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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 18717《用于机械安全的人类工效学设计》标准分为三个部分:

    — 第1部分:全身进人机械的开口尺寸确定原则;

    — 第2部分:人体局部进人机械的开口尺寸确定原则;

    — 第3部分:人体测量数据。

    本部分为GB/T 18717的第1部分，对应于ISO 15534-1:2000《用于机械安全的人类工效学设计

第1部分:全身进人机械的开口尺寸确定原则))(英文版)。本部分与ISO 15534-1用于机械安全的人类

工效学设计第1部分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主要差异如下:

    — 原国际标准中的引言及其涉及的参考文献「2〕被删除;

    — 原国际标准中的三项引用标准改为对应的国家标准;

    -一在原国际标准参考文献中增加一项GB/T 12985-1991《在产品设计中应用人体尺寸百分位

数的通则》;

    — 在测量人体尺寸条件相同的前提下，人体测量术语以GB/T 5703-1999《用于技术设计的人
体测量基础项目})(见参考文献〔11)为准。

    本部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附录B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机械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CSBTS/TC 208)归口。
    本部分由中国标准研究中心、机械科学研究院和吉林省安全科学技术研究院负责起草。

    本部分起草人:张铭续、逢征虎、李勤、肖建民、石俊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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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机械安全的人类工效学设计

第 1部分:全身进入机械的开口尺寸确定原则

范 围

    本部分规定了全身进人机械(见GB/T 15706.1-1995的3.1)的五种型式开口尺寸(开口最小功能

尺寸，见参考文献仁21),以及将人体测量数据(人体尺寸)和附加空间(裕量)相结合的n个计算开口尺

寸公式。

    其中人体尺寸见GB/T 18717.3-2002中表1，附加空间的数值见本部分的附录Ae

    通道尺寸以预期使用者群体(见参考文献〔幻3.1)的第95或第99百分位数数值为依据，后者适用

于紧急外出通道。

    GB/T 18717. 3-2002中人体尺寸是从静态裸体人测量得出的，并未考虑人体动作、着装、设备、操

纵机械条件或环境条件。

    本部分适用于非移动式机械，对移动式机械可有额外的特殊要求。

    防护人员触及伤害的情况在GB 12265. 1中论述。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 187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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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65. 1 机械安全 防止上肢触及危险区的安全距离(eqv EN 294)

    GB/T 15706. 1-1995 机械安全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1部分:基本术语、方法学(eqv ISO/
                              TR 12100-1:1992)

    GB/T 18717. 3-2002 用于机械安全的人类工效学设计 第3部分:人体测量数据(neq ISO
                                  15534-2:2000)

3 一般要求

    本部分规定了人体五种姿势进出机械所需的开口尺寸。这些尺寸的数值除了包括基本的尺寸以外，

还应考虑到操作者和操作条件的具体细节。增加裕量是必要的，以便让人们方便安全地进出和工作。

    在这方面，下述判据尤为重要:

    a) 影响人员进人方便的因素:

        1)衣着类型，例如:服装的厚薄;

        2)是否携带工具，例如:为了技术保养或修理;

        3)是否有附加的装备，例如，个体防护装备(包括防护服)，携带或佩带便携式照明灯;

        4)作业要求，例如:运动的姿势、性质和速度，视线和施力;

        5)作业的频次和持续时间;

        6)开口通道长度，例如:是通过在出口处有活动空间较薄的壁(罐、槽的壁)，还是通过管道式

            的通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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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考虑到逃离危险运动动态特性时可利用的空间;

    8)人身支撑物的位置和尺寸，例如:脚蹬和把手;

b) 环境条件(例如:黑暗、热、潮湿及噪声);

。) 作业时的风险。

上述项目需要的裕量取决于具体的机械及其应用。

实践中人体尺寸具体如何应用见附录A,

使用开口尺寸和人体尺寸符号的信息见附录B,

通道开 口

    通道开口是允许整个身体进人或活动的开口，通过此开口可以进行诸如操作控制致动机构、监控过

程和检查工作结果等。见图1至图6,

    本部分规定的开口最小功能尺寸并非是最佳尺寸。

    从安全的观点出发，只要可能，开口尺寸均宜增大。此外，紧急通道开口应足够地大，以便万一发生

危险时，人员能迅速逃逸。

    附录A中给出了4.1至4.5中裕量二和Y的数值，在GB/T 18717. 3中给出a, ,h等人体尺寸
数值 。

章条 图 示 符号 说 明

4.1 直立水平向前走动用开口

e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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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Pss预期使用者群体的第 95百分位数。

2}Pss:预期使用者群体的第 99百分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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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条 图 示 符号 说 明

4.2 直立水平侧向短距离通过用开口

少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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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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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x

y

不适用于紧急出口通道

A=h, (Pss)十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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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口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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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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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1

一二
一

一
}

B

章条 图 示 符号 说 明

4.3 直通道

一健一
A

B

C

c,

f2

x

A=c, 或 尸，，)+x

B一0. 74 X c2 (Pss)

C=A+B

人体净空长‘，

足净空长

开 口边长

臀一膝距

足长

厚度裕量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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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条 图 示 符号 说 明

4.4 可能需要快速运动用人孔

亩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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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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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A =a, (Ps。或P.)+二

开 口直径

通 道 长 度 (应 小 于

500 mm)

两肘 间宽

直径裕 量

4.5 跪姿通过用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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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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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实践 中人体尺寸的应用

A.1 概述

    本附录的目的是根据人类工效学、安全和健康的原则阐述如何应用本部分给出的人体尺寸。

    本部分阐述了以人体尺寸(即裸体人静态尺寸)为基础的开口最小尺寸。

    本部分包括裕量在内的开口尺寸未必考虑了下例诸因素:

    — 因和通道开口接触而产生的安全和健康方面问题;
    — 在通道中必须采用的体位和动作是否意味着对使用者的安全与健康有某种风险，例如这关系

        到人员能否经常或长时间使用这个通道;

    — 人员是否必须采用一种特定的体位，以满足作业对力的需要而不致过度负荷;

    — 通过通道运送设备、工具和受伤者或丧失意识者所需要的空间

    — 在通道中为了清理、维修和维护工作而以符合人类工效学方法使用设备和工具时所需要的空

          间 ;

    — 在通过通道时，使用者有可能穿戴个体防护装备;

    — 进人通道人口和出口处的空间要求。

    通道的设计如果恰当地考虑了人类工效学原则，就能更加提高工作效率，也会带来经济效益，例如，

在大多数情况下，随着开口尺寸的减小，工作时间就要增加。

A.2 确定附加空间的原则

    针对确定一个具体通道实际尺寸时所需考虑的条件，在A. 3中对本部分的每一种开口都给出了一

些裕量值。在使用各种开口时，这些条件就决定了应附加到人体尺寸上的裕量，以便确保使用通道时的

安全与健康。这些裕量不应简单地附加上去，因为某些条件是叠加的。在设计一个具体通道时，对A.3

中给出的每一项条件都应加以考虑。首先必须确定哪些裕量要采用，哪些裕量是最关键的，而后由一名

专家作出整体方案，最后确定出每个方向上所需要的总裕量标出准确的数值为止。

开 口的附加空间要求

1 直立水 平向前走 动用开 口(见 4.1)

下列的裕量应加到GB/T 18717.3中给出的相应的人体尺寸数据上。

高度裕量二:

— 身体活动的基本裕量为50 mm;

— 快走或跑，或频繁或是长时间使用为100 mm;

— 鞋或厚鞋袜为40 mm;

— 使人增加高度的个体防护装备，如头盔等为60 mm;

宽度裕量y:

— 身体活动的基本裕量为50 mm;
— 快走或跑，或频繁或是长时间使用为100 mm;
— 工作服为20 mm;

— 避免衣服被管道壁损坏为100 mm;

— 厚实的冬装或个体防护服为100 mm;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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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输送受伤人员为200 mm.

A.3.2 直立水平侧向短距离通过用开口(见4.2)

    下列的裕量应该加到GB/T 18717. 3中给出的相应的人体尺寸数据上:

    高度裕量z和宽度裕量y;

    如果存在A. 3. 1中所述的裕量x和Y的条件，则应使用A. 3. 1中相应的裕量。
A.3.3 用梯子通过竖直通道(见4.3)

    下列裕量应该加到GB/T 18717.3给出的相应人体尺寸数据上。

    厚度裕量二和宽度裕量y:

    — 身体活动的基本裕量为100 mm;
    — 工作服为20 mm;

    一一厚实的冬装或个体防护服为100 mm;

    — 个体防护装置(吸氧器械除外)为100 mm.

A. 3.4 可能需要快速运动用入孔 (见 4.4)

    下列裕量应该加到GB/T 18717.3中给出的相应人体尺寸数据上:

    直径裕量刀

    如果存在A.3.3中的条件，则应使用A.3.3中厚度和宽度裕量。

A.3.5 跪姿通过用开口(见4.5)

    高度裕量二应该加到GB/T 18717.3给出的人体尺寸数据上。

    移动时抬头向前看裕量为100 mm,

    高度裕量二和裕量y:

    如果存在A. 3.3所述裕量x和，的条件，应使用A. 3.3中相应的裕量。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开 口尺寸和人体尺寸使用的符号

    本附录目的是说明在GB/T 18717之本部分中开口尺寸和人体尺寸符号的应用。

    通道、开口和其他实际尺寸的大小由确定每一项尺寸的公式计算得出，实际尺寸考虑了有关的人体

尺寸和一项或多项裕量。

    实际开口尺寸在图中标出并以大写字母A,B,C,D等表示，每个图中都按顺序使用字母，图与图中

的字母含义不同，需要时可使用脚标。

    裕量和人体尺寸未在图中标出。人体尺寸由带脚标的小写英文字母表示，裕量用小写英文字母z

和Y表示。

    表示人体尺寸的字母含义如下:

    h:身高或身体一部分高度;

    a:含臂和肩等躯体在内的宽度或身体某部分的宽度;

    b:身体或其居部的厚度或上肢功能前伸长也使用;

    。:身体一部分或其一段的长度。

    上述字母的脚标无特定含意，按顺序使用。

    人体尺寸的某一特定百分位数表示方法见参考文献「2〕中3.20

    有关人体尺寸项目术语见参考文献仁1]，数值在GB/T 18717. 3中给出。

    本部分中使用的人体尺寸符号列于表B. 1，脚标号不连续是因为并非全部定义的人体尺寸都在本

部分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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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B.1 人体尺寸的符号和术语定义

符号 术语 定义在GB/T 5703-1999中章条号 在本标准中章条号

h, 身高 4.1.2 4.1,4,2

心1 两肘间宽 3. 2.22 4.1,4.3,4.4,4.5

吞1 体厚 4. 1. 10 4.2

b, 上肢执握前伸长 4.4.2 4.5

心乙 祥一膝距 4.4.7 4.3

c2 足长 4.3.7 4.3

今考文做

[I]  GB/T 5703-1999

[21  GBJT 12985-1991

用于技术设计的人体测量基础项目 ISO 7250:1996,(EQV)

在产品设计中应用人体尺寸百分位数的通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