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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ＳＯ６３８５：２００４《工作系统设计的人类工效学原则》（英文版）。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６２５１—１９９６《工作系统设计的人类工效学原则》。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６２５１—１９９６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本标准强调基于人类工效学的系统化设计方法而不只是设计原则本身；

———原标准的内容结构根据设计对象展开（如工作空间设计、工作环境设计、工作过程设计等），本

标准的内容结构则是根据系统设计的步骤展开；

———在适用范围一章中增加了对工作系统的详细描述；

———增加了功能分配、设计目标人群、人类工效学（人因学）、工作、系统功能、工作者、工作站和工作

组织８个新的术语和定义；

———增加了第３章；

———将工作系统设计划分为目标界定、功能分析和分配、概念设计、详细设计、系统实现和实施验

证、评价６个阶段，对每个阶段进行了描述和规定，并提出了相应的技术和方法。

本标准由全国人类工效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清华大学、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皋琴、冉令华、张欣、张伟、肖惠、李志忠、傅小兰、戴雨森。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６２５１—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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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工作系统中的技术、经济、组织以及人的因素会影响人的工作行为和身心健康。在工作系统设计中

应根据实际经验应用人类工效学知识来满足人的需求。

本标准为从事与人类工效学、工作系统和工作环境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士和其他人员提供了一个基

本的人类工效学框架，其规定同样适用于产品设计（如消费类产品）。

依据本标准，工作系统设计过程应考虑到人类工效学的知识体系。对已有的或新建的工作系统的

人类工效学评估，需有系统中的工作者参与。这种评估也会增强对这些系统中的工作者角色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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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系统设计的人类工效学原则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作系统设计中的人类工效学基本原则，定义了相关的基本术语，描述了工作系统设

计的整体方法。该方法需要工效学家同其他参与系统设计的人员协同合作，在设计过程中注重人的需

求、社会需求和技术要求之间的平衡。

本标准的使用者包括管理人员、工作者（或其代表），以及参与工作系统设计或再设计的相应专业人

士，如工效学家、项目经理、设计师等。了解人类工效学（人因学）、工程学、设计、质量以及项目管理方面

的一般知识，有助于更好地使用本标准。

本标准中的“工作系统”泛指各种不同的工作环境。本标准旨在为工作系统的改善、设计（或再设

计）或改造提供指导。工作系统牵涉到在给定的空间和环境中人和设备的组合以及工作组织之间各个

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不同工作系统的复杂程度和特性各不相同。以下是一些工作系统的例子：一台

机器和一个操作员；一座加工厂及其操作和维护人员；一座机场及其用户和职员；一间办公室及其内部

的工作者；基于计算机的交互系统。人类工效学的原理同样可以应用于工作系统的安装、调试、维护、清

理、维修、移除和运输。

本标准中的系统化方法能够为现有环境和新环境下的使用者提供指导。

本标准中规定的定义和人类工效学的指导准则适用于最优工作环境的设计，该类设计关注人类生

活质量、安全和健康（包括对已有技能的发展以及新技能的获取），同时也考虑技术和经济上的效果和

效率。

本标准中的准则不仅适用于工作系统的设计，也适用于其他任何与人类活动相关的设计（例如，用

于家用和休闲活动的产品的设计）。

注：本标准是人类工效学的核心标准，很多其他针对特定问题的标准均来自本标准。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２．１

功能分配　犪犾犾狅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狊

决定系统的功能应如何通过人、设备硬件和（或）软件实施的过程。

２．２

设计目标人群　犱犲狊犻犵狀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

根据性别、年龄、技能等相关特点定义的处于全体人群一定百分位数范围的指定工作群体。

２．３

人类工效学　犲狉犵狅狀狅犿犻犮狊

人因学　狊狋狌犱狔狅犳犺狌犿犪狀犳犪犮狋狅狉狊

研究人和系统中其他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学科；将理论、原则、数据和方法应用于设计来优化人类

生活质量以及整体系统绩效的专业。

２．４

作业　犼狅犫

个人的任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组织和顺序，或者在一个工作系统中单个工作者所有任务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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