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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人体工程学与室内设计(第2版)》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
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人体工程学与室内设计(第2版)》对人体工程学的起源、内容、
方法，以及人体活动、人的作业区域、人的感官与空间环境设计的关系等，都作了较深入的介绍与阐
述；对环境艺术设计中人体尺度、活动的空间与各类环境设计的联系做了一定的探讨与研究。特别是
考虑到以前的相关教材很少涉及室外环境设计方面内容，书中对人体工程学与室外景观设计的关系作
了一些有益的补充。全书内容全面而丰富，较深刻全面地反映了人体工程学与环境艺术设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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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人体工程学与住宅室内设计的基本要求 家具的布置方式和布置密度并不是随
意的，在摆设家具时，必须为人们留出最基本的活动空间。如人们在坐位上的坐、起等动作不能发生
拥挤与磕碰，开门窗时不会发生碰撞家具等情况。下面所述的就是各种室内活动所需空间的基本尺度
要求，在布置家具时，必须尽可能地予以保证，否则，将会给人的生活带来不便或使人产生不舒适的
感觉。 （1）两个较高家具之间（例如书柜和书桌之间），一般应有600～750mm的间隔。 （2）两个
矮家具之间（例如茶几与沙发之间），一般需要450mm的距离。 （3）双人床的两侧，均应留有400
～600mm的空间，以保证上下床和整理被褥方便。 （4）当坐椅椅背置于房间的中部时，它与墙面（
椅后的其他物体）间的距离应大于700mm，否则在出入坐位时会感到不便。若坐位后还要考虑他人的
过往，则在人就座后的椅位与墙面之间应留有610mm的距离。倘若过往的人需端着器物穿行，则此距
离需加至780mm，只留400mm，仅可供人侧身通行。 （5）向外开门的柜橱及壁柜前，应留出900mm
左右的空间。如果柜前的空间不够宽敞，而人们又常在此活动，采用推拉门可能是较好的解决办法。 
（6）当采用折叠式家具（也可能是多功能的）时，如沙发床、折叠桌等，应备有与家具扩充部分展
开面积相适应的空间。 （7）若人体的平均身高以1.7m计算，则1.7m以上的柜就不宜放常用物品了。
而当柜高达到2m以上时，则需借助外物才能顺利地取用物品了。 （8）我国女子的平均身高约为1.6m
，因此，厨房中工作台面的高度，以定在800mm左右为宜。 （9）站在柜架前操作时，需要600mm左
右的空间，而当人蹲在柜架前操作时，则需有800mm左右的空间才够用。 由此可见，人们在室内活动
所需的基本空间尺寸不能忽视，在安排布置家具时，应参考以上提供的数据，尽可能予以保证。但十
分遗憾的是，就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家庭的居住条件来说，无法做到摆放每一件（组）家具均考虑按要
求提供所需的活动空间尺寸。这就提出了如何重复利用这些活动空间的问题，即涉及了家具布置的技
巧。如就一张写字台、一把坐椅、一个单人沙发的组合而言，若用三种不同的方法布置，则会出现该
组家具的实际占地面积各不相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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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人体工程学与室内设计(第2版)》主要作为普通高等院校环境艺术设
计、建筑学等专业教材，也可供从事建筑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等领域相关工作的工程设计人员参考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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