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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人机与用户体验实验室升级 

项目类别 □新建  □改(扩)建   √更新     

项目归口 

管理部门 

√教务处        □科技处   

□网管中心      □基建处 

项目负责人 

姓名 孙虎 职务职称 系主任，教授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15982016258 

Email 信箱  

项目总预算 80（万元） 

项目简介： 

设计创新是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

升级”的关键要素。西南地区电子信息、汽车工业、轻工业、文化创意

产业、设计服务业以及旅游文化产业已深入发展，使各类企事业单位对

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及基础研究能力的设计类高层次人才需求迫切。 

设计学属于艺术学科门类，是该门类中与科学、艺术交集较多的领

域。由于在艺术学门类下，以往受到感性的研究方法影响较多。但随着

信息技术的发展，学科的交叉性日益明显。近些年设计学研究方法呈现

出开放式特征，即从其他学科中给以借鉴与应用，又同时结合自身学科

特点与需求进行了吸收、消化、运用和创新，最终逐步开创了设计学研

究方法体系，既区别于传统的艺术学其他门类（如美术学），又融合了

理工科和管理学科等经典方法。也就是说，设计学的研究方法开始逐步

从感性方式转化向定量定性综合的、设备数据验证求证的多元化体系。

尤其是工业设计领域和信息交互领域，国内外的研究都开始非常重视通

过恰当的实验方案进行洞察式研究方法，讲究方法在设计与研究中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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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与合理性。实验在某些具体研究领域中甚至开始逐步成为研究基

础，这点特征与理工科趋同，是学科交叉属性的发展必然。 

西华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设计类本科专业含产品设计、视觉传达

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和艺术与科学，设计学硕士点的学科方向含工业设

计及理论研究、信息交互与体验设计研究、地域文化与创意设计研究、

人居环境设计研究及动画与数字媒体艺术研究。 

相继获批国家级一流专业 1 个（产品设计），省级一流专业、省级

应用型示范专业各 1 个，校级一流专业 3 个，立项省级应用型示范课程

5 门，立项省级一流课程 2 门。2016 年，学院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成功

申报和开始建设设计学一级学科硕士点，2020 年通过了设计学学位点

专项评估；2022 年获批艺术硕士（艺术设计领域）学位点。美术与设

计学院设计类专业及学科建设发展较快，重视设计类专业及课程的建设

发展与改革创新，学院出台的相关团队促进措施（包括在学术交流和学

术产出等方面的经费投入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设计学团队学术成

果的积累。建设了用户体验实验室、设计学研究方法学科实验室，对设

计类专业建设与发展及设计学学科方向的教学、科研、设计实践和人才

培养起到了一定的支持作用。 

人机与用户体验实验室升级项目建设目的是在学校建设省内一流、

国内知名的省属综合性大学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将设计学科研平台建设

成为国内艺术与设计领域涵盖专业面较广，理念与模式先进，综合性、

交叉性、创新性最强的科研教学平台。进一步加强西华大学设计学学科

方法体系构建所需的实验设备及其开设条件，为提升西华大学设计学整

体研究水平，注意与国内外设计学科发展趋势相契合的重要举措。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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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省范围来讲，可以实现相对较少投入获得整个学科研究基础领先性的

较好产出效应。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再逐步向整个中西部的影响力构建

迈进。也就是说，该平台建设可以实现三个方面的主要意义：第一是紧

跟设计学学科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夯实研究方法体系构建所需的基本的

实验及其设施建设工作；第二是进一步促进并提升西华大学设计学的研

究实力、扩大影响力；第三是向社会各界输送精通专业又有较强理论科

学研究能力的高素质综合性设计人才。 

中国设计学教育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进入 21 世纪，中国设计

学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设计学

学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对于设计的意义和

作用的认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为满足国内乃至国际社会对科研能力

及设计实践能力双高的综合性人才需求，以及未来设计学教育及科研发

展的需要，各大设计院校相继构建人机交互设计平台、用户体验设计平

台。表 1为国内一流设计学院校组建的实验室平台及所配备的专业设备

列举。 

表 1.国内一流设计学院校实验室平台及专业设备 

高校 实验室平台 专业设备 

清华大

学艺术

与设计

实验中

心 

人机工学实

验室用户体

验与交互设

计实验室 

操控与记录设备和行为分析软件 

SMI台式与头盔式眼动仪 

JACK人机分析系统 

用户体验测试平台系统 

交互设计可用性评估表情分析系统。 

江南大

学 

 

交互设计实

验室 

 

三维测力平台、无线动作传感系统、台式工作站、

3D裸眼立体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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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工程实

验室 

JACK人机分析系统、多导生理仪、肌电采集及分

析系统、人体形体测量尺、人体测高计、知觉深度测

试仪、视觉反应时测试仪、空间知觉测试仪、多项反

应时测试仪等 

用户体验与

认知科学实

验室 

眼动仪、64 导脑电记录系统、行为分析软件、

Matlab数据分析软件、用户体验及可用性测试系统

（含表情分析系统及用户体验测试系统） 

虚拟现实实

验室 

多通道投影环幕系统、高性能工作站、VRP、EON 

等虚拟现实制作软件 

同济大

学 

交互媒体实

验室、用户

体验实验室 

交互设计可用性分析系统（含表情分析系统）、

交互设备、Leap Motion交互设备、车载行为测试仪、

交互数字沙盘、Unity软件与虚拟现实设备、POLYCOM

远程视频会议系统、交互软件界面设计相关软件。 

人因工程设

计研究室 

JACK人机分析系统、多导生理仪、肌电和脑电采

集及分析系统、人体数据采集系统等 

从上表可以看出，国内一流设计学院校中都设置相应的人机工程学

和用户体验设计实验室，其中 JACK人机分析系统、用户体验测试平台、

表情分析系统和脑电采集及分析系统是基础常规的实验设备，是专业实

践及设计研究与评估使用频率较高的专业设备。除以上一流设计学院校

以外，经调研显示，国内大部分主要设计类院校都相应的配备以上了基

础设备。 

人机与用户体验实验室升级项目基于广泛调查分析，通过对国外一

流设计公司及设计院校的考察调研，吸收其先进的设计方法和技术，结

合我校设计学学科基础条件，在目前已有实验室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科

研团队形成科研合力，进一步完善实践设备，构建建立创新设计平台。 

人机与用户体验实验室升级项目是建立在美术与设计学院“用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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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实验室”和“设计学基础性研究实验平台”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扩建。

已有的软硬件基础包括眼动仪及数据分析软件、行为观察分析系统、多

导生理记录仪、手持式三维扫描仪、动作捕捉系统。拟升级扩充的专业

设备为以上调研及论证后所提出的基础性、实用性较高的专业设备，分

别为用户体验测试平台、JACK 人机分析系统、脑电采集及分析系统和

表情分析系统。 

二、立项论证 

1、必要性 

随着 3D 打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快速发

展，设计已趋向于向服务型、协同型、可持续型、情感型等方向转化。

同时，国际设计组织在 2015 年 10 月重新对工业设计进行了定义解释，

在其内涵和外延方面都进行了极大的丰富，重点强调了设计活动的系统、

服务及体验。工业设计不再是大批量生产、满足大众的普遍需求，而是

转向以用户为中心、适应消费者个性化需求为导向的特点。这里所谓的

个性化需求即把“人”的感性需求作为首要考虑要素，将其最直观的体

现在产品设计中。在新产品研发过程中，满足“人”的个性化需求越来

越受到重视。 

人机交互系统建设与测评需要全面考虑操作人、交互界面及环境三

者之间的关系。以人因工程、人机环境系统工程等理论为基础，突出“以

人为本”，强调人是系统的核心，充分发挥人的作用，通过研究人与产品

或系统的交互规律，确保人员状态与产品、系统性能优化的最佳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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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安全高效、健康舒适等目标。同时，人-信息-物理系统（HCPS）

理论也是人机交互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理论与技术支撑点之一，即人、信

息与物理系统的整合研究与技术发展。 

1.1 人-机-环境多维度数据整合 

目前人机交互测试的研究手段越来越多样化，从传统的主观评价、

行为实验扩展到测量操作人认知负荷的眼动追踪以及测量操作人情绪反

应的生理信号，还有通过脑功能成像技术获得时间精度更高、无意识的

高级认知与情绪反应，如 EEG 脑电与 fNIRS 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这些人

机交互的评价技术与指标有各自的优劣势，或者采集的不同维度的人机

交互的信息。通过将这些人-机-环境多维度数据进行同步采集与分析，

能够在人机交互研究获得更完整的指标体系与评价标准。 

在人机交互测试中同步多维度数据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提高状态识别

的准确性，二是不同维度的数据提供了更加完整和准确的操作人状态信

息。例如已经提到的多通道生理信号融合技术能够提高对操作人情绪识

别的准确性；也有研究使用 EEG 脑电与生理信号结合进行操作人的情绪

识别；面部表情和生理信号作为两种情绪识别的信号来源也可以进行同

步采集与分析。除了提高准确性外，由于每种信号源所采集的数据本质

不同，它们之间能够互相补充，提供单通道数据无法得到的信息。例如，

在行为实验中经常使用的反应时指标，较快的反应时可能由于低集中度

或高负荷造成，如果采用行为指标将会很难得出准确的结论。再如，生

理信号虽然作为一种人机交互中操作人情绪状态的客观指标，但在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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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也较难解释。研究者可能通过采集分析心电信号来研究注意力，

然而强烈的情绪也可能导致心跳加快。因此，结合眼动、脑电等认知负

荷测量方法，以及问卷等主观评价方法在这些研究中就显得格外重要。 

1.2 智能人机交互 

人机交互的发展趋势是，使人员在最大程度上摆脱任何形式的交互界面，

输入信息的方式变得更加简单、随意，借助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融合，

能够非常直观、直接、全面地捕捉到人的需求，并顺畅地按照操控人员

的意图进行执行与反馈。人机交互技术的巨大进步，正在使可穿戴工业

设备、增强现实在人机融合的量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目前常见的智能人

机交互方式包括语音交互、手势交互、眼控交互和脑机交互等。 

不同于单一数据源为基础的智能人机交互，多模态人机交互通过两个或

者两个以上模式进行交互输入，而不是传统的键盘和鼠标设备。一个多

模态界面可以成为人机交互的促进者。这些输入设备的类型和工作模式

可能相差很大，多模态界面将整合不同组合的语音、手势、目光、面部

表情和其他非传统模式的输入。最普遍的一种支持的输入组合方法是手

势和语音。虽然一个理想的多模态人机交互系统应该包含单个交互的方

式，相关性的组合，每一种模式的实际边界和开放问题在每个形态反对

限制上的融合。尽管在多模态人机交互研究上有很多进展，大多数现有

的多模态系统都区分对待，只在最后将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2 建设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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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科研方面 

建立国内先进的人机与用户体验实验室，积极承担国家与省部级课

题项目重点研究，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

发表高水平核心论文。增强本领域、学科学生的实验与实践能力，促进

创新人才培养；同时，提升各学者与研究者的科研能力与学术成果水平，

促进学科建设与学术竞争力。重视与国际院校的交流与合作，并积极建

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依托实验室科研成果，举办国内外高水平学术研讨

会，提升本领域、学科及院校科研与学术水平，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办

学水平。 

2.2 教学方面 

实验室的建立可以让学生在实际中动手操作实验仪器，使用前沿实

验设备，完成更深入的研究项目。通过实验室的实际实验操作，可以让

研究者更深入的了解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探索新的研究课题，完成有

价值的研究成果。 

伴随着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工业设计也逐渐成为一门实验科学，

实验室建设直接关系到实验教学效果。实验室研究让学生在理解理论知

识的同时，更能够实际操作，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并在基本实验的基础

上由学生自己设计实验目的、实验步骤、所用仪器、实验方法，并得出

结论进行讨论，有助于学校培养知识与能力并济的创新型人才。建设人

机交互实验室的目的在于充分综合运用人因工程领域相关的设备和技

术，结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进行研究拓展，教学上支持人机交互、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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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设计相关的课程实验,提供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基本环境和设备技术

实施手段，同时支持在人机交互、工业设计各方向上的的科研和交流，

提高学生研究与解决问题的水平。 

创新的培养基于对现有技术的熟练掌握以及对现有研究的全面了

解，人机与用户体验实验室的建立可以让研究者在实际的实验操作中发

现问题，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培养研究者的创新意识。 

2.3 多学科实验室共享 

人机与用户体验室的建设完成之后，不仅可应用于本院系的教学与

科研研究，还可以应用于其他院系的教学与科研研究，从而实现一个实

验室共享使用的目的。人机与用户体验实验室是基于用户体验测试云平

台系统进行建设的，该系统可应用于很多的领域与方向，如人因工程与

工效学、安全人机工程、交通安全与驾驶行为、用户体验与交互设计、

建筑环境行为、消费行为与神经营销、人机交互与人工智能、心理与神

经科学、军工与国防领域等相关研究领域均可进行使用。 



11 | 22 
 

建设项目可行性：（需明确拟购仪器设备郫都校区、彭州校区存放地

点） 

仪器设备存放于美术与设计学院实验室：艺 A-213、艺 B-206。实验

室的各项基础设施条件均满足项目建设需求。 

技术力量方面，项目技术和管理人员一共 4 名，具有高级职称 3名，

人员配置充足，梯队合理，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力量。。 

建设项目科学性： 

人机与用户体验实验室是学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验室建设

直接关系到实验教学效果。实验室研究让学生在理解理论知识的同时，

更能够实际操作，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并在基本实验的基础上由学生自

己设计实验目的、实验步骤、所用仪器 、实验方法，并得出结论进行讨

论，有助于学校培养知识与能力并济的创新型人才。建设行为安全实验

室的目的在于充分综合运用人机工程方面的设备和技术，教学上支持人

机工程应用等应用到设计学相关专业的教学中,提供学生创新能力培养

的基本环境和设备技术实施手段，同时支持美术系、工业设计系、视觉

传达设计系、环境设计系、动画系等方面的科研和交流，强化学生的设

计学的概念，并且能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自觉地考虑“人—机—环境”

的互动关系，提高对动态设计学中的“人-机-环”的研究。 

将传统经典的人因测试方法与先进的眼动追踪技术、无线生理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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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技术、脑电测量等技术结合，并应用到设计学科研课题及实验教学中。

可将改变现有的教学材料，能够有效地对体验者产生心理认知刺激，让

学生在理论学习的同时更加直观立体地感受人-机-环境给人带来的视觉

和心理的变化，从而弥补了传统教学及实验实践中的不足。全面提高学

生创新精神和动手能力。 

建设项目利用率： 

建成此实验室后主要用于老师和学生开展美术系、工业设计系、视

觉传达设计系、环境设计系、动画系等实验教学与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

具体包括：面向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开展设计学领域专项实验教学；

开展如下方向的专项实验教学（1）人的生理与心理特性；（2）人机系统

总体设计；（3）环境舒适度；（4）人因工程设计和改善；（5）人机安全

性和可靠性等。可为 30个左右的学生每周开设 1－2 次实验。 

建设项目使用效益： 

人机与用户体验的实验室将积极承担国家与省部级课题项目重点研

究，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发表高水平

核心论文，增强本领域、学科学生的实验与实践能力，促进创新人才培

养；同时，提升各学者与研究者的科研能力与学术成果水平，促进学科

建设与学术竞争力。重视与国际院校的交流与合作，并积极建立合作伙

伴关系。依托实验室科研成果，举办国内外高水平学术研讨会，提升本

领域、学科及院校科研与学术水平，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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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

进度安排 

2022.11-2023.4   论证、招投标； 

2023．5-2023.8        安装、试用、验收 

2023.9     投入教学使用 

 

设备到位后    2   月完成验收前的全部工作。 

三、项目采购清单及采购资金预算 

主  要  仪  器  设  备 

仪器
设备
名称 

型号 
规
格 

数 
量 

参
考
单
价 
(万
元) 

金 
额 
(
万
元
) 

主要技术参数 

用户体

验测试

云平台 

ErgoLA

B 学术

版 

 1 30 30 

一、用户体验测试平台硬件参数 

（一）、平台主机系统参数 

1、数字输入通道：≥8； 

2、数字输出通道：≥8； 

3、外部触发通道：≥8； 

★4、传输带宽：≥ 500Kbps； 

5、HDMI 接口：8； 

6、2.4G 射频接口：≥1； 

（二）、声光刺激反应标记（屏幕光刺激反应传感器） 

1、可设置的光敏感阈值：20%~100%； 

★2、可测量光强范围：0~65536LUX； 

3、光刺激窗口：≥2mm*2mm； 

4、光刺激方式：光强变化 

（三）、声光刺激反应标记（声音刺激反应传感器） 

1、采集范围：45~120 分贝； 

★2、可设置的触发阈值：45~120 分贝； 

3、刺激方式：定向采集； 

二、人机环境测试平台软件参数 

（一）、同步采集 

★1、可以实现在一套软件上实时同步采集眼动数

据、脑电数据、表情数据。（需提供软件截图） 

★2、软件界面支持中英文版本切换，支持系统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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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3、系统支持实时同步与事后离线导入同步 

（二）、团体实验 

★1、系统含本地云项目，支持创建本地云实验，分

发至 255 个测试终端，进行多人群体实验 

2、测试终端采集的多被试多数据源可以在实验结束

即时上传至本地云项目中进行回放与分析 

（三）、回放模块 

★1、支持同步采集的多模态数据源基于同一时间轴

进行浏览，支持播放速度控制以及放大缩小显示 

2、支持自定义创建 Event 事件，可以基于同一事件

的时间点分析所有数据源的变化情况 

3、支持自定义创建 Segment 片段，可以基于同一

片段的时间段分析所有数据源的交叉关系 

4、支持数据窗口的自由拖拽、放大缩小展示，支持

眼动、鼠标等人机交互数据回放样式自定义（直径、

透明度、RGB 调色模式、交互可视化时长） 

（四）、综合统计 

★1、系统支持同步采集的多模态数据源进行交叉统

计，可自定义作为条件或分析结果 

2、系统支持事件统计与事件发生序列统计，含可视

化序列图、可视化柱形统计图 

3、系统支持事件/事件组转片段分析、支持事件/事

件组转行为分析 

4、系统支持片段统计与片段转行为统计，含可视化

时间图、可视化柱形统计图 

★5、支持行为、生理、AOI、SOI、Group 数据进行

交叉统计，可自定义指定数据交集或并集的方式 

6、可视化报告模块，系统内嵌时域分析、编码分析、

延迟分析、峰值检测等方法，可以任意指定数据源

进行统计 

（五）、多元实验设计系统 

涵盖被试管理、创建试验、运行试验到数据记录与

分析，研究者可以完成个性化与目标化的实验设计，

并能够实现项目的连续性研究。支持基于电脑端、

移动端和 VR 端产品的任意实验研究。 

一）、基于屏幕实验设计模块 

★1、支持多时间轴设计功能，选择不同的刺激可以

进行时间轴跳转功能。 

2、支持以录屏作为刺激材料。 

3、添加 Group 组刺激，支持顺序呈现、随机不重

复、随机可重复方法，可以设置随机取样与重复次

数。 

4、添加 Webpage 网页或原型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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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持直接输入网页或者原型的 url，支持打开

本地原型设计文件。 

（2）自动实现网页自适应，可自定义固定宽、高。 

5、支持刺激属性设置：名称、位置、背景色、刺激

跳转、是否生成事件/片段等功能。 

★6、刺激切换方式：支持时间、鼠标、键盘组合模

式、以及 API 事件（眼控、语音等）切换。 

7、AOI 编辑功能： 

★（1）支持实验前基于刺激材料指定 AOI，实验结

束自动生成多被试的 AOI 统计报告。 

（2）支持 Draw AOI 功能，可以绘制任意形状的 AOI，

建议≤100 个，支持锚点编辑。 

★（3）支持 Pick AOI 功能，可自动识别网页原型的

组件 ID，并可直接通过鼠标点击选定作为 AOI，无

需手动绘制。 

★（4）支持添加 AOI 矩阵与模板功能：建议≤10*10

矩阵，用于自动分析 AOI 交互轨迹规律；支持 AOI

模板功能，可以跨材料复用。 

二）、基于移动终端实验设计模块 

★1、系统配备专门的移动终端刺激显示与应用程序

ErgoLAB APP 与测试载体。 

1、支持 APP 原型设计，添加 Top/Middle/Buttom

元素，制作 APP 交互设计原型。 

3、支持多媒体刺激材料，格式包括.bmp / .jpg / .png 

/ .jpeg/.avi / .mp4 / .mkv/.mp2 / .mp3 / .wav 等。 

4、添加 Combo 组合刺激，支持同一画布添加图像

与文字材料，画布大小默认 1920*1080。 

（1）图像刺激材料元素：建议≥2K（根据实际情况

自动调整），支持 contain、fill、cover 模式。 

（2）文字刺激材料元素：支持字体、对其方式、格

式的设置。 

三）、基于虚拟现实实验设计模块。 

1、高级版：系统配备专门的虚拟现实设计与应用程

序 ErgoLAB VR Analystics 

★（1）可以直接与 ErgoLAB 进行数据通讯，读取三

维模型或三维场景的源文件，自动识别场景元素作

为三维 AOI 物体，统计人机交互数据，如拾取、注

视。 

★（2）支持使用 U3D、UE4 等 VR 开发平台开发的

产品原型，进行实时数据通讯，采集三维人机交互

数据 

2、支持设置图片、视频刺激属性为 360°、2D 呈现

形式。 

3、支持 VR Rec 刺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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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支持刺激属性设置：名称、切换方式（时间、手

柄）、是否生成事件/片段等功能。 

人机工

效分系

统 

ErgoL

AB 

DELMI

A 

 1 25 25 

1、支持人体建模：提供了 5、50 和 95 百分位的男

女人体模型库，这些模型都带有根据人体生物力学

特性设定的人体反向运动特性。用户可修改人体各

部位的形体尺寸以适应各种人群和特殊仿真需求。 

2、支持姿态分析：可以对人体各种姿态进行分析，

检验各种百分位人体的可达性，座舱乘坐舒适性。

装配维修是否方便。 

3、支持视野分析：可以生成人的视野窗口，并随人

体的运动动态更新。设计人员可以据此改进产品的

人体工学设计，检验产品的可维护性和可装配性。 

4、支持工效分析：可以对人体从一个工位到另一个

工位运动所需要的时间，消耗的能量自动进行计算。 

5、支持人体工程仿真：可以在图形化的界面下示教

给人体设计的工作。可以用鼠标操作人体各个关节

的运动。 

★6、支持人体模型定义：使用人体尺寸编辑器可以

定义诸如身高、臂长、腿长等诸多人体尺寸参数，

可以依据实际情况进行非常详细的定制  

7、支持人体操作空间分析：可以生成人的视野窗口，

并随人体的运动动态更新。设计人员可以据此改进

产品的人体工学设计，检验产品的可维护性和可装

配性 

对人体模型与工具进行关联，进而通过工具调整人

体姿态及位置； 

将人体模型及其在操作中使用的工具调整至正常的

操作位置，同时使用空间动态的干涉及距离分析工

具来验证人体的操作空间；及为后续的人体操作姿

态舒适度分析提供数据依据； 

★8、支持人体操作姿态分析 

人体姿态分析主要检查人体模型，在操作姿态下静

态时各关节的舒适程度 

依据已有的企业（或其他）标准，手工定义人体各

个关节在不同位置（角度）情况下的数据程度，并

进行打分，通过软件统计出在某个操作下人体操作

姿态的总分，做为操作舒适度评估的依据； 

使用软件自带的 RULA 标准分析模式，进行操作舒

适度评估； 

9、支持人体操作强度分析 

进行举升劳动强度分析、推拉劳动强度分析、搬运

强度分析 

10、支持虚拟体验 

虚拟现实解决方案，在人机功效仿真环境之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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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VR 环境的交互。结合虚拟现实技术，利用数据

手套和三维鼠标等交互设备，用户就可以在沉浸的

虚拟环境中实现对虚拟建筑环境过程进行可视化、

可控化。支持多种 VR（虚拟现实）设备，如立体眼

镜、数据手套、跟踪器等。 

认知测

试系统 

ErgoLA

B EEG 
 1 16 16 

★1、一体式主机功能：EEG 、ExG、fNIRS 、ACC、

GYRO、COMP， 

★2、一体式放大器通道：EEG 测量通道数：≥16，

ExG/fNIRS 测量通道数：≥2，ACC 测量通道数：≥

3，GYRO 测量通道数：≥3，COMP 测量通道数：

≥3， 

★3、采样频率：≥250Hz/通道 

★4、电极帽种类：≥水电极帽 1 顶  

5、测量范围：EEG 测量范围：≥±3000μV；ACC 测

量范围：≥±2g~±16g；GYRO 测量范围：≥±200°

/s~±2000°/s；COMP 测量范围：≥±4800μT 

6、测量精度：EEG 测量精度：≤0.0458uV；ACC 测

量精度：≤0.06mg；GYRO 测量精度：≤0.008°/s；

COMP 测量精度：≤0.58μT 

7、输入范围：± 100 mV 

8、输入噪声：< 1 µVRMS (0.5 – 30Hz) @256Hz 

9、共模抑制比 CMRR：> 100 dB @50Hz 

10、输入阻抗：>10 GΩ 

★11、数据接口：Type-C（数据采集、插入检测）；

充电接口：Type-A 

12、电源连续采集时间：≥8 小时；可充电锂电池：

支持电量检测； 

13、数据传输方式：无线射频 2.4GHz 

14、无线传输速率：≥2Mbps 

15、无线传输距离：≥10m 

★16、支持通过 ErgoLAB 平台来进行分析，需提供

ErgoLAB 人机环境同步平台数据同步接口。需提供

软件截图。 

（二）、实验设计与刺激呈现系统 

1、E-prime 事件标记与数据同步接口：支持实验设

计软件接口 

★2、ErgoLAB 事件标记与数据同步接口：支持数据

同步平台接口 

3、Tobii 眼动事件标记与数据同步接口：支持眼动

数据同步接口 

4、EEG 脑电事件标记与数据同步接口：支持脑电数

据同步接口 

★5、Physio 生理事件标记与数据同步接口：支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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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数据同步接口 

6、第三方 API 数据同步接口：支持二次开发 

★7、数据传速率：≥500Kbps 

8、通用输入接口事件标记分辨率：≥8bit 

9、通用输出接口事件标记分辨率：≥8bit 

（三）、EEG 脑电采集分析软件模块 

1、★EEG 信号处理，支持提前自定义配置处理参数

或使用系统默认参数进行多被试数据的批处理功能 

2、EEG 信号滤波，参数包含：高通滤波、低通滤波、

带阻滤波 

3、支持手动信号校正：含 Linear Interpolation 插值

方法、Spline Interpolation 插值方法与复制。 

4、波形信号可以自由选择、放大、缩小，便于浏览；

在整体呈现数据的基础上，还可以根据片段、事件、

场景三种分割方式进行数据呈现与分析。 

5、★实时脑地形图分析（Scalp Map），包含

Delta[1-4Hz]、Theta[4-8Hz]、Alpha[9-14Hz]、

Beta[14-30Hz]和 Gamma[30-49Hz]的平均功率和总

功率绘制的地形图，提供 Custom 自定义频段。 

6、EEG 通道分析（Channel Analysis） 

（1）★提供脑区电极点分布图，可快速选择单通道、

多通道和所有通道进行数据分析。 

（2）计算δ、θ、α、β、γ5 个频段的总功率、平均

功率、功率百分比的数值，并自动计算α/β、θ/β、(α

+θ)/β、(α+θ)/(α+β)、θ/(α+β)、SMR 脑认知特征指

标。 

（3）绘制对应通道的时频图（Time-Frequency 

Spectrum）以及能量谱图（Power Spectrum）。 

7、ERP 事件相关电位分析，具备选择事件、片段和

自动叠加平均的功能，支持修改事件相关窗口、基

线和 ERP 测量窗口，能够自动绘制时间试次图

（Time-trials）、ERP 波形图和由平均波幅或总幅值

绘制的脑地形图。能够输出测量时间窗内最大负峰

值、负峰潜伏期、最大正峰值、正峰潜伏期和平均

幅值等统计指标。 

8、可视化 Chart 与导出数据，支持导出数据含：原

始数据、处理数据、分析数据、整体数据报告、降

采样数据、相对时间数据、绝对时间数据等。 

9、★系统包含 ErgoLAB EEGLAB Plugin 模块，支持

直接将 ErgoLAB EEG 数据导入 Matlab/EEGLAB 进行

数据分析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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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分

析系统 

ErgoLA

B 

FECS 

 1 9 9 

1、利用面部肌肉的特征点的位置来计算和分类面部

表情。 

2、可以全自动识别和分类七种基本表情：高兴,悲

伤, 生气, 惊讶, 害怕, 厌恶, 蔑视； 

3、另外还可以区分心理状态：积极，中性，消极。 

4、表情数据处理包括数据差值、信号降噪（滑动中

值滤波、滑动均值滤波） 

5、表情归类方法包括阈值设置法、合并相邻行为、

丢弃最短行为法，确保表情识别效度 

★6、表情编码模式支持：支持手动编码（Manual 

Coding）、自动编码（Auto Coding）、混合编码

（Merge Coding） 

7、21 种微表情识别 包括：抬起眉毛内角、抬起眉

毛外角、皱眉（降低眉毛）、上眼睑上升、脸颊提升、

眼轮匝肌外圈收紧、眼轮匝肌内圈收紧、皱鼻、拉

动上嘴唇向上运动、拉动人中部位的皮肤向上、拉

动嘴角倾斜向上、急剧的嘴唇拉动、收紧嘴角、拉

动嘴角向下倾斜、拉动下唇向下、推动下唇向上、

撅嘴、嘴角拉伸、收紧双唇向外翻、眼睛扩大、张

嘴 

★8、情感效价模型计算，支持自动识别正性、负性、

中性表情 

★9、表情自定义算法，含编码分析、表情交互分析、

表情延迟分析，支持生成可视化统计图及统计表 

10、数据导出包括 7 种表情原始数据、头部位置参

数、面部特征点数据，支持进行二次分析与开发 

项目建设总预算：  80（万元） 

注：单台（套）设备需按设备名称填写。 

四、项目技术和管理人员配置计划 

姓名 职务职称 所属单位 项目建设中承担的主要任务 

孙虎 系主任 美术与设计 项目负责人 

周睿 教授 美术与设计 人机工程学课程任课教师 

祁娜 博士 美术与设计 人机工程学课程任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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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娟 博士 美术与设计 用户体验课程课程任课教师 

范群发 高级实验师 美术与设计 实验室管理 

五、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整体目标： 

人机与用户体验实验室建设有两大目标，包括智能人机交互系统

的开发和人机交互与产品设计的评价。实验室建设是在学校建设省内

一流、国内知名的省属综合性大学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将设计学科研

平台建设成为国内艺术与设计领域涵盖专业面较广，理念与模式先进，

综合性、交叉性、创新性最强的科研教学平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 1：满足学生
数 

可以同时满足 60 名学生
教学 

20  

指标 2：每年可以
完成的实验环节

教学任务 

11000 人时（不含毕业设
计） 15  

指标 3：发表论文 4 篇 5  

质量指标 

指标 1：设备参数
属于国内同类设

备水平 
中等偏上 10  

指标 2：相关课程
教材 

1 本 10  

指标 3：学生获校
级以上各种级别

赛事 
15 项 10  

时效指标 指标 1：项目执行
进度 

2023 年 12 月底完成安装
和验收 1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 1：持续使用

时间 
5 年以上 10  

满意度指标 

产出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 1：教师满意

度 

教学条件改善后，能更好

满足教师上课要求，满意

度提升到 95%以上。 

5  

指标 2：学生满意

度 

学生在上课期间多次提

出，要求学校购置相关教

学设备，学生意见大。条

件改善后，学生的满意度

提升到 95%以上。 

5  

填报说明：1.绩效指标由各单位（部门）结合项目具体情况增删，其中产出指标中至少选

填数量指标、质量指标两项指标，效益指标中至少选填一项；批复后的绩效目标为绩效考

评的主要依据；设定指标时可参考学校“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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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承诺 

 

我单位填报的立项论证申报材料真实可行。若有不实，我单

位愿承担一切责任。 

 

项目负责人(签字)：      

立项申报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 

七、立项论证意见 

本项目以人机工程学与用户体验研究为核心，展开相关实验设备的换代与提

升。随着设计学的发展，以及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商用，用户体验被前所未有

的重视，而针对实体产品的人机工程学的教学与研究开始转向人因工程与体验研

究领域。 

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等等设计专业的教学需要与前沿发展方向相紧密结

合，让设计的本科教学具有研究意识的创新能力构建，突破单一设计技能培养的

窠臼，向复合型的高素质设计人才培养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用户体验的相关知

识与训练、视野拓展与教学实践并不可少。本项目建设正好能较好地契合该发展

需求，让西华大学的设计学诸多专业教学跟上时代发展步伐。 

本项目建设内容能满足未来一段时间的设计前沿教学所需，升级后的实验

室，让西华大学设计学的相关设备条件走在四川省高校前列。项目预算合理，符

合建设内容的资金需要。 

建议同意本项目推进实施。 

 

论证组专家(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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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审批意见 

项目归 

口管理 

部门 

意见 

 

 

 

 

 

 

项目归口管理部门负责人：  （签章）   年   月   日 

基建 

处 

意见 

 

 

 

 

 

基建处负责人：            （签章）   年   月   日 

国资 

处意 

见 

 

 

 

 

 

 

国资处负责人：            （签章）   年   月   日 

学校 

分管 

领导 

意见 

 

 

项目归口管理部门分管校领导：        年  月  日 

 

 

国资管理部门分管校领导：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