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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安全科学方法学》主要内容包括：安全系统控制与安全仿真方法，人因特性研究方法，人因分
析与可靠性评价方法，安全社会科学方法学；第四篇为典型安全科学方法，包括：安全教育方法学，
安全科学思维方法，安全比较研究方法，安全逻辑学方法，安全历史方法，事故统计分析方法，安全
调查与观察和实证方法，预测与评价和决策方法；第五篇为应用安全科学方法学，主要介绍安全管理
的数力表达方法。
与此同时，本书还展现了诸多安全科学研究新领域和新思想。
　　《安全科学方法学》可供安全科学研究学者阅读，可作为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专业的研究生教材
，也可供管理科学与工程、行政管理、人机工程、心理学等领域的科技人员和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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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超，男，汉族，博士，1957年生。
现任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安全工程学科教学指导委
员会委员、安全学科建设分委会副主任、全国安全工程领域工程硕士培养协助组副组长等。
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
1991年12月起任原中南工业大学教授，曾在瑞典（1986—1988）、美国（1999）的3所大学做客座研究
员，一直从事安全和环保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已培养60多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近年有5篇论文被评为湖南省优秀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已获省部级
教学与科研成果和发明专利20多项；在国内外发表论文280多篇，其中60多篇被EI、SCI收录；出版了
《化学抑尘》《资源开发环境重金属污染与控制》《矿井通风与空气调节》《矿井通风及其系统可靠
性》《地下工程通风与空调》《大学生安全文化》《职业卫生与防护》《公共安全知识读本》《安全
生产宣传用语精选》等专著和教材20余种，其中，《化学抑尘》获第14届中国图书奖，《大学生安全
文化》和《矿井通风与空气调节》获国家级精品课程称号。
近十年，作者热衷于安全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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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5.6模糊系统理论与运用——复杂安全系统表达的工具 5.7系统工程与运用——安全系统的构架 5.8
安全系统工程方法——安全工程实践的指南 第6章复杂安全系统方法——现代软系统理论 6.1软系统方
法论——研究模糊安全系统的有效方法 6.2系统自组织理论与运用——让复杂安全系统自动简单化 6.3
系统的他组织与运用——发挥安全系统外部的作用 6.4灰色系统理论——处理模糊安全系统的有力工具
6.5突变理论与运用——表达事故突发性的学说 6.6非线性动态系统理论与运用——描述复杂安全系统
的数模 6.7复杂网络理论与运用——表征复杂安全系统的内在特征 6.8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与运用——
展现安全综合科学的特性 6.9复杂系统方法论运用——安全系统规划方法 第7章安全系统现代管理方法
——系统科学理论运用 7.1管理与安全系统管理方法论 7.2安全系统管理方法的分类 7.3安全系统管理的
原则与原理 7.4安全系统管理体系 7.5安全系统管理学涉及的相关学科及其发展 7.6安全目标管理方法
7.7安全系统管理方法的实践 第三篇安全系统人—机—环方法学 第8章安全系统控制与安全仿真方法—
—本质安全的关键技术 8.1系统控制方法论 8.2安全控制论的方法学 8.3安全控制系统设计的方法学 8.4
安全控制系统的度量方法学 8.5安全管理系统的控制方法 8.6安全仿真方法学 8.7安全人机系统评价方法 
第9章人因特性研究方法——人本原理的实质体现 9.1人·人性·人格的表达方式 9.2人因的关键要素表
达方式 9.3人的自身需求与行为描述方式 9.4人的角色、心理气候与自我评价方法 9.5团体与人群的沟通
方式 9.6人的安全心理特性研究方法 9.7我国人的心理特性研究方法现状分析 第10章人因分析与可靠性
评价方法——实现安全科学管理的先进手段 10.1安全人机工程方法论 10.2群体人因分析方法 10.3人因
激励方法 10.4强化人因管理方法 10.5领导激励人因方法 10.6人的心理与能力测量方法 10.7测量的效度和
信度及抽样方法 10.8人因失误研究方法 10.9近十年人因可靠性研究进展 第11章安全社会科学方法学—
—复杂性安全问题非量化研究的重要途径 11.1安全社会学概述 11.2安全法学方法论 11.3安全经济学方
法 11.4安全伦理学方法 11.5安全文化学方法 第四篇典型安全科学方法 第12章安全教育方法学——预防
事故的三大策略之一 12.1安全教育方法学概述 12.2安全教育的内在机理 12.3安全教育方法论 12.4个人安
全教育的方法 12.5集体安全教育方法 12.6安全教育教学设计的基本过程 12.7安全教育绩效的评估方法
12.8我国安全生产培训的模式和方法 第13章安全科学思维方法——安全理论研究必备的基本素质 13.1
创新思维方法 13.2方向性思维方法 13.3综合分析思维方法 13.4理想化思维方法 13.5联想思维方法 13.6安
全科学思维的实践例子 第14章安全比较研究方法——安全科学研究选题的突破口 14.1比较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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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比较研究的相关方法 14.3安全科学比较方法 14.4比较安全科学的分支 14.5比较安全学的运用实践：
比较安全教育学 14.6比较安全学的更多实践 第15章安全逻辑学方法——安全推理分析的重要工具 15.1
科学逻辑概述 15.2逻辑学方法论 15.3典型推理证明方法 15.4系统安全分析的逻辑方法 15.5安全生产的其
他逻辑方法实践 第16章安全历史方法——引史为鉴的常用之道 16.1历史方法概述 16.2安全史学的方法
论研究 16.3安全史学方法 16.4科技考古学方法 16.5中国传统人机工程学思想考证实践 第17章事故统计
分析方法——现代安全管理方法的基础 17.1统计方法论 17.2安全统计方法学 17.3统计分析方法 17.4按事
故因变量和自变量的事故统计分析法分类 17.5事故统计分析方法的基本步骤 17.6一些安全统计算法和
实例 17.7事故统计实践案例 第18章安全调查与观察和实证方法——安全实践研究的重要方法 18.1调查
方法论 18.2观察方法 18.3科学观察法 18.4经验与模拟方法论 18.5事故调查与分析方法 第19章预测与评
价和决策方法——事故预防和控制的基本方略 19.1预测方法论 19.2评价方法论 19.3决策方法 19.4风险评
价方法 19.5公共安全科技的“三角形”框架与“4+1”方法 19.6处理灾害毒理学事件的“三阶段法” 第
五篇应用安全科学方法学 第20章安全管理的数力表达方法——安全管理量化研究的途径 20.1安全管理
系统的图论表达法 20.2安全管理力学方法 20.3安全管理力学表达运用实践 20.4企业伤亡事故率的系统
动力学 20.5安全系统的信息力学 参考文献 附录：书中部分外国名人简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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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开放复杂巨系统，按照钱学森的学科层次结构，这一领域也应该划分为工程技术、技术科
学、基础科学和哲学等层次。
关于开放复杂巨系统的理论应该包括两个层次，为避免混淆，在应用科学（技术科学）层次上，不妨
称为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
工程技术层次上的是开放复杂巨系统工程，亦即综合集成工程。
目前已有的成果大多属于工程技术和技术科学层次，对于现实世界大量存在的开放复杂巨系统问题，
在工程技术层次上已经有了一套可行的具体方法，能够用以解决实际问题；在应用科学层次上，开放
复杂巨系统学尚未建立起来。
钱学森所说的开放复杂巨系统广泛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生态系统、地理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
意识形态系统、人体系统、脑神经系统、思维系统等，乃至现代大都市、万维网、世界贸易等，都是
开放复杂巨系统。
 一个事物被称为开放复杂巨系统，应具备下列特征： （1）开放性。
封闭意味着系统跟环境的互动互应被切断，内部差异被压抑，系统只能走向死寂的热平衡，故封闭系
统都是简单的。
跟环境交换物质、能量、信息，系统才可能远离死寂的热平衡，把系统内部固有的差异解放出来。
只要跟环境处于互动互应中，环境的复杂性就会反映到系统自身，转化为系统的复杂性；靠环境提供
生存发展的条件，意味着系统受到环境的约束，甚至胁迫，在与环境的互动互应中系统就会由适应性
产生复杂性。
总之，对环境开放是系统产生复杂性的必要条件。
 （2）规模的巨型性。
复杂性与系统的规模有关，具有一定的规模是系统产生复杂性的必要条件。
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多组分系统比少组分系统要复杂一些，多变量系统比少变量系统要复杂一些，多
目标系统比少目标系统要复杂一些，等等。
规模大的系统有运转不灵的毛病，就是系统复杂性的一种表现。
总之，对于那些被称为开放复杂巨系统的对象来说，规模的巨型性是复杂性的根源之一。
 （3）组分的异质性。
简单系统的简单性首先来自组分的单一和同质；复杂系统的复杂性之内在根源首先在于组分的异质多
。
异质性导致组分之间的互动互应方式多种多样，把它们整合为一个统一整体的方式必定多样而复杂，
系统与环境的关系必定多样而复杂，涌现的方式和结果也必定多样而复杂。
组分异质是复杂系统之复杂性的根本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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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安全科学方法学》是介绍和研究安全科学方法学的专著。
共分5篇20章。
第一篇为安全科学方法学总论；第二篇为安全系统方法学；第三篇为安全系统人—机—环方法学；第
四篇为典型安全科学方法；第五篇为应用安全科学方法学，主要介绍安全管理的数力表达方法。
与此同时，此书还展现了诸多安全科学研究新领域和新思想。
此书可供安全科学研究学者阅读，可作为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专业的研究生教材，也可供管理科学与
工程、行政管理、人机工程、心理学等领域的科技人员和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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