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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39223《健康家居的人类工效学要求》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3部分:办公桌椅;
———第4部分:儿童桌椅;
———第5部分:床垫;
———第6部分:沙发。
本部分为GB/T39223的第5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全国人类工效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7)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中标合信(北京)认证有限公司、郑

州大学、贵州大自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隅天坛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强力家具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福元保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美神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伊莉雅(厦门)生态开发有限公司、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北京联合大学。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呼慧敏、赵朝义、罗玲、张欣、冉令华、王瑞、吴海媚、段鹏征、赵玉法、陈伟龙、

蒋洁、刘晓晨、鲍晓娇、靳晨阳、孙小锋、洪溥、蔡梦静、李银霞、时小兵、任文、彭成涛、苏泳、张孔程、许丽红、
杨帆、杜俊敏、杨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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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健康家居是满足生理、心理、社会等三方面健康舒适要求的整体家居环境,包括家具、家电以及其他

家居生活用品,照明环境、热环境、声环境、气味环境等相关物理环境系统,以及其他相关辅助支撑系统

等。健康家居不仅要满足基本的产品性能质量和安全环保要求,还要满足操作便利、使用舒适和较好体

验感的工效学要求。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除了产品本身的质量性能和安全环保之外,人们对

产品的人性化和用户体验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类工效学旨在按照人的生理和心理特性设计和改

善产品与环境系统,实现人-产品-环境系统的最佳匹配,最终实现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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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用户体验水平。因此,除了满足产品的基本性能质量和环保安全等标准要求外,体现产

品人性化设计和用户体验水平的人类工效学要求也成为健康家居评判时的一个必要指标。
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压力的增大,睡眠质量问题已成为一个全球都在关注的问题。偶

尔失眠会造成第二天疲倦和动作不协调,长期失眠则会带来注意力不能集中、记忆出现障碍和工作力不

从心等后果。研究发现,影响睡眠质量的主要因素除了温度、湿度、通风、照明、安静程度(噪声)等环境

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所使用的寝具。要保证一个高质量的睡眠,单靠对睡眠生理和心理

的研究是难以得到保证的,还要有良好的寝具条件。床垫作为人们的主要睡眠寝具之一,与人们的睡眠

质量和睡眠体验息息相关。随着物质文明和技术工艺的不断进步,现代人们使用的床垫种类逐渐趋向

多元化,床垫对睡眠质量有着极大的影响,但是国内对床垫工效学设计和测评技术还不完善,缺乏社会

公众认可的工效学技术规范。无论是生产企业、研究机构、消费者、第三方监督机构都需要一个有技术

支撑的床垫工效学标准作为设计、评价、购买、监督床垫健康舒适度的依据。因此,如何针对中国人的生

理心理特性以及睡眠习惯等参数,根据中国的寝具设计现状和功能特点,研究和确定适合中国人睡眠习

惯和生理特征的床垫工效学设计要求和测评方法,成为健康家居研究领域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标

准的研制,可以为床垫的健康舒适度的设计和评价提供依据和参考。

Ⅱ

GB/T39223.5—2020



健康家居的人类工效学要求
第5部分:床垫

1 范围

GB/T39223的本部分规定了成人床垫的人类工效学技术要求和检测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满足基本的性能质量和安全环保标准供睡眠休息使用的床垫人类工效学设计和

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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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0000 中国成年人人体尺寸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床垫体压分布 bodypressuredistributionofmattresssurface
床垫表面与人体各部位接触面之间的压力分布。

3.2 
压强峰值 peakpressure
人体平躺于床垫上,身体部位与接触面之间产生的压强最大值。

3.3 
腰臀压强比 ratioofthepeakpressurebetweenlumbarregionandpelvicregion
人体腰部处压强峰值与人体臀部处压强峰值的比值。

  注:人体腰部处为第1腰椎至第5腰椎之间;人体臀部处为骶骨上缘至臀横纹之间。

3.4 
用户体验 userexperience
人们对于使用或期望使用的产品、系统或者服务的感受和反应。

  注1:用户体验包括用户在使用前、使用中和使用后的所有情感反应、信任度反应、偏好反应、感觉反应、生理和心

理反应,以及行为和绩效等。

  注2:用户体验是交互系统的品牌形象、外观特点、功能特性、系统性能、交互行为和辅助功能,用户因为以往经验、

态度、技能和个性特点等形成的内在心理和生理状态,以及使用情景等的综合作用的结果。

  注3:从用户个人目标实现的角度看,可用性可能包括那种与用户体验非常相关的感知和情感方面的内容。可用

性标准可以用来评估用户体验的所有方面。

[ISO9241-210:2019,定义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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