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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心理学》

前言

　　2000年，由皇甫恩教授和苗丹民教授主编的《航空航天心理学》出版，该书系统总结了当时航空
航天心理学发展的主要理论和研究成果。10年来，我国航空航天事业得到迅猛发展，取得一个个举世
瞩目的成就，诸多高精尖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然而，随着现代飞行器的发展。飞行过程中人一
机一环境的矛盾越显突出。进入2l世纪以来，飞行过程中因人的错误导致的飞行事故达到。70％～80
％。如何解决飞行中人的心理活动发展与飞行器发展间的矛盾，已成为航空航天心理学学科存在的意
义和主要解决的问题。　　《航空航天心理学》通过介绍国内外航空航天心理学发展历程和最新研究
成果、主要的理论和概念，使学员对航空航天心理学的学科体系及研究的主要问题和方法有较系统、
较全面的了解；同时，通过航空航天心理学课程的讲授和实际操作，培养学员解决航空航天心理学实
际问题的能力。航空航天心理学的学科体系主要涉及航空航天环境与应激、空间定向感觉系统与航空
航天飞行错觉、航空航天人因失误与飞行安全、职业人员心理选拔与心理训练、职业人员心身疾病与
预防，以及航空航天工效学等。　　航空航天心理学是航空航天医学专业本科教育的必修课，本书作
为该课程的重要参考教材，也是教学课程标准制订的主要依据。同时，本书还可以作为航空航天医学
工作者及其他心理学专业人员等的参考用书。　　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均为国内多年从事该领域研究
和实践工作的专家，有着丰富的理论和临床经验。包括总装备部航天医学研究所、空军航空医学研究
所、空军总医院、空军杭州飞行人员体检与训练中心和第四军医大学航空航天医学系心理学教研室等
。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关心、指导和大力支持。对书中所参阅的文献作者表示深深的
谢意。杨业兵、杨博、关慕桢等同志在本书的整理与校对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在此一并表示
衷心感谢。　　由于我们的经验和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恳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
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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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心理学》

内容概要

《航空航天心理学》通过介绍国内外航空航天心理学发展历程和最新研究成果、主要的理论和概念，
使学员对航空航天心理学的学科体系及研究的主要问题和方法有较系统、较全面的了解；同时，通过
航空航天心理学课程的讲授和实际操作，培养学员解决航空航天心理学实际问题的能力。航空航天心
理学的学科体系主要涉及航空航天环境与应激、空间定向感觉系统与航空航天飞行错觉、航空航天人
因失误与飞行安全、职业人员心理选拔与心理训练、职业人员心身疾病与预防，以及航空航天工效学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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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心理学》

书籍目录

绪论一、航空航天心理学的定义和研究对象二、航空航天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三、航空航天心理学
的研究原则第一章 航空航天环境与应激第一节 航空航天环境对人心理的影响一、航空航天物理环境
对人心理的影响二、航空航天作业环境对人心理的影响三、航空航天人际环境对人心理的影响第二节 
航空航天应激源与应激理论模型一、航空航天应激源二、应激理论模型第三节 应激生理心理反应与影
响因素一、应激生理心理反应二、影响飞行应激反应的因素第四节 航天应激一、航天应激源二、航天
应激生理心理反应三、航天应激的对抗措施第二章 飞行空间定向第一节 飞行空间定向障碍的分类一
、飞行空间定向障碍的形态分类二、以空间定向障碍通道的分类三、空间定向障碍的认知水平分类第
二节 空间定向的感觉系统一、视觉定向系统二、前庭定向系统三、本体定向系统第三节 飞行错觉一
、飞行错觉的一般特点二、飞行空间定向的生理心理三、飞行错觉发生机制四、常见飞行错觉及其机
制第四节 飞行错觉的处理和预防一、飞行错觉的鉴定二、飞行错觉的预防和克服第三章 飞行失误与
飞行安全第一节 飞行失误的基本特征及其来源一、飞行失误的基本特征二、飞行失误的来源第二节 
飞行失误中人的因素一、飞行失误的主要表现二、飞行员失误的主要因素第三节 飞行失误的预防一、
减少错误来源二、改善软硬件界面与人的相容性三、降低人的错误后果第四章 飞行员与航天员心理选
拔第一节 飞行员心理选拔的发展和现状一、国外飞行员心理选拔二、我国飞行员心理选拔第二节 飞
行员心理选拔的方法与质量评价一、飞行职业对心理品质的要求二、飞行员心理选拔检测的内容三、
飞行员心理选拔的方法四、飞行员心理选拔的原则第三节 飞行员心理选拔的标准及预测性一、飞行员
心理选拔质量的评价指标二、飞行员心理选拔评价的标准及预测性第四节 心理选拔的组织实施和心理
学鉴定一、飞行员心理选拔的一般程序二、民航飞行员心理选拔的特点第五节 航天员心理选拔一、各
国航天员心理选拔概况二、航天员心理选拔原则三、心理选拔的方法四、航天员心理选拔的几个问题
第五章 飞行员与航天员心理训练第一节 心理训练的原则和实施一、心理训练的原则二、心理训练的
实施第二节 机组资源管理训练一、CRM的研发背景二、CRM的训练内容三、CRM训练实施的基本原
则第三节 心理能量控制训练一、心理能量与流畅状态二、放松训练的方法第四节 表象技能训练一、
表象训练的概述二、表象技能训练方法第五节 注意技能训练一、注意的概述，二、注意与应激三、注
意技能训练方法第六节 记忆技能训练一、记忆的概述二、提高记忆力的练习方法第七节 人际交往和
心理相容性训练一、人际交往和心理相容性的概述二、人际交往模式的测评方法三、提高心理相容性
的方法第八节 航天员心理训练一、航天员心理训练概述二、航天员能力模型三、航天员心理训练方法
介绍第六章 航空航天临床心理第一节 飞行员常见精神疾病一、应激障碍二、神经症三、情感（心境
）障碍第二节 飞行员常见心身疾病一、飞行员心身疾病概述二、飞行职业与原发性高血压三、飞行职
业与冠心病四、飞行职业与溃疡病五、飞行职业与头痛症六、飞行职业与糖尿病第三节 常用的心理治
疗方法简介一、心理治疗的概念二、心理治疗方法的共同特点三、心理治疗的原则、技巧和分类四、
精神分析疗法五、行为疗法六、认知疗法七、森田疗法第四节 航天临床心理学简述一、航天员飞行后
康复的意义二、航天飞行后的机体特征三、康复措施的一般原则第七章 航空航天工效学第一节 人在
航空航天活动中的能力与特点一、人的能力二、人的特点三、人－机功能分配四、实际飞行中航天员
的能力与作用第二节 飞机和航天器座舱布局一、飞机座舱布局二、航天器座舱布局第三节 显示－控
制系统设计一、显示器二、控制器三、显示－控制兼容四、飞船显示器与控制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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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心理学》

章节摘录

　　航空航天活动是一项高过载、高过载增长率、高角加速度、高认知负荷和高危险性，以及长航程
的特殊职业活动.是目前人类身心协调要求最高、操作技能要求最复杂的职业活动之一.因此对人的心
理品质提出了特殊的要求。随着现代飞行器的不断发展。飞行过程中人一机一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相对“无限”发展的飞行器而言。人的生理和心理活动的发展却是“滞后”的。然而，无论飞行器如
何发展。人在飞行活动中的核心地位没有动摇，因此解决飞行中人的生理和心理活动的问题。特别是
后者。对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举足轻重。　　自1903年莱特兄弟采用极其简单的飞行器在美国北卡罗
莱纳州小鹰镇基蒂霍克飞行获得成功的100多年和1961年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宇宙飞船在前苏联
拜克努尔发射场首度完成航天飞行近50年来，国际航空航天事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对驾驶飞行器
的飞行人员、航天员心理品质的研究也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即航空航天心理学。航空航天心理学
是与相关学科交叉形成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分别隶属航空航天科学和心理学。航空航天心理学是揭示
航空航天活动中飞行人员与航天员心理活动规律和机制的学科。该学科采用各种心理学方法，以提高
飞行、航天活动效率，充分发挥飞行器的技术性能.保障飞行和航天活动安全，维护飞行人员与航天员
心理健康，顺利完成各项飞行与航天活动任务为目标。　　航空航天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航空和航天
活动中的飞行人员和航天员。他们应该具备完成各类飞行任务、处置突发事件、发挥飞行器最大效能
等能力和在飞行活动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思维.应变各种事故和紧急事件的能力。而在航空航
天飞行中，飞行人员与航天员表现出来的所有心理活动.都是航空航天心理学研究的任务。　　随着高
性能战斗机在隐身性、电子侦察和雷达测距、联合战术信息分配系统、武器装备以及超音巡航、高机
动性能、敏捷性和短距起落等方面的迅猛发展，对飞行人员的心理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操纵技能
和稳定性、高灵活和准确协调、高智能水平、良好人格特征、良好的职业动机以及多学科知识已经成
为对一名优秀歼击机飞行人员的基本要求，也成为与其他心理学科研究最重要的区别和学科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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