base 

具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同时具备提供休闲、养生、养老服务的资源，能够满足顾客旅行、游览、休

憩、娱乐、康体、休闲、养生、养老等需求的特定区域。 

3.2   

   休闲 leisure 

个人在除工作、学习、家务劳动、睡眠等日常谋生和生理必须的时间外，对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多样

性安排，进而产生身心愉悦的生活状态。 

注：包括日常休闲、周末休闲和节假日休闲等。 

[引自：GB/T 28101-2011  2.1] 

3.3  

    养生 preserve longevity 

保养生命，根据生命发展的规律，采取能够保养身体、减少疾病、增进健康、延年益寿的活动。 

4 基地布局 

4.1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规划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规划单位编制，在规划指导下由具有相应资质

的建设单位承建。 

4.2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应注重对资源的多元化、集约化利用，并结合资源特色和主题定位，合

理划分功能区，如公共服务区、生态观光区、生活游乐区、休闲文化区、养生服务区等。 

5 机构与人员 

5.1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应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并配备一定数量的管理人员。 

5.2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应配备一定数量的休闲、养生、养老专业服务人员，其中养老服务人员

应满足GB/T 29353中5的规定，休闲、养生专业服务人员应满足相关从业资质等要求。 

5.3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应制定员工培训计划，定期对员工的职业素质与工作技能进行培训。 

5.4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应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并不断予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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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施要求 

6.1 基础设施  

6.1.1交通设施 

6.1.1.1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宜建设与基地规模相适应的多级别道路系统，并有便捷的交通线路

与周边城市、飞机场、火车站、汽车站、高速公路出入口、码头等相连接。 

6.1.1.2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应在不破坏原生态系统的前提下，合理设计步行道路与非机动车道

路，建设车位充足的停车场，并与周围自然景观协调。 

6.1.2能源设施 

6.1.2.1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宜建设以电力、燃气等常规能源为主，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

能源为辅的能源系统，  

6.1.2.2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宜积极利用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等对环境污染小的可再

生能源，推广低碳技术。 

6.1.3水处理设施 

6.1.3.1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的给水系统应采用节水设计，宜安装独立饮水系统和建设循环水使

用系统。 

6.1.3.2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应合理控制地下水利用规模，温泉和地下水开采量不超过自然补给

量，并减少对地下水源的渗透污染。 

6.1.4废弃物处理设施 

6.1.4.1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应建立废弃物分类收集和处理设施与场所，废弃物的管理与处置应

以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为基本原则。 

6.1.4.2 废弃物收集率应达到100％，收运密闭率宜达到100％，处理与处置率宜达到100％，回收利用

率宜≥50％。 

6.1.5标识标志 

6.1.5.1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内各类建筑、设施的图形符号应符合GB/T10001.1和GB/T10001.2

的要求，相关信息表达清晰准确，中外文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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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2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内的标识、标志设施应数量充足，分布合理，便于发现，指引有

效。 

6.2 服务设施 

6.2.1 基本要求 

6.2.1.1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的服务设施应与基地环境有效融合，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干扰。 

6.2.1.2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的服务设施应保持相对集中与适当分散相结合，最大限度地方便顾

客。 

6.2.2 问询设施 

6.2.2.1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应设立问讯处、问询电话等设施，并有专人服务。 

6.2.2.2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问询设施的标识、标志应醒目、功能完备，运转正常。 

6.2.3 住宿设施 

6.2.3.1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内应根据基地规模设立住宿酒店，床位等住宿设施配置应满足接待

需求。 

6.2.3.2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的客房应整洁舒服，设施齐全。 

6.2.3.3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客房内的起居生活用品的配置应考虑到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顾客

群体起居生活的需求。 

6.2.4 餐饮设施 

6.2.4.1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的餐厅装饰应具有地域特色，与基地文化相协调。 

6.2.4.2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的餐厅应能够提供当地特色菜品或传统民俗、节日餐饮。 

6.2.4.3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餐厅的菜品设置应考虑到老年人等特殊顾客饮食生理的需求。 

6.2.5 游览设施 

6.2.5.1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宜有一定数量的亭、廊、花架等游览、休憩设施。 

6.2.5.2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的游览设施应布局合理，造型别致，能提升基地的整体景观效果。 

6.2.5.3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宜有相应的特色游览活动，如养生生态园、户外游戏、养生温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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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购物设施 

6.2.6.1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内的购物场所应环境整洁、陈列丰满。 

6.2.6.2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内的购物场所宜提供具有基地特色的工艺品和土特产品等。 

6.2.7 养生设施 

6.2.7.1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宜具备两种以上养生设施，如体检中心、理疗中心、温泉SPA、药

膳调理、按摩保健、主题俱乐部、养生中心等。 

6.2.7.2 养生设施应根据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内生态环境的地理分布进行合理布置。 

6.2.8 养老设施 

6.2.8.1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内的各类养老设施应与基地提供的养老服务相匹配。 

6.2.8.2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内的养老机构建筑应符合GB/T 50340的规定。 

6.2.8.3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内的养老服务的设施设备应满足GB/T 29353中7.2的规定。 

6.3 无障碍设施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内的各类设施的设计、安置应考虑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的

需求，配置无障碍设施。 

6.4 环境建设 

6.4.1 自然环境  

6.4.1.1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内的植被和生物多样性应有制度化保障，并得到有效保护。 

6.4.1.2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内环境空气质量应符合 GB3095中的一级标准。 

6.4.1.3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内声环境质量应符合 GB3096中的 1类要求。 

6.4.1.4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内地表水环境质量应符合 GB3838中的Ⅲ类要求。 

6.4.1.5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内污水排放应符合 GB8987的相关要求。 

6.4.1.6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内一切可绿化的用地均应绿化，绿地率≥35％，绿地本身的绿化率

≥70％。 

6.4.1.7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周围500米范围内应无污染源。 

6.4.2 人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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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1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内的建筑空间、建筑形象、园林景观、设施等宜与具有地方特色的

文化符号相融合，形成美观独特、易于识别的形象系统。 

6.4.2.2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应保护基地内的历史文化，定期修缮维护古建筑，收集、整理和陈

列文献文物。 

6.4.2.3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应保护基地内的自然文化，可结合当地自然资源特点，建设专题博

物馆，提供生态旅游，开展生态教育。 

6.4.2.4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应保护基地内的民族民俗文化，保留传统节庆、地方戏曲、民俗表

演等。 

6.4.2.5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应保护基地内的宗教文化，尊重和适当表现当地的宗教文化。 

6.4.2.6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宜弘扬当地特色文化，将休闲、养生活动与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创

意活动结合起来。 

6.4.3 养老服务环境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提供养老服务的环境应满足GB/T 29353中7.1的规定。 

7 服务要求 

7.1 基本要求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应根据基地的地理、生态环境，至少保障每年有三个月的时间对外提供

服务。 

7.2 基本服务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可向顾客提供餐饮、住宿、游览、购物、娱乐等基本服务。 

其中： 

a）餐饮服务应至少满足GB/T13391中A.3的规定； 

b）住宿服务应符合GB/T14308中7的规定； 

c）游览服务应符合GB/T17775中5.2.3的规定； 

d）购物服务应符合GB/T17775中5.2.6的规定； 

e）娱乐服务应满足GB/T26353中6的规定。 

 



GB/T XXXXX—XXXX 

7 

7.3 休闲服务 

7.3.1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应至少向顾客提供三种以上观赏性或参与性休闲服务项目。 

注：休闲活动项目可包括网球、乒乓球、篮球、保龄球、游泳、戏曲表演、主题游园、歌会、插花、垂钓、书

法、绘画、剪纸等。 

7.3.2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应至少有三种以上主题休闲活动俱乐部，如棋牌、书画、运动等。 

7.3.3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应在休闲服务项目的设置及服务提供的过程中考虑老年人、残疾人、

儿童等特殊群体的需求。有条件的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宜设立老年人活动中心和儿童活动中心（托

管中心）等，向其提供服务。 

7.4 养生服务 

7.4.1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应至少向顾客提供两种以上体验性或参与性的养生服务项目，如健康

体检、健康理疗、温泉 SPA、药膳调养、按摩保健等。 

7.4.2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应向顾客提供专业的养生指导。 

7.5 养老服务 

7.5.1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宜依据基地内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在旅游、休闲、养生服务项目

中设立适宜的养老服务项目。 

7.5.2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提供的养老服务应满足GB/T 29353中8的规定。 

8 安全与卫生 

8.1 安全措施 

8.1.1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在接待高峰期或特俗时段应有健全的安全保障制度与措施，并能有效

实施。 

8.1.2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事故处理档案应记录完整、准确。 

8.2 医疗救护 

8.2.1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应建立紧急救援机制，设置紧急救援电话，能及时处理顾客发出的求

助信号。 

8.2.2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应配备专职医务人员和常用药品，有必要的医疗救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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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卫生 

8.3.1 环境卫生 

8.3.1.1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内环境应保持整洁，服务场所及周边无垃圾和杂物。 

8.3.1.2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应设有专职岗位和人员负责日常环境卫生管理与维护。 

8.3.2 餐饮卫生 

8.3.2.1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内的餐饮场所应达到 GB16153规定的卫生要求。 

8.3.2.2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内的食品卫生条件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餐饮服务应配备消毒设

备。 

8.3.3 垃圾处理 

8.3.3.1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内的垃圾应及时收集、清理，实现分类回收，防止污染。 

8.3.3.2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内的废旧电池、污油等危险废弃物应专门分类回收。 

8.3.3.3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内的垃圾收集箱应设置合理，标志统一，外观整洁，与环境相协

调。 

9 质量控制与改进 

9.1 质量控制 

9.1.1 基本要求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的管理机构在质量控制方面应至少做到： 

a）制定质量管理目标，并建立监督检查制度； 

b）设立质量管理部门或质量管理岗位； 

c）公布 24小时服务电话，受理消费者的投诉和咨询； 

d）有专职人员负责服务质量的监督和考核； 

e）定期开展顾客满意度调查或是向顾客征求意见； 

f）有计划、有目的、有选择的回访顾客； 

g）应对顾客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制定有效的纠正措施，改进服务工作，提高服务质量。 

9.1.2 投诉处理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在投诉处理方面应至少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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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按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建立完善的投诉处理制度； 

b) 在服务的不同阶段处设立投诉接待处，或投诉箱、投诉簿等； 

c) 投诉处理 24小时内回复、10天内反馈处理结果。对不满意处理结果的，积极协调处理； 

d) 投诉处理结案率大于 98％； 

e) 建立投诉档案管理制，档案记录实事求是，保持完整。 

9.1.3信息收集、统计与归档 

9.1.3.1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的内部管理用信息系统应能够实时对场所进出的消费者数量、经营

效益、从业人数等业务情况进行收集和统计。 

9.1.3.2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应采用统计技术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9.1.3.3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应对所有统计信息和记录建立统计台账和核算制度，并按相关规定

按时报送各级管理部门。 

9.1.3.4 信息统计数据文档的保存期宜至少为三年。 

9.2 质量改进 

9.2.1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应定期对服务人员、服务提供者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可包括服务知

识、服务技能等。 

9.2.2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应定期或不定期抽查顾客投诉或反馈意见较的服务项目，督促服务人

员、服务提供者改进服务。 

9.2.3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宜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多形式的服务质量竞赛、评比等工作，对获胜者

进行奖励、宣传等。 

9.2.4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宜定期邀请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服务机构来基地进行讲学，

或走访相关知名单位，学习先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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