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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工学椅》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和办公环境的优化，人体工学椅市场

需求持续攀升，市场竞争也日益激烈，众多品牌纷纷提升产品品质

与创新设计以抢占市场份额。同时，我国坐具企业通过长期的专业

化发展和国际化合作，已具备承接国际中高端产品技术研发的实力。

面对国际采购商的高标准和严要求，我国中高端坐具制造企业迅速

成长。此外，慢性病和亚健康问题的加剧，使坐具的健康功能日益

受到重视，健康坐具与健康产业的联系愈发紧密。为响应国家及地

方政府对健康产业的重视，并贯彻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等相关政策文件精神，制定团体标准《人体工学椅》成为推动健康

坐具产业规范化、标准化发展的关键举措，旨在更好地满足人民群

众对健康生活的需求。佛山市仪顺家具有限公司根据市场情况及行

业需求，向广东省质量检验协会提出立项申请。由广东省质量检验

协会归口，佛山市开仪家具有限公司、广州开德利家具有限责任公

司等企业联合起草。

（二）制定背景

人体工学椅市场近年来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这主要得益于

健康意识的普遍提升和长时间坐姿需求的增加。随着人们对办公和

家居环境舒适度与健康性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人体工学椅作为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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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缓解身体压力、促进良好姿势的家具产品，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和追捧。全球范围内，人体工学椅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而中国作为

全球最大的办公椅生产国和出口国，在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技术进步与创新也是推动人体工学椅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今的

人体工学椅采用了更加优质的材料和先进的制造技术，同时融入了

智能传感器、可调节腰部支撑和可调节扶手等创新技术，进一步提

升了产品的舒适度和用户体验。

目前，市场上存在大量质量参差不齐的产品，如果缺乏统一的

标准来规范，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将无法得到充分保障。完善人体

工学椅的标准制定对于保障消费者健康、提升行业竞争力、推动技

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以及促进国际贸易和合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主要参与单位和工作人员及所做的工作

本文件起草单位：暂略。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暂略。

（四）主要过程

1. 立项阶段

2024年11月30日向广东省质量检验协会递交资料提出立项申请，

2024年12月20日通过立项申请并于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进行公

示。

2. 研制阶段

2024年10月，佛山市仪顺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开仪家具有限

公司、广州开德利家具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广州质安标准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派代表组建了标准起草工作小组。小组规划了标准起草工作

的各项计划，并明确指定了各项具体工作的负责人。随后，小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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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围绕工作目标、程序流程、时间节点以及任务分配进行了详尽的

部署，并分别着手准备相关资料。

2024年10月至11月，起草工作小组广泛搜集并深入研读了国内

外关于人体工学椅的技术文献资料，对国内人体工学椅市场的现状

进行了初步的调查与评估，同时深入挖掘了标准化的实际需求。在

此基础上，小组还充分调研了人体工学椅企业，并组织了专家访谈，

吸纳了企业内部的业务实践经验，深入了解了家具行业的现状及标

准化需求。依据丰富的调研资料，标准起草小组对标准进行了进一

步的细化与完善，初步形成了《人体工学椅》标准的草案。

2024年12月，标准起草小组通过实地研讨会、腾讯会议以及微

信群沟通等多种形式，全面展开了标准草案的修订工作。期间，小

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对草案内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广泛

征求各方意见，系统性地解决了草案文本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专

家意见对草案进行了细致的修订，最终形成了《人体工学椅》征求

意见稿的初稿。

2025年1月至2月，标准起草工作小组内部针对标准文本的修改

召开了多次研讨会。在保持总体框架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小组根据

实际情况对各章节的技术内容进行了全面的完善与调整。通过进一

步的调研以及对家具行业发展现状的深入分析，小组成员仔细推敲

了各标准条目的语言表述，以期提高标准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经

过多次的标准文本内容优化与修改，小组成员再次对标准文本进行

了严格的审核，确保所有修改均符合预期目标且逻辑清晰。至此，

标准起草小组已做好充分准备，即将正式提交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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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性

标准应该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能够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

包括消费者、生产制造商、第三方机构等。此外，考虑到人体工学

椅市场和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标准应该统筹兼顾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这意味着标准的制定过程中需要广泛征求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

建议，确保标准的可接受性和实用性。

2. 科学性

科学性是确保标准的准确性和可信度的关键。标准应广泛参考

各类文件，总结国内外最新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标准编制过程

中应充分依据科学研究成果和最新技术现状，确保所采用的定义和

数据来源是可靠和可信的。同时，标准应保证数据的可核查、可追

溯，以满足监管部门和相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3. 可操作性

标准制定过程中要注重企业实际情况，不给企业增添负担。要

求标准的使用说明便于企业实施和应用。标准应该提供明确的指导

和方法，使企业能够轻松地进行家具使用说明，减少复杂的不必要

过程，同时面对消费者的使用上能简洁且通俗易懂。

（二）编制依据

在研制过程中，本文件是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

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2-2020《标

准化工作导则 第2部分：以 ISO/IEC 标准化文件为基础的标准化文

件起草规则》、GB/T 20000.1-2014《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1部分：标

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GB/T 20001.10-2014《标准编写规

则 第10部分：产品标准》等标准的规定起草。

（三）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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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框架

标准正文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产

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案及标志、使用说明、包装、运输、贮

存共9章。

2. 适用范围

本章说明该标准对家具使用说明编制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

试验方案、检验规则及标志、使用说明、包装、运输、贮存相关内

容作出规定，适用于人体工学椅产品使用说明的编制。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标准规范性引用下列文件：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

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3325 金属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GB/T 3326 家具桌、椅、凳类主要尺寸

GB/T 3920 纺织品色牢度试验耐摩擦色牢度

GB/T 5296.6 消费品使用说明第6部分：家具

GB/T 6343 泡沫塑料及橡胶表观密度的测定

GB/T 6669-2008 软质泡沫聚合材料压缩永久变形的测定

GB/T 6670-2008 软质泡沫聚合材料落球法回弹性能的测定

GB/T 9286 色漆和清漆漆膜的划格试验

GB/T 10000 中国成年人入体尺寸

GB/T 10357.2 家具力学性能试验第2部分：椅凳类稳定性

GB/T 10357.3-2013 家具力学性能试验第3部分：椅凳类强度和

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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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0357.8-2015 家具力学性能试验第8部分：充分向后靠时

具有倾斜和斜倚机械性能的椅子和摇椅稳定性

GB 17927.1 软体家具床垫和沙发抗引燃特性的评定第1部分：

阴燃的香烟

GB 17927.2 软体家具床垫和沙发 抗引燃特性的评定第2部分：

模拟火柴火焰

GB/T 18204.2-2014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第2部分：化学污染

物

GB 18587-2001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地毯、地毯衬垫及地毯胶粘

剂有害物质释放限量

GB 18584-2024 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20286 公共场所阻燃制品及组件燃烧性能要求和标识

GB 28008 家具结构安全技术规范

GB/T 29525-2013 座椅升降气弹簧技术条件

GB 35607-2024 绿色产品评价 家具

GB/T 39223.3-2020 健康家居的人类工效学要求第3部分：办公

桌椅

GB/T 38733 办公家具 办公椅 尺寸测量方法

GB 50325-2010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QB/T 3826 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

中性盐雾试验 (NSS) 法

QB/T 2280-2016办公家具 办公椅

QB/T 4668-2014 办公家具人类工效学要求

4. 术语与定义

本章对人体工学(人类工效学)、人体工学椅的术语进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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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品分类

本章主要对人体工学椅按调节方式分为Ⅰ型人体工学椅和Ⅱ型

人体工学椅并做出规定。

6. 技术要求

本章主要对人体工学椅的主要尺寸、形状和位置公差、外观、

人体工学要求、理化性能、力学性能、阻燃性、有害物质限量及安

全性等技术要求做出规定。

7. 试验方法

本章主要对人体工学椅的尺寸测量、形状和位置公差、外观检

查、人体工学要求检测、理化性能试验、力学性能试验、阻燃性试

验、有害物质限量试验及安全性试验等试验方法做出规定。

8. 检验规则

本章主要对人体工学椅的检验分类、出厂检验、型式检验等检

验平江做出规定。

9. 标志、使用说明、包装、运输、贮存

本章对人体工学椅的标志、使用说明、包装、运输和贮存做出

相应要求。

三、与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符合现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政策文件的要求，无冲突，无

矛盾。

四、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次标准制定提出的所有修改内容是在广泛调研和深入研讨基

础上提出的，相关内容经过了充分的论证，该修订起草过程中无重

大分歧意见。

五、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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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六、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建议本标准由佛山市仪顺家具有限公司在团体范围内组织宣

贯实施，企业可按照团体标准的规定和要求对企业内部标准进行修

订，或根据团体标准实施时间要求拟订企标整改过渡措施。

2.本次制定的《人体工学椅》标准项目，不仅与生产企业有关，

而且与设计单位、检测机构等相关，重点保障消费者使用权益。对

于标准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的疑问，起草单位有义务进行必要的解

释。

3.可以针对标准使用的不同对象，如制造厂、质量监管等相关

部门，有侧重地进行标准的培训和宣贯，以保证标准的贯彻实施。

4.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后立即实施。

七、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人体工学椅》团体标准

标准起草小组

202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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