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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
”绕过其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成分，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衡量世间万事万物的标准，都在于其是否符合
人的利益。
尽管这一后来被称为人本主义的哲学思想，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开始萌芽，但其发展却几经沉浮，直到
文艺复兴时期才开始蓬勃发展，其后又经过数百年的纠结跋涉，终于成为近现代哲学思潮的一支主流
。
　　“设计，以人为本”也在这一进程中逐渐成为现代设计的核心理念之一，使人们对于设计的理解
，在“造物”的基础上，被更明确地冠以“以人的标准”。
然而，任何哲学思想必须依次落实到方法、技术、工程的层次才能得以贯彻，设计人本主义体系的金
字塔结构也必须以“人机工程”作为支撑。
探讨如何以工程技术的手段实现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使之能以完整、系统、可行、实用的学科形式
被应用到设计中去，便是编写本书的初哀。
　　实际上概括起来，人机工程学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3个方面：　　（1）设计所要面对的“人
”是什么样的？
剖而析之，即与设计对象发生关系的人的因素有哪些？
其性质如何？
其怎样影响着设计的对象？
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从来不曾停止过，从基本的人体尺度，到人体生理结构与行为，再到人的认知与
心理活动，直到今天备受关注的人的情感，乃至人的群体和社会，“人”似乎是一个永远无法彻底厘
清的复杂和神秘命题，但它的确又是设计的基础和起点。
本书的第2章对这些人的因素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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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机工程学”是工业设计、机械设计、环境设计、交互设计等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通过这门课程，学生需要了解人机工程学的基础知识，理解与产品紧密关联的人的因素，掌握各种形
式的人机工程设计的基本内容、原理和方法。
根据这一思路，本书第1章介绍人机工程学的含义、发展、范畴、方法及其与“以人为本”设计理念
之间的关系； 第2章介绍作为设计依据的人体系统、人体尺度、感觉及其特性、知觉及其特性、人的
信息处理机制、情绪与情感、运动器官及其特性、个体作业行为等方面的人因； 第3～6章分别介绍人
机界面设计（包括信息显示、操纵控制、计算机交互）、作业器具设计、作业空间设计、作业环境设
计等各领域的人机工程设计的内容和方法； 第7章则从总体上介绍运用系统工程的观点和方法进行人
机工程设计的原理与程序； 第8章以图例的形式列举了各个领域内具有代表性的人机工程设计实例，
可供参考和借鉴； 附录A比较全面地列举了我国人机工程设计现行的国家标准名录，可供检索学习。
　　与本教材配套出版了光盘一张，其中除包括教材的主要内容之外，还补充了大量因篇幅所限未能
收入书中的图例，可供课程教学或自学欣赏所用。
　　本书可作为设计类专业学生学习人机工程学课程的教材或教辅，也可供设计人员进行相关设计时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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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人机工程学概论　　1.1　人机工程学　　人机工程学是研究“人一机一环境”系统中人
与机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
这里，“机”主要是指人造产品，包括用品、器械、界面乃至建筑等；“人”是这些产品的使用者和
操作者；“环境”则包括影响人与产品发生作用的温度、湿度、照明和噪声等外部因素。
　　研究人机工程学的目的，是根据人的生理、行为、认知、心理乃至情感等各方面的特性，运用系
统工程的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人与产品、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合理地设计和安排人们生产与生
活中的信息显示、操纵控制、作业器具、作业空间、作业方式、作业环境，以保障人的安全与健康，
提高人的工作效率与质量，实现人的舒适与愉悦，使人、机、环境的配合达到最佳状态。
　　人机工程学是一门跨越和交叉多门学科的边缘学科。
理解人的特性，需要生物学、生理学、医学、认知学、心理学等作为基础；设计适应人的产品，需要
工程、设计、艺术等领域的知识、方法和技术；规划人的行为，需要把管理学、社会学等作为依据；
安排适宜人的环境，则需要考虑环境科学、美学等方面的因素。
　　人机工程学在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到劳动生产中都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范围。
小到一柄牙刷、一把剪刀，大到一辆汽车、一台机床；小到一副桌椅、一间办公室，大到一栋住宅、
一条流水线。
这些都需要运用人机工程学的原理和方法协调其中人与产品、环境之间的关系。
目前人机工程学已经在工业设计、机械设计、服装设计、环境设计、建筑设计、城市规划等众多学科
中成为重要的支柱。
　　由于其学科内容的综合性、涉及范围的广泛性以及学科侧重点的不同，该学科的命名具有多样化
的特点。
例如，在欧洲该学科多称为人类工程学或工效学（ergonomics），在美国称为人类工程学（human
engineering）或人因工程学（human factorsengineering），在前苏联称为工程心理学，在日本称为人间
工学。
此外，还有一些国家称为人体工程学、人机工程学、人机控制学、机械设备利用学、宜人学等。
在我国，目前人机工程学、人体工程学、工程心理学、工效学等多种名称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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