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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人体对热湿环境的反应 
 
填空题 
1、代谢率是人体在化学反应中释放能量的速率。 
2、人体各部分的温度不同，代谢率高的器官温度较高。（填高或低） 
3、一般说来，当环境温度下降时，表层温度下降；情绪上升时，表层温度上升；人体出汗之

后，表层温度下降。（填上升或下降） 
4、深层温度比较稳定，其平均值为体温。（填稳定或不稳定） 
5、血液的温度可以代表重要器官温度的平均值 
6、人体平均皮肤温度常用四点模型法测量。通过测试人体胸部、上臂、大腿、小腿处皮肤温

度，按照权系数 0.3、0.3、0.2、0.2 进行加权平均。 
7、人体与外界的热交换的形式包括有对流、辐射、蒸发，影响因素包括有衣服热阻、环境空

气温度、皮肤蒸发和呼吸散湿、空气流速、周围物体的表面温度等。 
8、一般来说，人体的衣服热阻越大，则人体与外界的换热量越小；环境与人体温差越大，则

人体与外界的换热量越大。（填大或小） 
9、平均辐射温度是指一个假设的等温围合面的表面温度，它与人体间的辐射热交换量等于人

体周围实际的非等温围合面与人体间的辐射热交换量。 
10、操作温度反映了环境温度和平均辐射温度的综合作用。 
11、1clo 定义为：在 21℃空气温度、空气流速超过 0.05m/s、相对湿度不超过 50%的环境中

静坐者感到舒适需要的服装热阻。 
12、服装吸收了汗液后，热阻降低，会使人凉快。 
13、基础代谢率是：未进早餐前，保持清醒静卧半小时，室温条件维持在 18～25°C 之间测定

的代谢率。 
14、人静坐时的代谢率为 1met（58.2W/m2 ）。 
15、在空调负荷计算时，机械效率常看作 0。 
16、人体的皮肤蒸发散热量与环境空气的水蒸气分压力、皮肤表面的水蒸气分压力、服装的

潜热换热热阻等三个因素有关。 
17、体温调节主要是依靠神经调节和体液调节来完成的 
18、人体体温的调节方法包括有调节皮肤表层的血流量、调节排汗量、提高产热量等。 
19、热感觉是人体对周围环境是“冷”还是“热”的主观描述。  
20、影响人类热感觉的因素有：冷热刺激的存在、刺激的延续时间、原有的热状态、皮肤温

度、核心温度、环境温度。 
21、调查对环境的热感觉的简写为：TSV。 
22、ASHRAE 七级热感觉标度的优点是精确指出了热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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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热舒适是表示对环境表示满意的状态，简写为 TCV，其影响因素包括：冷热刺激的存在、

刺激的延续时间、原有的热状态、皮肤温度、核心温度、环境温度、空气湿度、垂直温差、

吹风感、辐射不均匀性、其他因素等。 
24、预测平均评价（简写为 PMV）是引入反映人体热平衡偏离程度的热负荷，得出的一个代

表同一环境下绝大多数人热感觉的概念，采用 7 级分度。它适用于稳态热环境中的人体热舒

适评价。 
25、预测不满意百分比（简写为 PPD）表示人群对热环境的不满意百分比。 
26、当室内热环境处于最佳的热舒适状态时，仍有 5％的人不满意，因此 ISO7730 对 PMV－

PPD 的推荐值在-0.5～ ＋0.5。 
27、有效温度 ET 是将干球温度、湿度、空气流速对人体温暖感或冷感的影响综合成一个单

一数值的综合指标。它的数值上等于产生相同感觉的静止饱和空气的温度。 它的缺陷是过高

地估计了湿度在低温下对凉爽和舒适状态的影响。 
28、新有效温度 ET*是同样着装和活动的人，在某环境中的冷热感于在相对湿度为 50％空气

环境中冷热感相等，则后者所处环境中的空气干球温度就是前者的 ET*。它的数值上等于：

对 0.6clo 服装、静坐在流速为 0.15m/s 空气中的人，进行热舒适实验，并采用相对湿度为 50％
的空气温度作为与其冷热感相同环境中的等效温度而得出的。它的优点在于改变了有效温度

过高的估计了湿度在低温下，对凉爽和舒适状态的影响，把皮肤湿润度的概念引进来。该指

标适用于着装轻薄、活动量小、风速低的环境。 
29、标准有效温度 SET*是身着标准热阻服装的人，在相对湿度为 50％，空气静止不动，空

气温度等于平均辐射温度的等温环境下，若与他在实际环境中和实际服装热阻条件下的平均

皮肤温度和皮肤湿润度相同时，则必将具有相同的热损失，这个温度就是上述实际环境的 SET 
*。该指标是目前最通用的指标。它是在有效温度 ET*的基础上进行扩展，综合考虑了不同的

活动水平和衣服热阻。它以人体生理反应模型为基础，由人体传热的物理过程分析得出，不

同于以往的仅从主观评价由经验推导得出的有效温度指标，故被成为是合理的导出指标。 
30、从冷或热环境中突变到中性环境时，则会出现热感觉短时间的“超前”，即所感觉到的冷

热感指标比稳定时要更低。 

 
选择题 
1、人体的代谢率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下面（ ）影响最大。  A 
A、肌肉活动的强度  
B、环境温度  
C、神经紧张程度  
D、进食后时间长短。 
 
2、某办公室设计标准是干球温度 26℃，相对湿度 65％，风速 0.25m/s。如果最低只能使温度

达到 27℃，相对湿度仍然为 65％，（）可以使该空间能达到与设计标准同等的舒适度？  A 
A、提高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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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降低风速          
C、着装加厚 
D、增加新风量 
 
3、当环境温度迅速变化时，热感觉的变化比体温的变化要（）B 
A、慢             
B、快              
C、不确定             
D、没变化 
 
4、热应力指数用于（）环境。C 
A、湿            
B、寒冷             
C、热                
D、干燥 
 
5、在 30℃的空气环境中，人体的发热量与在 22℃的空气环境中相比（）D 
A、更多，因为人体出汗蒸发促进散热 
B、更多，因为高温会导致人体代谢率增加 
C、更少，因为皮肤与空气的温度减少了 
D、变化不大，因为发热量主要取决于人体的活动量 
 
6、夏季潮湿的空气环境导致人体不舒适的原因是（）A 
A、高湿导致皮肤湿润度增加带来粘滞感，使人感到不舒适 
B、高湿度导致大气压力降低，从而使人感到不适 
C、高湿度导致人体热量散不出去，因而使人感到闷热 
D、高湿度导致人体的汗出不来，因而使人感到闷热 
 
7、人体的产湿量随着_________而上升。（）A 
A、温度的上升 
B、温度的下降 
C、湿度的上升 
D、湿度的下降 

 
8、夏天空气湿度高会使人感到更闷热的原因是：（）C 
A、出汗湿润衣服，导致服装热阻增大 
B、皮肤被汗水湿润的面积增大而产生粘滞感 
C、热量无法通过出汗带走，导致人体的散热量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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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高湿导致人体发热量增大，从而使得体温偏高 
 
9、服装吸收了汗液后，服装热阻如何变化？ （）B 
A、热阻增加 
B、热阻降低 
C、热阻先降低后升高 
D、热阻先升高后降低 
 
10、人体的全热发热量会随着_______的上升而________。 （）A 
A、活动强度，上升 
B、空气湿度，上升 
C、空气温度，上升 
D、空气温度，下降 
 
11、空气的温度超过 37℃，人体就无法散热了，必然危机健康和生命安全，对不对？（）B 
A、不对，可以通过提高风速来强化传热 
B、不对，人体还可以通过排汗进行潜热散热 
C、对，因为空气温度比人的体温高，所以不能往外散热 
D、对，因为空气温度比人的体温高，所以会反向传热 
 
12、在北京，寒冷冬季室外空气的相对湿度偏高（90%）会产生的影响是（）D 
A. 会变的比较暖和，因为汗液蒸发减少会导致散热减少 
B. 导致感觉干燥，因为空气的含湿量低 
C. 气闷，因为空气密度增加会导致大气压力增加 
D. 更冷，因为服装会变的潮湿导致服装热阻会下降 
 
13、南方冬季潮湿天气会导致人体感觉(  ) A 
A、更冷，因为服装受潮热阻会下降 
B、稍暖，因为会降低人体的显热散热 
C、稍暖，因为潮湿空气会使人体表面蒸发散热减少 
D、更冷，因为冷空气会强化蒸发散热 
 
14、静坐在一个温度高和一个温度低的不同环境中，人体总的散热量（）C 
A、前者大          
B、后者大           
C、一样大       
D、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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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空气的干湿球温度差越大说明(）。D 
A、空气的绝对湿度越小           
B、空气的绝对湿度越大     
C、空气的相对湿度越大           
D、空气的相对湿度越小 
 
16、人体受热时的生理反应是（）C 
A、汗毛树立 
B、减少服装热阻 
C、先血管扩张后出汗 
D、先出汗后血管扩张 
 
17、在哈尔滨寒冷的冬日，室外空气的相对湿度达到 95%会产生的影响是：（）B 
A、气闷，因为空气密度增加会导致大气压力增加 
B、更冷，因为服装会变潮湿导致服装热阻会下降 
C、会变得比较暖和，因为汗液蒸发减少会导致散热减少 
D、令人感觉干燥，因为空气的含湿量低 
 
18、（）是人体在化学反应中释放能量的速率。  A 
A 代谢率 B 深部体温 C 临床体温  D 皮肤温度 
 
19、人体各部分的温度不同，代谢率（）的器官温度较高。A 
A 高 B 低 C 变化快  D 变化慢 
 
20、一般说来，当环境温度下降时，表层温度（）。A 
A 下降 B 上升 C 恒定  D 缓慢上升 
 
21、一般说来，情绪上升时，表层温度（）。B  
A 下降 B 上升 C 恒定  D 缓慢上升 
 
22、一般说来，人体出汗之后，表层温度（）。A 
A 下降 B 上升 C 恒定  D 缓慢上升 
 
23、人体的深层温度（）。  A 
A 稳定              B 随环境变化而变化   
C 随情绪上升而上升  D 随出汗而下降 
 
24、人体平均皮肤温度常用（）法测量。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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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四点模型  B 集总参数 C 当量模型  D 分量权重 
 
25、平均皮肤温度的四点模型法测量之处不包括如下哪一项？（）   C  
A 胸部  B 上臂  C 下臂  D 大腿 
 
26、人体与外界的热交换的形式包括不包括哪一项。（） D 
A 对流   B 辐射   C 蒸发    D 渗透 
 
27、一般来说，人体的衣服热阻越大，则人体与外界的换热量越（）。  B 
A 大  B 小   C 恒定   D 易于变化 
 
28、一般说来，周围物体的表面温度越高，人体热感越（）。A 
A 强   B 弱   C 恒定   D 易于变化 
 
29、（）是指一个假设的等温围合面的表面温度，它与人体间的辐射热交换量等于人体周围实

际的非等温围合面与人体间的辐射热交换量。  A 
A 平均辐射温度  B 操作温度 C 工作温度  D 环境温度 
 
30、服装吸收了汗液后，热阻（ ），会使人（ ）。  A 
A 降低 凉快  B 升高 凉快  C 降低 躁热  D 升高 躁热 
 
31、人静坐时的代谢率为（ ）met。A 
A 1   B 2   C 5  D 10 
 
32、1met 等于（）W/m2。  C 
A 50   B 55   C 58.2   D 60 
 
33、在空调负荷计算时，机械效率常看作（ ）。A 
A 0   B 10%   C 20%   D 30%  
 
34、人体的皮肤蒸发散热量与下述哪个因素无关。D 
A 环境空气的水蒸气分压力     B 皮肤表面的水蒸气分压力 
C 服装的潜热换热热阻         D 出汗量  
 
35、下面哪一项不是人体体温的调节方法？ （）  D 
A 调节皮肤表层的血流量  B 调节排汗量 C 提高产热量  D 神经调节 
 
36、（）是人体对周围环境是“冷”还是“热”的主观描述。  A 
A 热感觉   B 热舒适   C PMV    D P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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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影响人类热感觉的因素不包括（）。D 
A 冷热刺激的存在  B 刺激的延续时间 
C 原有的热状态    D 皮肤湿润度 
 
38、热感觉投票的简写为（）。A 
A TSV   B TCV   C PMV    D PPD 
 
39、热舒适投票的简写为（）。B 
A TSV   B TCV    C PMV   D PPD   
 
40、预测平均评价投票的简写为（）。C 
A TSV   B TCV   C PMV   D PPD 
 
41、预测不满意百分比的简写为（）。D 
A TSV   B TCV   C PMV   D PPD 
 
42、PMV 采用（）级分度。C 
A 2   B 5   C 7   D10  
 
43、PMV 适用于（  ）中的人体热舒适评价。A  
A 稳态热环境  B 突变热环境 C 动态热环境 D 夏热冬冷地区 
 
44、当室内热环境处于最佳的热舒适状态时，仍有（）的人不满意。A 
A 5%   B 10%   C 15% D 20% 
 
45、ISO7730 对 PMV－PPD 的推荐值在（）。B 
A -1～-0.5   B -0.5～0.5   C 0.5～1  D 1～1.5 
 
46、有效温度 ET 是将若干因素综合为一个单一数值的综合指标，其中不包括（  ）。D 
A 干球温度  B 湿度 C 空气流速  D 室内空气品质 
 
47、研究表明人体各部位的冷点数目（）热点数目。 A 
A 明显多于 B 明显少于  C 略多于  D 略少于 
 
判断题 
1、人体为了维持正常的体温，必须使产热和散热保持平衡。（    ） √ 
2、人体的代谢率越高，则人体的核心温度也就越高。（  ） √ 

3、人体与外界的热交换形式包括对流、辐射和出汗。 （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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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空气流速增大会使人体与环境的对流换热增强，同时也会使得辐射换热增强。 （  ）X 
5、当环境空气温度相同，空气流速相同时，人体的散热量相同。 （    ） X 
6、平均辐射温度就是指黑球温度计测出来的温度。 （    ）X 
7、操作温度反映了环境空气温度和平均辐射温度的综合作用。 （    ）√ 
8、人穿着同样的衣服，服装热阻在静止时和运动时是不同的。（    ）√ 
9、人的基础代谢率一般少年较高，老年较低；男性较高，女性较低。（    ）√ 

10、代谢率的单位是 W/m2，有时也可用 met 表示，1met=58.2 W/m2。 （    ）√ 
11、1met 指的是成年男子在未进早餐前，保持清醒静卧半小时，室温条件维持在 18~25℃时

测出的代谢率。 （    ）X 
12、研究表明人体各部位的热点数目明显多于冷点。 （    ） X 
13、人体对冷感觉的反应比对热感觉的反应更敏感。 （    ）√ 
 
名词解释 
1、人体热平衡方程式 
  M－W － C － R － E － S  = 0 
式中：  
  M——人体能量代谢率，W/㎡；  
  W——人体所做的机械功，W/㎡ ；  
  C——人体外表面向周围环境通过对流形式散发的热量，W/㎡ ；  
  R——人体外表面向周围环境通过辐射形式散发的热量，W/㎡ ；  
  E——汗液蒸发和呼出水蒸气所带走的热量，W/㎡；  
  S——人体蓄热率，W/㎡  
 （式中各项均以人体单位表面积的产热和散热表示) 
 
2、平均辐射温度 

一个假设的等温围合面的表面温度，它与人体间的辐射热交换量等于人体周围实际的非

等温围合面与人体间的辐射热交换量。 
 
3、 基础代谢率 

未进早餐前，保持清醒静卧半小时，室温条件维持在 18～25°C 之间测定的代谢率。 
 
4、热感觉 

人体对周围环境是“冷”还是“热”的主观描述。影响人类热感觉的因素有： （1）冷热刺

激的存在；（2）刺激的延续时间；（3）原有的热状态；（4）皮肤温度；（5）核心温度；

（6）环境温度。 
 
5、热舒适(T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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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表示满意的状态。 有两种观点：（1）“不冷不热”的中性热感觉 ；（2）使人高

兴，愉快，满意的感觉。 
 
6、预测平均评价 PMV   

引入反映人体热平衡偏离程度的热负荷，得出的一个代表同一环境下绝大多数人热感觉

的概念，采用 7 级分度。其理论依据是：人体处于稳态的热环境下，人体的热负荷越大，人

体偏离热舒适的状态就越远。即人体热负荷正值越大，人就会觉得越热；值越大，人就会觉

得越冷。ISO7730 对 PMV 的推荐值在-0.5～0.5。 
 
7、有效温度 ET 

将干球温度、湿度、空气流速对人体温暖感或冷感的影响综合成一个单一数值的综合指

标。数值上等于产生相同感觉的静止饱和空气的温度。它的缺陷在于：过高地估计了湿度在

低温下对凉爽和舒适状态的影响。 
 
8、新有效温度 ET* 

同样着装和活动的人，在某环境中的冷热感于在相对湿度为 50％空气环境中冷热感相等，

则后者所处环境中的空气干球温度就是前者的 ET。数值上等于：对 0.6clo 服装、静坐在流速

为 0.15m/s 空气中的人，进行热舒适实验，并采用相对湿度为 50％的空气温度作为与其冷热

感相同环境中的等效温度而得出的。改变了有效温度过高的估计了湿度在低温下,对凉爽和舒

适状态的影响，把皮肤湿润度的概念引进来。该指标适用于着装轻薄、活动量小、风速低的

环境。 
 

问答题 
1、分析影响人体与外界热交换的几个物理因素。 

热交换形式：对流、辐射、蒸发。这几种不同类型的换热方式都受人体的衣着影响。 
对流：环境空气的温度决定了人体表面与环境的对流换热，温差因而影响了对流换热量。

周围的空气流速影响了对流热交换系数。气流速度大时，人体的对流散热量增加，因此会增

加人体的冷感。 
辐射：周围物体的表面温度决定了人体辐射散热的强度。例如,在同样的室内空气参数的

条件下,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高会增加人体的热感，否则会增加人的冷感。 
蒸发：潜热交换。主要是通过皮肤蒸发和呼吸散湿带走身体的热量，皮肤蒸发又包含汗

液蒸发和通过皮肤的湿扩散两部分。蒸发散热与空气相对湿度的大小和空气流速有关。 
 
2、空气湿度如何影响人体舒适感？ 

在偏热的环境中人体需要出汗来维持热平衡，空气湿度的增加并不能改变出汗量，但却

能改变皮肤的湿润度。因为此时，只要皮肤没有完全湿润，空气湿度的增加就不会减少人体

的实际散热量而造成热不平衡，人体的核心温度不会上升，所以在代谢率一定的情况下排汗

量不会增加。但由于人体单位表面积的蒸发换热量下降会导致蒸发换热的表面积增大，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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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人体的湿表面积，即增加了皮肤湿润度。皮肤湿润度的增加被感受为皮肤“黏着性”的增

加从而导致了热不舒适感，所以说，潮湿的环境令人感到不舒适的主要原因是使皮肤的“黏着

性”增加。 
 
3、某办公室设计标准是干球温度 26℃，相对湿度 65％，风速 0.25m/s。如果最低只能使温

度达到 27℃，相对湿度仍然为 65％，有什么办法可以使该空间能达到与设计标准同等的舒

适度？ 
降低辐射温度、提高风速、降低服装热阻、降低活动量。 

 
4、“冷”“热”是什么概念？单靠环境温度能否确定人体的热感觉？温度在人体热舒适中起什么

作用？ 
“冷”“热”是人对于位于自己皮肤表面下的神经末梢的温度的感觉。人对“冷”“热”的主观描

述为热感觉，当人体皮肤层的温度感受器受到冷热刺激时就会产生冲动，发出脉冲信号，形

成“冷”“热”的感觉。单靠环境温度不能确定人体的热感觉，因为热感觉并不仅仅是由于冷热

刺激的存在所造成的，而与刺激的延续时间以及人体原有的热状态都有关。皮肤温度和人体

的核心温度对热感觉也有影响。 
空气温度能改变皮肤的温润度，即增加皮肤的“黏着性”。在皮肤没有完全湿润的情况下，

空气湿度的增加就不会减少人体的实际散热量而造成热不平衡，人体的核心温度不会上升，

所以在代谢率一定的情况下排汗量不会增加，但由于人体单位表面积的蒸发换热量下降会导

致蒸发换热面积增大，从而增加皮肤湿润度，导致热不舒适感 
 
5、在偏热的环境中湿度在人体热舒适中起什么作用？ 

在偏热的环境中人们需要出汗来维持热平衡，空气湿度的增加并不能改变出汗量，但能

改变皮肤的湿润度。因为此时，只要皮肤没有完全湿润，空气湿度的增加就不会减少人体的

实际散热量而造成热不平衡，人体的核心温度不会上升，所以代谢率一定的情况下排汗量不

会增加。但由于人体表面的蒸发换热量下降会导致蒸发换热的面积增大，增加人体的湿表面

积，即增加了皮肤的湿润度。皮肤湿润度的增加被感受为皮肤粘着性增加，而导致了热不舒

适感。 
 
6、人体处于非热平衡时的过渡状态时是否适用热舒适方程？其热感觉描叙是否使用 PMV 指

标？PMV 在描叙偏离热舒适状态时有何局限？ 
(1)热舒适指的是人体处于不冷不热的中性状态，即认为中性的热感觉就是热舒适。（2）

热舒适方程的前提条件是：①人体必须处于热平衡状态②皮肤平均温度应具有与舒适相适应

的水平③为了舒适人体应具有最适当的排汗率。（3）根据 PMV 取决于人体热负荷 TL，而人

体热负荷 TL 又相当于人体热平衡方程中蓄热率 S 这一事实，可以看到 PMV 方程是适用于稳

态环境中的人体热舒适评价，而不适用于动态热环境（过渡热环境）的热舒适评价的。（4）
当人体较多偏离热舒适的情况下，PMV 的预测值有较大的偏差。 
 



《建筑环境学》题库：第四章 人体对热湿环境的反应 

7、为什么要有 TSV 和 TCV 两种人体热反应评价投票？ 
热感觉与热舒适两者有联系，但并不相同。热感觉是人生理上的感觉，热舒适是与人心

理和生理上的感觉。热感觉与热舒适有分离的现象存在，所以必须有着两种投票，不能相互

替代的。 
 
8、动态热环境与稳态热环境对人的热感觉影响有何差别，原理是什么？ 

动态热环境中皮肤温度与热感觉存在分离现象。热感觉会出现滞后或超越现象。 
人体在温度出现阶跃变化时，皮肤温度和热感觉的变化有一个过渡过程，皮肤温度的变

化由于热惯性的存在而滞后。热感觉的变化能马上发生。即皮肤温度的变化率产生了一种附

加热感觉，而这种感觉能掩盖皮肤温度本身引起的不舒适感。 
 
9、影响人体与外界热交换的因素有哪些？ 

环境空气温度：影响对流换热； 
环境表面温度：影响辐射换热； 
水蒸气分压力（空气湿度）：影响对流质交换； 
风速：影响对流热交换和对流质交换；吹风感（Draught）还会产生冷感和对皮肤的压力

冲击； 
服装热阻：影响所有换热形式。 
 

10. 影响热舒适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空气温度、空气湿度、周围物体温度、垂直温差、风速、吹风感、辐射不均匀性、其他

因素（年龄、性别、季节、人种等等） 
 

11、PMV 和 PPD 是指什么？ 
PMV——预测平均评价，PMV 指标就是引人反映人体热平衡偏离程度的人体热负荷 TL

得出的，其理论依据是当人体处于稳态的热环境下，人体的热负荷越大，人体的偏离热舒适

的状态就越远 
PPD——预测不满意百分比，表示人群对热环境不满意的百分数。 
 

12.人的代谢率主要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人的发热量和出汗率是否随环境空气温度的改变

而改变？ 
人体的代谢率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肌肉活动强度，环境、温度、性别、年龄、神经紧

张程度、进食后时间的长短。当活动强度一定时，人体发热量中显热和潜热的比例是随着空

气温度的改变而改变的，环境空气温度越高：热体的显热散热就越小，潜热散热量就越多，

所以人体的发热量不随空间的温度改变而改变，但出汗率随空气温度的升高而增大。 
 

13. 简述影响人体热感觉的因素 
冷热刺激的存在、刺激的延续时间、原有的热状态、皮肤温度、核心温度、环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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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湿度、垂直温差、吹风感、辐射不均匀性、其他因素 
 

14. 请叙述 PMV 的定义、理论依据、适用性和局限性 
（1）定义：引入反映人体热平衡偏离程度的热负荷，得出的一个代表同一环境下绝大多

数人热感觉的概念，采用 7 级分度  
（2） 理论依据：人体处于稳态的热环境下，人体的热负荷越大，人体偏离热舒适的状

态就越远。即人体热负荷正值越大，人就会觉得越热；值越大，人就会觉得越冷；  
（3）适用性：适用于稳态热环境中的人体热舒适评价  
（4） 局限性：不适用于动态热环境（或过渡热环境）的热舒适评价、不适用于人体较

多偏离于热舒适的情况、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感觉。 
 

15. 人处于热平衡状态就是热舒适这种说法对吗？为什么？ 
不对。当人体处于热平衡状态，即此时体温可维持正常，这只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但

是人们会遇到各种不同的热平衡，然而只有那种使人按正常比例散热的热平衡才是舒适的。 
 

16. 随着环境温度的升高，人体向外散热的情况有何变化？ 
人体的散热量在一定环境温度范围内可视为常数。但随着环境空气温度的不同，人体向

环境散热量中显热和潜热的比例是随环境温度变化的。环境空气温度越高，人体的显热散热

量就少，潜热散热量越多，当环境空气温度达到或超过人体体温时，人体向外界的散热形式

就全部变成了蒸发潜热散热。 
 

17. 人体是如何进行体温调节的？ 
体温调节的主要功能是将人体的核心温度维持在一个适合于生存的较窄的范围内，主要

靠神经调节和体液调节来实现，调节体温的中枢主要是下丘脑，下丘脑前部的作用是调动人

体的散热功能，下丘脑的后部执行着抵御寒冷的功能，其调节方法包括调节皮肤表层的血流

量，调节排汗量和提产热量。 
 

18. 什么是热舒适？ 
热感觉是人对周围环境是冷还是热的主观描述，尽管人们常评价房间的冷和暖，但实际

上人是不能直接感觉到环境的温度的，只能感觉到位于他自己皮肤表面下的神经末梢的温度。

热舒适：在 ASHRAE Standard 中定义为对环境表示满意的意识状态。Fanger 等人认为“热舒

适”是指人体处于不冷不热的“中性”状态，即认为“中性”的热感觉就是热舒适。但另外一种观

点认为热舒适和热感觉不同，两者有分离的现象存在。在实验研究中通常用热舒适投票来评

价。 
 

19. 与热舒适有关的有效温度、新有效温度、标准有效温度有何区别？ 
ET 的定义：是一个将干球温度、湿度、空气流速对人体温暖感和冷感的影响综合成一个

单一数值的任意指标。它在数值上等于产生相同感觉的静止饱和空气的温度。它意味着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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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环境和饱和空气环境中衣着和活动强度相同，且平均辐射温度等于空气温度。  
ET*：在考虑人体皮肤湿润度的影响，一个适用于穿标准服装和生着工作的人舒适指标：  
SET*它是以人体生理反应摸型为基础，综合考虑了不同的活动水平和衣服热阻而形成的

最通用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