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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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GB/T23698—2009《三维扫描人体测量方法的一般要求》,与GB/T23698—2009相

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2009年版的第2章);
———删除了“肩峰点”“髂前上棘点”等24个术语,改为直接引用 GB/T5703—2023中相应的术

语,并增加了“球形测量误差”“球形离差”“径向距离标准差”和“直径测量误差”四个术语(见
第3章,2009年版的第3章);

———增加了三维扫描测量值和测量真值间差值的95%置信区间的计算方法和示例(见5.4);
———增加了“表面形状测量评估测试规程”一章(见第7章);
———增加了“标记点位置可重复性评估测试”一章(见第8章);
———增加了“缺失区域评估”一章(见第9章);
———删除了推荐标记的解剖标记点中的“乳头点”“甲状软骨点”“肩端点”和“肩胛骨下角点”(见

2009年版的附录A.2.2);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测试球示例”(见附录B);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测试和报告示例”(见附录C);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同时叠加10次扫描所得的标记点坐标数据”(见附录D);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缺失区域评估报告示例”(见附录E)。
本文件参考ISO20685-1:2018《应用于国际兼容人体测量数据库的三维扫描方法 第1部分:从人

体三维扫描中提取人体尺寸数据的评估规程》和ISO20685-2:2015《人类工效学 应用于国际兼容人体

测量数据库的三维扫描方法 第2部分:表面形状和相关标记点位置可重复性的评估规程》起草,一致

性程度为非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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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津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吉彤服装有限公司、深圳维

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空军军医大学空军特色医学中心、浙江优亿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东华大学、浙
江乔顿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欣、冉令华、赵起超、刘太杰、呼慧敏、董孝鹏、杨少毅、郭小朝、李卫平、郑嵘、
沈应琴、郑晓慧、王瑞、赵鹤、罗玲、王中婷、褚智威、杨荣辉、吴海媚。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9年首次发布为GB/T23698—2009;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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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人体测量数据是许多标准的重要基础。有多种设备可用于人体尺寸数据的采集,其中三维扫描仪是

一种相对较新的人体测量设备。三维扫描仪采集的人体体表三维点云数据可以应用于服装设计、汽车设

计以及工程和医学领域。通过三维点云创建的数字人体模型可被运用到与技术设计相关的各种应用中。
目前尚未有在设计过程中使用三维点云数据的标准化方法,因此,许多用户从三维点云数据中提取一维数

据使用。不同应用对人体测量数据有不同的质量要求,对三维扫描人体测量质量的控制极为重要。
现有的各类三维扫描系统拥有不同的技术基础。这其中包括立体摄影、超声波和光(激光、白光和

红外线)等,而且软件处理扫描数据的方法也各不相同。此外,不同软件在提取与传统尺寸类同的尺寸

数据时,其特征和性能也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系统提取标记点位置的方法不尽相同。在某些系统中,人
体测量学家确定位置后,在对应位置粘贴标记贴纸,扫描仪系统即可据此计算出相应标记点的位置;其
他一些系统则可以通过表面形状数据自动计算得出标记点的位置。标记点位置判断的准确性,对于扫

描提取一维测量数据和基于这些标记点创建的数字人体模型的质量至关重要。
三维扫描系统可用于采集长度、围长等各类人体尺寸数据,但由于软硬件技术基础的不同,不同系

统对同一个体的测量会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制定标准帮助用户判定三维系统是否符合他们的需求就显

得极为重要。
本文件旨在确保使用人体三维扫描仪测量GB/T5703—2023中规定项目的一致性,以及从扫描中

提取的数据能适用于GB/T22187《建立人体测量数据库的一般要求》规定的数据库。本文件可为三维

扫描仪用户和供应商之间,以及三维人体测量数据库提供者和数据用户之间就人体扫描仪性能达成协

议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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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扫描人体测量方法的一般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使用三维表面扫描系统采集人体体形数据的规则,以及使用三维表面扫描系统测量

GB/T5703—2023中定义的能从三维扫描图像中提取的人体尺寸项目的规则;给出了用于获取人体形

状数据和人体尺寸的三维表面扫描系统的测试规程。
本文件适用于人体全身扫描仪和体段扫描仪(如头部扫描仪、手部扫描仪和足部扫描仪)。本文件

适用于在单一视图中进行人体测量的人体扫描仪。当评估手持式扫描仪时,操作人员自身可能会对总

体误差产生影响。当被评估系统中的目标对象有旋转时,可能会产生运动伪像,这也会影响总误差。
本文件给出的标记点位置识别可重复性评估测试规程适用于由人体测量学家确定的标记点,不适

用于由点云软件自动计算的标记点位置。
本文件不适用于测量单个标记点位置和(或)运动的设备。
本文件预期用户包括利用三维扫描仪创建一维和三维人体测量数据库的人、人体测量数据的使用

者、三维扫描仪的设计师和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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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5703—2023 用于技术设计的人体测量基础项目

3 术语和定义

GB/T5703—202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三维 three-dimensional;3-D
采用三个两两正交的坐标轴的值表示空间点的形式,X,Y,Z 三个坐标值能给出空间内任何一个

相关解剖点的准确位置。
注:许多人体测量的长度值都可以通过解剖标记点的坐标计算出来。在计算围长时会需要一些额外的点。

3.2
三维人体扫描仪 3-Dbodyscanner
能生成数字数据的软硬件系统,这些数据能以三维的形式表现人体整体或部分的形态。

3.3
三维扫描仪软件 3-Dscannersoftware
与三维扫描系统相关的操作系统、用户界面、程序、算法以及使用说明。

3.4
三维扫描仪硬件 3-Dscannerhardware
三维扫描仪的物理组件和相关的计算机。

3.5
准确度 accuracy
测量值偏离真值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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