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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31002《人类工效学 手工操作》拟分为以下3部分:
———第1部分:提举与移送;
———第2部分:推与拉;
———第3部分:高频次低负荷操作。
本部分为GB/T31002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11228-1:2003《人类工效学 手工操作 第1部分:提举与移

送》。
本部分与ISO11228-1:2003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推荐质量上限由25kg修改为23kg,以符合中国人身体特征。
———附录A.7.2中用“物体宽度为0.70m”代替“物体宽度为0.75m”;用“vM=1-0.3×|0.70-v|”

代替“vM=1-0.3×|0.75-v|”;用“如果v>1.70,那么vM=0”代替“如果v>1.75,那么vM=
0”;用“v<0.70m”代替“v<0.75m”;用“v≥0.70m”代替“v≥0.75m”;用“v<0.70m”代替

“v<0.75m”;用“v≥0.70m”代替 “v≥0.75m”,以符合中国人身体特征。
———附录B.1.1修改了分步模型应用示例中的包裹质量、货盘尺寸以及相应的计算结果,以与附录

A和附录C的技术性修改保持一致。
———附录表C.1修改了不同工作人群的参考质量(mref),将普通工作人群参考质量(mref)的上限由

23kg降至20kg,将成年工作人群参考质量(mref)由25kg降至23kg,在专职工作人群的参

考质量(mref)中增加了25kg一项,以符合中国人身体特征。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修改了图A.1、图A.2、图B.1中的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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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深圳市华测检测有限公司、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国家体育科学研究所、东莞市科技咨询服务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欣、徐红旗、郑秀瑗、朱平、周前祥、郝卫亚、冉令华、史冀鹏、呼慧敏、林子弘、

李毅、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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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肌肉骨骼失调症是世界性常见病,也是职业卫生中的常发病。
手工操作对象的尺寸和质量、操作姿势、操作频次、操作持续时间等因素能单独或联合产生一个危

险的操作活动,引发肌肉骨骼失调症风险。
较为理想的做法是:综合考虑操作姿势、操作频次以及操作持续时间,给出操作对象质量的推荐限

值,使人们能合理、有效地执行手工操作劳动。
工效学方法对降低手工提举与移送的操作风险非常有效。良好的工作设计尤其重要,特别是操作

任务和工作空间的设计,其中可能包括适当辅助设备的使用。
本部分提供了一个逐步逼近的评价方法,以评估手工提举与移送的健康风险。在每一步中均给出

了推荐限值。另外,在附录A、附录B和附录C中还给出了面向手工操作工效学机构的实用性指南。
本部分提供的风险评价模型可用于评估与手工操作相关的风险。此模型综合考虑了与手工提举操

作相关的各项危险因素(不利条件),以及手工操作的持续时间。不利条件有可能是操作对象质量过大,
或是提举过程中存在扭转、弯腰、操作间距过大等不舒适的操作姿势。本部分包括重复性与非重复性手

工提举操作。
推荐限值是综合利用流行病学、生物力学、生理学、心理物理学四种重要研究方法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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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工效学 手工操作
第1部分:提举与移送

1 范围

GB/T31002的本部分规定了手工提举与移送质量的推荐限值,分别考虑了任务强度、频次和持续

时间的影响。本部分为工作人群健康风险评价中多个任务变量的评定提供指南。
本部分适用于物体质量不小于3kg的手工提举与移送。
本部分适用于水平表面上中等步速(0.5m/s~1.0m/s)的手工移送操作。
本部分不适用于静态抓握物体(原地不动),推或拉物体,单手提举物体,坐姿手工操作,以及两人或

多人提举物体。抓握、推拉物体的手工操作将在本标准的其他部分中规定。
本部分基于每天8h的工作时间。本部分不适用于分析一天中一个班次内的组合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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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5703—2010 用于技术设计的人体测量基础项目(ISO7250-1:2008,MOD)

GB/T16856(所有部分) 机械安全 风险评价[ISO14121(所有部分)]

GB/T20000.4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4部分:标准中涉及安全的内容(GB/T20000.4—2003,ISO/

IECGuide51,MOD)

EN1005-2 机械安全 人体特性 第2部分:机械及其零部件的手工操作(Safetyofmachinery—

Humanphysicalperformance—Part2:Manualhandlingofmachineryandcomponentpartsofmachin-
ery)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手工操作 manualhandling
利用人力以提、放、移送或其他方式,移动或约束物体的活动。
注:物体也包括人或动物。

3.2
手工提举 manuallifting
在无机械设备辅助的条件下,从初始位置向上移动物体。
注:物体也包括人或动物。

3.3
手工放低 manuallowering
在无机械设备辅助的条件下,从初始位置向下移动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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