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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安全工程专业在我国是一门新兴专业，短短20年的时间已有上百所高校设有此专业，特别是近几年发
展势头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
安全系统工程是该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安全工程专业本科教学方案设计研究》对我国50余所开
设安全工程本科专业院校的专业课程设置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安全系统工程课程是开设学校数目最多
的一门课程，所占比例高达72.22%，该课程同时是安全工程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入学考试的
专业课考试课程，是目前我国注册安全评价师考试的主要课程，同时还是我国注册安全工程师考试的
基础课程。
安全系统工程是安全工程专业学生从事安全管理和安全技术工作所必备的基本功，安全系统工程的应
用在生产实践中也为改善我国安全工作的面貌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但追本溯源，当我们寻找“安全系统工程”的起源时，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发现“安全系统工程”是源
于System Safety Engineering一词，这一词语的翻译应当是“系统安全工程”，它之所以被译成“安全系
统工程”除翻译之外还有一些特定的历史原因，然而其知识体系的确应称为“系统安全工程”。
本教材的编写是作者在阅读大量的国外《系统安全工程》教材和国内《安全系统工程》教材及麻省理
工学院等著名学府的《系统安全工程》开放课程和有关系统安全培训课件的基础上完成的，教材编写
时既注意尊重“系统安全”这门学科本身的发展历程及其知识结构以及对生产安全的指导作用，同时
兼顾它在我国的生产实践及应用。
系统安全工程课程本身对实践性要求非常强，其所面对的研究对象是工业工程，在石油、化工、冶金
、煤矿、交通、建筑等各行各业都有着普遍的应用。
这门学科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十分密切的课程；对于各行各业的安全生产都有着技术上的指导意义，
现已成为企业用于阻止事故发生、减小事故损失的重要手段。
因此，学习这门课程应具备相当的行业基础知识，而该课程面对的学生主要是刚刚修完基础课的大三
学生，除了认识实习时能稍稍接触实践以外，学生对行业生产实际状况了解很少，这就为教材编写工
作带来很大难度。
目前安全工程专业培养的是“通才型”人才，学生在校期间学校培养没有明确的行业倾向，这就要求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学生对各种危险分析方法的理解，更要注重对学生应用方法能力的培养，教
会他们学以致用。
因而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例题的选择强调学生熟悉的系统、从学生身边的问题或运用基础课知识就
能解决的问题出发，培养学生掌握、运用系统安全工程方法的能力。
避免因过多说明某项工程背景而冲淡本课程的主题。
“求木之长，必源其根本；欲流之远，必浚其泉源”。
系统安全工程知识体系以生命周期为时间序列，以危险辨识-危险分析-风险评价-危险控制为空间序列
介绍系统安全分析方法，方法强调其产生发展过程、适用条件及应用优势及局限性，为了使学生能够
较好地理解某个项目或系统基于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危险分析，本教材第十一章 虚拟某工厂VCM项目
从研发至项目终止各阶段的危险分析，通过背景资料的描述、分析方法的选择以及分析准备和分析过
程的记录等系列环节，一方面使学生理解危险分析如何在生产中贯穿整个项目的生命周期，另一方面
也使学生身临其境，通过模拟实践弥补现实教学中学生工程背景欠缺的现象。
这部分内容参考自廖学品教授编著的《化学过程危险性分析》，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
另外，在事故树、因果分析法等内容上，逻辑门符号采用国际上较为统一的表达符号，本教材符号与
国外教材及众多分析软件的符号相一致。
本教材在申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时书稿已基本完成，但某些知识体系和知识点
包括一些术语的准确定义一直不能令人满意，几年来，在不断学习和教学实践中在这些方面加以调整
和完善，最终得到较为满意的结果。
作为编著者，我们非常感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这门课程从中文讲授到双语教学再到优质课程建
设以及精品课程建设，使我们有机会在各方面得以深入研究；感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工程技术学
院和安全教研室在这门课程的教学中给予我们足够的空间和许多的激励，使我们有机会进行新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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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要特别感谢四川大学轻纺与食品学院廖学品教授，我查遍所有可能获得的资源，没有哪个实例
能比VCM模拟实践更好地说明系统安全工程的内涵，感谢廖教授的辛苦工作以及对本书引用的同意。
我们还要深深感谢教材参考文献的作者，更要感谢那些提供精彩教案、教学培训大纲等而又无法查到
姓名的编写者以及the system safety society论坛上给予我们众多帮助和热烈讨论的同仁。
作为本书的编著者，我们衷心感谢化学工业出版社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能够展示我们多年的教学研究
并与大家交流的机会。
我们知道书中一定还有不足之处，真诚地恳请读者朋友给予批评指正。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系统安全工程>>

内容概要

本书以生命周期为时间序列，以危险辨识—危险分析—风险评价—危险控制为空间序列介绍系统安全
分析方法，方法强调其产生发展过程、适用条件、应用优势及局限性。
全书共十一章，其中第一章是绪论，介绍这门学科的发展、基本概念及研究内容；第二章是针对危险
的类型、辨识方法以及重大危险源作以介绍，它是后面章节危险分析的基础。
第三至八章是基本的危险分析方法，第九章和第十章分别介绍常用的危险分析和风险评价方法，第十
一章是基于生命周期的概念对前面各种分析方法应用的模拟实践。
本教材适用于安全工程专业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本科教学，也可作为广大安全工程教学与研究工作者和
从事生产安全实践工作者的参考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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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章 危险辨识危险辨识是指针对产品或系统，在其生命周期各阶段采用适当的方法，识别其
可能导致人员伤亡或职业病、或设备损坏、社会财富损失或工作环境破坏的潜在条件。
危险辨识是对产品、系统以及生产项目进行危险辨识；而每一个新产品、新项目、新系统都有其生命
周期，因而危险辨识的过程贯穿了它们从概念设计到使用、直至报废的各个阶段。
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产品或系统，其生产特点、工艺流程各不相同，产生的危险的类型各不相同，因
而危险辨识过程中应采用适当的方法。
有的教材中将“危险辨识”又称为“危险和有害因素辨识”或“危险和危害因素辨识”，它们是基于
强调危险是导致人员伤亡的条件，而危害或有害因素是强调导致人员职业病的条件。
要进行危险辨识，应了解危险的类型以及辨识的方法。
第一节危险类型危险辨识的最终结果是要识别出产品、系统、项目各阶段存在的危险，要使危险辨识
能够系统、全面，则关键是能对危险的类型加以界定。
然而我们目前面临的系统日益复杂，它们所属的行业也大相径庭，很难有一种危险分类法能绝对完整
、全面地涵盖所有的危险。
国际上常引用的《常用危险检查表》是危险分类的依据。
危险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事故的发生，如果能识别出可能发生的事故，则可以通过事故类型来对危险类
型加以划分。
1986年5月31日发布的《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GB 6441-1986）是危险类型划分的基础依据。
我国在1993年7月1日开始施行国家标准《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GB／T 13861-1992）
，这是危险类型划分的另一基础依据，该标准尽管是关于“危险和有害因素”的分类，但标准中并未
对“危险和有害因素”加以界定。
卫生部颁发的《职业危害因素分类目录》从可能导致的职业病方面将危险进行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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