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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893《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分为5个部分:
———第1部分:安全标志和安全标记的设计原则;
———第2部分:产品安全标签的设计原则;
———第3部分:安全标志用图形符号设计原则;
———第4部分:安全标志材料的色度属性和光度属性;
———第5部分:安全标志使用原则与要求。
本部分为GB/T2893的第5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全国图形符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9)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国家铁路局、国家地震灾害防御中心、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厅、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海南大学。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陈永权、白殿一、邹传瑜、陈滋顶、黎益仕、刘静文、张亮、张颖、尹正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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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5部分:安全标志使用原则与要求

  重要提示:GB/T2893本部分的电子文件中所呈现的颜色不能作为真实颜色在屏幕上观看或用于

印刷。虽然本部分中颜色的使用符合要求(根据目测检验在允许偏差内),但印刷版本不能用于颜色匹

配。有关颜色匹配的要求请查阅GB/T2893.4,该部分在给出色度属性和光度属性的同时给出了引自

色序系统的颜色参考值。

1 范围

GB/T2893的本部分规定了在实际使用中选取、组合和设置安全标志的原则和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除私人住宅之外的公共场所、工作场所或公共建筑中使用的安全标志。
本部分不适用于:
———道路交通标志;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危险货物运输标志。
本部分不包含疏散路线标志和水域安全标志的使用要求。
注1:疏散路线标志及其使用要求规定在GB/T23809中。
注2:水域安全标志及其使用指南的规定分别在GB/T25895.1和GB/T25895.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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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893.1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1部分:安全标志和安全标记的设计原则

GB/T2893.3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3部分:安全标志用图形符号设计原则

GB/T2893.4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4部分:安全标志材料的色度属性和光度属性

GB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7000.1 灯具 第1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GB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1部分:标志

GB/T15565 图形符号 术语

GB/T20002.4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4部分:标准中涉及安全的内容

GB/T31523.1 安全信息识别系统 第1部分:标志

GB/T31523.2 安全信息识别系统 第2部分:设置原则与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15565和GB/T20002.4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使用原则

4.1 安全标志的类型和功能应符合GB/T2893.1的规定。安全标志可通过多种形式呈现,包括但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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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标志牌、标签或直接在载体上涂绘等。

4.2 使用的安全标志宜确保在最大观察距离内的观察者能够知晓危险源的位置、危险源的性质以及将

风险控制到可接受水平所需采取的措施。

4.3 安全标志在使用时还应符合以下原则:

a) 安全标志易于被注意到,安全标志与使用环境之间具有足够的对比度;

b) 确保安全标志能够始终在观察者的视线范围内,不会出现偶尔被遮挡的情形(例如,被打开的

门遮挡);

c) 安全标志在观察距离上具有足够大的尺寸和充足的照明。

5 使用要求

5.1 需求分析

5.1.1 在目标场所内,根据相关法律和规章的要求或安全生产的规定应设置的安全标志应优先设置。
其他安全标志的使用应基于风险评估进行判断,风险评估可以识别和确定目标场所中存在的危险源类

别以及与每个危险源相关联的具体风险。
注:危险源类别通常可以按照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心理的等方面进行划分。

5.1.2 通过风险评估确定危险源后应首先进行风险控制。首选的风险控制措施应为消除危险源,其次

是阻止人员与危险源发生接触。如果上述措施都不可行,或者在采取了上述措施后依然有残余风险,则
应使用安全标志来传递相应的安全信息。在危险源可以被消除并应该被消除时,不宜单纯依靠安全标

志来避免风险。
示例:危险源是地面不平整,这可能导致行人跌倒,则需要采取的措施如下:

———第一选项,通过将地面弄平来消除危险源;

———第二选项,通过设置能够有效阻隔的障碍物(如护栏等)来阻止人们接触到该危险源;

———第三选项,第一选项和第二选项都不可行,则通过设置安全标志来提醒人们注意该处的危险。

5.1.3 在风险评估过程中仅宜考虑较显著的风险。宜在风险评估过程中规定一个取舍的指标,对于明

显微小、不可能呈现或潜在伤害不显著的风险可不予考虑。

5.1.4 在分析安全标志的需求时还宜考虑以下方面:

a) 实施风险控制的需求,包括:

1) 禁止危险的动作或行为;

2) 禁止特定的人员、工序或做法;

3) 应执行特定动作、工序或做法。

b) 实施应急预案的需求:

1) 确定安全设备设施的位置;

2) 确定消防设备设施的位置。

c) 健康及安全法律或规章的要求。

d) 政府管理部门的要求。

e) 场所管理者及负责人的其他要求等。

5.2 选取和使用

5.2.1 选取安全标志时宜考虑以下影响因素:

a) 评估区域内常规活动和非常规活动的内容;

b) 有可能出现在评估区域内的所有人员的活动情况;

c) 评估区域内的所有设备设施的情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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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是否与该场所内的安全管理文件或安全管理系统有冲突。
5.2.2 安全标志应优先从GB/T31523.1、GB2894、GB13495.1等国家标准中选取。
5.2.3 当所需安全标志在现行国家标准中没有规定时,宜优先使用通用安全标志(包括通用警告标志、
通用禁止标志和通用指令标志,见GB/T31523.1)和文字辅助标志形成组合标志表达所需的安全信息,
也可按照GB/T2893.1和GB/T2893.3的规定设计新安全标志。
5.2.4 安全标志在使用时,可通过使用衬边增加标志的显著性。衬边是标志边框外边缘与边框颜色成

对比色且有一定宽度的条带。安全标志带有衬边时,衬边的使用宜符合GB/T31523.2的规定。

5.3 辅助文字的使用

5.3.1 辅助文字有助于增强安全标志的易理解性。对于人们比较熟悉的安全标志,例如“禁止吸烟”,
在使用时也宜通过辅助文字进一步增强其易理解性。
5.3.2 如果风险评估的结果认为评估区域内的目标受众可能不熟悉该安全标志,则使用的安全标志应

带有能够传达安全标志含义的辅助文字。
5.3.3 在使用辅助文字时,辅助文字应起到以下作用:

a) 给出安全标志的含义;
b) 通过提供更多信息来扩展或者详细说明安全标志的含义。

5.3.4 辅助文字的内容与安全标志在国家标准中所规定的含义之间不应有任何冲突或矛盾。
5.3.5 辅助文字不应单独使用。在使用辅助文字时:

a) 辅助文字的显著程度不宜超过相伴的安全标志;
b) 中文辅助文字宜使用笔画粗细一致的等线字体,例如黑体等;
c) 辅助文字若使用英文,则:

1) 英文只有第一个单词的首字母大写,其他单词的字母均小写;
2) 与警告标志一起使用的英文辅助文字中如果使用了警示语“Warning”,则警示语后的英

文宜另起一行,另起一行的英文中第一个单词的首字母大写,其余单词字母均小写;
3) 英文字体宜为笔画粗细相近的无衬线字体。

5.3.6 中文辅助文字的字高宜大于或等于6mm,或不小于安全标志高度的10%,取二者中较大者。英

文辅助文字中小写字母的字高(使用小写字母“x”度量)宜为同时使用的中文字高的一半。
5.3.7 辅助文字宜形成矩形文字辅助标志并与安全标志同时使用。文字辅助标志的设计应符合

GB/T2893.1的要求。文字辅助标志宜作为组合标志或集合标志的组成部分与相应的安全标志一起使

用,如图1和图2所示。

a) 背景色为安全色的文字辅助标志 b) 背景色为白色的文字辅助标志

图1 组合标志示意

5.3.8 当特定位置需要多个安全标志才能传达完整的安全信息时,多个安全标志及其辅助文字宜位于

同一矩形载体上,形成带有辅助文字的表达多个安全信息的集合标志,如图2所示。集合标志中,每个

安全标志都应与其辅助文字有清晰的相关性,安全信息之间应具有清晰的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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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外围的黑色边线示意的是标志载体边界,不是集合标志图形的组成部分。

图2 带有文字辅助标志的集合标志示意

5.4 有效作用区

5.4.1 有效作用区的含义

安全标志的有效作用区是指由观察者的最大观察距离所形成的球形视觉空间,球形空间的表面代

表观察者应该能够正确识别安全标志中符号要素的临界位置,示例如图3所示。附录A给出了有效作

用区的应用示例。
注:安全标志有效作用区之外的观察者虽然也有可能感知到或者部分观察者也可以正确识别出安全标志中的符号要

素,但只有处于球形视觉空间表面上或其内部才能确保观察者对图形符号元素的正确识别率达到或超过85%。

注1:z0 值为60,标志表面垂直照度为100lx,标志高度尺寸h为60mm,标志安装高度 H 为1.7m。绿色人表示

位于有效作用区内,灰色人表示位于有效作用区外。
注2:水平红色圆环(D3.6m)位于安全标志设置高度的水平面内,垂直红色圆环位于通过安全标志中心的垂直平

面内。眼睛距地面1.7m高的绿色观察者位于安全标志法线上的最大观察距离处。图中的灰色观察者位于

安全标志的有效作用区外。

图3 安全标志的有效作用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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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安全观察距离

5.4.2.1 观察者到达安全标志有效作用区的边界后,在到达安全观察距离之前,应能够正确识别安全标

志的图形符号并有机会正确遵守安全标志所传达的信息。

5.4.2.2 安全标志带有辅助文字时,观察者到达安全观察距离之前应该能够正确识读辅助文字。不宜

使用辅助文字来确定标志的最大观察距离。

5.4.2.3 安全观察距离的设定宜考虑到安全标志类型、安全信息及危险源的差异性:

a) 用于定位设备设施的安全标志关注的是如何对设备设施进行快速定位并正确操作,本质上并

不危险。例如,在门上设置的“推开门”或“滑动开门”标志,在较短的距离上识别和理解即可。

b) 如果安全标志传递的是危险源信息,则在达到安全观察距离之前就需要识别出危险源的位置。

例如,在入口设置的“当心着火”或“当心爆炸”等警告标志需要较大的安全观察距离。

5.4.3 标志高度与有效作用区的大小

5.4.3.1 安全标志的标志高度h 是安全标志本身的尺寸,不包含安全标志的衬边尺寸。表1给出了安

全标志的标志高度h 的测量方法。

表1 标志高度测量

安全标志的类型

警告标志 禁止标志 指令标志 消防设施标志 安全状况标志

5.4.3.2 安全标志有效作用区的大小取决于距离因数z0 和安全标志的高度尺寸h。安全标志的最大

观察距离在通过标志中心且垂直于标志的直线上,最大观察距离按式(1)计算:

l=z0h ………………………………(1)

  式中:

l ———最大观察距离,单位为毫米(mm);

z0———观察位置位于通过安全标志中心法线上的距离因数,距离因数z0 的数值受到标志表面垂

直照度、预期使用人群的视敏度等诸多条件的影响;

h ———标志高度,单位为毫米(mm)。

5.4.3.3 当观察者与安全标志法线呈一定角度观察安全标志时,最大观察距离将缩小。如果a 是视线

与标志法线(位于标志中心点)间的夹角,则该夹角的距离因数za 应由公式za=z0cosa 计算。附录A
给出了安全标志距离因数的应用示例。

5.4.3.4 根据GB/T2893.1的规定,表2给出了在一定照度范围条件下外部照明安全标志及其中文辅

助文字的距离因数。表2距离因数适合的人群为视敏度达到1.0的视力正常人群,视力障碍者的视敏

度会降低,例如针对视敏度为0.5的人群,表2中的距离因数宜乘以系数0.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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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基于普通材料或磷光材料的外部照明安全标志及其上中文辅助文字的距离因数z0

标志表面的垂直照度 标志中心法线方向上的距离因数z0 标志中心法线方向上中文的距离因数z0

≥5lx
≥100lx

30
60

120
240

  超出照度范围达到约200lx时,z0 的数值大约按照照度的对数值线性变化。

5.4.3.5 对于外部照明的安全标志,表3和表4分别给出了在标志表面垂直照度为100lx和5lx时安

全标志中心法线方向上的最大观察距离(即有效作用区的直径)和中文文字的最大观察距离(即文字清

晰区域的直径)。当最大观察距离的数值落在表3和表4中相邻的两个数值之间时,宜选用两个标志高

度中的较大者。

表3 不同标志高度的外部照明安全标志在表面垂直照度为100lx时的最大观察距离

(即有效作用区直径)和中文辅助文字的清晰区域直径

标志高度

mm

最小中文行高

mm

安全标志中心法线上的最大观

察距离或有效作用区的直径

m

安全标志中心法线上的清晰距

离或文字清晰区域的直径

m

60 6 3.6 1.4

80 8 4.8 1.9

120 12 7.2 2.9

180 18 10.8 4.3

240 24 14.4 5.7

  注:最小中文行高为标志高度的10%,安全标志的z0 从表2中选取为60,辅助文字的z0 从表3中选取为240。

表4 不同标志高度的外部照明安全标志在表面垂直照度为5lx时的最大观察距离

(即有效作用区直径)和中文辅助文字的清晰区域直径

标志高度

mm

最小中文行高

mm

安全标志中心法线上的最大观

察距离或有效作用区的直径

m

安全标志中心法线上的清晰距

离或文字清晰区域的直径

m

60 6 1.8 0.7

80 8 2.4 0.9

120 12 3.6 1.4

180 18 5.4 2.1

240 24 7.2 2.9

  注:最小中文行高为标志高度的10%,安全标志的z0 从表2中选取为30,辅助文字的z0 从表3中选取为120。

5.4.3.6 如果规定了安全观察距离,则安全标志的最大观察距离和辅助文字的最大清晰距离应大于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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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观察距离。

5.5 设置

安全标志的设置需要考虑以下方面:

a) 宜仅在安全标志的有效作用区内确保安全标志的显著性。
注:如果安全标志在评估区域之外具有显著性,则会导致误解和困惑。

b) 对于安全信息的目标人群,安全标志宜具有足够的显著性。

c) 宜设置在预期观察者的法线视野范围内。

d) 与所设置的背景环境之间宜具有足够的反差。

e) 传递相同信息的安全标志宜保持相同的设置高度。

f) 安全标志的设置位置需要考虑以下方面:

1) 宜紧邻危险源或所要标示的设备;

2) 不会被门、护栏、植物或其他设备设施及其他标志所遮挡;

3) 不宜与能够分散该安全标志关注度的其他标志相邻;

4) 前方不宜有障碍物,以便观察者能够靠近识别该标志。

g) 安全标志的照明需要考虑以下方面:

1) 安全标志设置在室外环境且仅需要在白天起作用的情况下,安全标志的光源可仅使用

日光;

2) 外光源安全标志、内光源安全标志及磷光安全标志的色度属性和光度属性应符合GB/T2893.4
的要求。

附录B给出了安全标志设置的示例。

5.6 耐久性和安全性

安全标志在实际使用中需要考虑以下影响因素:

a) 耐久性。基材的厚度和密度是影响安全标志耐久性的主要因素,基材的选择宜考虑到与室内

或室外的使用环境相适应并符合安全标志的预期使用寿命;同时宜考虑颜色的耐光性和抗褪

色性能。
注:安全标志在传递安全信息时既依靠形状也依靠颜色,因此在安全标志的预期使用寿命中需要确保颜色

不变。

b) 安全性。固定设置并长期使用的安全标志应使用阻燃材料制作;使用电力照明的安全标志应

符合GB7000.1的要求,标志安装后宜具有与预期的环境条件相适应的安全防护等级。

5.7 安装

5.7.1 采用的安装方式应确保安全标志在预期使用寿命内保持稳固。

5.7.2 安全标志所要固定的建筑表面应与安全标志的安装方式相适应。

6 评测和维护

6.1 评测

安全标志设置后,宜定期对安全标志进行评测,以确保安全标志的有效性和规范性。

6.2 维护

6.2.1 应对安全标志进行定期目视检查和清洁,对于发现的问题宜及时整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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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如发现以下问题中的任何一项,应对安全标志进行更换或立即采取相应措施:

a) 褪色或变色;

b) 材料明显的变形、开裂、表面剥落等;

c) 固定装置脱落;

d) 遮挡;

e) 照明亮度不足;

f) 损毁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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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安全标志有效作用区的应用示例

A.1 观察平面是通过安全标志中心法线的水平面

图A.1所示是在通过安全标志中心法线的水平观察平面上看向安全标志时,最大观察距离构成了

直径为z0h 的圆环。图A.1的示例中,安全标志的z0 值为60,不同安全标志的标志高度h 值分别为

60mm、80mm、120mm、180mm和240mm。在圆环上的观察位置P,距离安全标志法线的侧向距离

为z0hsinacosa,该点的观察距离为z0hcosa。图中的最大侧向距离为0.5z0h,最大侧向距离处的观察

距离值为0.707z0h。

图 A.1 水平面上观察距离的圆形边界,示意1

  图A.2所示为距离标志的垂直距离在3m以内时观察距离的圆形边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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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 水平面上观察距离的圆形边界,示意2

A.2 观察平面高于或低于安全标志中心法线的水平面

当观察者眼睛所在位置没有落在通过标志中心法线的水平面上而是与标志中心法线水平面的高度

差为ΔH 时,观察距离的圆形边界将会缩小。观察距离圆形边界的半径由最大值0.5z0h 缩小为:

r= (0.5z0h)2-(ΔH)2。 
图A.3所示的是z0 值为60且外部照度值为100lx的安全标志,当对应不同的标志高度值时观察

距离圆形边界的半径r如何随着观察点高度差ΔH 而改变。当眼睛的高度差ΔH 在标志高度尺寸范

围内增加时,观察者能够识别该尺寸安全标志的观察距离圆形边界的半径r相应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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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3 观察距离圆形边界半径r随着观察高度差ΔH 的变化

  图A.4所示是当ΔH 为±1m时观察距离的变化情况。ΔH 的存在缩小了观察距离,这种缩小的

效果对于标志高度尺寸较小的标志(60mm和80mm)更显著一些。

图 A.4 水平面上观察距离的圆形边界:标志中心法线水平面和高度差为±1m的水平面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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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安全标志设置在走廊的墙壁上或门上

当沿着走廊前行时,观察设置在前方走廊的墙壁或门上的安全标志的视线是倾斜于安全标志的,这
导致观察距离比直视安全标志时要短很多。图A.5所示的示例中,走廊宽度为3m,眼睛与走廊两个墙

面的距离均不小于0.3m,安全标志的表面垂直照度为100lx。图中,对于标志高度尺寸为60mm的安

全标志,如果在到达该标志之前的1.5m识别出该标志,则观察者与标志所在墙面的距离至少需要

1m。当观察者眼睛所在位置与标志中心法线水平面存在高度差时将使观察距离缩小,图中所示高度

差ΔH 为±1m时,尺寸较小安全标志的观察距离缩短的效果更为明显。

图 A.5 从侧向接近安全标志时在水平面上观察距离的边界:标志中心法线水平面

和高度差为±1m的水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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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安全标志的设置示例

  图B.1~图B.3所示是使用安全标志指示或识别安全设备或消防设施的示例。图B.4是使用集合

标志提供风险信息和禁止行为信息的示例。

图B.1 使用安全标志识别急救专用电话的示意

图B.2 使用安全标志指示急救室位置的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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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3 使用安全标志指示灭火器位置的示意

图B.4 使用集合标志识别风险和禁止行为的应用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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