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安全行为管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安全行为管理>>

13位ISBN编号：9787122021106

10位ISBN编号：7122021106

出版时间：2008-4

出版时间：化学工业出版社

作者：邵辉，邢志祥，王凯全　编著

页数：24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安全行为管理>>

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心理学、行为学、管理学、人类工效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方法，研究了人的心理过程
、生理行为与安全生产的关系问题，揭示了人在生产过程中的行为规律，从安全管理的角度分析、预
测和引导人的行为。
全书论述了人的行为基本原理、人的行为与安全、生产中的安全行为、领导行为与安全、安全管理行
为与安全、人的不安全行为的识别与控制。
 　　本书可作为安全工程、消防工程、安全管理工程本科专业的教材，也可供企业的安全管理人员参
考，也适合企业安全管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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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人的行为与安全：　　第一节　人的行为基础：　　三、人的生理节律性：　　生理节
律性，又称生物节律，是生命过程的时间特性。
人的生理过程有着明显的节律性，人体的许多生理过程的状态、强度和效应随着时间进程有着周期性
的波动和变化。
按照周期的长短，人的生理节律可分为：昼夜节律、周节律、月节律等。
　　此外，时差和老化也是生理的时间属性。
在发生机理上，生理节律性是机体长期适应外界环境周期性变化的结果。
　　1．生理节律　　人的生理节律与自然界存在自然周期和社会的人为周期有关，这一规律对人在
生产过程中的安全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
　　（1）昼夜节律人体的生理活动具有明显的昼夜节律。
昼夜节律关系到人的睡眠和觉醒等生命的基本运动。
人的活动主要发生在白昼的觉醒时间内，其睡眠主要发生在夜间。
尽管对于不同职业和生活习惯的人群有不同的睡眠时间和睡眠长度，但一般来说，大部分人的平均睡
眠时间长度为8小时左右，而且大多数睡眠发生在晚上22时至次晨6时这段夜间范围内。
部分睡眠也可发生在午间或其他时间。
这就构成了人体“觉醒一睡眠一觉醒”的基本昼夜节律，与之相应的是人体生理活动的昼夜节律性。
如人的心率，通常都在凌晨4时左右为最低，而后随时间升高，大约在下午16时左右为最高，然后逐渐
下降，在夜间恢复到最低点前的水平。
体温的变化情况与心率相似。
人体的其他生理指标和生化指标在一昼夜中也都有规律性的变化，从不同侧面和层次都能反映出人体
生理的昼夜节律。
　　（2）周节律与月节律　人的生理节律除了昼夜节律外，还有周节律、月节律和其他节律。
　　①周节律　周节律又称星期节律，是指人体生理状态以7天为单位的周期性变化。
由于大多数作业人员在一周内经历“工作一休息”的活动周期，其生理活动也随之发生波动。
　　通常在星期一和星期二，经休息后人体的生理状态处于良好的状态，随着工作日的推移，由于工
作负荷引起的疲劳逐渐形成，人体的生理状态逐渐变差。
在最后工作日的生理状态往往开始回升，再经周末的休息和调整，恢复至原有的生理状态。
　　②月节律月节律是一个为生育期（通常为13～50岁）女性所特有的生理周期性现象，又称月经周
期，其节律平均为28日，而人体的昼夜节律和周节律则是叠加在月周期之上。
在月经周期内，人体的生理状态和情绪都有较大的波动，因而工作负荷强度应考虑适当减轻。
　　除此以外，人体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季节律，如部分个体可患有季节性感觉异常。
从事特殊作息制度的作业人员，由于长时间的职业习惯也可形成特有的生理节律。
如长期值夜班的作业人员、长途火车和国际航班的乘务员和驾驶员有着与常人不同的特殊生理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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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安全行为管理》是作者在多年教学和科研的基础上，考虑到近年来安全工程技术迅速发展的状
况，以及广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知识更新的需要而编写的。
《安全行为管理》从安全行为的基本知识和原理入手，系统介绍了安全行为管理在安全生产中的地位
，阐述了安全行为管理与控制的理论基础。
通过对生产过程中人的行为分析，力图从机理上探究人的行为与事故的关系，寻求对人不安全行为的
预防和控制对策，为安全生产中人的安全行为管理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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