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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能力考核要求 

《车辆人机工程学》是全国自学考试车辆工程专业专升本的专

业课。该课程涵盖了车辆人机工程学与设计的全部关键内容，介绍

了汽车座椅设计与评价、车辆生产作业空间与车辆乘坐空间布置设

计、汽车视野与灯光设计、汽车上下车设计、汽车生产线工人作业

人机问题分析、基于人机工程学的汽车评估方法等内容。课程的重

点内容包括：人体测量与生物力学；作业空间与乘坐空间设计；驾

驶员信息采集与处理；控制显示装置和内部布置；乘坐舒适性与

NVH 设计；汽车驾驶室和车厢内小环境气候调节。难点内容包括：

坐姿静态舒适性设计；商用车辆与工程车辆驾驶室的作业空间设计；

操纵装置设计。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车辆人机工程学原理与设计问

题有一个全面理解，检验考生掌握本课程基本知识情况和运用所学

方法解决车辆人机工程学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学习本课程应具备高等数学、大学物理、机械原理、机械设计、

计算机三维辅助设计等基础知识。 

本课程要求考核识记、领会、简单应用、综合应用四种能力。

四种能力层次解释为： 

识记：要求考生知道本课程中的名词、概念、原理、知识的含

义，并能够正确认识或识别。 

领会：要求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够把握本课程中的基本概念、

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 

简单应用：要求在领会的基础上，运用本课程中的基本概念、

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中的少量知识点，分析和解决一般的理论问题

或实际问题。 



                            自学考试·考试大纲 

综合应用：要求考生在简单应用的基础上，运用学过的本课程

规定的多个知识点，综合分析和解决稍复杂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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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考试要求：本课程考试采用闭卷考试方式，考试的时间为 150

分钟，试卷总分为 100 分，60 分为及格，考试时可以携带计算器。 

考核范围：本大纲考试内容所规定知识点及知识点下的知识细

目，都属于考核范围。 

试卷分数比例：本课程在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

例大致为：识记占 20%，领会占 30%~40%，简单应用占 30%，综合应

用占 10%~20%。 

试卷难度：试卷中试题的难度可分为：易、较易、较难和难四

个等级。每份试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为：2：3：3：2。 

试卷题型：课程考试命题的主要题型一般有：判断题、名词解

释、填空题、单项选择题（四选一）、多项选择题（五选多）、简

答题、计算题、论述题、综合分析题、案例分析题等。在命题工作

中必须按照本课程大纲中规定的题型命题，考试试卷使用的题型可

以略少，但不能超出大纲规定的范围。 

参考教材： 

《车辆人机工程学》, 李惠彬、孙振莲编,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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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课程内容和考核目标 

第一部分  车辆人机工程学概论 

一、课程内容 

1. 人机工程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2. 汽车设计和使用中的人机工程问题 

二、考核目标 

1. 人机工程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识记：人机系统、人机界面的基本概念及人机关系需要遵守的

三条基本原则。人机工程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领会：人机工程学的发展简史。 

2. 汽车设计和使用中的人机工程问题 

识记：汽车设计和使用中的人机工程问题。 

第二部分  人体测量和生物力学 

一、课程内容 

1. 人体测量的基本知识和主要统计参数 

2. 常用的人体测量数据及应用 

3. 汽车用三维人体模型 

4. 生物力学在汽车设计中的应用和座椅设计 

二、考核目标 

1. 人体测量的基本知识和主要统计参数 

识记：人体生物力学的研究内容，人体测量学的定义，人体数

据测量的内容，人体测量的基本术语。 

领会：人体测量的仪器，人体尺寸测量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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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应用：人体测量尺寸中的主要统计参数。 

2. 常用的人体测量数据及应用 

领会：常用的人体测量数据。 

简单应用：人体测量数据的应用。 

3. 汽车用三维人体模型 

识记：人体模型的定义，汽车用三维人体模型的分类。 

简单应用：人体模型的应用。 

4. 生物力学在汽车设计中的应用和座椅设计 

识记：车辆人机工程设计的应用体现。 

第三部分  汽车生产作业空间与汽车乘坐空间设计 

一、课程内容 

1. 作业空间设计和坐姿静态舒适性设计 

2. 商用车辆与工程车辆驾驶室的作业空间设计和乘坐空间布置 

二、考核目标 

1. 作业空间设计和坐姿静态舒适性设计 

识记：作业空间的定义、设计的内容。 

领会：作业空间设计的人机工程学原则。 

综合应用：坐姿静态舒适性设计。 

2. 商用车辆与工程车辆驾驶室的作业空间设计和乘坐空间布置 

识记：乘坐空间布置原则及内容。 

领会：乘坐空间布置的细节考虑和主要参考标准。 

综合应用：商用车辆与工程车辆驾驶室的作业空间设计。 

第四部分  人体感知与运动特征——驾驶员信息采集与处理 

一、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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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在人机系统中的功能 

2.视觉、听觉、神经系统和其他感官机能及其特征 

3.人的信息处理系统 

4.运动系统的机能及其特征和人的运动输出 

二、考核目标 

1.人在人机系统中的功能 

识记：人的感知与反应机能，感觉和知觉的定义。 

领会：感觉和知觉的基本特征。 

2.视觉、听觉、神经系统和其他感官机能及其特征 

识记：视觉、听觉和神经系统的定义。 

领会：其他感官机能及其特征。 

简单应用：视觉、听觉、神经系统机能及其特征。 

3.人的信息处理系统 

识记：影响信息传递的主要因素及措施。 

领会：人的信号处理系统模型。 

4.运动系统的机能及其特征和人的运动输出 

识记：运动系统的机能及其特征。 

领会：主要关节的活动范围。 

综合应用：人的运动输出概述。 

第五部分  人机信息界面设计（显示装置设计、操纵装置设计） 

一、课程内容 

1. 显示装置设计 

2. 操纵装置设计 

3.控制和显示设计的主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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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目标 

1. 显示装置设计 

识记：常用的车载视觉信息显示设备，眼椭圆测定方法。 

领会：人机控制显示信息界面的形成。 

简单应用：仪表板的总体设计和仪表的照明设计。 

2. 操纵装置设计 

识记：汽车后视镜设计。 

领会：改善车辆视认性的途径。 

综合应用：操纵装置设计。 

3. 控制和显示设计的主观评价 

识记：合理布置手动控制装置与显示装置。 

领会：控制和显示设备的评价。 

第六部分  汽车视野 

一、课程内容 

1. 视野类型 

2. 前视野评估和后视野校核 

3. 盲障角度和视野测量 

二、考核目标 

1. 视野类型 

识记：驾驶员视野的分类、定义及包括的内容。 

2. 前视野评估和后视野校核 

识记：前上视角和前下视角评估，驾驶员后视野的基本要求。 

领会：引擎盖之上和之外的可视性，矮小驾驶员视野问题，高

个驾驶员问题，遮阳板设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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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盲障角度和视野测量 

识记：A柱盲障角的角度规定。 

领会：测量 A 柱造成的盲区步骤，视野测试流程。 

第七部分  灯光与照明 

一、课程内容 

1. 前大灯及设计和信号灯及设计 

2. 照明灯设备与信号灯光输出及信号照明评估方法 

3. 改善夜间和雨雾天气视认性的新技术 

二、考核目标 

1. 前大灯及设计和信号灯及设计 

识记：前照灯设计有关的基本人机工程学问题，信号灯设计有

关的基本人机工程学问题。 

领会：前照灯照明设计的要求，信号灯的亮度与视距设计。 

简单应用：信号灯图形标志设计。 

2. 照明灯设备与信号灯光输出及信号照明评估方法 

识记：光测量变量及单元，光度测量和合规性评价。 

领会：前照灯测试点和光束模式，信号照明现场观察和评估。 

简单应用：远光灯、近光灯设计。 

3. 改善夜间和雨雾天气视认性的新技术 

领会：多种照明功能的照明系统设计。 

第八部分  汽车上下车设计 

一、课程内容 

1. 与汽车上下车有关的汽车特征与尺寸 

2. 上下车设计校核与上下车布置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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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目标 

1. 与汽车上下车有关的汽车特征与尺寸 

识记：门把手的高度、位置，车门和门铰接角度。 

领会：脚踏板的设计要求，两车门汽车后排和第三排座位的进

出设计。 

简单应用：重型卡车驾驶室的进出设计。 

2. 上下车设计校核与上下车布置优化 

识记：轿车上下校核标准，上下车方便性的技术条件。 

领会：车门立柱倾斜度、通道宽度和侧壁倾斜度分别对上下车

方便性的影响。 

简单应用：商用车上下车方便性优化布置方法。 

第九部分  乘坐舒适性与 NVH设计 

一、课程内容 

1.乘坐舒适性、人与振动环境 

2.人与声环境、车内噪声分析与控制 

二、考核目标 

1.乘坐舒适性、人与振动环境 

识记：乘坐舒适性的内容，人体的振动特性。 

领会：振动对人体的影响。 

简单应用：乘坐振动对驾驶员操作能力的影响。 

综合应用：振动的评价。 

2.人与声环境、车内噪声分析与控制 

识记：噪声对人体的影响。 

领会：影响噪声对机体作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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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应用：噪声评价标准，车内噪声控制技术。 

第十部分  汽车驾驶室和车厢内小环境气候调节 

一、课程内容 

1.人体对环境的适应程度、人与热环境、人与光环境 

2.汽车驾驶室和车内小环境气候参数、汽车空调风道设计 

二、考核目标 

1.人体对环境的适应程度、人与热环境、人与光环境 

识记：气候环境和人的体温调节的定义，影响热环境的要素。 

领会：气候环境对作业的影响，良好光环境的作用。 

简单应用：人体对环境的适应程度，热环境对人体的影响。 

2.汽车驾驶室和车内小环境气候参数、汽车空调风道设计 

识记：汽车驾驶室和车内小环境气候参数。 

领会：汽车空调风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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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题型示例 

一、判断题 

人机系统的人机界面指系统中的人、机、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的区域。（   ） 

二、名词解释 

人机系统。 

三、单项选择题 

眼椭圆的测定需要在的（   ）的室或厅内进行。 

A．相当小                 B. 相当大 

C．不大不小               D.任意大小 

四、多项选择题 

在产品设计过程中，为了建立良好的人机关系，需要遵守的基本原

则是：（    ） 

A.机宜人                 B.为大多数使用者设计 

C.人适机                 D.为少数使用者设计 

五、简答题 

简述乘坐空间布置原则及内容。 

六、论述题 

论述人的特性研究包含的内容。 

 
参考答案 

一、判断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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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名词解释 

将人与机器联系起来，并作为一个整体或系统来使用，称为人

机系统。人机系统就是指“人”与他所对应的“物”共处于同一时

空时所构成的系统。 

三、单项选择题 

B  

四、多项选择题 

ABC 

五、简答题 

答：1.布置原则 

布置要满足操纵方便性、乘坐舒适性和国家法规要求。 

2.布置主要内容 

（1）确定车身内部尺寸。 

（2）确定乘坐与操纵空间。 

（3）校核各项性能及法规要求的尺寸数据。 

六、论述题 

解：人的特性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人体（静态和动态）尺寸及人体测量技术。 

（2）人体的力学性能：其包括人在各种状况下，其质量特性、

质心位置、肢体运动速度、人的体力和耐力等参数变化规律。 

（3）人的劳动生理功能：包括人的体力负荷、脑力负荷、人体

反应与疲劳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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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劳动中人的心理过程：研究劳动中心理调节的特点、心理

反射的机制、心理负荷及疲劳的心理机制等内容。 

（5）人的信息传递能力：研究人对信息的接收、传递、储存、

加工和人的信息输出能力及其机制，为系统信息编码、信息显示及

控制装置设计提供依据。 

（6）人的可靠性：研究人在正常情况下产生失误的可能性，为

系统的可靠性与安全设计提供依据。 

（7）人员选拔和训练：研究人的基本素质的测试与评价、人员

选拔和训练等。 

（8）人的动作时间研究：研究人的操纵动作，寻求改善作业的

途径，进行人的作业设计，比如汽车生产线各工序符合人体工学的

作业时间。 

（9）人体模型：研究人的数学模型、物理仿真模型（即假人）、

二维人体模板和三维虚拟人体模型等。 

（10）基于人体模型的产品虚拟设计及人机工程校核。目前市

场上推出的诸如 Ramsis 软件等就可以用于汽车产品的虚拟样机的人

机工程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