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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１２５１分为三个部分：

———第１部分：人类工效学　公共场所和工作区域的险情信号　险情听觉信号；

———第２部分：人类工效学　险情视觉信号　一般要求　设计和检验；

———第３部分：人类工效学　险情和信息的视听信号体系。

本部分是ＧＢ／Ｔ１２５１的第３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ＳＯ１１４２９：１９９６《人类工效学　险情和信息的视听信号体系》（英文版）。

本部分代替ＧＢ１２５１．３—１９９６《人类工效学　险情和非险情声光信号体系》。与ＧＢ１２５１．３—１９９６

相比，本部分主要变化如下：

———原标准ＧＢ１２５１．３—１９９６根据ＩＳＯ／ＤＩＳ１１４２９（１９９２年版）制定，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ＳＯ１１４２９：１９９６；

———本部分名称变更为“人类工效学　险情和信息的视听信号体系”；

———删除了引言；

———第３章３．５改为“快脉冲”；删除原标准中术语“啭（声）”及其定义；

———第４章和第５章内容调换，题目分别调整为“设计和应用视听信号应遵循的人类工效学原则”

和 “视听信号体系”；

———调整第５章部分技术内容。

本部分的附录 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全国人类工效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空军航空医

学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冉令华、张欣、李晓东、傅小兰、郭小朝、刘太杰。

本标准所替代标准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２５１．３—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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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工效学　险情和信息的视听信号体系

１　范围

为减少误解视觉和听觉险情信号所带来的风险，ＧＢ／Ｔ１２５１的本部分规定了包含不同紧急程度的

险情和信息信号体系。

本部分适用于各种险情信号和信息信号，包括符合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２００７中５．３规定的需清晰觉

察和分辨的信号，以及有其他要求或工作条件下需清晰觉察和分辨的信号；本部分也适用于紧急程度处

于“极端紧急”到“解除警报”之间的所有信号。当声音信号辅以视觉信号时，两者的信号特征都应进行

规定。

本部分不适用于已采用特定标准或其他强制性惯例（国际的或国家的）的领域，尤其是火灾警报、医

疗警报、公共交通领域使用的警报、导航信号以及用于特殊领域活动（例如，军事活动）的信号。但为了

保持一致性，在采用新信号时宜参照本部分。

对于根据依紧急程度分级的听觉信息信号，本部分规定的信号特征体系可作为其信号语言设计的

指南。为了可靠、迅速地识别信号，本部分规定了信号的特定特征。某些类别的信号允许改变信号特

征，如针对工作场所中接受过特定培训的员工所用的控制信号和警告信号。

对于视觉信号，现有的安全色的含义不受本部分影响。针对不同的需要，可采用定时模式和颜色交

变作为视觉信号的补充含义。颜色交变仅在极少数情况下使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１２５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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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２５１．１—１９８９　公共场所的险情信号　险情听觉信号（ＩＳＯ７７３１：１９８６，ｅｑｖ）

ＧＢ／Ｔ１２５１．２—２００６　人类工效学　视觉险情信号　一般要求、设计和检验（ＩＳＯ１１４２８：１９９６，ＩＤＴ）

ＧＢ／Ｔ１２８００　声学　紧急撤离听觉信号（ＧＢ／Ｔ１２８００—１９９１，ｅｑｖ，ＩＳＯ８２０１：１９８７）

ＧＢ／Ｔ１３３７９　视觉工效学原则　室内工作系统照明（ＧＢ／Ｔ１３３７９—１９９２，ＩＳＯ８９９５：１９８９）

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１９９５　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２部分：技术原则与规范（ＩＳＯ／ＴＲ

１２１００２：１９９２，ｅｑｖ）

ＩＳＯ９９２１１：１９９６，语音通信的人类工效学评价　第１部分：直接交流时听力正常的人的语音干扰

级和交流距离（语音干扰级法）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３．１

交变声（或光）　犪犾狋犲狉狀犪狋犻狀犵狊狅狌狀犱（犾犻犵犺狋）

在２个或３个声（光）谱之间不断地切换，每个片段的持续时间相等，至少是０．１５ｓ。

３．２

猝发声　犫狌狉狊狋狊狅犳狊狅狌狀犱

周期性发生的具有短暂而明显中断的脉冲声组，包括中断在内的脉冲周期在０．２５ｓ～０．１２５ｓ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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