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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任何工程活动都有一定风险。
工程活动的本性决定了工程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给社会带来福祉，也可能给社会带来危害，甚至带
来灾难。
我国每年由安全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GDP总量的5％，伤亡逾100万人。
近年来冰冻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也使我国蒙受重大损失。
面对重大自然灾害、技术灾害和环境恶化，以事故控制与预防为主的防灾减灾工程必然成为人类所面
临的重要课题。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催生了人类对事故预测的研究动力。
绝不要“带血的GDP”，已经成为《政府工作报告》体现“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的民生需求。
国家“十一五”规划的“复杂系统灾变形成及其预测控制”，国家自然基金委2009年重大研究计划“
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科技部2009年973项目“应对重大灾难、突发事件的关键科学问题”
均体现了事故预测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曾就防患于未然做过精辟的论述：“其安也，易持也。
其未兆也，易谋也。
其脆易判，其微易散。
为之乎其未有，治之乎其未乱。
”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也应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防技术灾难于未然。
事故预测是防灾减灾工程和安全管理的基石，然而相关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通过研究事故致灾机理，分析事故发生发展和形成的规律，谋求事故预测的有效性，为防灾减灾提供
科学依据，是本书作者研究的目的。
以自然灾害，生产事故、社会性群体事件为研究对象，在参考、凝练了国内外学者关于预测理论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本书汇集了作者多年潜心研究成果和经验总结，期望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事故预测理
论与方法的研究和应用。
本书主要贡献体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系统梳理了当前事故预测的主要理论，同时还详细刻画了一些代表性的预测方法，比如：趋势和
因果预测方法，数值和概率预测方法，一元和多元预测方法，线性和非线性预测方法，确定和不确定
性方法，白色、灰色和黑箱预测方法。
二是对现有事故预测成果进行了比较分析，解析了相关适用场景和未来研究趋势。
因为不同预测方法的复杂性、数据要求、准确程度均不相同，应用中选取合适的预测方法是很关键的
，也是比较难的。
三是对部分预测理论和方法进行了修补和扩展。
作者基于大量事故源资料信息，通过数据挖掘等手段，提取和凝练事故预测的方法扩展和模型改进。
四是重点研究了若干组合预测模型及其应用案例。
每种预测方法都具有描绘预测对象内部结构特征的独特信息特征，通过组合预测扬长避短，实现系统
复杂性预测的有效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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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事故预测，是现代安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全面、系统地讲解了事故预测的理论和方法，论述了事故预测的研究现状和理论趋势，总结了事
故预测中最常用的六种方法：回归预测法、时间预测法、马尔可夫链状预测法、灰色预测法、贝叶斯
网络预测法和神经网络预测法，并对这些方法进行分析和比较。
每一章大致包括以下四个内容：  （1）方法的简介、预测原理及其在事故预测中的应用综述；  （2）
基本知识、建模方法和模型检验；  （3）扩展模型；  （4）该方法用于事故预测的实例。
　  本书不仅可以为学者提供研究参考，而且可以作为研究生和本科生的专业教材，同时还可以作为
安全管理从业人员的指导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事故预测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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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小平：教授、博士生导师，新世纪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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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2章 回归预测法2.1 概述2.1.1 回归分析概述回归分析是在19世纪末期由英国生物统计学
家F.Galton提出的。
当时为了研究父母身高与其子女身高的关系，Galton收集了1078对夫妇及其成年子女的身高信息，结
果发现了如下关系：高个子父母的子女的身高有低于其父母身高的趋势，而矮个子父母的子女的身高
有高于其父母的趋势，即有“回归”到平均值的趋势，这就是统计学上最初出现“回归”时的含义。
随后高尔顿发表了一些著作，揭示了统计方法在生物学研究中的作用，引进了回归直线、相关系数等
概念，创始了回归分析。
后来很多学者把回归分析应用到不同领域的研究当中，尤其是应用到了经济学中，形成了计量经济学
，使得回归分析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发展。
社会现象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其中的关系往往无法用精确的数学表达式来描述，只有通过对大
量的观察数据进行统计上的处理，从而找到其中的规律性。
回归分析是对具有相互联系的现象，根据其关系的形态，选择一个合适的数学模型，用来近似地表达
变量间的平均变化关系，再根据这些关系通过各影响因素来估计预测对象。
虽然回归分析法技术上比较成熟，但是由于所预测的过程过于简单，并且要求大样本容量以及较好的
分布规律，因而使得其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
由于回归分析是将预测对象的影响因素加以分解，考察各因素的影响情况，从而估计预测对象未来的
数量状态，从而可能出现量化结果与定性分析结果不符的现象，有时难以找到合适的回归方程类型；
而且回归模型误差较大，当影响因素错综复杂或相关因素数据资料无法得到时，即使增加计算量和复
杂程度，也无法修正回归模型的误差；由于回归分析的外推性差，因而在理论上不能保证预测结果的
精确性。
回归分析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新的研究方法的不断涌现，对回归分析起到了渗透和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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