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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因工程学》是在总结以往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现代人因工程学研究新成果编写而成。
主要内容包括：人的部分（人的心理、生理特征，人的信息输入、输出，人体测量），环境部分（自
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机的部分（显示装置、操纵装置和作业空间），综合案例部分。
应用性和实践性是本教材的特点，在深入浅出地介绍本学科理论的同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结合任
课教师多年的科研课题，介绍大量的典型案例，案例来源注重与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相关的领域。
每个原理都配有案例说明，每章都有典型案例将整章内容加以说明，最后设立一章，介绍5个典型案
例将本教材的理论串联起来。
　　《人因工程学》可作为高等院校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机械工程等学科开设的人因工程学
或人机工程学课程教材，也可供MBA学员选用和有关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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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人的特性研究在人与产品的关系中，作为主体的人，既是自然的人，也是社会的人
。
在自然人方面的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人体尺寸及人体测量技术研究。
主要包括动态和静态情况下的人体尺寸、作业姿势及空间活动范围等，它属于人体测量学的研究范畴
。
（2）人体的机械力学性能研究。
主要包括人在各种状况下，其质量特性、质心特性、肢体运动速度、人的体力和耐力等参数的变化规
律，也包括对人的操作力、操作速度和操作频率，动作的准确性和耐力极限等的研究。
本方面属于人体力学的研究范畴。
（3）人的劳动生理功能研究。
主要包括人的体力负荷、脑力负荷、人体反应与疲劳机制等研究。
本方面研究属于劳动生理学研究范畴。
（4）劳动中人的心理过程。
主要研究劳动中心理调节的特点、心理反射的机制、心理负荷及疲劳的心理机制等内容。
劳动心理学是研究劳动中的人的心理过程的基础学科。
（5）人的信息传递能力。
主要研究人对信息的接受、存储、记忆、传递、输出能力，以及各种感觉通道的生理极限能力，从而
为系统的信息编码、信息显示及控制装置的设计提供依据。
它属于工程心理学的研究范畴。
（6）人的可靠性。
主要研究人在正常情况下产生失误的可能性和起因，从而为系统的可靠性设计提供依据。
对人的可靠性研究是人因工程学特有的研究内容之一。
（7）人的动作研究。
研究人的操纵动作，寻求改善作业的途径，进行人的工作设计。
（8）人员的选拔和训练。
研究人的基本素质的测试与评价，为人员选拔和训练提供依据。
（9）人体模型的研究。
主要研究人的数学模型、物理仿真模型和各种人体模板的设计等。
人因工程学不仅要研究自然的人，还要研究另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即人的社会属性。
如果人因工程学的研究忽略了人际关系，那么即使有符合人的生理、心理特性的机械设备与作业环境
，也可能并不会使工作效率得到显著的提高。
社会人主要指对人在工作和生活中的社会行为、价值观念和人文环境等方面的研究，一般以管理知识
为基础进行，主要对人力资源与劳动组织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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