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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实用人机工程学》撰写思路是以人体尺寸和人的视觉特性、施力以
及运动特性作为产品尺寸设计的主要依据，结合计算机辅助人机设计技术，从人体尺寸、作业姿势分
析，到作业空间、工位设计，最后建立人机界面设计方法。
对近年来人机工程学的发展也作了简述，以开拓学生的视野。
具体讲授内容和时间分配，可以根据各自学校制订的教学大纲进行选择，建议教学学时为40～48学时
。
为了明晰课程内容的讲授主线，对于声、光、电、降噪、减振等方面的专业人机工程学知识，均采取
简洁的形式，以利于有兴趣者查找相关资料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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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设计作业场所合理的温度 作业场所空气是否舒适，很大程度取决于个人，在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应允许个人调节温度，如安装空调等。
表8.1是假设空气相对湿度为30％～70％，空气流速小于0.1m／s，穿一般衣服时不同作业场所适宜的工
作温度。
 尽量将体能相当的工作集中在同一温暖的房间内进行，以保证每项工作都有舒适的环境。
根据气候来调节工作所需的体能，室外气候是不可以调节的，但当室外气温较冷或较热时，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调节工作的体能消耗。
寒冷时，如果空气流速快，则会增加冻伤的危险，可以通过增加工作量，以增加身体热度，减少冻伤
危险。
气候炎热或接近很热的辐射表面时，外露皮肤会极度灼痛，则需减少工作量。
若必须触及的物体不应过冷或过热，且如果裸露的皮肤接触到非常冷的金属，则可能粘贴在金属表面
。
为了安全起见，被触及的金属温度至少应为5℃。
塑料或干燥的木质物体可以有较低的温度。
 2.避免空气过度潮湿或干燥，优化空气流速 潮湿的空气（相对湿度在70％以上）或干燥的空气（相对
湿度小于30％）可能会影响热舒适度。
干燥的空气会导致眼睛和黏膜受刺激，还增加了引发静电的可能性（引发炎症、使化学物质燃烧、电
击、设备故障）。
室内空气湿度可以通过增加空气中的水分或消除水分来实现调节。
 气流也会影响室内热舒适性，特别是在轻体力劳动中。
空气流速超过0.1m／s时会让人们感到不舒服。
空气交换和通风可以调节作业场所微气候，每个人所需的新鲜空气的容量和空气交换率应根据所从事
的工种按照附表D—3来选取。
 3.防止不良热辐射 热的表面，如屋顶，会影响室内热舒适性。
当这些发热表面的温度高于室内空气温度4。
C以上时，必须采取措施。
隔离或遮挡热辐射表面，例如墙壁、地板、屋顶和窗户等，可以防止热辐射。
正确地布局工作环境，拉大人和辐射源间的距离，也可以减少热辐射。
此外，还可以调节空气温度，以降低空气和辐射源间的温差。
 8.3 照明 一个良好的光环境可以保护人的视力，令人舒适、愉快、提高工作效率、减低事故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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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实用人机工程学》作为高等学校本科使用的人机工程学教材，主要
针对培养工业设计专业学生的能力编写。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实用人机工程学》从实用角度出发，力求教会学生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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