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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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参考ISO15265:2004《热环境的人类工效学 预防工作环境中的热应激或不适的风险评估

策略》(见第5章)、ISO15743:2008《热环境的人类工效学 寒冷工作场所 风险评估和管理》(见
第6章)、ISO9886:2004《人类工效学 基于生理指标测量的热损伤评估》(见第7章)、ISO7933:2004
《热环境的人类工效学 通过预测热损伤计算分析确定和解释热应激》(见第8章)、ISO11079:2007《热
环境的人类工效学 采用必需服装热阻(IREQ)及局部冷效应确定与解释冷应激》(见第9章)、

ISO12894:2001《热环境的人类工效学 对暴露在极热或极冷环境中个体的医疗监督》(见第10章)和

ISO9920:2009《热环境的人类工效学 服装热阻及水汽阻力估计》(见第11章)7项国际标准起草,一
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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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广东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南京天加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福建雅波特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中标能效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国投中标质量基础设

施研究院有限公司、青岛海尔智能技术研发有限公司、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内蒙古工业大学、安
徽扬子空调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上海三菱电机·上菱空调机电器有限公司、广州联

动万物科技有限公司、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光徽德润航空技术有限公司、芜湖美智空调设备有

限公司、重庆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邱义芬、岳宝、赵朝义、王瑞、齐云、杨亚华、宿士乔、王滨后、张浩、张译文、韦波、

冯朝卿、曾晓程、郭俊杰、周兴法、陈亚亮、张心予、丁云霄、杨兵、栗玮、高剑峰、张佳峥、程勇、杜顺开、
梅志光、葛猛、张文涛、张迪、梁涛、田俊、马阅新、邵艳坡、黄国俊、于彩灵、高平、蔺凯、王晶晶、郑春元、
李宏伟、李少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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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环境的人类工效学
人体冷热应激评估与管理

1 范围

本文件:
———描述了人在给定气候环境下工作时,一种评估和解释生理限制或不适风险的策略;
———提出了评估和管理工作场所寒冷风险的策略和实用工具;
———提出了基于人体核心温度、皮肤温度、心率和体重损失等生理参数测量评价热损失的条件和

方法;
———规定了分析评价和解释人体在热环境中经受的热应激的方法,预测工作条件下人体的出汗率

和核心温度;
———规定了人体暴露于寒冷环境时冷应激的评价方法和策略;
———为人类暴露在极端热环境下的安全性提供了建议,帮助需要对此类风险负责的人在不同的情

况下决定医疗监督的水平;
———规定了基于已知服装、套装和纺织品的服装热阻值,在稳态条件下估算服装套装传热特性(干

热损失和蒸发热损失阻力)的方法;研究了身体运动和空气渗透对热阻和水蒸气阻力的影响。
本文件适用于:
———任何工作温度下的热应激评价;
———室内、外寒冷场所的风险评估,但不适用于潜水情况或水下进行的其他类型的工作;
———工效学、工业卫生等领域工作条件的基于生理指标的热损伤评价;
———室内和室外工作环境中的连续暴露、间断暴露、偶尔暴露等条件下的低温应激评价,不适用于

与某些气象条件(比如降水,包括雨、雪、冰)有关的特定影响,这些影响采用其他方法评价;
———在实验环境以及职业需要暴露极端热环境的医疗监督,两种条件下都应对人群会受到的预期

热应激做一个评估,但针对不同情况的医疗监督的安排会有细微差别;
———评价人体运动及服装透气性对热阻和透气阻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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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8048—2008 热环境人类工效学 代谢率的测定

GB/T40233—2021 热环境的人类工效学 物理量测量仪器

GB/T40288—2021 热环境的人类工效学 术语和符号

ISO9237:1995 纺织品 织物透气性测定(Textiles—Determinationofthepermeabilityof
fabricstoair)

ISO13732-3:2005 热环境的人类工效学 人体接触表面反应评价方法 第3部分:冷表面(Er-
gonomicsofthethermalenvironment—Methodsfortheassessmentofhumanresponsestocontact
withsurfaces—Part3:Coldsur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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