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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汽车人机工程学”是车辆（尤其是车身）工程专业的重要专业基础课程之一。
目前，本门课程多从面向目标用户的使用要求出发，以高效、舒适、健康、安全为目标，以人机工程
学基础理论和汽车设计学基本原理为依据，讲述和研究汽车产品开发过程中需要考虑的人、机、环境
之间的关系和优化匹配问题。
　　根据汽车人机工程学相关课程的教学要求，本书内容的组织以汽车设计为核心，注重基本概念、
原理和方法的讲述，强调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
全书共分7章，涵盖了以下几方面内容：　　（1）人机工程学科概况：包括学科定义、研究范畴、研
究手段、发展历程和展望等内容。
　　（2）人体基本特性：包括人体测量学特性，人体在作业中的特点，人的视觉、听觉和触觉的感
知特性，人体作业能力和对振动的反应，人的心理特点和可靠性等。
　　（3）一般人－机－环境设计问题：包括典型的显示装置和操纵装置设计，作业空间和人机系统
设计与分析，作业环境的微气候、空气质量、照明和色彩设计等。
　　（4）汽车人机工程设计：包括H点装置、驾驶员眼椭圆、头廓包络、驾驶员手伸及界面等基于统
计学的设计工具，汽车产品开发过程，汽车人机工程方案设计，汽车人机工程分析和汽车座椅设计等
。
　　（5）汽车人机工程虚拟仿真：结合汽车人机工程典型分析内容讲述主流CAX-PLM一体化软
件CATIA中人机工程学模块的应用方法。
结合专业应用，用适当的篇幅讲述主流人机工程专业软件的应用，也是本书区别于许多人机工程专业
书籍的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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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汽车人机工程学》对相关的人机工程学基础知识进行了简单介绍，并全面阐述了汽车设计中人
机工程学方面的设计和分析原理与方法。
全书共分7章，涵盖了以下方面的内容绪论；人体基本特性；人机界面、作业空间和人机系统设计；
作业环境设计；汽车人机工程设计辅助工具；汽车人机工程设计和汽车人机工程虚拟仿真。
《汽车人机工程学》可作为高等院校车辆工程、车身工程专业本科生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的教师、
科技和工程人员参考。
人机工程学是汽车设计（尤其是概念设计）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对于确定汽车设计初期的关键硬
点和尺寸，保证汽车良好的使用性能和乘员舒适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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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坐、立交替作业　　为了克服立姿或坐姿作业的缺点，可采用坐、立交替作业的方式。
例如，长时间单调的坐姿作业会引起心理性疲劳，转换为立姿并适当走动，有助于维持工作能力；而
长时间的立姿作业会产生肌肉疲劳，此时坐下来可以减轻或消除疲劳。
　　2.3.2 操作灵活性　　1.影响操作灵活性的因素　　人体操作动作的灵活性包括操作时的动作速度
和动作频率，主要与人体的肢体长度、质量、惯量等生物力学特性和作业情况有关。
在考虑动作灵活性时，应对人体生物力学特性进行比较和估算。
通常，人体质量轻的部位、短的部位、肢体末端部位要比重的部位、长的部位、肢体主干部位的动作
更灵活。
对于那些要求身体做较大范围动作的操纵工作，还要考虑如何合理地选择使操作者具有灵活性的动作
轨迹。
　　2.动作速度　　动作速度是肢体单位时间内移动的距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肌肉收缩速度，并
与动作方向、轨迹和运动阻力有关。
选择动作方向和轨迹时，必须要考虑到下述几种基本情况：　　（1）水平操纵动作比垂直操纵动作
的速度快。
　　（2）一直向前的动作速度，比旋转时的动作速度快1.5-2倍。
　　（3）操纵动作的圆形轨迹比直线轨迹灵活。
　　（4）顺时针动作比逆时针动作方便。
　　（5）手朝向身体的动作比离开身体的动作灵活准确。
　　（6）手向前后的往复动作比向左右的往复动作速度快。
　　（7）最大动作速度与被移动的负载重量成反比，而达到最大速度所需时间与负载重量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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