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疲劳心理学研究概况

管连荣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疲劳分为生理疲劳和心理疲劳
,

在 日本生理疲劳又叫肌肉疲劳或体力疲劳
,

心理

疲劳又 叫精神疲劳
。

生理学主要对前者加 以研究
,

心理学主要对后者加以研究
。

但这仅

是一般的分工而 已
,

他们之间常常互有交叉
、

重复
,

界限很难划分
。

现 已发现
,

所谓肌

肉疲劳实际上不是肌肉本身的现象
,

而是一种 中枢神精系统现象
,

这就更使心理学要对

体力疲劳
、

肌肉疲劳现象加以研究 了
。

日本心理学家对疲劳的研究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开展得较多
,

发表的论文也不

少
。

但后因疲劳研究技术上的困难较大
,

最近二十多年来则相对地有所减少
。

这可从战

表 日本心理学会谈发表疲劳心

理学论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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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系疲劳论文数同有关劳动心理学
、

人间

工学论文总数之 比

会理事长大岛正光教授于 年在《疲劳

学 研究 》一书中
,

将其其分为 个阶段

 非科学对象时期

暗中摸索时期

疲劳现象分析盛行时期

后 口本历届心理学年会劳动心理学
、

人间

工学部分所提交的有关疲劳论文情况中看

得出来
。

尽管如此
,

人们对心理疲劳研究的重

要性 已越来越有所认识
,

随着劳动中体力

劳动逐渐由智力劳动所代替
,

看视作业增

加
,

小时昼夜开毛的作业增多
,

对疲劳

的研究也就更为迫 切
。

事实上近几年在 日

本仍有不少人从事多种渠道的研究
,

并有

些研究成果
。

总的来说
,

现仍处在积累资

料
,

试图有所新进展的阶段
。

关于 日本疲劳研究的历史有好几种划

分法
。

日本著名疲劳研究学家
,

国际工效

标准化时期

研究疲劳机制时期

疲劳测定广泛应用时期

前而提到的研究较多
,

有许多论文发表的时期
,

即属于第三时期
。

据大岛正光说
,

这 个时期很难 明确划分
,

有不少是重复的
。

疲劳是一种过性生理现象
,

亦可看作是一种保护性反射
,

提示人们需要休息
。

要

不然 会给工作带来影响
,

如易出差错
,

仁伤事故增加
,

缺勤率增高等
。

劳动中引起生产者疲劳的原 因很多
,

大岛 光将其分为疲劳 的一般原因和疲劳的心

理原因两类
。



斑 应劳的一般旅国

 不熟练

睡眠不足

通勤时间过长

连续作业时间过 长

休息时间不足
,

假日不足

连续多日白班或夜班

白天和夜 间连续作业

 过长的加 班

。 作业强度过大

劳动中能 代谢率过高

门 半拘束时间过长 如业余学习时 间过 长

年龄 过轻
,

或高龄

环境 照明
、

振动
、

嗓声等

 , 毒物作用

作业条件 如作业位置过高
,

过低等

由于疾病体力下降等

表 疲劳的心理康因

 生产热情 低下 对健康担心

兴趣丧失 的 危险感
、

危机感

工作不安定 如担心失业 生产责任过大

 拘束感
,

束缚感 种种不满 对工资 不平等待遇
、

政 治以及对公

人 间关系方面的种种 摩擦 司的不满等

家庭不 和 性格上不适应工作环境,

了 惦记家务事 家里人生病
,

经济紧张等 对疲劳的 暗示

流水作业
、

传送带作业
,

分工精细而简单的作业等所造成的单调
、

重复乏味
,

是疲

劳心理因素的很好说明
。

日本劳动科学研究通过实际调查提出有三类单调作业
。

一是各

种零部件流水线组装作业
,

一是穿孔计算统计等作业
,

再一是为发电厂
、

炼油厂等中央

控制室里主要是仪表监视性作业
。

流水性 作业的特点是内容简单
,

重复
,

无 主动性
,

而

且责任重大
,

一旦动作稍慢或发生差错
,

就要影响全局
。

有 了厌倦情绪
,

通常会使人心

烦意乱
,

兴致索然
,

精疲力尽
,

易激怒
,

好争吵
,

适应性差
。

单调作业 己成为 日本心理

学家们所 日益重视的问题
。

年
,

日本劳功省设立
“

单调劳动专家会议
”

对单调作业

迸行调查与专门研究
。

心理学家们注意到厌倦情绪在某些人身上容易发生
,

进而研究如何识别和事先发现

那些容易产生厌倦情绪的人
,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智力高低 以及个性特点上
。

结果

发现
,

智力较高的人 从事简单
,

单调工作时
,

他们容易产生疲劳
,

容易离职
,

不愿干对

他们来说是厌倦的工作
。

目前对单调作业厌倦情绪采取的措施有

劳动时间的改善
,

多种工作的互换
,

表

直接测定 法

体重 八木

幻 反应时间 桐原

体温 石川

脉拍 石川

血压 石川

作业场所设计的改善
,

背景音乐的应用
,

劳动盛劳测定法 年

间接测定法

 生产量 晖峻

灾害率 晖峻

疾病率 晖竣

动力消费 晖峻

次 品 晖峻

劳动率 晖峻

‘括号内名字为此法首先使用者



使生产者对其生产品的意义和价值有所了解等
。

对疲劳的测定近来有较多的项目出现
。

年时仅有 项 测定项 目 表 到 了

 年增加到 项
,
。 年是 项

。

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工作之前
、

工作 中以及 工 作

后多次进行测定
,

进行结果比较
,

是相对的指标
。

目前尚无客观指标直接说明疲劳的存

在和程度 近来心理学上应用比较多 的测定法有 以下几种

眼闪光触合频率 两点阂测定

疲劳 自觉症状调查表 幼 色名呼称法

〔 脑 电波测定 反应时间测定

这几种方法基本都可用于各种疲劳现象的测定
。

另外
,

听觉机能 视觉机能以及自

律性神经机能等均有各 自的专门测定法
。

以视觉机能来说
,

由于看作业增多
、

眼疲劳在

劳动疲劳中占很大比重
,

因而近来又有些测定方法问世
。

到现在为止
,

视觉疲劳的测定

有如下几种方法

眨眼数 调节持续时间

视力 辐转辐度

闪光触合频率  光反应时间

近点调节距离 辐较近点距离

调节时间

”
。 屈析力

。

近来为 了大量
、

迅速有效地进行疲劳测定
,

并尽可能在实地现场进行
,

日本的疲劳

专家们对如何简化测定方法进行了考虑
,

提出了如下简化的测定的途径

测定时间的缩短

进行团体检查

同标准进行比较

简化测定装置
。

、
、

、,
口

在 日本
,

疲劳检查已在许多生产行业加以应用
,

其用途可归纳如下

 生产者之间作业负担的均衡 人员定额的确定

按照能力给予相应工作量  灾害事故分析

适宜工作量的确定 作业负担 的评价

劳动时间的合理化 休息效果评定

健康管理 作业改善等
。

生活规律 的制定

开展对劳动疲劳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

亦是 日本心理学家较为重视的一个方面
,

前

面提到的对单调工作易产生厌倦情绪的人的智力和个性特点进行研究
,

就属于这方面的

内容
。

再如班组规模
,

车间气分
,

一

人间关系
,

劳资关系
,

生产人员之间的凝聚性 结合

程度 等方面与疲劳关系的研究都是从人事管理方面进行的
。

他们发现在差不多 同样条

件下
,

生产人员对工作的态度跟疲劳有着密切的关系
。

一

表是对电话接线员疲劳 自觉症状进行调查的结果
,

接线员共分 个班
,

每个班的

班集体士气予以事先评定
。

工作前各班的疲劳 自觉症状数同士气没有相关
,

而一天作业

之后发现 自觉症状数多的班组
,

正是班集体士气得分数低的班组
。

日本学者对疲劳现象的研究在内容上包括疲劳产生原因
,

疲劳的生理机制
,

疲劳的

测定
,

疲劳的对策 以及疲劳测定仪器的研制等涉及疲劳现象的各个方面
,

在参加研究 的人

员中
,

包括有生理学
、

医学
、

化学以及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人员 大岛正光 他在心理



表 作业班士气和疲劳自觉症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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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
、

生理学
、

工效学
,

医学等方面 匀有丰富的专业知识 ) 在其《疲劳研究》一书中
,

对过

去的疲劳研究工作作 了很好的纷介
。

他的 《疲劳研究 》一书是 日本这一领 域方面 的权威

性著作
。

现在不少 日本学者在 总结以往研究成呆的基础上
,

正采用综合方法对疲劳现象

加 以深入研究
,

很有可能取得新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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