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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ＩＳＯ１５５３７：２００４《工业产品及设计中人体测量学特性测试的被试选用原则》（英文版）。

本标准与ＩＳＯ１５５３７：２００４相比，主要差异如下：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Ｂ；

———将表１、表２移至资料性附录Ｂ，改为表Ｂ．３和表Ｂ．４；

———增加１８岁至６０岁的中国男性的人体尺寸数据（表Ｂ．１）和１８岁至５５岁的中国女性的人体尺

寸数据（表Ｂ．２），以适应中国国情。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为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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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清华大学、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北京服

装学院、总装航空医学工程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黎静、张欣、李志忠、周前祥、冉令华、郑嵘、郭小朝、郭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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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关于工业产品及设计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了工效学要求的调查研究，一般通过使用测试设备记录一

个参数（如身高）或少数参数的变化引起的各种可能情况来进行。对于没有给定专门测试程序的并行多

功能测试和（或）产品特性测定，通常会指定一个或几个人作为被试来使用待测产品，并在使用过程中或

者使用后观察和询问被试。

通过这种方法所获得的任何结果，其可靠程度都极大依赖于被试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不同方面的

目标用户群。本标准关注的是一个产品及设计与目标用户群人体测量学特性之间的匹配情况。

工作设备的设计应合理考虑目标用户群的人体尺寸。检验产品及设计是否满足该要求的一种方法

是，组织被试小组并让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测试该产品。

附录Ａ给出了本标准的一个使用示例，附录Ｂ给出了部分国家地区的人体尺寸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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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产品及设计中人体测量学特性测试的

被试选用原则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被试组的组成方法，在人体测量学特性方面被试组应能代表待测对象的目标用户群。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产品及设计的人体测量学特性测试，这些产品及设计或与人体直接接触，或与人

体尺寸相关，例如：机器、工作设备、个体防护装备、消费品、工作空间、建筑或运输设备等。

本标准也适用于与人体尺寸相关的产品在安全方面的测试。

本标准不涉及任务的其他方面和其他要求，如信息的感知（观察对象的几何布置除外）和控制器的

使用（它们的几何布置除外）。

本标准是从人体测量学的角度来选择被试，但类似的一般原则也可用于其他变量的测试，如生物力

学方面的测试。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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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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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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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待测产品的关键尺寸　犮狉犻狋犻犮犪犾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狅犳犪狆狉狅犱狌犮狋狋狅犫犲狋犲狊狋犲犱

从人体测量学的角度来看，针对待测产品功能，会在目标用户群全身或局部造成使用限制的尺寸。

　　注１：关键尺寸与可达域、间隙、姿势、接触压力或其他可能引起使用困难、不适或健康风险的因素有关。

　　注２：一个待测产品可以有不止一个关键尺寸，例如可以是可达域和间隙的组合。

　　示例：进出通道的关键尺寸可以是宽度，或者是宽度和高度的组合。

３．２

关键人体测量项目　犮狉犻狋犻犮犪犾犪狀狋犺狉狅狆狅犿犲狋狉犻犮犿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

产品关键尺寸对应的人体测量项目。

　　注：例如，一个人可全身进入通道的关键人体测量项目，是指那些造成最大约束的测量项目，如身高和（或）体宽，具

体取决于通道的形状。

３．３

产品关键尺寸和人体测量项目的最劣组配　狑狅狉狊狋犮犪狊犲犮狅犿犫犻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犮狉犻狋犻犮犪犾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狊犪狀犱

犪狀狋犺狉狅狆狅犿犲狋狉犻犮犿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狊

对按预期方式使用产品或设计的用户造成最大限制的产品关键尺寸、附加设备和关键人体测量项

目的组合。

３．４

纤瘦体型　狊犾犻犿犫狅犱狔狋狔狆犲

至少有两项宽度尺寸（首选肩宽和臀宽）和两项厚度尺寸（首选胸厚和腹厚）都小于第２５百分位数

的人属于纤瘦体型，如果没有第２５百分位数，则采用目标用户群第５和第５０百分位数的平均值。

　　示例：中国成年男子肩宽第２５百分位数的计算值是：（３９８ｍｍ＋４３１ｍｍ）／２＝４１４．５ｍｍ，见表Ｂ．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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