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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业设计学科自20世纪70年代引入中国后，由于国内缺乏使其真正生存的客观土壤，其发展一直比较
缓慢，甚至是停滞不前。
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本就不多的高校所开设的工业设计成为冷中之冷的专业。
师资少、学生少、毕业生就业对口难更是造成长时期专业低调的氛围，严重阻碍了专业前进的步伐。
这也正是直到今天，工业设计仍然被称为“新兴学科”的缘故。
工业设计具有非常实在的专业性质，较之其他设计门类实用特色更突出，这就意味此专业更要紧密地
与实际相联系。
而以往，作为主要模仿西方模式的工业设计教学，其实是站在追随者的位置，被前行者挡住了视线，
忽视了“目的”，而走向”形式”路线。
无疑，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把中国的企业推到国际市场竞争的前沿。
这给国内的工业设计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使国人越发认识到了工业设计是抢占商机的
有力武器，是树立品牌的重要保证。
中国急需自己的工业设计，中国急需自己的工业设计人才，中国急需发展自己的工业设计教育的呼声
也越响越高！
局面的改观，使得我国工业设计教育事业飞速前进。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已有几百所高校正式设立了工业设计专业。
就天津而言，近几年，设有工业设计专业方向的院校已有十余所，其中包括艺术类和工科类，招生规
模也在逐年增加，且毕业生就业形势看好。
为了适应时代的信息化、科技化要求，加强院校间的横向交流，进一步全面提升工业设计专业意识并
不断调整专业发展动向，我们在2∞5年推出了《工业设计专业系列教材》一套丛书，受到业内各界人
士的关注，也有更多的有志者纷纷加入本系列教材的再版编写的工作中。
其中《人机工程学》和《产品结构设计》被评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经过几年的市场检验与各院校采用的实际反馈，我们对第二次8册教材的修订和编撰，作了部分调整
和完善。
针对工业设计专业的实际应用和课程设置，我们新增了《产品设计快速表现诀要》、《中英双语工业
设计》、《图解思考》三本教材。
《工业设计专业系列教材》的修订在保持第一版优势的基础上，注重突出学科特色，紧密结合学科的
发展，体现学科发展的多元性与合理化。
本套教材的修订与新增内容均是由编委会集体推敲而定，编写按照编写者各自特长分别撰写或合写而
成。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参与此套教材修订和编写工作的老师、专家的支持和帮助，感谢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对本套教材出版的支持。
希望书中的观点和内容能够引起后续的讨论和发展，并能给学习和热爱工业设计专业的人士一些帮助
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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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第2版人机工程学，书中具体包括人机工程学的命名及定义、人体基本生理特征及作业空
间设计、作业空间的人体尺度、人的感知与认知特征及显示装置设计、人的运动特征及操纵装置设计
、基于用户行为的设计原则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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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参数2.2 设计用人体模板2.3 人体动态测量参数2.4 作业空间的人体尺度2.5 作业面设计2.6 控制台设
计2.7 办公台设计2.8 工作座椅设计第3章 人的感知与认知特征及显示装置设计3.1 人的基本感知特征3.2 
人的视觉特征3.3 视觉显示器的设计3.4 人的听觉特征3.5 听觉传示装置设计3.6 肤觉、嗅觉和味觉3.7 人
的信息传递与处理3.8 图形符号设计第4章 人的运动特征及操纵装置设计4.1 人体运动特征4.2 人的操作
动作分析4.3 操纵装置的类型与特征4.4 手动操纵装置设计4.5 手握式工具设计4.6 脚动操纵装置设计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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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工程学的综合应用8.1 人机工程学与汽车8.2 人机工程学与机床8.3 人机工程学与舒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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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2.2科学人机工程学本学科发展的第二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在这个阶段中，由于战争的需要，许多国家大力发展效能高、威力大的新式武器和装备。
但由于片面注重新式武器和装备的功能研究，而忽视了其中“人的因素”，因而由于操作失误而导致
失败的教训屡见不鲜。
例如，由于战斗机中座舱及仪表位置设计不当，造成飞行员误读仪表和误用操纵器而导致意外事故；
或由于操作复杂、不灵活或不符合人的生理尺寸而造成战斗命中率低等现象经常发生。
失败的教训引起决策者和设计者的高度重视。
通过分析研究，设计者逐步认识到，在人和武器的关系中，主要的限制因素不是武器而是人，并深深
感到“人的因素”在设计中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条件：同时还认识到，要设计好一个高效能的装备
，只有工程技术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生理学、心理学、人体测量学、生物力学等学科方面的知识
。
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首先在军事领域中开展了与设计相关学科的综合研究与应用。
例如，为了使所设计的武器能够符合战士的生理特点，武器设计工程师不得不请解剖学家、生理学家
和心理学家为设计操纵合理的武器出谋献策，结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军事领域中对“人的因素”的研究和应用，使科学人机工程学应运而生。
科学人机工程学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末。
在其发展的后一阶段，由于战争的结束，本学科的综合研究与应用逐渐从军事领域向非军事领域发展
，并逐步应用军事领域中的研究成果来解决工业与工程设计中的问题，如飞机、汽车、机械设备、建
筑设施以及生活用品等。
人们还提出在设计工业机械设备时也应集中运用工程技术人员、医学家、心理学家等相关学科专家的
共同智慧。
因此，在这一发展阶段中，本学科的研究课题已超出了心理学的研究范畴，使许多生理学家、工程技
术专家涉身到该学科中来，从而使本学科的名称也有所变化，大多称为“工程心理学”。
本学科在这一阶段的发展特点是：重视工业与工程设计中”人的因素”，力求使机器适应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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