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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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28802:2012《物理环境的人类工效学 通过包括物理测量和人的主观反应的环

境调查对环境进行评估》。
本文件做了下列最小限度的编辑性改动:
———标准名称改为《物理环境的人类工效学 通过环境调查(物理量测量和人的主观评价)对环境进

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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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总公司、广东美的精密模具科技有限公

司、海信(广东)空调有限公司、福建雅波特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公司、中标能

效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国投中标质量基础设施研究院有限公司、青岛海尔(胶州)空调器有限公司、内
蒙古工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光徽德润航空技术有限公司、重庆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瑞、赵朝义、宋玉军、戚文端、胡敏志、葛猛、宿士乔、张文强、冯朝卿、韦波、
张明杰、付光军、黄汝普、吕根贵、滕克宇、张立智、杨春龙、陈凯、呼慧敏、张欣、冉令华、邵晓亮、程勇、
林蕾、梅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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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提供了一种环境调查的方法,是物理环境工效学系列标准之一。本文件是对热、声、光和

空气质量等特定环境因素标准的补充,并基于这些标准评估人对整个环境的反应。
本文件提供了利用环境的物理测量和人的主观测量来评价舒适度的方法。它提供了热、声、显示和

照明、环境空气质量以及其他相关环境因素的评估方法。对于每个环境因素,提供了物理环境和对环境

的主观反应的测量方法。此外,还为进行调查的人提供了一份评估表格,用作环境评估的工具。
物理环境的测量如需要使用温度计、声级计或照度计等相关的仪器,参考相关标准中提供的仪器规

格。主观方法用主观量表量化人们对环境的反应。对于每个环境因素,都提供了主观量表示例。在进

行物理测量和主观测量后,对环境评估的第3部分是观察,对于每个环境因素,本文件都提供了观察评

估表格中可能包括哪些内容的相关建议。
每一种方法都是根据其基本原则开发的。确定环境舒适度的最适当的方法或方法组合形式都取决

于所关注的环境和使用场景。本文件提供了通过环境调查进行环境评价的原则和方法应用,是对物理

环境的人类工效学相关标准的补充,本文件与在这些环境中有效的环境指标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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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环境的人类工效学 通过环境调查
(物理量测量和人的主观评价)

对环境进行评估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评估室内外环境舒适度和人员健康状况的环境调查方法,但并不限制于具体环境,而
是提供了评估和评价用的一般原则。

本文件给出了人员健康和舒适的环境调查评估原则,并提供了用来量化环境的环境测量、用来量化

人对环境反应的主观评估方法和调查设计的指南,但不包含主观量表设计指南。
本文件适用于建筑环境和其他环境,包括车内环境和户外环境,以及能够对环境调查做出有效反应

的身处于此类环境中的人群。但是,应用本文件给出的一般原则时,可能需要考虑某些特定类型环境的

具体特征。
本文件不限于特定的环境因素,它包括对热环境、声环境、显示和照明环境、空气质量和其他影响人

体健康和舒适度的环境因素的评估。
本文件是一个有助于制定如建筑内的具体环境相关标准的人类工效学基础标准。本文件的使用对

象为参与物理环境一般性评估和评价的人员,包括一般人类工效学从业者以及具体应用标准和指南的

制定人员。
注:应用本文件产生的环境调查结果可能会发现需要专家解释的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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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7726 热环境的人类工效学 物理测量仪器(Ergonomicsofthethermalenvironment—In-
strumentsformeasuringphysicalquantities)

注:GB/T40233—2021 热环境的人类工效学 物理测量仪器(ISO7726:1998,IDT)

ISO7730 热环境的人类工效学 通过计算PMV和PPD指数与局部热舒适准则对热舒适进行

分 析 测 定 与 解 释 (Ergonomics ofthe thermalenvironment—Analytical determination and
interpretationofthermalcomfortusingcalculationofthePMVandPPDindicesandlocalthermal
comfortcriteria)

注:GB/T18049—2017 热环境的人类工效学 通过计算PMV和PPD指数与局部热舒适准则对热舒适进行分析

测定与解释(ISO7730:2005,IDT)

ISO8041-1 人体对振动的响应 测量仪器(Humanresponsetovibration—Measuringinstru-
mentation—Part1:Generalpurposevibrationmeters)

注:GB/T23716—2009 人体对振动的响应 测量仪器(ISO8041:2005,IDT)

ISO8996热环境人类工效学 代谢率的测定(Ergonomicsofthethermalenvironment—Determi-
nationofmetabolicrate)

注:GB/T18048—2008 热环境人类工效学 代谢率的测定(ISO8996:2004,IDT)。

1

GB/T43517—2023/ISO28802: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