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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和GB/T20000.2—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国际标准ISO8727:1997《机械振动与冲击 人体暴露 生物动力学

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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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4777—1993 几何定向及运动方向(neqISO1503:1977)
本标准由全国机械振动、冲击与状态监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3)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吉林省安全科学技术研究院、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杭州爱

华仪器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肖建民、郑凡颖、高利、邵斌、张绍栋、张春彗、王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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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生物动力学及人体振动工程应用的许多场合,应根据特定的正交坐标系确定机械输入或响应(力
或运动)的原点、幅值和方向。生物动力学坐标系要求在人体内或与解剖学坐标系可能相关的外部参考

结构内确定的原点。应用包括人体暴露于振动与冲击的评价,生物动力学仪器系统的功能位置和方向

的精确定义,输入到人体及其部位或局部的力和运动的生物动力学模型,以及生物动力学数据的学科间

或专业间的比较。
为了对不同个体之间(或同一个体的重复测量之间),人和人体模型之间或者测量数据与标准规定

的人体或其局部允许机械输入限值之间进行数据比较,有必要采用原点在已识别的、稳固的且由放射照

相或立体定向方法能确定的(因此是骨胳的)解剖学标志处,并由此定向的解剖学坐标系。本标准体现

这样的基本原理:其特别反对使用不精确定义的原点在心脏或其他柔软和运动的结构中的坐标系。解

剖学坐标系的精确定义对生物动力学很重要,因为所有生物动力学测量最终应与人体的骨胳解剖学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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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振动与冲击 人体暴露
生物动力学坐标系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于生物动力学测量,相关标准起草参考以及人体暴露于机械振动与冲击精确描述

的解剖学坐标系和基本中心坐标系。本标准中规定的局部解剖学坐标系适用于头部、颈根(头和颈系统

的驱动点)、骨盆和手。对于其他骨胳局部的相应解剖学坐标系的建立,本标准规定了一般原则。本标

准规定的生物动力学坐标系适用于影响人体的直线和旋转振动与冲击的描述及测量参考系统。
注1:尽管这些解剖学坐标系是针对人体规定的,但应用比较解剖学的知识,其也适用于非人类的灵长类,或者那些

骨胳解剖学可识别比较,放射照相与人体解剖学相关的其他动物种类。

注2:当需要其他局部解剖学坐标系(例如:臂部、腕部、腿或足部)时,这些坐标系应根据相应的解剖学和标准化原

则确定,并可能在本标准的后续修订中推荐。

注3:本标准认为与定义和生物动力学坐标系的应用相关的男性和女性骨胳解剖学之间没有差别。此外在确定儿

童及用于伦理生物动力学研究、开发、试验及评估时的非人类哺乳动物的解剖学坐标系时,也适用于同样的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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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5619—2005 机械振动与冲击 人体暴露 词汇(ISO5805:1997,IDT)

ISO1503:1977 几何定向及运动方向(Geometricalorientationanddirectionsofmovements)

3 生物动力学坐标系

当收集、转换、分析、报告、描述、比较或评价人体机械振动与冲击输入数据和引起的人体结构及系

统响应时,如果可行,应采用标准的生物动力学坐标系。
注1:生物动力学坐标系可以依据在惯性空间内坐标系层次定向(见图 A.1和 A.2)。这种惯性参考系统可以是地

球为中心的,其基本或标准的轴向位于地球引力方向,或基本中心的,其原点在所关注的力或运动传向人体的

接触表面(或此处某些刚性连接的完全定向结构)。例如基本中心坐标系可根据运载工具、工作场所或实验室

的结构,影响人体的直接振动或冲击源,例如振动的工具或设备,或者研究的振动机械、运动模拟器或冲击装

置来确定。为了研究和评价,生物动力学坐标系本身可为仪器坐标系单独提供外部参考结构,用来定义在人

体上或人体内进行的惯性测量。

注2:从几何学角度来说,人体的任何特定姿势均可被视为完全定向的对象(见图A.3)。

注3:使用原点在人体内可变形或自由移动的无定形或易弯曲的软组织或表面解剖结构的坐标系(例如,大致定义

在心脏或臀部中心的坐标系)妨碍生物动力学数据的精确获取或比较,因此不赞成使用。本标准中定义的全

部解剖学坐标系原点位于放射照相或立体定向可确定的(包括可触知的)骨胳明显标志处,并且由此确定方

向。此外,这些坐标系也适用于非人类的哺乳动物和人的机械模拟体(假人或人体模型)的比较生物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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