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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航空人为因素研究现状》从航空人为因素的发展历程出发，介绍了国内外人为因素的四大研究
领域（即人的能力和局限、人为差错、人机工效和航空安全管理上的应用）的研究现状，分别讨论了
人的局限和能力的原理以及可能造成的风险、典型的人为因素分析模型及其应用条件、驾驶舱设计中
需要考虑的人机交互的问题，以及在民航安全管理环境中如何应用人为因素等。
 
《国际航空人为因素研究现状》突出特点是涵盖面广，内容上汇集了人为因素相关的所有基础知识，
并突出了目前国际航空人为因素的研究热点，如疲劳、人为差错分析、安全文化等主题；结构上侧重
基本理论和现实情况的有效结合，注意图文并茂，力求便于读者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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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正常一天的生理变化对于所有的生理功能（如体温、细胞分裂和激素分泌）和行为
功能（如警觉、反应时、短时记忆、长时记忆、任务搜索、失眠和睡眠）是不一样的。
 以体温为例，个体适应当地时间和正常工作／睡眠（如夜晚睡眠）循环的体温随着生理节奏规律变化
。
早上2点至6点是体温最低的时候，然后开始从最低点逐渐升高至正常清醒时温度，在某一点又开始下
降直到降到早上的最低点，并且对于活动者和非活动者都是一样的。
因此，建议把体温作为身体是否为工作做好准备的暗示。
 以工作效能（行为有效性）为例，在正常工作／睡眠时间和对当地时间完全适应的情况下，对于许多
任务来说，行为有效性易于从早上正常的清醒时间开始增加到下午的早一些时候或者晚一些时候，但
不同的人在不同任务所表现的行为有效性也不总是一样的，往往很难评估。
 综上所述，当生理节奏与工作／睡眠规律无法一致时，会产生大量问题。
这些不一致主要是因为工作行程的变化、跨子午线飞行或者这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
飞行工作常常要求个体在行为效率低的生理节奏时工作，而这种非正常的工作／睡眠行程会降低睡眠
的数量和质量，并导致了疲劳。
 因此，为了预防跨时区飞行时的时差症，可以采用以下消除紊乱的办法。
 （1）如果过站停留时间少于48h，保持始发地（飞机起飞所在的国家）的节奏，而不是适应目的地的
社会节奏。
 （2）如果过站时间长于48h，尽可能地与所到国家的节奏保持一致，调节睡眠和用餐时间、白天活动
等方法以便于同步的实现。
 （3）向西飞行（例如从中国到欧洲）意味着外界时间提示（昼夜更替、工作与休息、用餐时间、社
会节奏等）的阶段性推迟。
因此，事先要将睡觉时间和起床时间推迟些。
 （4）向东飞行（例如从中国到美国）意味着外界同步提示的时段性提前。
因此，事先要将睡觉时间和起床时间提早些。
 2.4.2睡眠 1.睡眠机制 睡眠具有保证警觉水平、工作能力、良好心境和保持健康的重要生理功能。
睡眠是感觉分离的暂时状态。
许多技术可用于研究睡眠，这包括大脑电子活动的监控（脑电图，EEG）、肌动（肌动电流图，EMG
）和眼动（Electrooculography，EOG）。
研究证明，睡眠可分为五个阶段，即阶段N1、阶段N2、阶段N3、阶段N4和快速眼动阶段REM。
阶段Nl到N4为非眼动睡眠，因为在这个阶段眼睛几乎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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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航空人为因素研究现状》可作为航空事故调查员、航空器设计和制造人员、航空安全管理人员
、航空医学人员及高等院校的航空安全专业的培训参考书，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人为因素研究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指导读者学会利用人为因素相关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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