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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２３７０２《人类工效学　计算机人体模型和人体模板》分为两个部分：

———第１部分：一般要求；

———第２部分：计算机人体模型系统的功能校验和尺寸验证。

本部分是ＧＢ／Ｔ２３７０２的第１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ＳＯ１５５３６１：２００５《人类工效学　计算机人体模型和人体模板　第１部分：一般要

求》（英文版）。

本部分的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全国人类工效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服装学院、航天医学工程

研究所、航空医学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欣、李志忠、周前详、冉令华、王黎静、郑嵘、肖惠、刘太杰、郭小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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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机械安全标准可分为以下三类：

ａ）　Ａ类标准（基本安全标准）：给出适用于所有机械的基本概念、设计原则和一般特征。

ｂ）　Ｂ类标准（通用安全标准）：涉及机械的一种安全特征或使用范围较宽的一类安全防护装置：

———Ｂ１类，特定的安全特征（如安全距离、表面温度、噪声）标准；

———Ｂ２类，安全装置（如双手操纵装置、联锁装置、压敏装置、防护装置）标准。

ｃ）　Ｃ类标准（机器安全标准）：对一种特定的机器或一组机器规定出详细的安全要求的标准。

本部分属于Ｂ类标准。

对依据Ｃ类标准设计和制造的机器而言，当Ｃ类标准的内容偏离Ａ类或Ｂ类标准的相关规定时，

以Ｃ类标准为准。

本部分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当前快速发展的计算机人体模型技术和人体模板技术，也独立

于是否有详细、代表性的最新人体测量数据。

人体的物理特性是空间、家具、机械及其他设备的设计出发点之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可

以通过构造计算机人体模型来模拟人体和人体活动。例如，基于人体测量得到的精确计算机模型和人

体模板可用于显示人与物理环境间的几何关系。人体模型和人体模型系统还可集成多种评估功能，如

可达域的表示、视域的可视化、所需力量的生物力学计算和运动仿真。

计算机人体模型旨在降低用真人做测试以及用物理模型和物理原型做评估的需求。但是，真人不

仅可以提供真实的物理尺寸，还可提供各种不同的感觉和感知，以及他们对任务难易度、舒适度和其他

设计特性的评价（见ＩＳＯ１５５３７）
［３］。

利用计算机人体模型能够快速、方便、及早地发现可能存在的尺寸缺陷问题，可以快速确定与身体

尺寸相关的限制操作的关键尺寸，如：在限定空间中的匹配问题、可达性问题。否则，确定这些关键尺寸

需要对大量的真人进行测试。

在使用人体模型时，需在同一测试条件下考虑一些工效学方面的问题（例如人体测量、姿势、视觉、

力和动态特性）。在既没有现成可用的尺寸数据，也没有可用于全尺寸评估的参照条件时，人体模型作

为通用设计工具，对于全新的设计非常有用。在设计过程中，使用计算机人体模型可使不同专家和用户

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协作变得更为容易。

若使用得当，计算机人体模型可加快整个设计过程，降低设计成本。工效学设计过程在ＥＮ６１４１

《机械安全　人类工效学设计原则　第１部分：术语和一般原则》中被作为一个整体提出。

计算机人体模型的使用并不能自动保证产生适当的设计方案，有时甚至会被误用。设计者有可能

使用不当，例如：让模型摆出难以做到的姿势，或者提供太小的活动空间。这可能是因为设计者并不清

楚计算机人体模型在人体测量、姿势和生物力学方面固有的局限性。随着人体模型系统复杂性的增加，

它与人体特性数据间的联系也变得困难，或无法追踪。

迄今为止，可用的人体模型和人体模型系统，随着其准确性和可用性，以及所能提供的功能和特性

的不同而各异。在当前发展阶段，复杂的人体模型系统需要强大的硬件支持和经过专门训练的用户，这

对于许多设计者来说可能是无法做到的。最简单的系统可能容易使用，但是对设计而言其价值有限。

这些系统也有不同的侧重点，如人体测量的准确性、生物力学性能、图形可视化、几何设计、仿真和动画

等。在很大程度上，人体模型和相关设计系统的选择就是对这些不同特性的权衡。

选择和使用人体模型系统，需要广泛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不过，要控制其他外部参数的

影响，复杂的人体模型系统可能是一种较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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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工效学　计算机人体模型和人体模板

第１部分：一般要求

１　范围

ＧＢ／Ｔ２３７０２的本部分规定了设计和开发计算机人体模型、人体模板以及人体模型系统的一般要

求。考虑到它们在结构复杂性和功能多样性方面的可用性和局限性，本部分给出了它们的人体测量特

性和生物力学特性。本部分也可作为人体模型及其系统的选择指南，以及针对特定应用，评估其准确度

和可用性的指南。

本部分对描述人体模型特性、人体模型系统特性及其预期应用的文档进行了详细规定，这些文档可

用于指导它们的用户。

本部分给出了有效方法，以确保用于工作空间设计的计算机人体模型和人体模板在人体测量学和

生物力学方面具有较好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本部分旨在确保人体模型用户能够为特定的设计任务选择合适的人体模型系统，并正确使用它。

本部分仅对人体模型的静态准确度做出要求，并对使用中影响分析与测定准确度的其他因素给出

了相关建议。

本部分的应用宜通过真人的实际测试进行确认。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２３７０２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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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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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ＧＢ／Ｔ５７０３　用于技术设计的人体测量基础项目（ＧＢ／Ｔ５７０３—１９９９，ｅｑｖＩＳＯ７２５０：１９９６）

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１—２００７　 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 １ 部分：基本术语和方法

（ＩＳＯ１２１００１：２００３，ＩＤＴ）

ＧＢ／Ｔ１８９７８．１１—２００４　使用视觉显示终端（ＶＤＴｓ）办公的人类工效学要求　第１１部分：可用性

指南（ＩＳＯ９２４１１１：１９９８，ＩＤＴ）

ＥＮ６１４１　机械安全　人类工效学设计原则　第１部分：术语与一般原则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３．１　

计算机人体模型　犮狅犿狆狌狋犲狉犿犪狀犻犽犻狀

基于人体测量尺寸、连接及关节结构、运动特性的二维或三维计算机人体图形。

３．２　

计算机人体模型系统　犮狅犿狆狌狋犲狉犿犪狀犻犽犻狀狊狔狊狋犲犿

由计算机人体模型、人体模型（如：姿势、人体尺寸）的操控工具、人体特征和行为（如：生物力学、力

量、运动）的仿真功能、计算机物理环境模型中人体模型的定位方法等组成的计算机建模系统。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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