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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翻译法同等采用ISO/IEC10779:2008《信息技术 用于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办公设备可

访问性指南》。
本标准作了如下少量编辑性修改:
———删除了ISO/IEC10779关于描述美国可访问性标准的规定的注释;
———将ISO/IEC10779中4.3c)的无编号的“示例”按原文上下文的含义改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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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福建实达电脑设备有限公司、珠海赛纳打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佳能(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富士施乐有限公司、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夏普办公设备(常
熟)有限公司、利盟打印机(深圳)有限公司、柯尼卡美能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惠普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静、钟丽娜、池鸿铭、臧晓钢、张海英、仇相如、尹欣然、王强、郭尔文、陈挺、
黄秀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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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用于老年人和残疾人的
办公设备可访问性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策划、开发和设计电子成像复印机、页式打印机和多功能设备时需要考虑的可访问

性指南。
本标准适用于改善老年人、残疾人或身体暂有不便的人(以下统称“老年人和残疾人”)使用办公设

备时所要求的可访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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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0002.2—2008 标准中特定内容的起草 第2部分:老年人和残疾人的需求(ISO/IEC
Guide71:2001,IDT)

3 术语和定义

GB/T20002.2—200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多功能设备 multi-functiondevice
提供两个或两个以上功能(如:电子成像复印、传真、打印和扫描功能)的设备。

3.2 
可访问性 accessibility
办公设备被包括残疾人在内的最广泛人群使用的可用性。
注:可访问性的概念涉及所有使用者群体,并不限于正式认定为残疾的使用者。

3.3 
人类工效学 ergonomics
人因学 humanfactors
包括已知并理论化的人类行为和生物特征的科学技术分支,可以用于产品和系统的规范、设计、评

估、运营和维护,以提高安全性和效率,满足个人、群体和组织的使用要求。
[GB/T20002.2—2008,定义3.1]

3.4 
辅助技术 assistivetechnology
辅助设计 assistivedesign
用于提高、维持或改善残疾人机能的设备、产品系统、软件或服务等。
注:可通过商业现货、改装或个性化定制获得。本术语包括对残疾人的技术辅助。辅助设备并不消除损伤,但可减

轻个人在特定环境下执行任务或活动的困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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