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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今时代鼓励人们找到即时和实用的方法来完成

他们的日常任务。其中之一就是洗衣服的问题。这些

问题通常会占用人们的时间，增加工作量。最近出现

的 解 决 方 案 是 洗 衣 店（Soewardi 等 人，2015； Husain 等

人，2013）。洗衣店是一个服务公司，在短时间内提供洗

涤服务（Dewi 等人，2014）。目前，大城市里有洗衣店

（Husain 等人，2013），特别是日惹，人口流动性大，很

多学生是潜在的客户。

Mr. Wash 洗衣店是中小型企业（SME）之一，位于

日惹。这个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有 2 名工人。营业时间

从印尼西部时间 08：00-20：00，分为两班。第一班是

08.00-16.00，第二班是 13.00-20.00，没有假期。根据采

访，工人们经历了几个困难。他们在工作时感到疲惫、

不舒服、疼痛、酸痛。使用的设备导致肌肉骨骼疾病，

这降低了工作生产力（Nugraha 等人，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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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r. Wash 洗衣店的问题是由工作系统未达到最佳

工作状态造成的。根据观察，许多障碍对消费者是不利

的。2017 年，在 1 个月内对消费者的结算不一致的情况

出现了 4-6 次；丢失衣服 4-5 次，消费者衣服被染色的情

况发生 5-8 次。

用于改进的研究方法是参与式人体工程学。通过让

工人、业主和人体工程学专家积极参与，进行维修。与

此方法相关的几项研究包括重新设计家庭圈健康流程的

参与式人体工程学，旨在重新设计以家庭为中心的儿童

医院的复杂健康护理流程（Carayon 等人，2014）。参与

式人体工程学对工作条件、质量和生产力产生影响，旨

在通过利用支持专家团队，改善中型制造企业的工作

条件、质量和生产力（Motamedzade 等人，2015）。参与

式人体工程学减少了新南威尔士州矿场的伤害成本并

提高产量（Newton，2015）。在伊朗轮胎制造业中采用

参与式人体工程学方法进行干预，旨在改善工作条件

（Motamedzade，2013）。采用参与式设计的咖啡馆椅子

的人体工程学设计，旨在提高咖啡馆椅子的产品舒适度

（Wajdi 等人，2014）。参与式人体工程学在改进层压和切

割工段的 K3 系统中的应用，旨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

潜力、改善环境条件和适应适当的技术，以提高工作安

全性（Sukapto 等人，2016）。基于上述研究，研究人员

试图利用人体工程学来改善 Mr. Wash 洗衣店的工作系统，

以减少疲劳和肌肉骨骼疾病。

二、方法

（一）研究设计

研究方法用于改善位于日惹的 Mr. Wash 洗衣店的工

作系统，即人体工程学参与者。这种方法的概念适用于

投诉的影响和工人所期望的解决方案。本研究的样本人

口是 2 名工人、1 名业主和 1 名人体工程学专家。

（二）研究变量

研究中使用了 3 个变量，即（1）自变量，即工作系

统的改进；（2）因变量，即工人的生产力水平；（3）干

预变量，即工人的疲劳和肌肉骨骼疾病水平。

（三）收集数据的方法

数据收集是在研究中进行的，其中包括（1）直接

调查，以确定真实的工作系统条件；（2）直接采访业主；

（3）直接采访和向工人发放问卷。材料与不适、疲劳和

肌肉骨骼疾病有关；（4）与人体工程学专家直接访谈。

访谈材料与必须进行的改进有关。

（四）研究阶段

1. 第一阶段

对关键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实地调查。

2. 第二阶段

通过对业主、工人和人体工程学专家进行访谈和焦

点小组讨论，开展参与式进程。采取的步骤包括

1）确认投诉

对每个工人进行确认，以确定对现有工作系统感到

不满的投诉情况。

2）向参与团队征求建议。这个建议是根据他们各自

的专长来改善工人对工位条件、工作环境、工作时间和

休息时间的投诉。工作小组由研究人员、业主、员工和

人体工程学专家组成。

3）改进设计

进行改进设计是为了重新设计工作系统，使员工更

加舒适和富有成效，为消费者提供满意的服务。

4）实施补救性替代方案。根据对消费者满意度有影

响的工人的愿望和需求，进行替代应用以确定最佳方案。

5）实施纠正计划

在改善前和改善后进行工作系统对比测试。

3. 第三阶段

确定对新工作系统的改进，在征得业主同意的情况

下，以参与性的方式开展工作。

4. 第四阶段

在对新工作系统进行修改后对工人进行访谈，了解

提高生产力的舒适程度。以及利用北欧人体图向工人发

放调查问卷，了解肌肉骨骼疾病。

三、结果和讨论

根据由参与式团队进行的 Mr. Wash 洗衣店工作系统

的鉴定过程的结果，以及工作环境的改善情况，可以在

表 1 中说明。

表1　改善前和改善后

因素 改善前 改善后

物理环境

灯光 2 盏不符合标准的灯，即

11 瓦

替 换 成 2 盏 23 瓦 的

灯

温度 风扇是脏的，有灰尘，因

此没有发挥出最佳功能

定期规律清洗风扇

空气 刚到的消费者的脏衣服没

有得到立即处理

培养工人用先来后

到的制度处理排队

问题

移动空间 不使用的物品没有立即归

还

培养工人将不再使

用的物品摆放整齐

熨烫台 引起肌肉骨骼失常，如：

- 肘部

- 左右肩

- 右臂

- 右手腕

建议根据工人的人

体测量结果调整熨

衣 板， 并 给 予 工 人

30 分钟休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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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改善前 改善后

熨烫椅 导致肌肉骨骼失常，如： 

- 下颈部

- 背部

- 后腰部

- 后臀部

- 左、右大腿

- 左、右膝关节

- 左、右小腿

- 踝关节

建议根据工人的人

体测量结果调整熨

烫 椅， 并 给 予 工 人

30 分钟休息时间

非物理环境

缺乏有关书面服务的操作

标准，导致与消费者之间

的沟通不畅，如衣服颜色

的变化和丢失等

制作和培养工人执

行有关为消费者服

务的操作标准

没有放假时间使工人感觉

疲惫

通过使用轮班和增

加兼职工人来制定

一个休息时间表

根据表 1，改善是分阶段进行的，并得到了参与式

团队的认可。在减少疲劳、肌肉骨骼疾病和提高工人的

生产力方面，参与式团队提出设计一个熨烫台和椅子，

通过访谈和向工人发放北欧身体图的调查问卷，以减少

投诉。设计规格包括：

1）椅子高度，使用工人的平均腿弯部高度的第 5 百

分位计算。使用第 5 百分位数的数值，这样矮小的工人

就 不 会 悬 空（Parcells 等 人，1999；Tayyari 等 人，1997；

Purnomo 等 人，2016）。 椅 子 的 高 度 是 41 – （1，645 × 

2.83） + 2 （修正值） = 38 厘米。

2）底座的深度，使用工人平均腿弯部长度的第 5

百分位计算，这样身体矮小的工人就不会感到膝盖不

适（Milanese 等 人，2004；Lee 等 人，1998；Pheasant，

1991；Helander，1997；Purnomo 等 人，2016）。 基 底 深

度的尺寸为 34 – （1.645 × 2.83） = 29 厘米。

3）椅子底座的宽度，使用工人的平均臀部宽度的

第 95 百分位计算。目标是臀部大的工人不会感到椅子

狭 窄， 这 是 根 据 Tayyari 等 人（1997） 和 Purnomo 等 人

（2016）的意见。座椅宽度为 30 + （1，645 × 1.41） = 32

厘米。

4）椅背的高度使用工人坐着时的平均背高，避免

大个子工人感觉不舒服。椅背的尺寸为 50 – （1.645 × 

1.41） = 48 厘米。

5）椅背的宽度，采用工人的平均肩宽的第 95 百分

位计算。使用第 95 百分位数的数值是为了让肩膀宽大的

工人在休息时不会感到疲劳（Purnomo 等人，2016）。座

椅靠背的宽度是 41 – （1，645 × 1.41） + 2 （修正值） = 41

厘米。

6）桌子的高度（从肘部到座椅的位置），使用工人

在坐着的情况下大腿厚度的平均高度，并增加 10 厘米，

以便他们在熨烫时不会有压力（Purnomo 等人，2016）。

桌子高度为 26 + 10 + 38 = 74 厘米。

7）桌子的长度，使用工人的平均肩宽的第 95 百

分位计算。使用第 95 百分位数的目的是防止体型宽大

工人出现不适。这是根据 Mokdad （2009），Chaffin 等人

（1991），Purnomo 等人（2016）的意见。桌子的长度是

41 + （1，645 × 1.41） + 45 = 88 厘米。

8）桌子的宽度，使用工人平均臂展的第 5 百分位数

计算。使用第 5 个百分位数的目的是为了让身材矮小的

工人可以轻松够到（Purnonomo 等人，2016）。桌子的宽

度为 65 – （1，645 × 2.12） + 5 （修正值） = 67 厘米。

9）篮子的长度是根据洗衣店中塑料篮子的平均长度

确定的，为 39.5 厘米。

10）篮子的高度是根据洗衣店内的塑料篮子的平均

高度确定的，为 19 厘米。

使用人体测量学设计的熨烫台和椅子，其测量结果

如下。

图1　使用人体测量法的熨烫台和椅子的设计

四、结论

这项研究的结论是根据人体测量数据为 Mr. Wash 洗

衣店设计一个熨烫台和椅子，（1）椅子的高度是 38 厘

米；（2）底座的深度是 29 厘米；（3）椅子底座的宽度是

32 厘米；（4）椅背的高度是 48 厘米；（5）椅背的宽度是

41 厘米；（6）桌子的高度是 74 厘米；（7）桌子的长度是

88 厘米；（8）桌子的宽度是 67 厘米；（9）篮子的长度是

39.5 厘米；（10）篮子的高度是 19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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