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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卧铺舒适性与人体工程学分析

任欣禾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  265600

[ 摘  要 ] 在日常生活的交通工具中，火车是我们出远门最重要的工具之一。随着经济条件改善及火车提速，人们客对硬卧车厢的新感受、

新需求值得关注。人们长途旅行大多选择较为经济和舒适的硬卧车厢，如何对铺位进行设计以尽可能减少旅客出行的疲劳为目的。通过对人

体工程学中的结构、尺寸、材质以及心理需求等方面进行设计研究，改善火车中的舒适度体验，是我们研究的的主要目标。本文在人体工程

学的理论指导之下，结合我国拥有大量流动人口的特点，进行具体设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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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人体工程学是一门“研究人在某种工作环境中的解剖学、生理

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各种因素，研究人和机器及环境的相互作用，

研究人在工作中、家庭生活中和休假时怎样统一考虑工作效率、人

的健康、安全和舒适等问题的学科。

卧铺是指可供旅客平躺睡觉的铺位，本质属于长途交通运输工

具内安置的一种小型床位。汽车、火车、游轮都可以设置卧铺。火

车卧铺分为硬卧和软卧，本次主要以研究硬卧的舒适度为主。通过

调研发现，如若让用户对其满意，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的设计需求。

第一，是否可以提供一个良好的舒适度并且恶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

其隐私性；第二，能够降低行驶过程中地面产生的震动以及音频噪

音；第三，如若一旦出现事故，能否对用户提供一定程度上的保护

作用。针对上述三个问题，通过人体工程学的内容对其进行分析设

计研究。

在整体的卧铺设计中应该合理地利用人体工程学的相关内容作

为科学指导，通过人体工程学的指导建立良好的火车卧铺环境下的

人机环境系统，在整体系统中架构良好的人—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

系。

二、火车卧铺与生活息息相关

这是一个不仅仅追求物质财富的年代，精神上的放松成为了人

们更加向往的一个追求，于是旅游业作为一种放松与陶冶自我的行

业开始兴起。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

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出行的方式已经越来越被重视起

来，火车在各种交通工具运输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人们发现火

车的费用更加合理，于是火车出行成为大多人的选择，人们总会选

择较为经济和舒适的硬卧车厢。但长时间的路途会使人劳累，从而

产生疲惫感。这次，就如何对火车硬卧进行设计以满足舒适化、人

性化发展，从而达到尽可能减少旅客出行的疲劳为目的。

2.1 卧铺的人体工程学需求

在卧铺设计构成中考虑“人的因素”，可以合理结合人体工程中

人体尺寸（结构尺寸、功能尺寸以及心理尺度）参数。另外，可以

利用人体工程学的原理和规律去解决在使用过程中的各种功能结构

的最优化处理。最后，人体工程学考虑的“环境因素”，让用户在使

用过程中对各种物理环境因素做出可预判的反应并保证用户可以做

出合理的、应激的适应能力反应。

设计的基础建立在满足基本使用功能的基础上，把人当作主要

的对象来进行具体设计和调整，进行一切工作的前提就是满足用户

的绝对舒适度和安全性，因此，在对现有产品分析过程中要结合相

应的人体工程学来进行结构和理性分析。

首先，使用过程中卧铺属于休息产品，因此最先要做到肢体与

产品之间拥有较好的贴合性，对于身体凹陷的部分进行支撑来辅助；

第二点，要拥有更好的稳定性，可以保持用户的身体平衡与安全性；

第三点，卧铺的设计过程要设立连个合适的支撑点，第一点是在人

的第 3 到第 4 节脊椎的位置，可以有效的解决腰部支撑的问题，缓

解长时间所造成的疲劳，第二点，要设计在头部与脚底的位置，通

过位置的固定，既保持着身体的安全平衡又可以通过位置的抬高来

缓解身体的劳累，以提高产品使用的舒适性。

除了上述所讲到的三点，还有一点就是产品所使用的材质也是

重要的设计角度，合适的材质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产品在结构舒适

度以外的用户心理、生理需求感受。

2.2 卧铺设计中的用户心理需求

旅途中，用户通过卧铺进行地点转移以及过程休憩，因此，在

体验过程中需要用户有着充分的心理需求满足，需要从材质、色彩

等角度进行设计分析，从不同角度满足用户的心理需求。

用户通过色彩的追求，可以得到身心的放松，通过材料结构的

改变可以得到肌肉的松弛与休息，空间结构合理化的改变可以改变

用户在空间里的心理愉悦感和变相的空间增加。

三、火车卧铺分析

3.1 卧铺整体设计分析

火车通常有硬卧和软卧车厢两个部分共同组成，卧铺车作为火

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设计应该充分考虑乘客用户的实际需求。

现阶段，我国火车一般采用卧铺铺位与折叠座椅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设计，数量一般在一个单元为 6 个铺位这个情况，在空间利用上较

为充足，但是从舒适性上就有所欠缺。我们可以参考德国的列车设

计，将卧铺的设计数量从 6减到 4，从而做到卧铺舒适性大幅度提高，

空间更加宽敞，如果出现特殊人群需要特殊功能照顾时，可以进行

更加灵活的功能利用。

因此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将进行现有设计尺寸数据分析，为后

续研究打好基础。

3.2  火车卧铺尺寸数量分析

序号 参数 项目 数据（mm）

1 床长 身高 + 足长 1775+265

2 床宽 最大肩宽 + 胸厚 486+245

3 对面两铺位的距离 最大肩宽 460

4 床铺护栏的距离 胸厚 237

5 下铺到火车地板的距离 小腿加足高 + 鞋高 350+20

6 下铺与中铺间的距离 坐高 979

7 中铺到上铺间的距离 臀膝距 613

8 上铺到车顶的距离

附：车厢整体高度：28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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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床长：

每一张床铺都是为提供给长途旅行的客人休息的，床长应该用

身高加足长为依据，选取男性身高的第 95 百分位为 1775mm，选取

男性足长的第 95 百分位为 265。即卧铺的床长约为 2040mm。

②床宽：

床宽应选用最大肩宽加胸厚为依据。选取男性的第 99 百分位为

最大肩宽是 486mm，选取男性的第 95 百分位为胸厚是 245mm。即卧

铺的床宽约为 961mm。

③对面两铺位的距离：

对面两铺位的距离应以男性最大肩宽的 90 百分位作为依据，选

取男性最大肩宽的 90 百分位为 460mm，卧铺和走道间的最小宽度应

为两人通过的值，约为 920mm。

④床铺护栏的距离：

床铺护栏的距离应以胸厚为依据。选取男性第 90 百分位为胸厚

是 237mm，即床铺护栏的距离约为 237mm。

⑤下铺到火车地板的距离：

下铺到火车地板的距离应以小腿加足高 + 鞋高为依据。选取女

性的第 10 百分位为小腿加足高是 350mm，鞋高的修正量为 20mm。即

下铺到火车地板的距离为 370mm。

⑥下铺与中铺间的距离：

下铺与中铺间的距离应以坐高为依据。选取男性的第 99 百分位

为坐高是 979mm。即卧铺的下铺与中铺间的距离约为 979mm。

⑦中铺到上铺间的距离：

中铺到上铺间的距离应以臀膝距为依据。选取男性的第 99 百

分位为臀膝距是 613mm，修正量 200mm 包括衣服厚度和心理修正量。

即卧铺的床宽约为 813mm。

⑧上铺到车顶的距离：

根据火车车厢整体高度为 2800mm，剩下部分应为第三层卧铺距

车顶的高度，即上铺到车顶的距离，床板修正量为 60mm。上铺到车

顶的距离约为 578mm。

在有限的空间内设计能够使人感到舒适并且安全的结构，是比

较困难。我们的设计，根据人体工程学改进车厢铺位的距离，尽量

增大空间，提高空间利用率的同时，尽可能带给乘客更好的的舒适度。

但其中，老年人和腰椎不好的人并不适合乘坐火车卧铺，上下

卧铺的直角楼梯已经成为乘坐卧铺最不方便的一项。因此，在设计

过程中，应准确把握用户人群，合理将用户人群进行分类，针对不

同的用户人群进行专门性的设计。针对于火车卧铺这种普遍设计来

讲，老年人这类特殊人群应该也包括其中，但作为少数人群的设计

需要考虑的是通过特殊结构对其进行用户人群的扩充，而不是针对

该人群做全新设计。

四、高速列车发展下的卧铺设计

现阶段，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以及中国高铁技术的成熟与发展，

高速列车已经成为了人们火车出行中的更多选择，那配合高速列车

的出现卧铺的发展又会出现怎样的新的发展方向呢？

卧铺的发展配合高速的整体特点，在设计中要尽可能的采用轻

量化的设计方式，尽可能的减少体量较大的设计模块，因此加强高

铁动车组内装设计轻量化的研究，对于提高动车组卧铺水平就尤为

重要。

现阶段，高铁中所采用的卧铺是一种座椅与卧铺相结合的多功

能座椅，每个包间有四个卧铺，并配合小桌子设计存放物品。下铺

设计可当座椅进行乘坐，上铺则是可以旋转 60°，以增加空间的综

合利用，以及应对不同情况下乘客用户的不同需求。下铺可坐可卧，

有座椅扶手，扶手可以活动，从用户角度来看，可以根据实际的使

用需求去调节设计的具体使用形态，而就列车的实际运行来看，可

以根据实际的运行长短来选择，是卧铺运作还是选择座椅运行，从

两个方面都进行了实际设计考量。

380B卧铺是一款高档、舒适、集卧铺和座椅于一体的多功能卧铺，

每个包厢分四个卧铺，配备一张小桌供用户放置东西，下铺可以当

做舒适座椅进行乘坐，上铺可旋转 60°，下铺可做可卧，有座椅扶

手，扶手可活动，夜间行车当做卧铺运行，白天也可以以座车运行，

大大提高了卧铺动车组的利用率。

4.1  现阶段卧铺的不足之处

（1）隐蔽性较差

现阶段，卧铺的主要设计为相对开放的设计，在用户隐私以及

私密性上还有提升的空间，尤其是产品的使用环境为公共的环境，

因此，私密性上应作出适当考量，避免社会中在其使用过程中的犯

罪行为的产生。

另一方面，卧铺隐蔽性的考量也是充分考虑到用户的心理需求。

一般卧铺通行多是发生在夜间行车或是长时间行车中，在这两种情

况下用户都需要极强的心理安全感，无论是从距离还是空间环境上，

都需要充分考虑到他们对于安全感的追求。

（2）方向设计造成的用户心理不适

由于火车的卧铺方向确定，但是行驶方向不确定，因此，在躺

卧过程中会产品头部的不适，应加强材质、结构固定以提高用户的

舒适度，从而解决方向这一不可避免的“硬伤害”。另一方面，可以

通过设计将躺卧的方向进行规范，避免双向躺卧而造形成的用户体

验感的丧失或是不悦的心理情绪。

（3）行李存放问题

一般情况下，用户选择卧铺方式进行出行多为长距离长时间的

出行，因此，行李的携带方面会出现多数大件行李，但是由于卧铺

设计空间比较狭小，并没有充足的空间进行大件行李的合理存放，

因此，在行李的安全性上存在隐患，应通过区域空间的合理划分，

进行重新设计。

卧铺与卧铺之间空间距离比较短，长时间的行李不在视线范围

之内会造成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的不安情绪，如果放在视线范围之内，

又会造成用户空间拥挤的情况，如何通过空间尺寸结构的设计解决

这一问题，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及要求。

（4）视野范围问题

用户在长时间行程中期待遇到更多的风光，但是卧铺位置高的

的确定与车窗玻璃的设计不能做到匹配，用户无法在卧铺使用过程

中，做到自然风光沿途风景的获取。在此过程中，会出现大角度低头、

或是后仰的情况才可以观看到沿途的风景，应该通过设计角度的改

变来更好的使用户可以自然顺利的观看到沿途风景。

五、总结

这次设计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卧铺现阶段的设计特点，其中包

括结构、材料、尺寸等方面进行分析，结合现阶段高速列车发展下，

卧铺车厢应有的发展方向以及其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这些大

的结构以及细节的处理设计，可以看出人们对于卧铺的要求越来越

高，设计研发中也应该越来越重视卧铺车厢的合理应用，通过设计

元素的改变来增加用户在旅途中的乘坐体验，从而提高用户的幸福

指数，获得一个舒适享受的旅途。今后的设计中，还可以根据内部

的装修装饰等方面进行设计改良，比如说地板的色彩、车顶颜色、

铺设的周围环境颜色与框架的匹配程度、窗帘的颜色，通过色彩材

料的搭配减少用户在狭小空间内的压抑感情绪，通过设计改良提升

用户在空间内的舒适性和愉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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