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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原则 1)操纵(控制)器的安全人机学要求 操纵器的设计应考

虑到功能、准确性、速度和力的要求，与人体运动器官的运

动特性相适应，与操作任务要求相适应；同时，还应考虑由

于采用个人防护装备(如防护鞋、手套等)带来的约束。操纵

装置应满足以下安全人机学要求： (1)操纵器的表面特征。 操

纵器的形状、尺寸。间隔和触感等表面特征的设计和配置，

应使操作者的手或脚能准确、快速地执行控制任务，并使操

作受力分布合理。 (2)操纵力和行程。 操纵器的行程和操作力

应根据控制任务、生物力学及人体测量参数选择，操纵力不

应过大而使劳动强度增加；操纵行程不应超过人的最佳用力

范围，避免操作幅度过大，引起疲劳。 (3)操纵器的布置。把

安全工程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操纵器数量较多时，其布置与排

列应以能确保安全、准确、迅速地操作来配置，可以根据控

制器在过程中的功能和使用的顺序将它们分成若干部分；应

首先考虑重要度和使用频率，同时兼顾人的操作习惯、操作

顺序和逻辑关系；应尽可能给出明显指示正确动作次序的示

意图，与相应的信号装置设在相邻位置或形成对应的空间关

系，以保证正确有序的操作。 (4)操纵器的功能。 各种操纵器

的功能应易于辨认，避免混淆，使操作者能安全、即时地操

作。必要时应辅以符合标准规定且容易理解的形象化符号或

文字说明。当执行几种不同动作采用同一个操纵器时，每种

动作的状态应能清晰地显示。例如，按压式操纵器，应能显



示“接通”或“断开”的工作状态。 (5)操纵方向与系统过程

的协调。 操纵器的控制功能与动作方向应与机械系统过程的

变化运动方向一致。控制动作、设备的应答和显示信息应相

互适应和协调，同样操作模式的同类型机器应采用标准布置

，以减少操作差错。 (6)防止附加风险。 设有多个挡位的控制

机构，应有可靠的定位措施，防止操作越位、意外触碰移位

、因振动等原因自行移动；双手操作式的操纵器应保证安全

距离，防止单手操作的可能；多人操作应有互锁装置，避免

因多人动作不协调而造成危险；对关键的控制器应有防止误

动作的保护措施，使操作不会引起附加风险。 2)显示器的安

全人机学要求 显示器是显示机械运行状态的装置，是人们用

以观察和监控系统过程的手段。显示装置的设计、性能和形

式选择、数量和空间布局等，均应符合信息特征和人的感觉

器官的感知特性，使人能迅速、通畅、准确地接受信息。 显

示装置应满足以下安全人机学要求： (1)显示信息的形式。 指

示器、刻度盘和视觉显示装置的设计应在人能感知的参数和

特征范围之内，显示形式(常见有数字式和指针式)、尺寸应

便于察看，信息含义明确、耐久、清晰易辨。 (2)显示器的布

置。 当信号和显示器的数量较多时，在安全、准确、迅速的

原则下，应根据其功能和显示的种类不同，根据工艺流程、

重要程度和使用频度的要求，适应人的视觉习惯，按从左到

右、从上到下的优先顺序，布置在操作者视距和听力的最佳

范围内；还可依据过程的机能、测定种类等划分为若干部分

顺序排列。 (3)显示器的数量。 信号和显示器的种类与数量应

符合信息的特性，要少而精，不可过多、过滥，提供的信息

量应控制在不超过人能接受的生理负荷限度内；信号显示的



变化速率和方向应与主信息源变化的速率和方向相一致。 (4)

危险信号和报警装置。 对安全性有重大影响的危险信号和报

警装置，应配置在机械设备相应的易发生故障或危险性较大

的部位，优先采用声、光组合信号，其强度、对比性要明显

区别并突出于其他信号。报警装置应与相关的操纵器构成一

个整体或紧密相连。 3)工作位置的安全性 确定操作者在机械

上的作业区设计时，考虑人机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合理

布置机械设备上直接由人操作或使用的部件(包括各种显示器

、操纵器、照明器)，以及创造良好的与人的劳动姿势有关的

工作空间、工作椅、作业面等条件，防止产生疲劳和发生事

故。 (1)工作空间。对机械工作空间的设计应考虑到工作过程

中对人身体所产生的约束条件，其工作空间应保证操作人员

的头、臂、手、腿、足有合乎心理要求和生理要求的充分的

活动余地；危险作业点，应留有足够在意外情况下能避让的

空间和安全通道。 必要时提供工作室，以防御外界的有害作

用，保证操作者不受存在的危险(如灼热、气温、通风不良、

视野、噪声、振动、上方落物)的伤害。工作室及装潢所用材

料必须是耐燃的，有紧急逃难措施，视野良好。保证司机在

无任何危险情况下进行机械操作。 (2)工作台面。工作高度应

适合于操作者的身体测量参数及所要完成的工作类型。工作

面或工作台应能满足安全、舒适的身体姿势；可使身体躯干

挺直、舒展得开，身体重量能适当地得到支承；各种操作器

应布置在人的相应器官功能可及的范围内。 (3)座位装置。座

位结构及尺寸应符合人的解剖生理特点和功能的发挥，高低

可调，以适应不同人员的需要。其固定须能承受相应载荷时

不破坏，应将振动降低到合理的最低程度并满足工作需要和



舒适的要求。 (4)良好的视野。操作者应在操作位置直接看到

或通过监控装置了解到控制目标的运行状态，在主要操作位

置能够确认没有人面临危险；否则，操纵系统的设计应该做

到：每当机器要启动时，都能发出听觉或视觉警告信号，使

面临危险的人有时间撤离，或能采取措施防止机械启动。 (5)

高处作业位置。操作人员的工作位置在坠落基准面2m以上时

，必须充分考虑脚踏和站立的安全性，配置供站立的平台、

梯子和防坠落的栏杆或防护板等。若操作人员需要经常变换

工作位置，还须配置走板宽度不小于500mm的安全通道。当

机械设备的操作位置高度在30m(含30m)以上时，必须配置安

全可靠的载人升降设备。 (6)工作环境。机械工作现场的环境

应避免人员暴露于危险及有害物质(如温度、振动、噪声、粉

尘、辐射、有毒)的影响中；在室外工作时，对不利的气候影

响(如热、冷、风、雨、雪、冰)应提供适当的遮掩物；应满

足照明要求，优先采用自然光，当工作环境照明不足时，辅

之以机器的局部人工照明，光源的位置在使用中进行调整时

不应弓[起任何危险。避免眩光、阴影和频闪效应引起的风险

。 4)操作姿势的安全要求 工作过程设计、操作的内容、重复

程度及操作者对整个工作过程的控制，应避免超越操作者生

理或心理的功能范围，保护作业人员的健康和安全，有利于

完成预定工作。 (1)负载限度。机器各部分的布局要合理；减

少操作者操作时来回走动、大幅度扭转或摆动，使操作时的

姿势、用力、动作互相协调，避免用力过度或频率过快，还

应保证负荷适量。超负荷使人产生疲劳，负荷不足或单调重

复的工作会降低对危险的警惕性。 (2)工作节奏。设计机器时

应考虑操作模式，人的身体动作应遵循自然节奏，避免将操



作者的工作节奏与机器的自动连续循环相联系；否则，会使

操作者处于被动配合状态，由于工作节奏过分紧张，产生疲

劳而导致危险。 (3)作业姿势。身体姿势不应由于长时间的静

态紧张而引起疲劳。机械设备上的操作位置，应能保证操作

者可以变换姿势，交替采用坐姿和立姿。若两者必择其一，

则优先选择坐姿，因坐姿稳定性好，并可同时解放手和脚进

行操作。 (4)提供必要的支承。如果必须施用较大的肌力或需

要在振动、颠簸环境下进行精细或连续调节的操作时，应该

通过采取适宜的身体姿势并提供适当的身体支承，以保持操

作平稳、准确。手控操纵器应提供依托装置；脚控操纵器应

考虑在操作者有靠背座椅坐着的条件下使用。 (5)保持平衡。

身体动作的幅度、强度、速度和节拍应互相协调，提供适合

于不同操作者的调整机器的工具，使操作者保持操作姿势平

衡，防止失稳跌倒。尤其是在高处作业时，更要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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