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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等同采用ISO7726:1998《热环境的人类工效学 物理量测量仪器》。
与本标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18049—2017 热环境的人类工效学 通过计算PMV和PPD指数与局部热舒适准则

对热舒适进行分析测定与解释(ISO7730:2005,IDT)
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按规范调整了附录中公式的编号。
本标准由全国人类工效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7)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安吉椅业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标能效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内蒙古工业大学、北京光徽德润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安吉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中心、芜湖美智空调设备有限公司、重庆大学、清华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汪洋、丁旭卫、赵朝义、王瑞、叶晓龙、郑崇开、邱义芬、冯朝卿、张佳峥、葛猛、
李百战、程勇、杜顺开、梅志光、齐云、张少君、栗玮、高剑峰、马荣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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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是应用于热环境工效学研究的系列文件之一。
此系列标准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最终确定的条款可以用于已经存在或正在起草标准的测量方法、实验或注释中;
———制定描述热环境特征的相关物理量测试方法的规范;
———提供解释参数的若干方法选择;
———适用于规范舒适环境与极端环境(包括热和冷)的热环境推荐值或极限值;
———规范个人或集体受热(冷)防护装置和过程的效果的测试方法。
任何能够达到(或超过)本标准所要求精度的测量仪器均可使用。
附录中介绍了一些物理量测量时推荐使用的仪器,这些仪器的特性会根据测量原理、结构和使用方

式而有所不同。用户也可以比较市面上在售的相关仪器设备的精度,通过检查符合本标准中的规定的

设备均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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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环境的人类工效学 物理量测量仪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热环境物理量测量仪器的基本特征及测量方法。
本标准是为了标准化记录测试数据,从而定义了一些指标,这些定义不涉及舒适性或热应激的具体

指标。
本标准适用于:

a) 环境物理量测量仪器制造及设备使用规范;

b) 双方就测量这些物理量拟定相关合同。
本标准适用于炎热、温和、舒适或寒冷环境对人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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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7730:1994 热环境的人类工效学 通过计算PMV和PPD指数与局部热舒适准则对热舒适

进行分析测定与解释(Moderatethermalenvironments—DeterminationofthePMVandPPDindices
andspecificationoftheconditionsforthermalcomfort)

3 一般原则

3.1 舒适与应激环境

本标准所包含的规范和方法根据热环境对人的影响分为两类:

C类:其规格和方法主要应用在接近舒适的温和环境中进行的测量。

S类:其规格和方法主要应用在受到较高甚至极端应激环境中进行的测量。
各个类别所描述的规格和方法,均考虑了现场测量的实际可能性以及当前可用测量仪器的性能。

3.2 表征环境的物理量

3.2.1 概述

确定舒适度或热应激的总体指标需要测量与环境有关的物理量。这些物理量可以根据其对环境的

依赖程度分为基本物理量和导出物理量两类。

3.2.2 基本物理量

各个基本物理量均可独立地表征环境参数。以热环境中人体建立热平衡为基础,这些物理量通常

用来定义舒适或热应激的程度,具体如下:

a) 空气温度,以热力学温度(Ta)或摄氏温度(ta)表示;

b) 平均辐射温度,以热力学温度(Tr)或摄氏温度(tr)表示;平面辐射温度,以热力学温度(Tpr)或
摄氏温度(tpr)表示;直接辐射的单位为 W/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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