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动态
·

日 本 工 效 学 研 究 动 态

管 连 荣

巾 国科学 院心 理所

(一 )

在 日本 工 效学 叫做 人 间工 学
。

日本 工 效学会 叫做 日本 人 间工 学会
,

该 学会 的正 式英 文

译 名 是 Ja p a n E r g o n o m i e s R e s e a r e h s o c 三e t y
.

1 9 s Z年 s月在 日本东 京召 开 了第 八 届 国 际

工 效学会 议
,

会 议 由 国际 工 效 学会 和 日本 人 间 工 学会共 同 负责 召 开
,

著 名 日本 工 效学 家大

岛正 光教 授 在会 议期 间被 当选 为 国 际 工效 学会 主 席
。

日本 工效 学会 现 下设 7个专 业 委 员会
:

1
,

服 装委 员会 5
.

康复 委 员会

2
.

航空委 员会 6
.

检 查与 测 量委 员会

3
.

城市 环境 委员 会 7
.

生产 体系 委员会

4
.

护 理 委员会

日本 工 效 学会 的主 要 活 动是 举行 学术 研究会
,

这 种 学术研 究会 相 当于 学术 年会
,

基本

上 是 每年 召 开 一 次
。

19 83年 在 日本大 学召 开 的是 第二 十 四 次学 术研 究会
, 1 984年在早 稻 田

大学 召 开 的 是第 二 十五 次会议
。

日本 工效 学会 出版有 “ 人 间工 学” 杂 志
,

该 杂志 于 1963年 创刊
。

开始 时的 两 年 为 季

刊
,

从 19 65年 起改为 1年 6期
。

从 事工 效学 研究 的 主 要 研究 单位有 铁道 劳动科 学研 究所
,

制 品科 学研 究所
,

劳 动科 学

研究 所
,

航 空 医 学实验 队
,

工 业 安全 研 究所
,

航 空 宇宙 技术 研究所
,

科学警 察 研究所
,

劳

动伤 害假 肢 中心
、

日本汽 车研 究所
、

海 上劳 动科学 研究 所
、

国立 公 众 卫 生 院
、

机 械技 术研

究所
、

计 量 研究 所
、

以 及船 舶 技术 研究所 等
。

(二 )

日本 工 效学 的早 期研究 可 以 追 溯 到 这 个世 纪 二 十年 代开 展 的一些 工 业 心 理 学 的研 究
。

1920年在 心 理 研究 所主 办 的 一 份 心 理 学 刊物上 出 版 了 一 期 “ 人 的 因 素 专辑” 。

192 1年

日本第 一本 关 于 人 的 因素 的书 “ 作为效 率研 究 的人 的因 素” 出 版
,

该 书 由田 中编写
,

书 中

论述 了劳 动疲 劳
,

工 作研究
,

工 作 效率 以及关 于 人 的动机 激励 等一 些 心 理 学 间题
。

192 0年 和 19 21年
,

在 日本分 别建 立 了 工业 效 率研 究所 和劳 动科学 研究 所
。

战前 主 要 有

职工 训 练
,

动作 分析
,

流水 线作业
,

工 业事 故
,

疲 劳 等研究
,

如 在东 京大 学开 展 的 为航 空

飞 行 用 的低 压对 心 理活 动影 响的研 究
,

在邮 电 部 门 开 展 的效率 间 题 的 研究
,

在 纺 织厂 开展

的 纺 织 工 人疲 劳 问题 研究 等
。

二 次 世界 大战 中
,

开 展 了对 军 事人 员 选 拔 和分 类
,

以及 军 用

武器
,

飞机人机 系 统的研 究
。



战后 工业 心 理 学有 了一 定发 展
,

在 儿个 大 学 中开 设 了工 业心 理 学 的课程
。

除 了原 有的

研究 外
,

开 辟 了一些 新 的课题
。

19 60年 前后
,

陆续建 立 了 许多 工 效学 研究小 组
。

如 1958年

建 立 的航 空 工效 学研 究小 组
, 19 59 年建 立的 造船 工 业 工效 学小 组

, 1962年建 立 的汽车 工 业

工 效学 小 组
,

以 及 19 61年建 立 的 照 相工 业工 效 学小组 和铁 路交通 工 效学研 究委 员会 等
。

由于 这 些 组 织 的建 立
,

给 全 国工效 学研 究会 的成立 创造 了条件
。

1963年
,

顺 应 将这 些

研究 小 组联 合起 来的要 求
,

12 名工 效学 专家 (其 中有心 理 学家
,

生 理 学家
、

医 生
、

工程 技

术人 员 ) 开展 了筹备建 立 全 国工效 学会 的活 动
。

经 过 一年 多的筹 备
,

日木 工效 学会 于 1964

年正 式 成 立
。

(三 )

日本工 效 学的 研究
,

自 19 64年建 立 全 国工效 学会 以 来
,

发 展 迅 速
,

人数 增多
,

领 域扩

大
,

研 究 内容上 也 有些 变化
。

全 国工效 学研 究会 刚建 立时
,

研 究工 作主 要 集 中在 钢铁
、

机 械
、

电 力
、

化 工 以 及交 通

(包括 铁 路
、

汽 车
、

航 空
、

造 船 ) 等部 门
,

现在 研究 工 作 已远 远 超出 了 这 些 传 统领 域
。

服

装
、

农 业
、

林业
、

渔业
、

家 用设 备
、

建 筑
、

医 院
、

办 公 室
、

体 育 以 及 伤残人
,

老 年人 服务

设 施等 许多领 域 里现 在均 开展 有工 效学研 究 工作
。

据 1977年对 工 效 学会 会 员工 作部 门的 统

计
,

计 有 164 个 不 同行业系 统 的人参 加 了 工 效学研 究 活动
。

其 中属 工 程方 面 的有40 多 个 分

支
。

属 医 学方 面 也有 将近 40 个 不 同分 支
。

表 1 196 3一 19 69年 日本工效

学发表论 文分 类

表 2 19 79年 日本工效 学学术

研 究会 研究论 文分类

内容分 类 百 分 比 内容分类

知 觉和运 动特性

人 的 控制特 性 和系 统设 计

工作 负荷 和 成劳

2 0%

1 2%

1 1夕百

知觉和运 动特 性

人 的控 制特 性和系 统 设 计

工 作 负荷 和疲劳

一里鲤叁
~

一一一一
卜一二兰一

设 备设 计 】 12%

百 分 比

2 8 乡占

1 6%

1 6%

1 1%

1 0%

控 制 与 显 示

姿 势工 作区

人 体 侧量

10%

1 4%

硬%

环境因 素

设备 设 计

控 制 与 显 示

姿 势
、

工 作区

人体 测 最

3%

1%

一 卜二 生

-

1 1 4%其它 { 14 %

( 据引 文5 ) (据 引文 9 )

二十年 来工 效 学研究 内容上有 了很 大 变化
,

像人 体 侧量
、

显 示
、

控 制
、

工 作场所 与 姿势

等较 传统 的领 域 的研究 数量 相对 地 已 大为 减少
。

这 些方 面 的研究 除一 些 针对 具体 问题 的应

用外
,

基 本上没 更 多新 的成 果
。

原 有 的研究 数 据 已 编入 各种 手册
,

供 各设 计人 员 选用
。

而

工 作 负荷 与 疲劳
、

系 统设计
、

知 觉与 运 动 特性
、

环 境 因素 等这方 面研 究 的数 量 在增 加
。

再

一 是 原先 属工 业 心 理 学领 域的 人事管理
、

劳 动时 间
,

人 际关系
、

领导行 为
、

动机激励 等方



面 的 内容的 增多
,

反映 了工 效 学的 日益 扩 展
,

这 与过 去严 格 自然 学科 特性 已有所 不 同
。

表 1是 1 96 3年一 19 69年 日本工 效学 研究发 表文 章的分 类 情况
。

表 2是 19 79年 日本工 效 学

会 第二 十次 学术 研 究会 上研 究论 文 的分类 情况
。

从这 两个 表中各 类百分 比 的变化 情况 大致

可 看 出 工 效 学研 究 内容 的变 化趋 势
。

在 研究 队 伍方 面 的变化 是
,

人 数增多 以 及人 员组 成上工 程技 术人 员
、

医 学 人 员的显 著

增 加
,

而 心 理 学人 员的相 对减少
。

19 64年 刚成立 日本 工效 学会 初期时有 会 员50 0人
,

现 在 已增 加到 1336人 ( 1983年

9月 )
。

表 3是 19 65年 时会 员组 成情况
,

图 1是 1982年 时会 员 组成情况
。

表 3 1 965年 日本工效 学

会员 组成情 况

百 分比业一专一

ó日ù尸a月口Ja叼月r,上嘴目,工,l,i马d几`1一1孟
lesleelee
.....月̀......J1.....r苦.` ,月,.....矛..

esesllse心 理 学

医与全

工 程

设 计

建筑

人 间 工学

经 营 学

化 学

理 学

其 它

( 据 引 文4 ) 图 1 日本工 效 学会员组成 情况 嘟足区卫之

( 四 )

近 年来
,

日本 工效 学较 注 重下 列一 些问题 的研 究 :

人 作为 一 个 系 统 的 特点 的研 究

从 上 面研究 内容的 演变 中 已 可 看 出 日本工 效学 较 注重系 统 设计 的 研究
,

而 他们对 系 统

的 概念 的理 解是 不 断发展 的
。

他们 从系 统论 的 角度来 看待 人
,

分 析人 作为 一 个系 统的特 点
。

大 岛正 光 提 出 人作 为一 个系 统有如 下特 点 :

<1> 体 内平 衡 ( H o m oe s t a s i s ) <8> 对 注意水 平
、

紧 张水平
、

意识 水平 的控制

<2> 双重控 制 系统 (外 系 统平衡 功能

<3> 双 重 反馈 系统 <10> 失 生组 织性
、

失 去功 能的可 能性

<4> 适 应 性 <11> 激励 与 情绪 对系 统功能 的影 响

<5> 领 顽 作用 <1 2> 习 惯性

<6> 同步 性 <1 3> 多 余性

<7 ) 从开 系 统 到人 机 系 统 <14> 错觉 与 误失

< 5> 语言 系 统

(据引文 )

1

1



之
.

用现代 技术 手 段来支 持 人类 的研 究

人 是万 能的
,

但 人的体 力 以 及思 维能 力
、

注意持久水平
、

监 测 能 力等 又 是有 限的
,

有

时会 出现判断
、

操 作 等方面 的差 错
。

如何 用人 类所 创造 的 技 术 反过 米提 高人 本身 的能力 是

一 值 得 研 究的 课 题
。

日本 学 者提 出 了 一些 对策
,

可 望不 久 会有 一 些 具 体成 果
,

如 防止注 意

水 平 与 意 识 水 平 降低 的对 策
、

予测人 的工 作成效 的对 策
、

防止人 的差 错 的对 策
、

提 高人的 自

信的对 策
、

防止人 的粗 心 的对 策
、

提 高人 的思维 能力 的对 策
、

用机 器 人代 替人 的位 置等
。

3
.

安全工 效学 研究

自19 79年 3月美 国三 厘 岛核 发 电站 因人 的操作 错 误 发生 事 故后
,

引 起 了各 国工效 学 家

们 对 安全 问题 的普 遍重 视
。

在 日本
、

结 合 日本 地 震
、

火 山
、

台风 等多灾 特 点开展 的紧 急 情

况 下 的行 为 反 应 模式 的安 全工 效 学研究 具有 一定 的水 平
。

这 方 面 的研究 计有 下 面 一 些 内

容
,

紧 急情况 时 人 的反 应 模式
、

惊慌 与群 聚行为
、

惊 慌 中人 的活 动的可 信赖 性
,

疏 散措 施 的工

效 学研 究
,

警 报信息 的 传 播方 式
,

防灾 的训 练 等
。

一些 对 火 灾进 行 的研究 发 现
,

惊慌 时人 的

反应 带有受 暗示 性
,

非 合理性
、

以及 本能 动作较 多等 倾向
,

安 全管理 人 员应 考虑 这 些 特点

而采取 相应 措 施
。

诸 如
,

避难 路 线
,

标志 以及 疏 导 方式 等应 符 合人在 惊 慌 时的反 应 特 点
。

4
.

老 年人
、

伤残 人 的 工 作能力 研 究

到 20 20年
,

日本 总人 口 的五 分之 一 是 65岁 以上 的老 人
。

工 效学 中对 中老 年人 以及对 伤

残 人 工作 能力 进行 了 一 些 研究
。

197 7年 第 18 届 学 术研 究 会 中 30 % 的论 文 是关 于 伤残 人康 福

内容 的
,

如 假 肢
、

轮 椅
、

机能 评定
、

步行 能力
、

手 指 能力 等
。

第八 届 国 际 工效 学会 议 的
“

老

年和 伤残人 ” 讨论会 上
,

共 10 篇论 文 中有 9篇 是 日本学 者呈 专题交 的
。

关 于 老 年人方 面 已

开 展 的工 作有人 的各 种能 力的年 龄变 化 (体力
、

视 力
、

听 力
、

反 应 时间
、

速 度
、

平衡 能力

等 )
、

年龄 与 疲劳
、

年龄 与 意外事 故
、

老 年人 工 作适 宜 性
、

工 作安排
,

老年 人 日常生 活 中

的动 作特性
。

这方 面 的研 究在 于 保 障老年人
、

伤残 人 的社 会 福利 以及 提供 机 会 使他 们对 社会 发 展 作

出贡献
。

5
.

机 器 人化 的工 效 学 研究

日本 学 者认 为
,

人 的活 动按功 能可 分成 以 下 三 类 : ① 肌 肉活 动
,

② 感 知 活 动
,

③ 智力

活 动
。

肌 肉活 动是 一 种笨 重 手工 工 作
,

目

前 已 可 被 机械 化
、

自动 化所 代替
。

由 于 电

子 计算 机 的应 用
,

使智 力活 动也 部份 地得

到代 替
。

但 在 感知方 面
,

由于 人 的感 知活

动 高度灵 活 性
,

目前 机 器 尚难 代替人 的机

能
。

如 检测
,

保 养和 修理 等这 些 工 作 尚难

自动化
。

工 效学 的研 究就要 使 得未 来 的 机器 人

在这 三方 面 能 代替人 的功 能
,

这就 得全 面

研 究人 的各 种特 点
,

并 用机 器 加 以模 拟
,

将 人 的 一 些 功 能转 给机 器
。

图 2是 用三 条轴 线 来描绘 人的 机 能 的

铲
夙白池动

日 艺 人 的 工 作 性质的 具 体分 类
: 以 三条 轴 线

描 法 人 的 功能的 空 间
。

空 间
,

图 中材料加 工 是 作为肌 肉活动 的一 个 例 子
,

检验 和 维修 是 作为感 知活 动的 例子
,

控制



是 作 为智力 活动 的例 子
。

(五 )

日本 工效 学 的研究 已 取得 了不少 成果
,

这 些 成果 大多 用 于 有关产 品设计标 准
、

安全标

准
、

生 命保 障等 标准 中
。

由 日本工 效 学会 负 责编 写的 “ 作业 时工 效学检 查项 目” 和 “ 安 全

分析 手 册” 两 个 指导文 件 已在不少 企 业里 推广使 用
。

日本 于 二十 世纪 六十年 代
,

经济 迅速

发 展
,

实现 了 高度 的繁 荣
,

在 这 其 中
,

工效 学 也是作 出一 些贡 献 的
。

拿汽车 工 业 的发 展来

图 3 在 日本人类工 程 学研究 学会 年会上提出的全
部论文 中有关 汽车研究 论文 的百分比

说
,

日本 汽车工 业 在六 十年 代后期

其劳 动生 产 率的提 高是 十 分 惊 人

的
。

不但 使汽 车质 量 达 到 了 国 际水

平
,

而且 大量 出 口 外销
,

不断 取代

美 国 等 一 些 国 家 的销售 市场
。

这 种

竞争 能力 在很 大程度 上是 由于 日本

轿车 在可 乘性
、

舒适 性
、

可 驾驶 性
、

美观 等方面 占有优 势
。

细小 的技 术

上 的 修改 和改进是 日本 最 擅长 的一

个 方 面
。

而 工效 学 的研究 正是在 这

些方 面 的改 进 中起 了 突 出的作 用
。

图 3是 从六 十年 代后 期到 197 1 年 在

历届 工 效学 学术研 究会 上有 关汽车

报告 的 数 量 情况
。

召识助公沼斌祝奋麟长双不

汽 车工 效 学研 究主 要是 由一 批汽 车制 造工程 师组 成 的 汽车工 效 学研究 委员会 负 责进行

的
。

研 究 的 内容 有 : 司机 人 体测 量与驾驶室 各部位 尺 寸
,

仪 表显 示 与 配置
,

座 椅舒适 性 ,

风 挡设 计与 司机 视野
,

各警 告装置
,

汽车证 明
,

安 全 带
,

各操 纵 装置 的力量
,

尺 寸和 可靠

性
,

车 体颜 色 等
。

(六 )

日本 工效 学是 在 欧洲工 效 学和美 国人 的因素工 程 学研究 的推 动下 而发展 起来 的
,

经 过

最 近二 十多 年来 的工 作
,

日本 工效 学研究 已形 成 了 自己 的特 点
,

大 岛正光在 198 2年一篇 介

绍 日本 工效 学 情况 的文 章 中将 这些 特点概 况 如下 :

1
.

许多 研究者具 有工程 师 或医 生 的学 历
2

.

日本工 效 学家并 不 那么 强烈表 现 自己
,

而是 经常 同其 它人 员一 起 组成 协作 组共 同工

作
。

3
.

虽 然 局 限于 那些 直接 与工 业化有 关 的研究
,

但 重 点还 是放 在 总系 统发 展 中人 机之 间

怎 样分 配 必 要 的合适 的功能 上
。

4
.

日本 工 效 学 家 具有 独特 的系 统 发展 能力
,

他们 能在较 高水 平 上完 成系 统 的任务
。

工 效 学在 各 国的 发展 既具有共 同性 , 同时 又有各 国 自己的特 殊性
,

日本工 效 学最 近 二

十年 的 迅 速 发展 给 我们 提供 了 一 些可 借 鉴 的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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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正 : 本刊 198 4年 第 1期 57 页 的 图 3注应 为 图 4的注
,

图 4注应 为图 3的 注
,

请 自 行 更

正
。

另图 5的注 全 部删 去
,

应 改 为 : 视 觉再 认 的 设 想 环 路
。

视觉 信息 从 O C 区 分送 到 纹前 复

合 体 ( O B
、

O A 和 T E O 区 ) 进 行亚 感 官 加工
,

然 后 在 T E 区 再整 合
。

输入 汇 集 到 T E 区 后

即 作 为刺 激 的中枢代 表 而储 存
。

假 如 T E 区 激活 杏仁 一 丘脑 或 海 马一 丘 脑 通路
,

这些 通 路 即通

过 交互 连 接 或 丘 脑 中线 的 中继 站进 行 反馈
,

以 加 强 纹 前一 T E 突 触
。

损毁 图 中标 示 的 5个部

位 的 任一 个 将 引起严 重 的视觉 识 别丧 失
。

详细 说 明见 正 文
。

M D m c ,

背 内核 区 细胞 部 分 ;

A nt
.

N
,

前 核 , M i id n e T il
. ,

丘脑 中 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