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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3702《人类工效学 计算机人体模型和人体模板》分为两部分:
———第1部分:一般要求;
———第2部分:计算机人体模型系统的功能检验和尺寸校验。
本部分是GB/T23702的第2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15536-2:2007《人类工效学 计算机人体模型和人体模板 第2部

分:计算机人体模型系统的功能检验和尺寸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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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华大学、航空医学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欣、冉令华、周前祥、郑秀媛、王黎静、郭小朝、刘太杰、肖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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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在产品设计中有信心使用计算机人体模型,设计人员需了解这些工具的准确度和可靠性。对准

确度的需求取决于使用目的。有些设计需要较高的准确度(例如,间隙的定量分析),有些则仅需较低的

准确度(例如,模拟训练)。GB/T23702.1—2009中给出了基本准确度的检测方法。该方法是建立在

构建人体模型所用人体测量数据与相应人体模型复现数据之间比对的基础上。这些数据仅针对标准测

量姿势,如立姿和坐姿(见GB/T5703—1999)。
然而,在产品设计过程中,除标准姿势外计算机人体模型常用于模拟更广泛的姿势和动作。让设计

者了解这些情况下计算机人体模型的准确度也是十分必要的。此外,由于在构建计算机人体模型时使

用了大量的人体测量参数和生物力学参数,这在评估计算机人体模型及相关应用的准确度和可重复性

时就会产生问题。这就要求附加特定测试,以准确测量可能呈现的每一个人体尺寸、形状和工作姿势。
人体模型数据或算法发生变化时,问题就会更复杂,需额外测试来评估它们的尺寸精度。

对于一个机构而言,针对每种可能的测试条件对所有的人体模型参数进行准确性测试在经济上是

不可行的,所以需要开发者和用户合作来进行计算机人体模型准确度的评估。开发者可以针对最常见

的情况测试人体模型系统的准确度,同时为用户提供针对特定应用的人体模型系统准确度和可重复性

的关键测试方法。因此,用户需要为他们的特定应用来测量人体模型的准确度,而开发者则需提供计算

机人体模型以及测量和评估人体模型准确度的简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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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工效学 计算机人体模型和
人体模板 第2部分:计算机人体模型

系统的功能检验和尺寸校验

1 范围

GB/T23702的本部分规定了计算机人体模型功能检验和尺寸校验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与计算

机人体模型准确度相关的数据文档、功能检验方法和尺寸校验方法。
本部分规定了应用于构建计算机人体模型的人体测量数据、生物力学数据和建模软件功能的要求。

本部分虽然主要针对人体测量数据及其测量方法,但也包括了在构建和应用计算机人体模型时必不可

少的生物力学参数。
本部分给出了计算机人体模型准确度和人体源数据的报告框架。本部分旨在使计算机人体模型系

统的非专家型用户也能利用开发者提供的自动软件,在现场测试条件下独立完成每项功能的测量工作。
本部分不要求开发者完成特定情况下的计算机人体模型系统的确认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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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22187—2008 建立人体测量数据库的一般要求(GB/T22187—2008,ISO15535:2003,

IDT)

GB/T23702.1—2009 人 类 工 效 学 计 算 机 人 体 模 型 和 人 体 模 板 第1部 分:一 般 要 求

(ISO15536-1:2005,IDT)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人体模型准确度 manikinaccuracy
计算机人体模型系统复现被测个体尺寸、外形、姿势、角度、运动路径以及其他几何特征的准确度。

3.2
开发者 developer
开发计算机人体模型系统的公司、机构或个人。

3.3
现场测试条件 field-testingconditions
计算机人体模型系统用户通常所处的工作条件,典型的情况是:办公环境中有一台计算机工作站,

但没有专业的人体测量实验设备、生物力学实验设备以及技术支持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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