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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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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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顺德区美的洗涤电器制造有限公司、青岛海尔全屋家

居有限公司、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星威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和也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宁波柏厨集成厨房有限公司、广东精一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

陕西有限公司、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标能效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海信(广东)空调有限公司、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苏泊尔厨卫电器有限公司、郑州大学、
北京联合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山东光明园迪儿童家具科技有限公司、大自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曲美家

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今朝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厦门佳浴智能卫浴有限公司、海太欧林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珠海和品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津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投中标质量基础设施研究院有限

公司、芜湖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中标能效科技(青岛)有限公司、产演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东莞华南设计创新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呼慧敏、黄石、廉景进、冉令华、张欣、赵朝义、卫伟杰、张磊、牛文磊、吴陈龙、
周敏、李银霞、罗玲、王中婷、杨爱萍、张帆、叶根林、卫敏、蒲俊、陈辉、葛猛、俞贵涛、别清峰、谢岳荣、
赵希枫、官阔荣、王献勇、陈宗勇、王开放、朱瑞娟、于娜、李忠华、侯雪峰、粟璟艳、戴仙艳、李小满、叶永珍、
王力力、王瑞、温燕斌、郑方春、赵起超、吴海媚、陈钢、韦波、金炳奎、陈剑、于群、贺悦、方彦雯、张悦、
韩松、赵鹤、李东原、董一龙、朱同、张林海、蔡畅、丁慧、初军鹏、田浩、吕笑笑、高佳佳、廖钟财、胡清育、
商蓓、孙欢乐、田涛、尹君、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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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除了系统(产品或服务等)本身的质量性能和安全环保外,人们对系统的

人性化和用户体验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类工效学是研究人和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并
将相关理论、原则、数据和方法应用于设计来增进人类福祉以及优化系统整体绩效的学科。人类工效学

旨在按照人的生理和心理特性来设计和改善产品与环境系统,实现人-产品/服务-环境系统的最佳匹

配,最终实现产品、服务和环境系统的人性化,为人们创造安全、健康、舒适、高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符

合人类工效学要求的产品能有效提高产品的舒适度和使用质量,改善用户体验。因此,体现产品人性化

设计和用户体验水平的人类工效学设计成为健康家居综合质量水平评估时的一个必要指标。
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和幸福体验诉求的需求提升,对健康家居产品的工效学要求也越来越高。由

于缺乏相关的标准指导,造成企业对健康家居工效学设计的理解存在差异,甚至偏离工效学的初衷,仅
仅做到了简单的功能叠加,未考虑功能本身的工效学要求,导致用户体验不佳。基于上述情况,我国先

后制定了 GB/T36608.1—2018《家用电器的人类工效学技术要求与测评 第1部分:电冰箱》、

GB/T36608.2—2018《家用电器的人类工效学技术要求与测评 第2部分:空调器》、GB/T39223.3—

2020《健康家居的人类工效学要求 第3部分:办公桌椅》、GB/T39223.4—2020《健康家居的人类工效

学要求 第4部分:儿童桌椅》、GB/T39223.5—2020《健康家居的人类工效学要求 第5部分:床垫》、

GB/T39223.6—2020《健康家居的人类工效学要求 第6部分:沙发》等家居系统相关的工效学标准。
但上述标准仅给出了针对具体产品的工效学特性相关的技术要求和测评规范,对于健康家居整个系统

如何从工效学的角度去考虑相关的设计原则和技术要素,目前缺乏相关的总则性和指南性标准,导致健

康家居工效学标准研制进度远不能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
本文件正是基于上述需求提出的,旨在为健康家居的工效学设计和测评提供基本的指标要素及设

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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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系统交互工效学 健康家居设计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健康家居的工效学设计总则、工效学设计要素和工效学测评要素,并对部分健康家居

的工效学设计要求和测评规范作出了规定。
本文件适用于满足基本性能质量和安全环保要求的家居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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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214.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噪声测试方法 通用要求

GB4706.2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吸油烟机的特殊要求

GB/T6882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和声能量级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精密法

GB/T17657—2013 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

GB/T17713—2022 吸油烟机及其他烹饪烟气吸排装置

GB/T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19606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噪声限值

GB29539 吸油烟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35157—2017 树脂型合成石板材

JJG245 光照度计

QB/T2584—2023 淋浴房

ISO532-1:2017 Acoustics—Methodsforcalculatingloudness—Part1:Zwickermethod
ISO7235:2003 Acoustics—Laboratorymeasurementproceduresforductedsilencersandair-ter-

minalunits—Insertionloss,flownoiseandtotalpressureloss
IEC/TS60318-7 Electroacoustics—Simulatorsofhumanheadandear—Part7:Headandtorso

simulatorforacousticmeasurementofhearingaids
IEC61591 Cookingfumeextractors—Methodsformeasuringperformance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家居系统 homesystem
满足居家生活所需的用品用具、设施设备、环境条件及其关联系统等。

  注:家居系统包括居家生活的用品用具(家具、家电及其他家居生活用品等)、物理环境系统(照明环境、热环境、声

环境、气味环境、色彩环境、空气质量等)、服务设施条件以及其他相关的家居生活辅助支撑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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