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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培训内容

l 工业工程的定义

l IE的起源

l 工业工程师

l IE七大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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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工程定义工业工程定义

工业工程是对有关人员、物资、设备、能源和信息等组成

的整体系统进行设计、改进和实施的科学。它应用数学、

物理和社会科学的专门知识与技能，并且使用工程分析的

原理和方法，对上述系统可能取得的成果予以阐述、预测

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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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IE的起源的起源

l 早在1881年左右，泰勒就已具有工业工程的观念，首
先提倡[时学研究]，而纪尔布雷斯夫妇那么为[工业研
究]的创始人。

l 直到1930年代他们的研究才受到群众的重视，而正式
成为工时学。

l 工时学是工业工程的领域中最根本的一局部，也是传
统工业工程的根本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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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工程师工业工程师

l  q 工厂中，每为专业工程师专司其职，谁来沟通不同的专业工程师呢？
l  q 老板关心赚钱与产量，员工关心薪水也劳力的付出，那么谁来作老板和员
工的桥梁？

l  q 人人关心交货及质量，是否有人关心今天比昨天做得更好，明天比今天走
得又更好？如果有，那么这种改善的工作谁来做？

l  q 人人关心机器、物料、·······，谁来关心最忠言的[人]？如何使这些人做得
更舒服、做得更多、赚得更多，而且受到尊重？

l  q 大家关心产量，关心总本钱？
l  q 各个小单位都有本位主义，由谁来考虑整个工厂的最正确点？工业工程师
的座右铭：

l Is always a better way /永远有个更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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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主要范围

l    * 工程分析          * 价值分析          * 动作研究          * 工作标准
l    *时间研究           * 时间标准          * 工厂布置          * 运搬设计

l     推广的阻力

l       q在一些闭塞的企业中，企业领导的观念不够开放，不愿公开企业各
方面的问题，也不愿提供全的资料，没有资料工业工程师就无从下手解
决问题。

l       q守旧的观念，拒绝改变，因此工业工程师即无从施展所长。

l       q一件新事物要经过学习的过程，人们才能驾轻就熟地应用，而学习
的起步总是比较困难且成效不显著，因此人们即使费力些，也宁可继续
使用习惯了的旧方法、旧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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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IE七大手法之一七大手法之一————动改法动改法

l 1.手法名称
l 又称动作改善法，简称为“动改法〞，是：
l *省力动作原那么
l *省时动作原那么
l *动作舒适原那么
l *动作简化原那么
l           此原那么以最少的劳力到达最大的工作效果，其
原为吉尔博斯最先提出，后经研究整理增删，其中以
巴恩斯将之补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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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IE七大手法之一七大手法之一————动改法动改法

l 原那么1：两手同时开始并同时结束动作
l 原那么2：除休息时间外，两手不应同时空闲
l 原那么3：两臂的动作应对称反向进行
l 原那么4：尽可能以最低级动作工作
l 说明：

l            欲使动作迅速、轻松、容易、省力，只有从缩
短动作的距离，以及减少动作消耗的体力方面着手。

l         因此，应选择级别最低的动作，缩小动作的范围，
并使物料及工具可能靠近手的动作范围内。

l        人的动作可分为以下五级：

1/29/2024 8



IEIE七大手法之一七大手法之一————动改法动改法

级别 一 二 三 四 五

运动轴 指关节 手腕 肘 肩 身躯

人体运动
部份

手指 +手掌 +前臂 +上臂 +肩

动作范围 手指的长
度

手掌的大
小

前臂的长
度

上臂的长
度

上臂+
身躯弯
曲

速度 1 2 3 4 5

体力消耗 最少 少 中 多 最多

动作力量 最弱 弱 中 强 最强

疲劳度 最小 小 中 大 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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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IE七大手法之一七大手法之一————动改法动改法

l 原那么5：尽量利用物体的惯性
l     就象击锤一样，尽量利用锤的惯性和质量
l 原那么6；连续圆滑的曲线运动比方向突变的直线运动好
l 原那么7：运动姿势稳定
l      尽量减少操作人员身体的长时间的重心偏移及起坐动作
l 原那么8：动作是否有节奏是减轻疲劳及提高效率的关键
l     速度适当，以一定的节拍规律进行；
l 速效手的动作范围，保持手部适当上下；物品的拜访按工艺顺序
放置；

l 结素开始第亿 动作在同一位置，首尾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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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IE七大手法之一七大手法之一————动改法动改法

原那么9：降低动作注意力
动作中的停顿、迟疑不只造成作业节奏的混乱，同时造成精神上的
疲劳。

可以采取如下方法：

    测量时用固定规格及定位等手段：
    采用导向槽及机构装置减少对准、嵌入的难度；
    电动、启动螺丝刀预置或定位悬吊的最正确位置；
    仪器、仪表的数值显示围子设置明显标识，声光信号
原那么10：适当之照明；应用适当之照明设备，使视觉满意舒适。
原那么11：工作台椅高度适当舒适
原那么12：尽量以足踏/夹具替代手之工作。

1/30/2024 11



IEIE七大手法之一七大手法之一————动改法动改法

l 原那么13：尽可能将二种工具合并。
l 红蓝铅笔、带橡皮的铅笔

l 另：将两种功能不同的印章，修改成具有两种功能的
单独印章。

l 原那么14；工具物料预防在工作位置。
l 原那么15：依手指负荷能力分配工作
l 原那么16：工具手柄方便抓握，与人体动作协调
l 以手指用力的工具应小巧，轻便，手腕用力的工 具，
应将工具重心设计在

l 前端并梢重，手柄方便抓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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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IE七大手法之二七大手法之二————防错法防错法

l 1.意义
l          防错法又称防愚法，其义为防止愚笨的人作错事。也就是说，连愚笨的人也
不回做错事的设计方法。

l 狭义：如何设计一个东西〔一套方法〕，使错误绝不会发生。

l 广义：如何设计一个东西〔一套方法〕，而使错误发生的时机减至最低的程度。

l 因此，更具体的说“防错法〞是：
l 1>.具有即使有人为疏忽也不会发生错误的构造 ——不需要注意力。
l 2>.具有外行人来做也不会做错的构造    ——不需要经验也直觉。
l 3>.具有不管水或在何时工作能不出过失的构造   ——不需要专门知识与高度的技
能。

l 2.功用
l 1> .积极：使任何的错误，绝不会发生。
l 2>.消极：使错误发生的时机减少至最低程度。

l 3.应用范围
l 任何工作无论是在机械操作、产品使用上，以及文书处理等皆可应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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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IE七大手法之二七大手法之二————防错法防错法

l 6。应用原理
l 1>.  端根原理：将会造成错误的原因从根本上排除掉，使用不发生错误
l 2>.  保险原理：采用二个以上的动作必须共同或依序执行才能完成工作。
l 3>.  自动原理：以各种光学、电学、力学、机构学、化学等原理来限制
某些动作的执行或不执行，意义防止错误之发生，目前这些自动开关非
常普通，非常简单的“自动化〞之应用。

l 4>.相符原理：籍用检核是否相符合的动作，来防止错误的发生。
l 5>.顺序原理：防止工作之顺序或流程前后倒置，可依编号顺序排列，可
以减少或防止错误的发生。

l 6>.隔离原理：籍分隔不同区域的方式，来一到达保护某些地区，使不恩
能造成危险或错误的现象发生，隔离原理亦称保护原理。

l 7>.同一件工作，如需做二次以上，最好采用“复制〞方式来达成，省时
有不错误。

l 8>.层别原理：为防止将不同工作做错，而设法加以区别出来。

1/29/2024 14



IEIE七大手法之二七大手法之二————防错法防错法

l 9>.警告原理：如有不正常的现象发生，能以声光或其它方式显示出各种“
警告〞的讯号，以防止错误即将发生。

l 10>.缓和原理：以各种方法来减少错误发生后所造成的损害，虽然不能
完全排除错误的发生，但是可以降低起损害的程度。

l EXL：
l 1.鸡蛋之隔层装运盒减少搬运途中的损伤。〔缓和原理〕
l 2.设立多层之检查方法，考虑后检查一次看看，有没有犯错的地方。〔
保险原理〕

l 3.自动消防洒水系统，火灾发生了开始自动洒水灭火。〔自动原理〕
l 4.汽车之平安带，骑机车戴平安帽。〔保险原理〕
l 5.加保利龙或纸板以减少产品在搬运途中之碰伤。〔缓和原理〕
l 6.原子笔放在桌上老是给别人不经意中拿走，怎么办呢？贴上姓名条或
加条绳字固定在桌上。〔隔离原理、警告原理、缓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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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IE七大手法之三七大手法之三————工序分析法工序分析法

l 什么是工序分析

l 以工序为分析单位对对象物品〔材料、半成品、产品、副材料等
〕

l 经过什么样的路径，按照发生的顺序分为加工、搬运、检查、停
滞、

l 存放，与各工序的条件〔加工条件，经过时间，移动距离等〕

l 一起进行分析，是现场分析方法中的一种。

l 工序分析的目的                                       工序分类
l       缩短制造周期                                              加工                                                                       
改善生产工序                                               搬运

l      改善布局                                                      检查〔数量/质量
〕

l      改善工序管理系统                                        停滞
l                                                                           存放1/29/2024 16



IEIE七大手法之三七大手法之三————工序分析法工序分析法

l 工序改善

l        目的：
l                              降低本钱
l                           提高生产率
l                           材料损失德减少和质量保证
l                           减少半成品
l                           有效利用空间
l                           提高平安等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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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IE七大手法之三七大手法之三————工序分析法工序分析法

l 原那么

l 减少对最终目的不产生价值的工序

l 要考虑<此作业是为了什么而做?>；
l 产品设计〔形象、外表处理、涂装、标准化〕的变更；

l 材料规格〔材质、形象、尺寸、材料截断、内外作业区〕的变更。

l 考虑变更工序组合

l 组合：考虑将别离的工序合在一起；

l 别离：将结合的工序进行分解，到达分工化；

l 替换：考虑交替前后工序的顺序；

l 并行：考虑设备、作业内容的并行，同步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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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IE七大手法之三七大手法之三————工序分析法工序分析法

l 产品设备作业内容的最正确化

l 在各工序上考虑最正确〔低费用、高性能、自动化〕设备；

l 简化〔生手也容易做到〕各工序上选定最正确的加工条件；

l 研讨减少搬运量及装载次数

l 减少搬运量：减少削、冲压等费用；

l 减少搬运次数：增加1次搬运量、装载次数、取消中间环节；
l 改善搬运方式：利用最有利的包装方法、容器、推车进行改善；

l 搬运距离、路线的合理化；直线化、圆形化、工序组合变更、布
置变更；

l 搬运方式的系统化：探讨巡回运输方式；

l 缩短搬运时间、装载时间、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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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IE七大手法之三七大手法之三————工序分析法工序分析法

   优化检查工序保证质量、减少检验工序

就算增加检验工序，也不能提高产品质量

〔作业方法、工具不完备，作业者不熟练、注意力不集中〕

检查工序往哪里、用什么方法、怎样反响？

     减少滞留量、次数、时间

分析能力，研究工序能力的平衡化；

制订标准日程，提高日程管理的精确程度；

提高库存管理的精度；

考虑改善搬运系统；

向流水作业方向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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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IE七大手法之三七大手法之三————工序分析法工序分析法

l 方法

l 工序改善检查表

l 在根本分析开始之前为了掌握调查程度或分析确认研讨改善的缺乏时
使用。

l 对生产   1.工序内的业务分工，责任区分的范围是否合理？
l                        2.是否可以减少生产转换次数，或者是否可以减少
l                            作业准备时间
l                        3.是否可以改变生产方式，流程状态？

l 对产品    1.改变形状会怎么样：导角、退刀槽、抓取容易程度；
l                         2.改变精度会怎么样：完成公差，结合比率，完成面等；
l                         3.改变外表处理或涂标准怎么样；
l                         4.对材料、部件、产品能否进行标准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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