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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1工程”是我国建国以来教育领域唯一的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面向2l世纪重点建设一百所高水
平大学，使其成为我国培养高层次人才，解决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重大问题的基地，形成
我国高等学校重点学科的整体优势，增强和完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跟上和占领世界高层次人才培养
和科技发展的制高点。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迅猛，尤其是1400所地方高校已经占全国高校总数的90％，成为我国高等教育
实现大众化的重要力量，成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重要生力军。
“211工程”建设对于我校实现跨越式发展、增强服务北京的能力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1996年12月我校通过了“2ll工程”部门预审，成为
北京市属高校唯一进入国家“2ll工程”重点建设的百所大学之一，2001年6月以优异成绩通过国家
“211工程”一期建设验收，2002年10月顺利通过国家“21l工程”二期建设可行性论证。
我校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性发展机遇，根据首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坚持“科学定位，找准
目标，发挥优势，办出特色”的办学方针和“立足北京，融入北京，辐射全国，面向世界”的定位指
导思想，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师资队伍建设为关键，重点建设了电子信息、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
城市建设与交通、生物医药、环境与能源、经济与管理类学科，积极发展了人文社会科学类学科，加
强了基础类学科，形成了规模、层次及布局合理的学科体系，实现了从工科大学向以工为主，理、工
、经、管、文、法相结合的多科性大学转变，从教学型大学向教学研究型大学的转变。
　　我校现有9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6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5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55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教师中有院士6人，博士生导师150人，教授230人，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达到30％。
我校年科研经费已达到23 000万元，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近40项，材料学科获全国百篇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抗震减灾学科与交通学科2002年分别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计算机学
科2003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光电子学科在新型高效高亮度半导体发光二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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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利用人因工程学、管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从VDT作业诱发的视觉疲劳、VDT作业疲劳的综合
评价、VDT作业视觉环境的综合评价和VDT作业管理等方面对VDT作业及其管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
的研究。
　　本书可供从事人因工程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的科技人员参考阅读，也可供高等院校工业工程专业的
师生和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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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室内微气候是作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宜的室内微气候环境有助于降低作业者的生理与心理
负荷，提高作业效率。
微气候由室内空气的温度、湿度、流速和某些物体的辐射热等构成。
人体通过辐射、对流和发汗与周围的环境进行热交换来调节体温，保持热平衡（图6.23）。
若人体的热平衡被打破就会感到不舒服，甚至危及健康。
　　人体对温度的感觉与空气的湿度和气流速度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图6-24）。
当空气的相对湿度较低时水分蒸发得快，即使温度偏高也会感到凉爽；如果空气流动速度较快，在温
度较高的条件下也不会感到很热。
高温高湿使人感到闷热；低温高湿使人感到阴冷。
着装的多少、作业强度也影响作业者对温度的感受。
现场调查结果表明，在相同的条件下，作业者的感受却不同，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图6－25）。
办公室内的微气候环境应使作业者感到满意和舒适。
温度、湿度和气流速度是VDT作业微气候管理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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