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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15241《与心理负荷相关的工效学原则》的第1部分。GB/T15241已经发布了以

下部分:
———第1部分:心理负荷术语与测评方法;
———第2部分:设计原则。
本文件代替GB/T15241—1994《人类工效学 与心理负荷相关的术语》,与GB/T15241—1994相

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置信区间”的术语和定义;从时间维度对精神紧张的重要影响“易化效应”和“损害效

应”进行了区分和详细说明,增加了“学习”“能力发展”“应激反应”和“职业倦怠”等术语和定

义;增加了对“心理餍足”情感体验的描述,并对原来的相关术语进行了分类别说明(见第3章);

b) 增加了心理压力相关分析一章(见第4章);

c) 增加了心理负荷的测量和评估方法一章(见第5章)。
本文件参考ISO10075-1:2017《与心理负荷相关的工效学原则 第1部分:基本问题和概念,术语

和定义》和ISO10075-3:2004《与心理负荷相关的工效学原则 第3部分:心理负荷测量和评估方法的

准则与要求》起草,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人类工效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7)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特色医学中心、天津师范大学、上海飞机

设计研究院、深圳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津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人因智能工程技术研究院、温州医科大学、中标能效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四川中电

启明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运红、张欣、范晓丽、杨海波、董大勇、陶达、刘拓、丁文兴、何吉波、孙向红、

欧阳高翔、赵起超、丁锦红、赵朝义、冉令华、杨毅、谭军、司峰、甄宗雷、斯白露、王清菊、杨苒、朱小青、
范洁云、周佳伟、吴博、杨傲林、刘太杰、杨洋、刘国利、胡悦琳、赵静。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4年首次发布为GB/T15241—1994;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标准编号改为GB/T15241.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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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主要针对心理负荷及其测量和评估。由于在这个领域要考虑一些具体后果,因此,有必要更

加详细地描述心理负荷领域的基本问题、概念和术语以及测量和评估方法。
心理负荷领域的概念主要包括心理压力、精神紧张及其影响。由于在口语和科学术语方面对心理

负荷、心理压力和精神紧张存在不同的概念表述,因此,有必要对工效学领域中的相关概念和术语进行

标准化。在本文件中,心理负荷被认为是心理压力和精神紧张的总称。心理压力被认为是一个中性术

语,而不是工作负荷和其他方法中的因素产生的负面结果。这样,在工程领域中,“压力”与“紧张”经常

被等价使用。因此,在本文件中,心理压力是精神紧张的起因,精神紧张是压力反映在个人身上的结

果,这与其他工效学标准中术语的使用一致,如热应力。
在本文件术语层面,心理负荷被视为总的或通用的术语,指在本文件中提到的所有概念和结构,并

且在文件中没有自己特定的或标准的含义,这与该术语在工效学及其应用中的用法是一致的,其中它可

指心理压力、精神紧张及其影响,既可是原因,也可是结果。因此,在本文件中,“心理负荷”术语不再被

看作技术术语,而只是该领域的统称。
注:附录A给出了术语和定义的补充说明。

由于心理负荷是总负荷的一部分,本文件的使用者通常也熟悉国家标准GB/T16251中的概念和

条款。本文件虽然明确给出了心理负荷评价相关的环境构建、评价和测量工具选择所涉及的技术信

息,但未具体规定使用哪种测量工具,如心理量表或生理测量法,具体测量工具的选取需根据提供的具

体信息来确定。本文件中所涉及的概念对各条款的理解都具有重要作用。

GB/T15241由2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心理负荷术语与测评方法。梳理了心理负荷相关术语,明确给出了心理负荷评价相

关的环境构建、评价和测量工具选择所涉及的技术信息,提出了心理负荷测量工具不同方面的

要求。旨在厘清心理负荷概念并为心理负荷测量工具的开发提供信息,为心理负荷测量工具

的可用性评估程序提供技术规范。
———第2部分:设计原则。给出了与心理负荷相关的工作系统设计中的指导原则,包括一般原则以

及涉及减少疲劳、单调、警觉性下降、餍足等的设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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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心理负荷相关的工效学原则
第1部分:心理负荷术语与测评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定义了心理负荷领域的相关术语,包括心理压力和精神紧张,以及精神紧张的短期和长期效

应、积极和消极后果,明确了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同时,确立了心理负荷测量和评估方法的准则及要

求,并具体提出了对测量工具的要求。本文件为选取合适的测量工具以及通过评估和测量心理负荷来

改善各相关部分的交流提供了信息支持。
本文件适用于与心理负荷相关的工作条件设计,旨在促进专家和从业者之间在人类工效学领域以

及相关基础领域中术语的通用性。主要适用于人类工效学专家,如具备相关研究方法理论背景、使用以

及对结果判读方面培训的心理学家、职业健康专员以及生理学家,在其开发或评估心理负荷评价方法的

过程中可从中获取所需信息。也适用于非专业人士,如雇主、雇员以及他们的代表,系统管理人员和设

计师,以及公共机构可找到他们在评价和测量心理负荷领域方向的有用信息,如哪些方法可用,哪些标

准与评估和测量工具有关,以及哪些工具能满足需求且可用。
本文件可为不同情形下选取相应的方法提供指导。针对不同目的、情形以及精度水平的需求,用户

可从众多方法中选择有效且高效的测量方法。本文件所提供的信息可指导用户评估最适合他们特定目

的的测量方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与心理负荷相关的术语和定义

3.1.1
心理压力 mentalstress
由外部因素对人的心理产生的所有可评估影响的总和。
注1:由于本文件中的心理压力是指对个体心理产生影响的可评估的因素总和,因此“心理压力”一词在口语中的用

法与本文件中“心理压力”的定义不一致。“可评估影响的总和”意味着心理压力通常包含对总的影响有贡献

的不同因素,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会产生心理压力,额外因素会改变由此产生的心理压力结果,但不会被视为

新的心理压力。心理压力这一术语指的是所有这些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需要在术语上明确区分作为

影响效应总和的心理压力(如上所定义)与作为心理压力的组成部分的单个或多个因素。

注2:本文件中“心理压力”的使用与ISO6385中“工作压力”一词的使用是一致的,其中它与术语“外部负荷”同义

使用。

3.1.2
精神紧张 mentalstrain
心理压力(3.1.1)对个体当前状态的即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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