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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工程学》

前言

　　“设计学院设计基础教材丛书”第一版14册自2007年面世以来.受到广大专业教师和学生的欢迎，
作为教材，整体销售情况还是可以的。然而，面对专业设计市场和专业设计教学的日新月异发展.教材
编写也是一个会留下遗憾的工作。所以我们作者感到.教材的编写需要不断地将现实中的新内容补充进
去才能跟上专业市场和专业教学不断变化、不断进步的趋势：不断将具有前瞻性的探索内容补充进去
，才能对专业市场和专业教学具有指导和参考意义。根据近一两年专业教材市场的变化，在与中国建
筑工业出版社编辑沟通讨论后.大家一致认为有必要对原版教材内容进行结构修订、内容更新.删减陈
旧资料，增加新的教学、科研成果，并根据实际情况.将原丛书14本调整为现在的12本。　　修订不单
是教材内容更新，“设计学院设计基础教材丛书”第二版对教材作者队伍也提出了教学经验、教材编
辑经验、职称、学位等诸方面的更高要求。因此，为了保证教材的学术价值.每本书的作者中均有一位
是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教师资格的，作者全部在专业教学一线工作，教龄从几年到二十几
年不等。本套丛书的作者都具有全日制硕士或博士学位，他们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央美
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浙江大学、广州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等国内名校，有的还
曾留学海外，并多次出国进行学术交流。目前主要工作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
术学院，浙江大学，四川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等国内知名院校.许多作者身居系主任、分院领导职
位。　　在丛书面世后的两年间，我们作了大量的跟踪调查。从专业教师和学生两个角度去征求对本
丛书的使用意见，为现在的修订做准备。本套教材第一版面世两年来，从教材教学使用中得来的经验
和教训以及发现的问题是很具体的。所以，这次我们对丛书的修订工作是有备而来。我们不会回避或
掩饰以前的不足、存在的问题，我们会不断地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并为我们以后的编辑工作
提供参考。我们的愿望是坚持不断做下去，不断修订，不断更新、增减，把这套丛书做得图文质量再
好一点、新的专业信息再多一点⋯⋯把它做成一个经典的品牌，使它的影响力惠及国内每一所开设设
计专业的学校，为专业教师和学生创造价值。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仅靠宣传是不够的，而只
有真正有价值的思想才能传播得遥远。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　　我们在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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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工程学》

内容概要

《人体工程学(第2版)》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人体工程学(第2版)》全面系统地介绍了
人体工程学的基本知识。全书共分十二章，主要内容包括：人体工程学；人体生理学基础；人体感知
；其他感觉机能及其特征；人体测量学等。《人体工程学(第2版)》内容丰富，讲解通俗易懂，具有很
强的可读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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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室内设计常用人体尺寸  10.2  人体动作空间  10.3  室内光环境设计  10.4  室内色彩环境设计  10.5  室
内界面质地设计    10.6  室内空间设计    10.7  室内听觉环境设计与热环境设计第11章  人机界面设计技术 
11.1  人机界面设计概述  11.2  硬件人机界面设计  11.3  软件人机界面设计  11.4  人机界面评价技术    11.5  
可用性技术第12章  数字化人体工程  12.1  数字化人体工程技术概述  12.2  虚拟人体模型  12.3  数字化人
体工程设计应用举例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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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1感觉　　3.1.1定义　　感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事物个别属性的反映，是一种最简
单而又最基本的心理过程，是人们了解外部世界的渠道，也是一切高级的、较复杂的心理活动的基础
和前提，比如思维、情绪、意志等。它是人认识客观世界的开端.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它引导我们去认
识世界，也提醒我们保护自己。失去某种感觉是危险的，失去视觉则看不见东西，失去痛觉就无法预
防一些伤害。所以，虽然感觉是一种最简单的心理现象，但它对我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是人正
常心理活动的必要条件。　　感觉还反映人体本身的活动状况，如感觉到自身的姿势和运动，感觉到
内部器官的工作状况——舒适、疼痛、饥饿等。　　但感觉这种心理现象并不反映客观事物的全貌。
感觉是刺激作用下分析器活动的结果，分析器是人感受和分析某种刺激的整个神经机制，它由感受器
、传递神经和大脑皮层响应区三个部分组成。　　3.1.2类型　　第一类：反映外界各种事物个别特性
的感觉，称为外部感觉。如视觉、听觉、化学感觉（嗅觉、味觉），皮肤觉。它们的感觉器官称为外
在分析器，这就是眼、耳、鼻、口、皮肤的生理基础。　　第二类：反映我们自身各个部分内在现象
的感觉，称为本体感觉，如运动觉、平衡觉、内脏觉。它们的感觉器官称为内在分析器，如肌肉、肌
腱和关节的运动感觉器，耳内的前庭器官是平衡感觉器，呼吸器、胃壁等内脏器官是内脏感觉器。　
　本体感觉能告知人们躯体正在进行的动作及其相对于环境和机器的位置，而其他感觉能将外部环境
的信息传递给人们。　　此外，还有一些感觉是几种感觉的结合，比如触摸觉就是皮肤感觉和运动感
觉的结合。还有的感觉既可能是外部感觉，又可能是内部感觉，比如痛觉既可能是皮肤受到有害刺激
，也可能是内脏器官的病变。　　3.1.3过程　　感觉的过程——人的感觉器官接受到内外环境的刺激
，将其转化为神经冲动，通过传人神经，将其传至大脑皮质感觉中枢，便产生了感觉。　　3.1.4感觉
的基本特性　　3.1.4.1适宜刺激　　外部环境中有许多物质的能量形式，而人体的一种感觉器官只对
一种能量形式的刺激特别敏感，因此，能引起感觉器官有效反应的刺激称为该感觉器官的适宜刺激，
如眼的适宜刺激为可见光：而耳的适宜刺激则为一定频率范围的声波，具体见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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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废话和错误都比较多，数据价值也不如《人体工程学图解》，但其中关于右手手指工效区域的实
验分析让人略有启发⋯⋯
2、帮喜欢的人买
3、买错了，就当学习知识了，看看也行
4、很薄 而且没有彩图
看得我有点晕
相应的知识点分析还可以
配有表格、数据、以及简笔画的图做解析
只是需要更大的耐心去解读
嗯嗯！ 感觉还不错！
5、还是专业得人士得书~~
6、内容很好，就是编辑的太过生涩，长篇累牍！阅读有点累，应该简短，趣味化处理，没必要这么
说教！
7、书不错！帮同事买的！
8、图书刚刚到手，大概看了一下整体内容还不错，个人比较喜欢
9、文字很多的一般书！
10、详细 。。。。。。。。。
11、内容详尽，实用。
12、这是本好书，这是本好书，这是本好书。一本不错的好书！！！强力推荐~
13、买此书还不如买21世纪工业工程专业教材的那本人因工程，比这本书内容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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