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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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GB/T44808《人类工效学 无障碍设计》的第4部分。GB/T44808已经发布了以下

部分:
———第1部分:消费品中的语音提示;
———第2部分:考虑颜色视觉随年龄变化的颜色组合方法;
———第3部分:产品和公共广播系统语音播报的声压级;
———第4部分:不同年龄人群最小可辨认字符尺寸的估计方法。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24509:2019《人类工效学 无障碍设计 不同年龄人群最小可辨认字符尺寸

的估计方法》。
本文件做了下列最小限度的编辑性改动:
———为与现有标准协调,将标准名称改为《人类工效学 无障碍设计 第4部分:不同年龄人群最

小可辨认字符尺寸的估计方法》;
———范围中的“附录F给出了本方法对非字母文字的应用示例”改为注;
———附录A和附录B中的“表中数据来源于JISS0032”改为“本表数据来源见参考文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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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北京建筑大学、海信空调有限公

司、花之町(厦门)日用品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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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美智空调设备有限公司、北京科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中婷、冉令华、李金波、张欣、呼慧敏、秦华、别清峰、郑崇开、赵朝义、孙建华、

王云龙、钮建伟、张运红、徐红旗、陈剑、李健锋、葛猛、张举发、梁建波、徐宝东、杨爱萍、初军鹏、韦波、
蔡元浩、贺悦、赵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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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字符广泛用于显示器、文档和其他视觉媒体的信息呈现。在信息时代,纸质或电子文本的可辨认性

是一个关键问题,尤其对于老年人这个群体。但目前并未建立设计和评估字符可辨认性的方法。
多数可辨认性问题均与文本中的字符尺寸有关。老年人视力随年龄增长而下降,尤其是在近距离

观察时,可辨认性问题尤为严重。在任意观察条件下,为老年人提供清晰的文字对于提高其社交活动的

安全性和舒适性变得越来越重要。
文本的可辨认性有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单个字符的可辨认性,二是字符间距、行距引起的可辨认性。

前者是可辨认性的基本问题,能扩展到单词或句子的可辨认性。
影响单个字符可辨认性的因素有很多,与视觉相关的关键因素主要包括观察者的年龄、观察距离、

亮度和对比度。基于这些关键因素能研究出估计可辨认字符尺寸的方法,并推广使用。可能存在其他

方面的影响因素,如显示特性及其环境,一旦建立基于人类视觉因素的基本方法后,就能评估这些因素

的影响。
由于缺乏科学依据,且不同类型障碍患者的视觉能力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因此本文件未讨论患有

低视力等病理性障碍人群的可辨认性问题。
本文件遵循ISO/IECGuide71的无障碍设计原则,使用了ISO/TR22411中的数据。

GB/T44808旨在考虑用户能力的不同和使用情境的多样性,确立各人机交互因素的无障碍设计

要求,使产品和系统适用于目标用户群体中最广泛的用户,拟由多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消费品中的语音提示。目的在于确立消费品语音提示的工效学要求。
———第2部分:考虑颜色视觉随年龄变化的颜色组合方法。目的在于确立醒目颜色组合的创建

方法。
———第3部分:产品和公共广播系统语音播报的声压级。目的在于确立语音播报声压级范围的确

定方法。
———第4部分:不同年龄人群最小可辨认字符尺寸的估计方法。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不同年龄人

群的最小可辨认字符尺寸的估计方法。
———第5部分:触摸符号和字符。目的在于确立触摸符号和字符的无障碍设计要求。
———第6部分:消费品中的指示灯。目的在于确立消费品指示灯的无障碍设计要求。
———第7部分:消费品中的控制器。目的在于确立消费品控制器的无障碍设计原则。
———第8部分:易操作性。目的在于确立消费品易操作性方面的无障碍设计要求。
……

Ⅳ

GB/T44808.4—2024/ISO24509:2019



人类工效学 无障碍设计
第4部分:不同年龄人群最小可辨认

字符尺寸的估计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一种在自发光或反射模式下,用于估算在不同距离、亮度和对比度条件下,不同年龄

人群观察在文件、产品标签、标志和显示屏中使用的单个字符(而非单词或句子)的最小可辨认尺寸的

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任何年龄段无眼疾者使用的单个字符可辨认性的设计和评估,不适用于视力障碍(如

低视力)者使用的字符。本文件的应用特别针对但不限于使用固定字号的印刷品。
注:附录F给出了本方法对非字母文字的应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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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24502 人类工效学 无障碍设计 与年龄相关的色光亮度对比度规范(Ergonomics—Acces-
sibledesign—Specificationofage-relatedluminancecontrastforcolouredlight)

注:GB/T44382—2024 人类工效学 无障碍设计 与年龄相关的色光亮度对比度规范(ISO24502:2010,IDT)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视敏度 visualacuity
视力

V
<定性>分辨物体细微结构的能力。通常用能分辨两点的最小视角来确定。

<定量>空间分辨力多种测量中的任何一种,例如观察者刚刚能分辨出两个相邻物体(点或线或其

他指定刺激物)对应的视角(以弧分为单位)的倒数。

3.2
观察距离 viewingdistance
视距

D
眼睛与要观察的物体之间的距离。
注:在本文件中以米(m)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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