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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体工程学是研究人与某一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
该学科自1950年正式创立以来，发展极为迅速，其研究内容和应用领域在不断扩大，从家庭生活到工
业生产，从日常用品到高科技产品，从制造业到建筑业。
总之，对于人类一切生产和生活所创造的各种“物”，在设计与制造时，都有必要运用人体工程学的
原理和方法，以恰当处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使其更好地符合人的需要。
人体工程学现已成为“家具设计专业”和“室内设计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
家具和室内环境与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将人体工程学应用于家具和室内设计尤为必要。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我们都离不开家具和室内环境，为使家具和室内环境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工作和
生活需要，在进行家具和室内设计时，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必须运用人体工程学的原理和
方法，在设计中充分考虑人的特性，考虑人与家具、人与室内以及人、家具、室内三者之间的相互关
系和相互作用，使家具和室内设计符合人的生理、心理及行为特性等需要。
编写本书的目的是为“家具设计专业”、“室内设计专业”、“家具与室内装饰设计专业”的学生以
及从事家具和室内设计的专业人员，提供一本比较适宜的人体工程学教材和参考书。
有利于读者在学习了解人体工程学基础理论的同时，能系统学习和掌握家具和室内设计中的人体工程
学知识，也有利于读者进行相关的人体工程学设计练习，提高人体工程学知识在家具和室内设计中的
实际应用能力。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将人体工程学与家具和室内设计紧密结合，系统介绍家具设计和室内设计中的人体
工程学理论和相关知识，并将国内外有关的最新理论成果编入该书，主要内容有：家具设计中人的因
素、家具材料和结构对人体舒适性的影响、家具形态与人的视觉感受性、人体姿势与疲劳、室内空气
质量和室内声环境对人的影响，老年人和残疾人的行为特征以及他们对家具和室内空间的特殊需求。
本书共分为“人体工程学基础理论”、“人体工程学与家具设计”、“人体工程学与室内设计”三大
部分，共13章。
组成了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家具与室内设计人体工程学理论体系。
三部分内容既相互联系，又有一定独立性，便于家具和室内设计不同专业的人员根据其专业特点有重
点地选用相关内容。
本书在每章开头都附有本章提要，便于读者了解本章的主要内容。
每章结尾都列出思考题，便于读者复习思考和掌握各章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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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人体工程学基础理论”、“人体工程学与家具设计”、“人体工程学与室内设计”三大
部分，共13章。
组成了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家具与室内设计人体工程学理论体系。
三部分内容既相互联系，又有一定独立性，便于家具和室内设计不同专业的人员根据其专业特点有重
点地选用相关内容。
本书在每章开头都附有本章提要，便于读者了解本章的主要内容。
每章结尾都列出思考题，便于读者复习思考和掌握各章重点内容。
各章多有大量图表，使本书内容更为丰富、直观、易读、易懂。
在设计部分还加入一些设计案例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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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2.1 经验人体工程学在古代虽然没有系统的人体工程学研究方法，但人类所创造的各种器具，
从形状的发展变化来看，是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的：旧石器时代所创造的石刀、石斧等狩猎工具，大
部分是直线形状；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所创造的锄头、铲刀以及石磨等工具的形状，就逐步变得更
适合人类使用了；青铜器时代以后，人类新创造的工具更是大大向前发展了。
这些工具由于人的使用和改进，由简单到复杂逐步科学化。
在我国的古典家具中，如太师椅、茶几等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人机理念的影子。
这种实际存在的人机关系及其发展，我们把它称为经验人体工程学。
工业革命之后，人们所从事的劳动在复杂程度和负荷量上都有了很大变化。
改革工具以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劳动效率已经成为一个迫切问题。
这个阶段的主要研究内容是：研究每一职业的要求；利用测试选择工人和安排工作；设计利用人力的
最好方法；制定培训方案，使人力得到最有效的发挥；研究最优良的工作条件；研究最好的管理组织
形式；研究工作动机，促进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通力合作。
著名的研究工作有：肌肉疲劳试验、铁锹作业试验、砌砖作业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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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体工程学:人·家具·室内》是高等院校设计类通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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