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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42818《认知无障碍》的第1部分。GB/T42818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一般指南。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21801-1:2020《认知无障碍 第1部分:一般指南》。
本文件做了下列最小限度的编辑性改动:
———图1a)中文图形符号的繁体字更改为简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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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残疾人康复和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48)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谷鑫(福建)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俊玲、马凤领、马俪芳、杨德慧、王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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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认知障碍可能影响每个人,这种影响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永久的。认知障碍可影响人的如下

能力:
———感知信息的能力,包括视觉、听觉和触觉,例如视觉下降可能导致识别文字、图片或其他视觉输

入有困难;
———保持、转移和分配注意力的能力,例如过滤不想要的刺激(如声、光)的能力降低,或执行多任务

困难;
———记录和存储信息并在需要时提取的能力,包括存储和维护新的信息片段、知识和技能,提取和

维护之前的信息片段、知识和技能;
———沟通的能力,包括言语和非言语的理解和表达;
———定向力,包括空间、地形上的导航;
———活动执行力,包括解决问题,组织、策划、实施一项计划或策略以及适时调整策略,适当地发起、

开展和终止活动;
———抽象思维和推理的能力,例如理解概括、关联、因果关系;
———理解和管理数字和时间的能力,例如计算或理解货币、大小或时间流逝的概念。
通过系统设计和构建环境可显著减少认知障碍者的活动受限和参与限制程度。标准中采用通用设

计(UD)方法,方便了用户访问认知软件主流系统。通用设计方法有助于提升系统和构建环境的功能性

和舒适性。
通常认为主流系统比康复辅助器具实惠,社会认可度也高。主流系统访问不受限制,有助于广大认

知障碍人群融入社会。关于认知障碍人群的认知需求以及如何调整活动、环境因素以提高参与度的相

关知识相当广泛。主流系统的设计师和生产商了解这些需求,有助于构建无障碍和实用的主流系统。
尽管称为认知“无障碍”,但本文件也采用了“可用性”的概念,确保设计原则是基于用户的独特体

验,而非普通人的能力。
本文件围绕下列三个概念展开,每个概念都提出一套指导方针:
———动力和关注点;
———表征和理解;
———行动。
本文件是所有认知无障碍系统设计开发的一般指南。在特定领域或者特定背景下,可以制定更详

细的认知无障碍标准和指导方针,见参考文献[6]和[7]。
在为认知障碍者开发上述主流系统和康复辅助器具时,让认知障碍者及他们的家人参与进来很

重要。

GB/T42818旨在规定认知无障碍系统设计开发要求,拟由两部分构成。
———第1部分:一般指南。目的在于提供认知无障碍系统设计开发指南。
———第2部分:报告。目的在于根据第1部分给出的建议,规定系统认知无障碍的报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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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无障碍 第1部分:一般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包括产品、服务和构建环境在内的认知无障碍系统的设计和开发的指南。
本文件与主流系统及专门为功能障碍者设计的系统有关。
本文件仅限于与认知无障碍相关的指南。
注1:本文件认可不同的感官感知可能对认知无障碍产生影响。

注2:本文件以下指南对所有用户有益,不遵循指南可能会导致一些潜在用户无法使用系统。

本文件与所有类型的系统有关,但是,对于某些类型的系统,只能遵循特别的建议:
———有些建议与既定系统有关(如非计算机化消费品或用户手册);
———有些建议适用于包含一定层级基于计算机处理的系统(如微波炉或信息通信技术系统);
———有些建议适用于支持个性化、使用先进计算机处理的系统(如智能手机中的应用程序);
———有些建议适用于以上系统组合的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无障碍 accessibility
产品、系统(3.5)、服务、环境和设施能被具有最大范围需求、特征及能力的人群在特定应用场景中

为实现特定目标所使用的程度。
注:应用场景包括直接使用或辅助技术支持的使用。

[来源:ISO9241-112:2017,3.15]

3.2
认知 cognition
通过思考、经历和各种感官获取知识和领悟的心智活动或过程。
注:特定的认知功能包括感知、注意、记忆、语言功能(言语和非言语)、推理、计划、解决问题、决策、阅读和计算。认

知与整体心智功能(如意识、精力、动力)和情感功能(如情感、情绪及自我调节)相互作用。

3.3
认知无障碍 cognitiveaccessibility
系统(3.5)能被具有最大范围需求、认知特征和能力的人群在特定应用场景中为实现特定目标所使

用的程度。

3.4
触觉的 haptic
与触感有关的,尤其与通过触摸和本体感觉实现对物体的感知和操作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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