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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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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人体热舒适环境要求与评价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室内人体热舒适环境的技术要求和评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的中等热条件下室内热环境的设计和评价,也可用于房间空气调节

系统热舒适性评价。电影院、医院等特殊条件下的人体热舒适环境要求可参照本标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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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701 室内热环境条件

GB/T7725 房间空气调节器

GB/T10000 中国成年人人体尺寸

GB/T18048 热环境人类工效学 代谢率的测定

GB/T18049 中等热环境 PMV和PPD指数的测定及热舒适条件的规定

ISO7726 热环境人类工效学 物理量测量仪器(Ergonomicsofthethermalenvironment—In-
strumentsformeasuringphysicalquantities)

3 术语和定义

GB/T18049、GB/T5701和ISO772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热环境 thermalenvironment
影响人体换热的环境特性。
[GB/T5701—2008,定义3.7]

3.2
热舒适 thermalcomfort
表示对热环境的主观满意程度,通过主观评价进行评定。
[GB/T5701—2008,定义3.4]

3.3
预计平均热感觉指数 predictedmeanvote
PMV
大样本人群通过7点热感觉量表(见表1)进行表决的平均值。

表1 热感觉量表

量表 +3 +2 +1 0 -1 -2 -3

感觉描述 热 暖 稍暖 适中 稍凉 凉 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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