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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安全学是安全科学一级学科中的二级学科，是安全科学的基础理论。
本书是在总结多年来国内外有关安全学导论、安全学原理、安全科学导论、安全科学原理等论著、论
文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安全科学的最新发展，以相关教材的编写为契机，在多名从事安全教学和研究
的教授、专家的支持和帮助下编写而成。
本书在体系上注意了完整性、条理性；对难点注意了通过由感性到理性，从形象到本质，尽量用准确
的词语来阐述。
目的是试图构建安全科学的部分理论框架，以促进安全科学的发展。
但是，安全科学毕竟是一门非常年轻新兴的学科。
不少学者仍然主张用若干学科的安全问题的综合来表征安全科学理论，这使得安全科学学科不能真正
树立于学科之林。
如何综合各学科的相关理论，主张安全科学自己的理论体系，是许多安全工作者努力奋斗的目标，这
也正是本书的一种尝试。
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安全科学与安全学，主要介绍安全科学与安全学的学科内涵、地位与作用；第
二章安全属性，主要介绍安全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第三章安全观，主要介绍安全观的内涵及生命
价值是安全观的核心这一思想；第四章安全认识论与方法论，主要介绍安全认识论指导下的安全方法
；第五章灾害与事故，主要介绍灾害与事故的基本特征以及事故模式理论；第六章安全动力学，主要
介绍安全系统的灰色建模法和BP神经网络，安全系统的耗散结构和破坏机制。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引用了大量文献资料，涉及许多中外学者，他们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宝贵的
支撑，在此特向各位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特别是徐德蜀研究员，他对支撑本书的重要观点、理论给予肯定和认可，是作者完成本书编写工作的
重要保障。
在编写过程中，黄浩、蔡天富、崔磊、吴楠、黄邦超、姜夏冰做了许多工作，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
也很难出版，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和指正！
作者二○○九年五月于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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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六章，主要介绍了安全科学与安全学的学科内涵、地位与作用，安全的属性，安全观的内涵
、安全认识论和安全方法论、灾害与事故以及安全动力学等安全学理论。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安全工程、环境工程、采矿工程、通风空调等专业的基础性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也可供从事安全管理的人员或安全技术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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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景林，男，汉族，1938年出生，1964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爆
炸危险品安全储运》、《安全评价基础》、《燃烧与爆炸》、《安全系统工程》、《安全学》等，发
表论文60多篇，获国家发明三等奖及省部级科研成果奖15项，先后曾被评为“全国优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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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安全科学与安全学　第一节  绪论　　一、安全科学的研究对象　　二、安全科学的定义　第
二节  安全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一、对安全的认识　　二、安全科学的产生　　三、安全科学的发
展　第三节  安全科学是交叉学科　第四节  安全科学的知识体系　　一、安全科学的基础知识链　　
二、安全科学形成机制　　三、安全科学知识体系结构　　四、安全科学综合理论体系的构成　第五
节  安全科学的学科地位和作用　第六节  结束语第二章  安全属性　第一节  人的属性与安全的属性的
相关性　　一、人命与安全　　二、人权与安全　　三、人的属性与安全的关系　　四、安全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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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自然规律　　三、安全自然属性的嬗变　第三节  安全的社会属性　　一、人的社会属性　　
二、以人为本的安全的社会属性　　三、社会安全　第四节  安全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耦合　　一
、安全自然属性是其社会属性的基础　　二、安全的社会属性对其自然属性的制约和指导作用第三章 
安全观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安全观的历史演变　　一、早期的安全宿命观　　二、安全知命观　
　三、系统论与安全系统观　　四、大安全观　第三节  安全观的确立依据及其价值所在　　一、安
全观受世界观所主导　　二、安全观是人生观的基本目标　　三、安全观是实现人生价值观的保障　
第四节  安全观的核心及认定　　一、生命价值是安全观的核心　　二、安全观的基础的认定　第五
节  大安全观　　一、大安全观的提出背景　　二、大安全观的提出　　三、大安全观的历史　　四
、大安全观的内涵第四章  安全认识论与安全方法论　第一节  技术风险及其必然性　　一、概述　　
二、风险　　三、技术风险事故的客观必然性　第二节  风险最小化方法　　一、广义风险控制型管
理方法　　二、人造系统风险最小化方法　第三节  安全的相对性认识　　一、安全的相对性　　二
、安全问题的范畴理解　⋯⋯第五章  灾害与事故第六章  安全动力学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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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章 安全属性安全属性是认识安全本质的基础，是安全学理论最基本的内容，也是讨论安全
理论的主线。
因此，对安全属性的认识在安全学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由于安全命题的主体是人，正如人具有动物属性和社会属性一样，安全命题也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
性。
但是安全的这两个属性是紧密相关的，要从整体的、系统的角度对两者的属性进行认识。
本章以人的属性和安全的属性的相关性讨论为起点，然后分别论述安全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最后
讨论安全的两种属性的联系，从而全面地认识安全的本质规律，为树立科学的安全理论奠定坚实的基
础。
安全是生活质量的底线，安全是和谐社会的基石。
第一节 人的属性与安全的属性的相关性自人类诞生以来，安全与生命就相伴而生。
安全的产生、发展不仅取决于人类的产生、发展，而且也影响着人类的发展过程。
因此，对安全属性的认识，首先是从对人的属性的认识开始的，并以人的属性与安全的属性的关系，
讨论安全属性的特点和规律。
一、人命与安全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因此生命的宝贵是不言而喻的。
这就决定了人的生命必然受到珍惜，保护人的生命或者人的生命安全对个人、社会、国家都是头等大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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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安全学》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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