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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于2005年5月发行第1版，至2008年3月第3次印刷，累计印刷14000册。
2008年以本书第2版申报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获准人选后，按规定完
成了第2版的修订工作。
对比第1版，主要有以下3方面的改进：（1）增加了“第十章人机工程CAD软件及应用简介”。
计算机辅助设计方法在人机工程领域的应用相对略显滞后，但近年国际上商用人机工程CAD软件的问
世加速，预示着CAD方法在本领域正方兴未艾，本科教学理应及时跟进。
第十章的内容有：人机工程CAD软件的发展现况；以CATIAV5中的“人机工程设计和分析”模块为例
，简介其4个分模块的功能及操作方法；中国成年人人体模型的初步创建；人机工程CAD软件的一个
应用实例。
这样，就在有限篇幅里，给学生展示了人机工程CAD软件及其应用方法的概貌。
（2）删减了过于艰深的部分，精简了较为繁复或渐趋过时的内容。
前者，例如光环境、声音环境、热环境中的一些物理学概念与参量；后者，例如部分人机工程国家标
准的具体内容、二维人体模板的细节介绍等。
（3）示例的以新替旧，行文的修枝剪蔓。
这样，虽然增加了第十章，但第2版的篇幅仍然大体与第1版持平。
第2版的第十章为董明明所编写，研究生张少静参与了部分工作。
全书由阮宝湘、邵祥华进行修订，阮宝湘统稿。
本书的第2版由湖南大学程能林教授、北京服装学院孙苏榕教授主审，在此向他们表示热忱的谢意。
几年来，编著者感受到一些读者对本书的善意关注，也看到了出现在互联网上的赞许鼓励。
编著者怀着谢意进行了这次修订，力求有所提高，并期望第2版能得到业内同仁、读者更多的批评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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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业设计人机工程（第2版）》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高等学校本科
的人机工程学教材，主要针对工业设计专业编著，除人机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外，内容侧重在
工业设计的三个领域，即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室内环境设计中的人机工程问题。
第2版中，新增了“人机工程CAD软件及应用简介”等内容。
书中融入了编著者多年从事人机学研究和教学的部分成果，重视人文层面的设计伦理阐释，同时以丰
富的典型案例揭示学科的思想本质和方法要义。
在附录“课程设计和课程论文指导书”里，详细说明了大作业的目的、要求、步骤和方法，并列出一
百多个供选择的课程设计和论文题目，引导学生进行本课程的自我钻研和应用实践。
　　《工业设计人机工程（第2版）》也可选作建筑、轻工、机械、劳动与管理、环境工程等专业本
科生、硕士生选修课的教材或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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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人机工程学的基本概念和定义 1.人机工程学的基本概念和定义  在人机工程学发展的不同历
史时期，不同的学者提出过多种人机工程学的定义，分别反映了当时人机学学科思想的侧重点。
这些将在下一节中加以简介。
这里优先介绍国际人机工程学学会（IEA， International Ergonomics Association）在20世纪60年代对人机
工程学所下的定义。
这个定义反映了人机工程学已经相对成熟时期的学科思想，也为各国多数学者所认同。
该定义如下：人机工程学研究人在工作环境中的解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因素；研究人、机
器及环境的相互作用；是研究工作、生活与闲暇时人的健康、安全、舒适和工作效率的学科。
这个定义的三句话，分别阐明了人机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
第一句话指出人机学的研究对象，是工作环境中的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等方面的因素。
这些因素除了工业设计以外，还与管理工程、劳动科学、安全工程、环境工程等领域有关。
单就工业设计的三类设计而言，产品是给人用的、视觉传达是供人看的、环境是为人在其间生活、工
作的，当然三类设计都涉及到人的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因素，它们便是人机学的研究对象。
第二句话指出人机学的研究内容，是人.机.环境的最佳匹配、人.机一环境系统的优化。
第三句话指出人机学的研究目的：就是设计一切器物都要考虑人们生活、工作的安全、舒适、高效。
2008年8月，IEA发布了新的人机工程学定义：人机工程学是研究系统中人与其他组成部分的交互关系
的学科，运用其理论、数据和方法进行设计，应达致系统工效优化及人的健康、舒适之目的。
新定义除了概略、简洁的特点以外，还强调了系统中人与其他因素交互作用的观念。
值得注意和思考的是：设计总有多方面约束条件，又有多种因时、因地而异的目标；好的设计，在于
针对具体对象，在多种约束和多重目标之间恰当地把握住平衡。
人机工程学设计要求的“安全、舒适、高效”，是重要的，但也要受到其他条件的约束、其他目标的
制衡，不是唯一的，也未必总是优先的。
例如，把我国火车硬卧车厢的三层铺改为两层铺，或把所有硬座都改为卧铺，安全、舒适方面就可大
为改善，岂不简单？
但是现在并没有这么做，因为还有其他种种条件的约束。
可见实际的人机工程设计，目标往往并非达到最理想的“安全、舒适、高效”，而是在限定条件下提
高“安全、舒适、高效”的程度。
例如，同样是三层铺的硬卧车厢、同样是那么多乘客的硬座车厢。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业设计人机工程>>

编辑推荐

《工业设计人机工程(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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