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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因工程》系统地介绍了人因工程的基本原理和影响作业效率的人、环境与机器系统的交互作
用，内容共分15章。
其中，第1～4章为人的因素，着重介绍了人因工程的基本概念、作业时人的动态生理以及人的感知和
特征；第5～10章为环境因素，着重介绍了微气候、光环境、声环境、色彩环境、气体环境和振动环境
及其对工作效率的影响和改善方法；第11～13章为人机界面设计，着重介绍了人体测量的基本概念、
工作台和座椅的设计、显示装置和操纵装置的设计；第14～15章为人机系统设计，着重介绍了人机系
统的安全设计和总体设计。
每章后面均有小结和习题，便于学生自学。

　　《人因工程》可作为高等学校工业工程及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工业工程培训及相关人员自
学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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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光的基本物理量
6.3 环境照明对作业的影响
6.3.1 照明与疲劳
6.3.2 照明与工作效率
6.3.3 照明与事故
6.3.4 照明与视觉工效
6.3.5 照明与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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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描述性研究　　描述性研究用于描绘人的某些特性、力量损失、能够抬多重的箱子等。
虽然描述性研究比较枯燥，但它对于人因科学的意义非常重要，许多设计决策都是基于它所得出的基
本数据。
另外，在方案给出之前，描述性研究还常用于确定问题的范围。
如对操作者进行调查，了解他们对设计效率和操作问题的一些看法等。
　　2）实验性研究　　实验性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检测一些变量对人的行为的影响。
通常根据实际问题、预测理论来决定需要调查的变量和检测的行为，如评价手臂活动的时候肩部的负
荷大小、人们的视野等。
通常，实验性研究更关心变量是否对行为有影响以及将如何影响的问题，描述性研究则更关心所描述
对象的统计结果，如平均值、标准偏差和百分比等。
　　3）评价性研究　　评价性研究类似于实验性研究，但其目的多是为了评价一个系统或产品，并
希望事先了解人们在使用系统或产品时的行为表现。
　　评价性研究比实验性研究更为全面和复杂，它通过比较目标的差异来评价一个系统或产品的各个
方面。
人因工程学专家通过对设计优劣的系统性评价，提出改进的建议。
评价性研究的常用方法是成本收益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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