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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汽车座椅人机工程的舒适性。方法方法 从汽车座椅的人机工程学设计进行探讨，找到

目前汽车座椅设计中的问题，并解决问题，促进我国的汽车工业不断向前发展。结论结论 汽车座椅的设

计从人们的实际需求入手，进行人性化的设计。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汽车座椅，才可以被消费者和市

场所接受，从而创造更大的价值，除了座椅的造型之外，座椅的人机工程学设计，成为了汽车座椅设计

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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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study the car seat comfort of man-machine engineering.from the ergonomics design of car seats are brief⁃
ly discussed，better find problems in the design of the car seat，and solve problems，promote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automobile industry of our country. the design of the car seat from the actual demand of people，humanized design. Meet the
victory and the psychological demand of car seats，can be accepted by consumers and market，to create greater value，in ad⁃
dition to the modelling of seat，seat ergonomics design，become the key elements of the car sea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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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在进行驾驶的过程中一直是坐在座椅上

的，座椅的舒适程度，设计的安全性和科学性，都直接

影响着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的动作，一个既舒适安

全，又能够方便的控制方向盘和各种开关的座椅，可

谓是汽车中的灵魂所在。在进行汽车座椅设计的时

候，应当从人机工程学的角度入手，将汽车座椅和驾

驶员完美的融合到一起，创造一个最舒适、最安全的

驾驶环境，提升驾驶员的驾驶体验度，同时增加驾驶

的安全性，避免不必要的事故的发生。

1 人机工程设计的要求

归根究底，汽车的驾驶者是人，汽车座椅的设计

和制造也是为了更好地方便人而展开的，因此，“人性

化”是进行汽车座椅设计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1]。汽

车人机工程设计的根本目标是让汽车驾驶者有舒适

的驾驶体验，坐在座椅上进行驾驶，能够尽可能地避

免快速疲劳，在进行驾驶的过程中更加精神且方便，

从而尽可能地减少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但是，汽车的

外形和内部空间的环境只可能有一种，而驾驶者的身

材是不相同的，要在相同的空间中设计出一种能够让

不同身材的驾驶者都感受到十分舒适和方便的座椅，

就要结合人机工程学的相关原理进行设计，保证设计

出的座椅能够满足绝大部分的驾驶者[2]。比如在进行

油门踏板的操纵时，在同样的驾驶空间内，高个子的

男性驾驶者与小个子女性相比，小个子女性驾驶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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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板的距离更远，更加不容易接触到。在进行人机

工程学的相关分析和设计之后，就可以找到驾驶者的

舒适性，从而更好地进行座椅的设计。

2 汽车座椅的人机工程设计

2.1 设计的综合要求

进行汽车座椅的人机工程设计有以下五点要求：

1）贴合感。汽车座椅的设计应当首先满足的一

点就是，座椅的靠背与座椅靠垫的形状能够保证与驾

驶者的身体贴合，无论是后背，臀部还是腿部，与座椅

接触的地方都要呈贴合的状态，这样才可以根据驾驶

者的体型变化对接触面积进行改进。

2）横向稳定性。在进行驾驶的过程中，驾驶员一

定避免不了遇见转弯的路段，而汽车进行转弯的时

候，人体承受的横向加速度会让驾驶员的身体出现摆

动的现象[3]。 为了让驾驶员的身体更加端正，在转弯

的时候也尽可能地保证身体的稳定性，就要在座椅的

两边进行加高，这样尽管驾驶员承受着横向加速度，

两跨和大腿也可以将身体支撑住，保持驾驶的稳定。

3）腰背的支撑。对驾驶员的腰部和背部进行支

撑，保证驾驶员驾驶的舒适程度，减少驾驶对于驾驶

员身体的损伤是进行汽车座椅设计的关键目标，所

以，在进行座椅设计的时候应当进行两点支撑。第一

支撑在5~6胸椎之间，保证驾驶员的肩部有所依靠，颈

部不会变形。第二支撑在腰曲部位，让驾驶员在驾驶

的姿势下也能保证正常的腰曲弧度。

4）软硬感。虽然汽车座椅的设计一直在强调驾

驶员驾驶的舒适度，但并不是完全为了驾驶员的舒适

准备的，除去舒适度之外，汽车座椅更要保证驾驶员

的安全性[4]。 硬一些的座椅相比较于软一些的座椅能

够更大程度地减轻驾驶员的疲劳感，但是，不是一味

地进行硬座椅的设计就可以保证座椅的完美，而是应

当综合考虑汽车座椅与驾驶者的贴合度，合理地控制

座椅设计的软硬，在保证驾驶者不易疲劳的前提下，

避免座椅与驾驶者不贴合的情况发生，设计出缓解疲

劳的硬座椅。

5）振动舒适性。除了座椅的静态软硬度之外，

汽车座椅的振动舒适性同样也应当在设计的过程中

被认真的考虑和对待。汽车座椅不能够让驾驶者产

生包括臀部滑落感、腹部压迫感在内的不适感觉，而

是应当考虑汽车行驶当中出现的振动，并加以设计

和解决。

2.2 座椅的结构参数

为了保证汽车座椅能够给驾驶者带来最大的舒

适体验，汽车座椅的舒适性主要分为3个方面，分别是

振动舒适性、坐姿舒适性以及操作舒适性。在这3个

方面中，振动舒适性由于有着一定的随机性，无法通

过尺寸参数进行设计[5]。而坐姿舒适性和操作舒适性

则可以根据座椅的结构和尺寸参数进行不断设计和

调整，获得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保证舒适程度。汽车

座椅的结构参数可以通过对驾驶者在乘坐时的尺寸

测量进行确定，方式方便快捷，也十分简单。

2.2.1 人体模版的应用

如今，利用人体模版对汽车内部环境进行参数的

考察是进行人机工程学设计的最普遍的方式，能够更

好地了解汽车的相关参数，进行人机工程设计。人体

模版是以真实的人体参数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具有很

强的代表意义，是对人体形态特征以及力学特征等进

行描述的十分有利的手段[6]，在进行汽车座椅的人机

工程设计的过程中，能够让设计者更加直观地了解相

关的参数，是进行研究和分析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可以说，人体模版的作用是重大的，而在这其中

SEAJ826则是进行车身布置最常使用的一种手段。

SEAJ826人体模版是基于真实的人体各项指标，

根据最科学的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得出的最为标准的

人体尺寸，将这个人体模版应用到汽车座椅的设计

中，放到模型或者是图纸的位置中，可以更加直观地

看到设计的效果，对设计结果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并

且不断修改，保证汽车座椅的各项指标的科学准确

度，检验设计成功与否[1]。并且根据人体模型中人各

项身体参数，将汽车座椅之外，影响汽车座椅实用性

的相关参数制定出来，包括车厢的空间、座椅的位置

以及方向盘和扶手等，都要基于人体模版的科学参数

进行设计。

2.2.2 座椅布置

首先，要找准座椅与相关的操纵装置的位置，设

计者要结合最适合人体的坐姿与相关的人体参数以

及人体对于汽车座椅舒适程度的要求进行相关的调

整，并且确定这些位置。其次，根据驾驶者的不同身

材进行座椅的高度、宽度、深度等的选择，尽最大程度

保证舒适度[7]。最后，利用人体模版将座椅周围的驾

驶操纵装置逐一确定位置，确保座椅与各个操纵装置

之间距离的合理性，确保驾驶者能够在标准的位置空

间之下进行驾驶活动，即保证自身驾驶过程的舒适

性，又保证驾驶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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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座椅上的人体压力分布

人在保持坐着的姿势的时候，身体上超过八成的

重量通过臀部和背部压在了椅面上，这就是人体的体

压。在汽车座椅的设计上，人体的体压分布是十分关

键的因素，因为人体的体压分布直接影响驾驶者的舒

适性。

2.2.4 对座椅的要求

在对汽车座椅进行人机工程设计的过程中主要

有3个基本要求。其一，驾驶者在乘坐汽车座椅的时

候能够有一个良好的体压分布，保证舒适程度，并且

软硬度适中，触感良好，与自己身体的贴合度较好，能

够稳定、安全、舒适且方便地进行乘坐，并且能够及时

地根据驾驶者的自身状态对座椅进行尺寸与位置上

的调整[8]。其二，保证汽车座椅的动态特性良好，在汽

车行驶的过程中遇到冲击等问题时，能够尽可能缓解

振动，保证驾驶者不被其他问题所干扰，避免疲劳驾

驶。其三，在外形上要保证美观，要与车内整体的颜

色和环境等搭调，保证整体结构紧凑，不突兀，看起来

舒服大方。与此同时，在设计的过程中在保证座椅质

量的同时，还要做到绿色、节约。

2.2.5 座椅的静态舒适性

在对汽车座椅进行静态舒适性设计的时候主要

应当对以下几点因素进行研究。首先，是左翼的形势

和尺度与其功用有关。其次，保证座椅设计尺度的科

学性。再次，座椅一定是可以调节的，这样才可以根

据驾驶者的不同坐姿进行不断的调整。最后，进行座

椅位置的选定的时候要考虑到驾驶者的作业空间，设

计者必须要对驾驶室中的环境进行综合考虑，保证驾

驶者使用任何坐姿都能够顺利进行驾驶。

与此同时，汽车座椅的材料选择也可以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汽车座椅的静态舒适性。大部分的汽车座

椅应当适用棉织品，因为棉织品不同于皮革等材料，

棉织品在使用性上更加耐磨，使用时间更长，并且在

弹性和透气性上都有着很好的表现，十分适合汽车座

椅的设计和制造。皮革等材料用作汽车座椅的椅面

材料虽然看起来更加的美观，脏了之后更加容易擦拭

和清理，尤其是男性驾驶者，皮革材料更能凸显出男

人的霸气和威严，但是，皮革的防脱效果却很差，一旦

驾驶者在驾驶的过程中遇到紧急情况需要紧急刹车，

或者是进行转弯的时候，驾驶员都会因为皮革过于光

滑而产生身体不稳定的现象，无形中为驾驶员增加了

很大的不安全因素。而棉织品则能够在驾驶者驾驶

中遇到紧急刹车或者转弯的情况下及时地帮助驾驶

员稳住身形，加大了驾驶的安全性。因此，综合考虑，

棉织品的座椅饰面更加适合实际驾驶。

2.2.6 座椅的动态舒适性

实际上，汽车座椅的动态舒适性与振动特性是密

不可分的，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对其进行讨论。第一种

情况是有悬架的座椅系统。第二种情况是非悬架座

椅系统[9]。在这种系统之中，主要根据座垫的刚度，阻

力和座椅钢架结构的动态性能进行综合设计。刚度

和阻力系数都是不可少的参考数据，阻力系数决定座

椅的震动衰减特性。虽然理论上来讲座椅的质量和

结构连接件的摩擦会影响到座椅的动态舒适性，但是

实际在汽车的行驶中，座椅系统的质量和摩擦等因素

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刚度参数和阻力系数仍然是影

响座椅动态舒适性的最关键部分。

驾驶者在驾驶过程中产生疲劳主要是因为驾驶过

程中车辆本身的振动，以及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因为道

路的问题产生的振动，这些振动通过座椅传递到驾驶

者的背部和臀部，进而影响了驾驶者全身，让驾驶者产

生驾驶疲劳。在进行汽车座椅的设计时，要尽量减少

振动对驾驶者的影响，在设计中，可以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将座椅的共振频率减小，这样虽然避免不

了汽车的振动，但是可以将对驾驶者危害最大的那一

部分避过去，减少振动对于驾驶者本身的伤害。其

次，将乘员10 Hz附近的振动传递率降下来，这样可以

尽可能地将弹簧以下的共振影响减少，减少干扰驾驶

者椅背的振动。最后，根据人体相关参数，对于座椅

的动态特性进行改进和优化，保证汽车的减震系统能

够和汽车座椅的相关功能相匹配，让驾驶者在驾驶的

过程中能够处于一个更加安稳的环境，保证人体在更

加合适的振动环境中作业。

3 结语

汽车中的座椅是汽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们

在购买汽车时所着重考虑的重点之一，人们对于座椅

的舒适程度等越来越在乎，汽车座椅的设计也需要越

来越从人们的实际需求入手，进行人性化的设计。只

有真正能够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汽车座椅，才可以被

消费者和市场所接受，从而创造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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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手法与原理实际上适合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设

计开发具有异域意味的字体，这样的做法不仅能丰富

字体的样式，也可增添字体的特殊趣味。

5 结语

方正藏意汉体是目前计算机字库中唯一一款具

有异域文字特色的汉字字体，既有藏文独特的笔画形

态、结字规则和编排原理，又有汉字的规范与灵活

性。它开创了计算机字库中一种字体包含两种文字

特征的先例，尝试了汉字字体的“双语”效应。探索了

汉字字体创写的多种可能，丰富了计算机汉字字体种

类，为进行具有其他民族文字意味的汉字字体的设计

开发提供了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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