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航空人机工程计算机仿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航空人机工程计算机仿真>>

13位ISBN编号：9787121103131

10位ISBN编号：7121103133

出版时间：2010-2

出版时间：电子工业出版社

作者：毕红哲，庄达民 著

页数：31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航空人机工程计算机仿真>>

前言

　　人机工程是一门运用系统科学理论和系统科学方法，正确处理人、机、环境三大要素间的关系，
研究人-机-环境最优组合的工程技术科学。
人机工程既是一种设计思想和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有效的系统综合设计和评价技术，其面向工程应用
的研究已经成为产业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机工程的专家和学者为了提高飞机性能、减少飞行员操作失误等，开
展了大量的人素学研究。
这一里程碑式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奠定了航空人机工程的研究基础。
20世纪80年代，随着计算机和电子技术在航空、航天和大型及复杂人机系统中的普及应用，对人的认
知特性的研究再次引起国内外高度重视，而研究结果极大地提高了飞机等大型重要人机系统界面设计
的科学性。
　　从人机工程研究方法和历史来看，都是从人的因素出发，强调以人为本，进行人-机-环境最优组
合。
为此，人机工程有关课题必须有心理学、生理学、医学工程和工程技术等多学科的专家协同研究。
考虑到直接设计工作往往是由工程技术人员完成的，因此，发展具有一定通用性的计算机仿真技术是
使该学科的研究发展走向工程应用的关键。
航空人机工程计算机仿真试图将人-机-环境系统工程的思想、理论以及工程应用的研究成果，用现代
计算机仿真技术综合集成起来，使其成为一种可用于工程问题定量分析、设计及评价的现代技术。
　　本书的结构及主要章节内容如下：　　第1章是航空人机工程概述。
论述了人机工程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航空人机工程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等。
　　第2章是人体特性与分析。
其内容主要包括人的物理特性、人的生理和心理特性、生理与负荷、反应时间及人体生理和心理测量
等。
　　第3章是认知特性与分析。
其内容主要包括理解和认识、人的知觉、学习和习惯、文字和标识符号的判别和认知、音声的知觉和
传递、注意和注意力分配、决策、空间认知等。
　　第4章是大气环境与座舱环境。
其内容主要包括大气环境，如大气层结构、大气成分和大气层压力分布；座舱环境主要介绍了座舱压
力要求、舱内温热环境及要求、舱内通风换气条件及要求等；座舱照明与颜色；噪声；舱内舒适度评
价等。
　　第5章是人机功能分配。
其内容主要包括人机功能分配概述、人机特性分析、人机特性比较、人机功能分配的原则与方法、人
机功能分配的发展趋势等。
　　第6章是战斗机座舱布局与评价。
其内容主要包括座舱仪表/显示器布局的发展、操纵装置布局的发展、弹射座椅、座舱布局原则和评价
方法、基于人体模型的座舱布局与评价、飞机座舱布局工效综合评价与评价方法。
在该章中详细推导了人体建模的理论和方法。
　　第7章是座舱人机显示界面的设计与评价。
其内容主要包括飞行员的信息需求及信息认知和处理特点、飞机HUD主要显示信息的设计考虑、飞机
下显显示信息的设计考虑、影响信息显示辨识的环境因素、视觉编码设计的工效评价方法、界面设计
颜色匹配性、界面作业模型与工效评价、平显界面仿真模型与信息显示工效评价等。
　　第8章是空间定向与空间定向障碍。
其内容主要包括飞行中空间定向、空间定向障碍概述、常见的飞行错觉、显示装备带来的SD问题、空
间定向障碍的预防与克服等。
　　第9章是大型客机座舱布局和评价。
其内容主要包括大型客机座舱布局和工效评价流程、JACK虚拟人体模型的构建、可达域和舒适域、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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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基于CATIA的座舱建模和布局、基于JACK的工效评价、工作姿态受力计算、飞机客舱座椅布局分
析等。
　　本书由毕红哲和庄达民编著。
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贾宏博、谢溯江、姚钦博士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王睿、张磊、完颜笑如和白穆
等博士和硕士生参与了编写和资料收集等工作。
本书在编著过程中引用了大量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出版著作与论文中的学术理论和方法，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遗漏和不当之处，恳请各位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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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航空人机工程计算机仿真》介绍和分析了航空入机工程中人、机、环境三大要素的特性和关系
，介绍了飞机座舱设计的人机功能分配方法与原则，对飞行员空间定向障碍分析了其产生原因和预防
措施。
结合对航空人机工程的研究，介绍了采用计算机仿真和实验的方法对座舱布局、座舱人机显示界面进
行综合设计和评价的方法。
　　《航空人机工程计算机仿真》共9章，即航空人机工秆概述、人体特性与分析、认知特性与分析
、大气环境与座舱环境、人机功能分配、战斗机座舱布局与评价、座舱人机显示界面的设计与评价、
空间定向与空间定向障碍、大型客机座舱布局和评价。
　　《航空人机工程计算机仿真》对从事航空人机工程的科技人员及高等学校有关专业人员有应用或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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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实际的工程应用中，可按照下述五个步骤进行。
　　1.系统功能分析　　确定系统的各个功能要求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层次关系、逻辑关系及时序关
系）。
系统的功能分析可以用功能流程图来表示，它是以图形的方式描述系统设计要求的一种手段。
功能流程图一直向下展开到为确定系统的各项需求（硬件、软件、设施、人员、资料）所必需的层次
。
　　2.方案概要设计　　提出理论上可行的人机功能分配方案。
先处理那些不要求进一步判断的功能，即已很明确或明令指定分配的功能。
这些功能包括两种：一种是性能特性已很清楚是属于人或机器所特有的功能；另一种是属于航空技术
限制的那些功能。
这一步可能产生3种分配结果：①由于应激因素（辐射、噪声、振动、压力、失重等）、规则条例、
作业要求超过人的能力等原因，而把有关功能明确分配给自动化系统或机器，如高速计算。
②把某些功能分配给飞行员。
③做出的分配是不可接受的，其原因主要为，当明确分配给自动化系统时，却不存在实现此功能的可
行技术，或自动化系统的费用太高而不可接受，或可靠性不满足要求等。
反之，将功能分配给人时，要么该功能的要求超出人的能力范围，要么人的可靠性、技术支持费用不
符合规定目标。
此时就需对功能或要求重新进行定义。
　　对于需要进一步判断的功能所进行的分配则需要考虑到系统的智能化程度。
如果将系统功能分为感知、决策与执行三个类型，它们可能采用的智能程度描述如表5.7所示。
针对每个类型的系统智能程度划分，结合考虑人机能力，来合理确定该项功能是否应该分配给人或机
器来完成。
　　3.获利与费用考虑　　即针对支持费用、操作者的工作效率、乘员安全以及操作负荷等建立目标
函数和各方案的约束条件。
一旦操作者被引入系统，就可以把某些原拟分配给机器来完成的作业交给人去完成。
除了这个获利考虑外，人对机器的相对代价也须考虑。
即用所谓“投入与产出”的分析方法考虑到底使用自动化系统有利，还是使用飞行员操作更节省费用
的问题。
当然，这一步的分析可能修改或推翻前一步的决策。
　　4.进行方案比较　　确定最终的人机功能分配决策。
测试评估包括推理演绎测试和实验测试（首先对单功能，然后对系统整体测试），针对支持费用、人
员作业效率、乘员安全以及操作负荷等建立目标函数及各方案的约束条件。
在这一步中，还要包括情感与认知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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