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章 人体工程学、环境心理学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第一节 人体工程学的含义和发展 

人体工程学(Human Engineering)，也称人类工程学、
人间工学或工效学(Ergonomics)。工效学Ergonomis
原出希腊文“Ergo”，即“工作、劳动”和“nomos”即“规律、
效果”，也即探讨人们劳动、工作效果、效能的规律性。 



  

         

人体工程学起源于欧美，原先是在工业社会中，开始大量生产
和使用机械设施的情况下，探求人与机械之间的协调关系，作
为独立学科有40多年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科学技
术，开始运用人体工程学的原理和方法，在坦克、飞机的内舱
设计中，如何使人在舱内有效地操作和战斗，并尽可能使人长
时间地在小空间内减少疲劳，即处理好：人—机—环境的协调
关系。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把人体工程学的实践和研
究成果，迅速有效地运用到空间技术、工业生产、建筑及室内
设计中去，1960年创建了国际人体工程学协会。 



  

         

  及至当今，社会发展向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过渡，
  重视“以人为本”，为人服务，人体工程学强调从人自身出
  发，在以人为主体的前提下研究人们衣、食、住、行以及
  一切生活、生产活动中综合分析的新思路。 
  日本千叶大学小原教授认为：“人体工程学是探知人 体的工
  作能力及其极限，从而使人们所从事的工作趋向
  适应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的各种特征。” 
  其实人—物—环境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系统，今
  后“可望运用人体工程学主动地、高效率地支配生活环境”。 



  

         

人体工程学联系到室内设计，其含义为：以人为主体，
运用人体计测、生理、心理计测等手段和方法，研究人
体结构功能、心理、力学等方面与室内环境之间的合理
协调关系，以适合人的身心活动要求，取得最佳的使用
效能，其目标应是安全、健康、高效能和舒适。人体工
程学与有关学科以及人体工程学中人、室内环境和设施
的相互关系。 



  

第二节 人体工程学的基础数据和计测手段 

一、人体基础数据 
       人体基础数据主要有下列三个方面，即有关人体构造、
人体尺度以及人体的动作域等的有关数据。 
1、人体构造 
       与人体工程学关系最紧密的是运动系统中的骨骼、
关节和肌肉，这三部分在神经系统支配下，使人体
各部分完成一系列的运动。骨骼由颅骨、躯干骨、
四肢骨三部分组成，脊柱可完成多种运动，是人体
的支柱，关节起骨间连接且能活动的作用，肌肉中
的骨骼肌受神经系统指挥收缩或舒张，使人体各部
分协调动作。 



  

         

2、人体尺度 
    人体尺度是人体工程学研究的最基本的数据之一。 
3、人体动作域 
    人们在室内各种工作和生活活动范围的大小，即动作域，
它是确定室内空间尺度的重要依据因素之一。以各种计测
方法测定的人体动作域，也是人体工程学研究的基础数据。
如果说人体尺度是静态的、相对固定的数据，人体动作域
的尺度则为动态的，其动态尺度与活动情景状态有关。 
室内设计时人体尺度具体数据尺寸的选用，应考虑在不同
空间与围护的状态下，人们动作和活动的安全，以及对大
多数人的适宜尺寸，并强调其中以安全为前提。 
例如：对门洞高度、楼梯通行净高、栏杆扶手高度等，应
取男性人体高度的上限，并适当加以人体动态时的余量进
行设计；对踏步高度、上搁板或挂构高度等，应按女性人
体的平均高度进行设计。 



  

         

二、人体生理计测 
    根据人体在进行各种活动时，有关生理状
态变化的情况，通过计测手段，予以客观的、
科学的测定，以分析人在活动时的能量和负
荷大小。 
人体生理计测方法主要有： 
1、肌电图方法 
    把人体活动时肌肉张缩的状态以电流图记
录，从而可以定量地确定人体该项活动强度
和负荷。 
2、能量代谢率方法 
由于人体活动消耗能量而相应引起的耗氧量
值，与其平时耗氧量相比，以此测定活动状
态的强度，能量代谢率的计算式，以及不同
活动的能量代谢率（RMR）。其计算式如
下： 
运动时氧耗量-安静时氧耗量 
能量代谢率（RMR）= 
基础代谢率耗量 



  

         

三、人体心理计测 
心理计测采用的有精神物理学测量法及尺度法等。 
1、精神物理学测量法 
    用物理学的方法，测定人体神经的最小刺激量，
   以及感觉刺激量的最小差异。 
2、尺度法 
    以顺序在心理学中划分量度，例如在一直线上
   划分线段，依顺序标定评语 
   可由专家或一般人，相应地对美丑、新旧、优劣
   进行评测。 

3、精神反射电流方法 
对人体因活动而排出的汗液量作电流测定，
从而定量地了解外界精神因素的强度，据
此确定人体活动时的负荷大小。 



  

         

第三节 人体工程学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由于人体工程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人体工程学在
室内环境设计中应用的深度和广度，有待于进一步
认真开发，目前已有开展的应用方面如下： 
一、确定人和人际在室内活动所需空间的主要依据 
    根据人体工程学中的有关计测数据，从人的尺度、
动作域、心理空间以及人际交往的空间等，以确定
空间范围。 
二、确定家具、设施的形体、尺度及其使用范围的
主要依据 
    家具设施为人所使用，因此它们的形体、尺度必
须以人体尺度为主要依据；同时，人们为了使用这
些家具和设施，其周围必须留有活动和使用的最小
余地，这些要求都由人体工程科学地予以解决。室
内空间越小，停留时间越长，对这方面内容测试的
要求也越高，例如车厢、船舱、机舱等交通工具内
部空间的设计。 



  

         

三、提供适应人体的室内物理环境的最佳参数 
    室内物理环境主要有室内热环境、声环境、光环境、重力
环境、辐射环境等，室内设计时有了上述要求的科学的参数
后，在设计时就有可能有正确的决策。 
四、对视觉要素的计测为室内视觉环境设计提供科学依据 
    人眼的视力、视野、光觉、色觉是视觉的要素，人体工程
学通过计测得到的数据，对室内光照设计、室内色彩设计、
视觉最佳区域等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第四节 环境心理学与室内设计 

一、 含义 
 环境心理学是研究环境与人的行为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
 它着重从心理学和行为的角度，探讨人与环境的 最优化，
 即怎样的环境是最符合人们心愿的。 
 环境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环境心理学与多
 门学科，如医学、心理学、环境保护学、社会学、人体工
 程学、人类学、生态学以及城市规划学、建筑学、室内环
 境学等学科关系密切。 
 环境心理学非常重视生活于人工环境中人们的心理倾向，
 把选择环境与创建环境相结合，着重研究下列问题： 
1、 环境和行为的关系； 
2、 怎样进行环境的认知； 
3、 环境和空间的利用； 
4、 怎样感知和评价环境； 
5、 在已有环境中人的行为和感觉。 
对室内设计来说，上述各项问题的基本点即是如何组织空间，
设计好界面、色彩和光照，处理好室内环境，使之符合人们
的心愿。 



  

         

二、室内环境中人的心理与行为 
人在室内环境中，其心理与行为尽管有个体之间的差异，
但从总体上分析仍然具有共性，仍然具有以相同或类似
的方式作出反应的特点，这也正是我们进行设计的基础。 
下面我们列举几项室内环境中人们的心理与行为方面的
情况： 
1、 领域性与人际距离 
    领域性原是动物在环境中为取得食物、繁衍生息等的
一种适应生存的行为方式。人与动物毕竟在语言表达、
理性思考、意志决策与社会性等方面有本质的区别，但
人在室内环境中的生活、生产活动，也总是力求其活动
不被外界干扰或妨碍。不同的活动有其必须的生理和心
理范围与领域，人们不希望轻易地被外来的人与物所打
破。 



  

         

室内环境中个人空间常需与人际交流、接触时所需的距离统盘
考虑。人际接触实际上根据不同的接触对象和在不同的场合，
在距离上各有差异。赫尔以动物的环境和行为的研究经验为基
础，提出了人际距离的概念，根据人际关系的密切程度、行为
特征确定人际距离，即分为：密切距离；人体距离；社会距离
；公众距离。 
每类距离中，根据不同的行为性质再分为接近相与远方相。例
如在密切距离中，亲密、对对方有可嗅觉和辐射热感觉为接近
相；可与对方接触握手为远方相。当然对于不同民族、宗教信
仰、性别、职业和文化程度等因素，人际距离也会有所不同。 



  

         
2、 私密性与尽端趋向 
如果说领域性主要在于空间范围，则私密性更涉及在相应空
间范围内包括视线、声音等方面的隔绝要求。私密性在居住
类室内空间中要求更为突出。 
日常生活中人们还会非常明显地观察到，集体宿舍里先进入
宿舍的人，如果允许自己挑选床位，他们总愿意挑选在房间
尽端的床铺，可能是由于生活、就寝时相对地较少受干扰。
同样情况也见之于就餐人对餐厅中餐桌座位的挑选，相对地
人们最不愿意选择近门处及人流频繁通过处的座位，餐厅中
靠墙卡座的设置，由于在室内空间中形成更多的“尽端”，也
就更符合散客就餐时“尽端趋向”的心理要求。 



  

         

3、 依托的安全感 
生活活动在室内空间的人们，从心理感受来说，并不
是越开阔、越宽广越好，人们通常在大型室内空间中
更愿意有所“依托” 物体。 
在火车站和地铁车站的候车厅或站台上，人们并不较
多地停留在最容易上车的地方，而是愿意待在柱子边，
人群相对散落地汇集在厅内、站台上的柱子附近，适
当地与人流通道保持距离。在柱边人们感到有了“依托”，
更具安全感。 



  

         

4、 从众与趋光心理 
 从一些公共场所内发生的非常事故中观察到，紧急情况时
人们往往会盲目跟从人群中领头几个急速跑动的人的去向，
不管其去向是否是安全疏散口。当火警或烟雾开始弥漫时，
人们无心注视标志及文字的内容，甚至对此缺乏信赖，往
往是更为直觉地跟着领头的几个人跑动，以致成为整个人
群的流向。上述情况即属从众心理。同时，人们在室内空
间中流动时，具有从暗处往较明亮处流动的趋向，紧急情
况时语言诉引导会优于文字的引导。 
上述心理和行为现象提示设计者在创造公共场所室内环境
时，首先应注意空间与照明等的导向，标志与文字的引导
固然也很重要，但从紧急情况时的心理与行为来看，对空
间、照明、音响等需予以高度重视。 



  

         

5、 空间形状的心理感受 
由各个界面围合而成的室内空间，其形状特征常会使活动
于其中的人们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著名建筑师贝聿铭先
生曾对他的作品——具有三角形斜向空间的华盛顿艺术馆
新馆——有很好的论述，他认为三角形、多灭点的斜向空
间常给人以动态和富有变化的心理感受。 



  

         

三、环境心理学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运用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室内设计中的应
用面极广，暂且列举下述几点： 
1、 室内环境设计应符合人们的行为模式和
心理特征
例如现代大型商场的室内设计，顾客的购物
行为已从单一的购物，发展为购物——游
览——休闲——信息——服务等行为。购物
要求尽可能接近商品，亲手挑选比较，由此
自选及开架布局的商场结合茶座、游乐、托
儿等应运而生。 
2、 认知环境和心理行为模式对组织室内空
间的提示 
    从环境中接受初始的刺激的是感觉器官，
评价环境或作出相应行为反应的判断是大脑，
因此，“可以说对环境的认知是由感觉器官
和大脑一起进行工作的”。认知环境结合上
述心理行为模式的种种表现，设计者能够比
通常单纯从使用功能、人体尺度等起始的设
计依据，有了组织空间、确定其尺度范围和
形状、选择其光照和色调等更为深刻的提示。 



  

         

3、室内环境设计应考虑使用者的个性与环
境的相互关系 
    环境心理学从总体上既肯定人们对外界环
境的认知有相同或类似的反应，同时也十分
重视作为使用者的人的个性对环境设计提出
的要求，充分理解使用者的行为、个性，在
塑造环境时予以充分尊重，但也可以适当地
动用环境对人的行为的“引导”，对个性的
影响，甚至一定程度意义上的“制约”，在
设计中辩证地掌握合理的分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