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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机工程学（第4版）》为全国高等工业院校工业设计专业统编教材，是一部全面介绍人机工
程学基本原理、设计理念及应用方法的教科书。
主要内容包括：人机工程学概论、人体测量与数据应用、人体感知与信息处理、人的心理与行为特征
、人体生物力学与施力特征、人机的信息界面设计、作业台椅与工具设计、作业岗位与空间设计、人
与环境的界面设计、人的可靠性与安全设计、人机系统总体设计、人机工程发展新趋势。
《人机工程学（第4版）》以1991年出版的《人机工程学》为基础，经过3次修订，更新和充实了许多
本学科的最新成果和发展动向。
本书除作为工业设计和工业工程专业必修课教材外，也可作为其他相关专业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还
可作为相关专业研究生、人机工程学方面的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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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人机工程学概论1.1 人机工程学的命名及定义1.2 人机工程学的起源与发展1.3 人机工程学的研究
内容与方法1.4 人机工程学的体系及应用1.5 人机工程学与工业设计第2章 人体测量与数据应用2.1 人体
测量的基本知识2.2 人体测量中的主要统计函数2.3 常用的人体测量数据2.4 人体测量数据的应用第3章 
人体感知与信息处理3.1 人在系统中的功能3.2 视觉机能及其特征3.3 听觉机能及其特征3.4 其他感觉机
能及其特征3.5 神经系统机能及其特征3.6 人的信息处理系统第4章 人的心理与行为特征4.1 心理现象与
行为构成4.2 感觉与知觉特征4.3 注意与记忆特征4.4 想象与思维特征4.5 创造性心理特征第5章 人体生物
力学与施力特征5.1 人体运动与骨杠杆5.2 人体生物力学模型5.3 人体的施力特征5.4 合理施力的设计思
路第6章 人机的信息界面设计6.1 人机信息界面的形成6.2 视觉信息显示设计6.3 听觉信息传示设计6.4 操
纵装置设计6.5 操纵与显示相合性第7章 工作台椅与工具设计7.1 控制台设计7.2 办公台设计7.3 工作座椅
设计主要依据7.4 工作座椅设计7.5 手握式工具设计第8章 作业岗位与空间设计8.1 作业岗位的选择8.2 手
工作业岗位设计8.3 视觉信息作业岗位设计8.4 作业空间的人体尺度8.5 作业空间的布置第9章 人与环境
的界面设计9.1 人体对环境的适应程度9.2 人与热环境9.3 人与光环境9.4 人与声环境9.5 人与振动环境9.6 
人与毒物环境第10章 人的可靠性与安全设计10.1 人的可靠性10.2 人的失误10.3 人的失误事故模型10.4 
安全装置设计10.5 防护装置设计10.6 安全信息设计第11章 人机系统总体设计11.1 总体设计的目标11.2 
总体设计的原则11.3 总体设计的程序11.4 总体设计的要点11.5 总体设计的评价11.6 无障碍化人机系统设
计示例第12章 人机工程发展新趋势12.1 非物质化人机工程12.2 网络化人机工程12.3 虚拟化人机工程12.4
数字化人机工程12.5 智能化人机系统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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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例如，在宇航技术的研究中，提出了人在失重情况下如何操作，在超重情况下人的感
觉如何等新问题。
又如原子能的利用、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以及各种自动装置的广泛使用，使人一机关系更趋复杂。
同时，在科学领域中，由于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和人体科学等学科中新理论的建立，在本学科中
应用“新三论”来进行人机系统的研究便应运而生。
所有这一切，不仅给人机工程学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新的实验场所，同时也给该学科的研究提出了新的
要求和新的课题，从而促使人机工程学进入了系统的研究阶段。
从60年代至今，可以称其为现代人机工程学发展阶段。
随着人机工程学所涉及的研究和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从事本学科研究的专家所涉及的专业和学科也
就愈来愈多，主要有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工业卫生学、工业与工程设计、工作研究、建筑与照
明工程、管理工程等专业领域。
IEA在其会刊中指出，现代人机工程学发展有三个特点：①不同于传统人机工程学研究中着眼于选择
和训练特定的人，使之适应工作要求；现代人机工程学着眼于机械装备的设计，使机器的操作不越出
人类能力界限之外。
②密切与实际应用相结合，通过严密计划设定的广泛实验性研究，尽可能利用所掌握的基本原理，进
行具体的机械装备设计。
③力求使实验心理学、生理学、功能解剖学等学科的专家与物理学、数学、工程学方面的研究人员共
同努力、密切合作。
现代人机工程学研究的方向是：把人一机一环境系统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研究，以创造最适合于人
操作的机械设备和作业环境，使人一机一环境系统相协调，从而获得系统的最高综合效能。
由于人机工程学的迅速发展及其在各个领域中的作用愈来愈显著，从而引起各学科专家、学者的关注
。
1961年正式成立了国际人类工效学学会（IEA），该学术组织为推动各国人机工程学的发展起了重大
的作用。
IEA自成立至今，已分别在瑞典、德国、英国、法国、荷兰、美国、波兰、日本、中国等国家召开
了17次国际性学术会议，交流和探讨不同时期本学科的研究动向和发展趋势，从而有力地推动着本学
科不断向纵深发展。
本学科在国内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
新中国成立前仅有少数人从事工程心理学的研究，到20世纪60年代初，也只有在中科院、中国军事科
学院等少数单位从事本学科中个别问题的研究，而且其研究范围仅局限于国防和军事领域。
但是，这些研究却为我国人机工程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十年动乱期间，本学科的研究曾一度停滞，直至70年代末才进入较快的发展时期。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对外开放，人们逐渐认识到人机工程学研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目前，该学科的研究和应用已扩展到工农业、交通运输、医疗卫生以及教育系统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部
门，由此也促进了本学科与工程技术和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使人机工程学成为国内科坛上一门引人
注目的边缘学科。
在此情况下，我国已于1989年正式成立了本学科与IEA相应的国家一级学术组织——中国人类工效学
学会（Chinese Ergonomics Society，简称CES），其后，CES成为IEA成员，并于2009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
第17届国际人类工效学学术会议，显然，这是我国人机工程学发展中又一个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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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机工程学(第4版)》曾获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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