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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6_8C_E5_AE_89_E5_c62_607089.htm （一）人的感觉与感

觉器官 1．视觉 ⑴ 常见的几种视觉现象 ⑵ 视觉损伤与视觉疲

劳 ⑶ 视觉的运动规律 2．听觉 听觉的功能有分辨声音的高低

和强弱，还可以判断环境中声源的方向和远近。 ⑴ 听觉特性 

⑵ 听觉的掩蔽 3．人的感觉反应 人们在操纵机械或观察识别

事物时，从开始操纵、观察、识别到采取动作，存在一个感

知时间过程，即存在一段反应时间。 ⑴ 反应时间 反应时间是

指人从机器或外界获得信息，经过大脑加工分析发出指令到

运动器官开始执行动作所需的时间。反应时间是从包括感觉

反应时间（从信息开始刺激到感觉器官有感觉所用时间）到

开始动作所用时间（信息加工、决策、发令开始执行所用时

间）的总和。 由于人的生理心理因素的限制，人对刺激的反

应速度是有限的。一般条件下，反应时问约为0.1～0.5 s。对

于复杂的选择性反应时间达1～3 s，要进行复杂判断和认识的

反应时间平均达3～5 s，具体的带有判别的反应时间t可用下

式求得： t = k log2 (n 1) 式中，k为常数；n为等概率出现的选

择对象数；(n 1)是考虑判明是否出现刺激。 为了保证安全作

业，一方面在机器设计中，应使操纵速度低于人的反应速度

。另一方面应设法提高人的反应速度。 ⑵ 减少反应时间的途

径 一般来说，机器设备的情况、信息的强弱和信息状况等外

界条件是影响反映时间的重要因素；而机器的外观造型和操

纵机构是否适宜于人的操作要求，以及操作者的生物力学特

性等，则是直接影响动作时间的重要因素。 ① 合理地选择感



知类型。比较各类感觉的反应时间，发现听觉和知觉反应时

间最短，约0.1～0.2s，其次是触觉和视觉。所以在设计各类

机器时，应根据操纵控制情况，合理选择感觉通道，尽量选

用反应时间短的通道去控制和调节机器。 ② 适应人的生理心

理要求，按人机工程学原则设计机器。 ③ 操作者操作技术的

熟练程度直接影响反应速度，应通过训练来提高人的反应速

度。 (二)人体的特性参数 与产品设计和操纵机器有关的人体

特性参数很多，归纳起来有如下4类： ⑴ 静态参数 静态参数

是指人体在静止状态下测得的形态参数，也称人体的基本尺

度，如人体高度及各部分长度尺寸。我国6大区域人体尺寸及

体重见表41。 ⑵ 动态参数 动态参数是指在人体运动状态下，

人体的动作范围，主要包括肢体的活动角度和肢体所能达到

的距离等两方面的参数。如手臂、腿脚活动时测得的参数。

把安全工程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⑶ 生理学参数 生理学参数主要

是指有关的人体各种活动和工作引起的生理变化，反映人在

活动和工作时负荷大小的参数，包括人体耗氧量、心脏跳动

频率、呼吸频率及人体表面积和体积等。 ⑷ 生物力学参数 生

物力学参数主要指人体各部分（如手掌、前臂、上臂、躯干

（包括头、颈）、大腿和小腿、脚等）出力大小的参数，如

握力、拉力、推力、推举力、转动惯量等。 ( 三 ) 大脑的觉醒

水平与生理节奏 1. 大脑的觉醒水平 大脑的觉醒水平划分为 5 

个等级。从表中可以看出，级觉醒水平是最佳觉醒状态, 工作

能力最强, 但这种状态只能维持15min 左右。在超常态（级）

下, 由于过度紧张, 造成精神恐慌, 失误率也会明显增高。 2. 人

体生物节律 人体存在着一个以23d为周期的体力盛衰和以28d

为周期的情绪波动规律，以33d 为周期的智力波。人处于正



半周期为高潮期，这时人的心情舒畅，精力充沛，工作成功

率高；负半周期为低潮期, 这时人的心情不佳, 容易疲劳、健

忘, 工作成绩低。正弦曲线与横轴交点这一天称为“临界点”

。3 个临界点互不重叠称单临界点, 两个临界点重叠称双临界

点,3个临界点重叠称3临界点,临界点前后各一天称临界期,临界

期也包括3个周期在负半周的重叠日期。在临界点或临界期, 

体力、情绪和智力极不稳定, 最易发生事故。 ( 四 ) 疲劳 1. 疲

劳的定义 疲劳分为肌肉疲劳 ( 或称体力疲劳 ) 和精神疲劳 ( 或

称脑力疲劳 ) 两种。肌肉疲劳是指过度紧张的肌肉局部出现

酸痛现象, 一般只涉及大脑皮层的局部区域。而精神疲劳则与

中枢神经活动有关, 它是一种弥散的、不愿意再作任何活动和

懒惰的感觉, 意味着肌体迫切需要休息。 2.产生疲劳的原因及

消除途经 ⑴ 疲劳的原因 超过生理负荷的激烈动作和持久的体

力或脑力劳动、作业环境不良、单调乏味的工作、不良的精

神因素、肌体状况不良以及长期劳逸安排不当等人的生理、

心理因素及管理方面的因素, 都是造成疲劳的原因。另外, 机

器本身在设计制造时, 没有按人机工程学理论设计或设计不

周, 也是人体过早出现疲劳的原因。 ⑵ 消除疲劳的途径 消除

疲劳的途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在进行显示器和控制器

设计时应充分考虑人的生理心理因素； 通过改变操作内容、

播放音乐等手段克服单调乏味的作业；改善工作环境, 科学地

安排环境色彩、环境装饰及作业场所布局，合理的温湿度，

充足的光照等；避免超负荷的体力或脑力劳动，合理安排作

息时间，注意劳逸结合等。 ⑶ 疲劳的测定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