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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ＩＳＯ２０６８５：２００５《应用于国际兼容人体测量数据库的三维扫描方法》（英文版）。

为与我国国家标准ＧＢ／Ｔ５７０３—１９９９保持一致，本标准在采用国际标准时进行了修改，主要差异

如下：

———标准名称调整为《三维扫描人体测量方法的一般要求》；

———３．５的注：用“本标准采用的真值是指由人体测量专家使用传统测量仪器（如皮尺和卡尺）多次

或多人测得的平均值。”代替“本标准采用的真值是指由熟练的人体测量专家使用传统测量仪

器（如皮尺和卡尺）测得的值”；

———３．１２用“右眶下点”代替“左眶下点”；

———３．２１用“在正中矢状平面上，枕部离眉间点最远的点”代替“头以法兰克福平面定位，头部在正

中矢状平面上最向后的点”；

———３．２６用“ｒａｄｉａｌｓｔｙｌｉｏｎ”代替“ｓｔｙｌｉｏｎ”；

———附录Ａ．２．２用“下面给出了推荐列表”代替“下面给出了最小列表”，并在列表中增加了“肩端

点”、“肩胛骨下角点”、“枕后隆突点”和“肋骨最下点”；

———附录Ａ．２．３用“头后开有两孔的测量帽”代替“头后仅开一孔的测量帽”；

———附录Ａ．２．４在立姿Ａ中用“掌心向内”代替“掌心向后”，在立姿Ｂ中增加“五指并拢，拇指自然

外展”，在立姿Ｃ中用“但一手臂水平前伸，掌心向内”代替“但一手臂水平前伸，掌心向下”。

本标准的附录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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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服装学院、航天医学工程

研究所、航空医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欣、李志忠、冉令华、肖惠、王黎静、郑嵘、周前详、郭小朝、刘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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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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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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关注的是三维扫描仪在采集设计所需的一维人体尺寸数

据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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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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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制定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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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旨在确保使用人体三维扫描仪测量ＧＢ／Ｔ５７０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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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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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扫描人体测量方法的一般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利用三维表面扫描系统采集人体体形数据的规则，以及利用三维表面扫描系统测量

ＧＢ／Ｔ５７０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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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不适用于测量标记点

位置和（或）运动的设备。

本标准主要适用于人体全身扫描仪，但也同样适用于体段扫描仪（如头部扫描仪，手部扫描仪和足

部扫描仪）。

本标准预期用户包括利用三维扫描仪创建一维人体测量数据库的人，以及此类一维人体测量数据

的使用者。尽管本标准并不针对三维扫描系统的设计师和制造商，但本标准有助于他们更好地满足那

些建立和使用一维人体测量数据库的客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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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２２１８７　建立人体测量数据库的一般要求（ＧＢ／Ｔ２２１８７—２００８，ＩＳＯ１５５３５：１９９６，ＩＤＴ）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三维　狋犺狉犲犲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犪犾

３犇

采用３个两两正交的坐标轴的值表示空间点的形式，犡，犢，犣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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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点的坐标计算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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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犫狅犱狔狊犮犪狀狀犲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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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维处理软件　３犇狆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犵狊狅犳狋狑犪狉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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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狊犮犪狀狀犲狉犺犪狉犱狑犪狉犲

三维扫描仪的物理组件和相关的计算机。

３．５

准确度　犪犮犮狌狉犪犮狔

测量值偏离真值的程度。

　　注：本标准采用的真值是指由人体测量专家使用传统测量仪器（如皮尺和卡尺）多次或多人测得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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