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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２２１８８《控制中心的人类工效学设计》拟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１部分：控制中心的设计原则；

———第２部分：控制配套室的排列原则；

———第３部分：控制室布局；

———第４部分：工作站的布局和尺寸；

———第５部分：显示器和控制器；

———第６部分：控制室的环境要求；

———第７部分：控制中心的评估原则；

———第８部分：用于特定应用的人类工效学要求。

本部分为ＧＢ／Ｔ２２１８８的第１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ＳＯ１１０６４１：２０００《控制中心的人类工效学设计　第１部分：控制中心的设计原

则》（英文版），并根据ＩＳＯ１１０６４１：２０００翻译起草。

本部分的附录Ａ、附录Ｂ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人类工效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联想集团、总后军需装

备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冉令华、李志忠、傅小兰、肖惠、陈柏鸿、谌玉红、张欣、刘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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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更安全、更可靠和更高效的操作要求的驱动下，信息技术的创新已经使得自动化技术和集中监督

控制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用户—系统界面及其相关操作环境中。虽然有这些发展，在监控和管理复

杂的自动化系统时，操作者仍然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而随着自动化解决方案规模的扩大，设备故障和人

失误的后果也日益凸显。

对操作者这一岗位的要求有时是非常高的。在控制室中，由于操作者的不当操作，例如疏忽、授权

错误、定时错误和序列错误等行为都有可能带来隐患。因此，本部分旨在建立一个通用的框架，在设计

和评估控制中心时应用人类工效学方面的相关要求和建议，以期消除或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失误的可

能性。

特定的控制中心项目通常是更为大型的系统设计项目的一部分。控制中心的设计不宜单独进行，

而应考虑到与更为大型系统的背景相关的目标和目的。因此，有必要对控制室设计中所涉及到的人类

工效学因素就从初看或从传统来看与人类工效学设计项目范围无关的问题进行核查。需针对每个具体

问题做出判断，而不能仅仅依据规范性的步骤就做决定。

本部分包含了可用于控制中心设计项目的基本原理和过程、物理设计和最终设计评估的要求和建

议，这些要求和建议既适用于控制室各个单元的设计（例如工作站和整体显示器的设计），也适用于整个

项目的总体规划和设计。本系列标准的其他部分则阐述了针对控制中心特定单元的更为具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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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中心的人类工效学设计

第１部分：控制中心的设计原则

１　范围

ＧＢ／Ｔ２２１８８的本部分规定了用于控制中心设计以及控制中心扩建、改造和技术升级的人类工效

学原则、建议和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控制中心，主要包括用于过程工业、运输和物流控制系统的控制中心以及

用于人员部署服务的控制中心。

虽然本部分主要适用于非移动式控制中心，但其中规定的许多原则同样适用于移动式控制中心，例

如船舶上的和飞机上的控制中心。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２２１８８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ＧＢ／Ｔ１６２５１　工作系统设计的人类工效学原则（ＧＢ／Ｔ１６２５１—２００８，ＩＳＯ６３８５：２００４，ＩＤＴ）

ＩＳＯ１１０６４３　控制中心的人类工效学设计　第３部分：控制室布局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３．１

控制中心　犮狅狀狋狉狅犾犮犲狀狋狉犲

功能相互关联且位于同一地点的控制室、控制配套室和本地控制站的组合。

［ＩＳＯ１１０６４３：１９９９中定义３．１］

３．２

控制室　犮狅狀狋狉狅犾狉狅狅犿

核心的功能实体及其相关的物理结构，操作者在此处行使集中控制、监控和管理的职责。

［ＩＳＯ１１０６４３：１９９９中定义３．４］

３．３

控制配套室　犮狅狀狋狉狅犾狊狌犻狋犲

一组功能相关联的房间，与控制室位于同一位置且环绕着控制室，是控制室支持功能区的场所。例

如相关的办公室、设备室、休息区和培训室。

［ＩＳＯ１１０６４３：１９９９中定义３．６］

３．４

设计规范　犱犲狊犻犵狀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对包括房间排列、设备、工作站显示器和操作者控制器在内的控制配套室特征的详细描述，这些特

征可以满足控制中心在开发、采购和建造方面的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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