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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工程技术体系的规模和复杂性日益增长，出现了所谓大系统
（1arge scale system）的工程体系。
系统论指导下的工程技术方法在完成大型工程项目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工程系统是由人造物理系统、人造抽象系统和人类活动系统三大类系统（有时还应包括自然系统）组
成的复合系统。
因此，它不仅具有这三大类系统的某些基本性质，而且它还必然具有自己作为一类特殊复杂系统所独
具的性质。
工程系统论以各种各样的工程系统为研究对象，并力图寻找和概括在工程系统的共同规律。
　　本书提出了工程系统理论与方法的三维结构，即工程系统基本理论与方法、典型工程技术活动系
统理论与方法以及典型工业门类系统理论与方法，结合实例分别从这三个角度对工程系统及相关理论
与方法进行了较深入的论述。
　　本书共分5章。
第1章绪论，简要论述了系统、系统论与系统方法、现代工程技术与系统论，是本书的基础知识。
第2章工程系统概述，主要论述工程、工程系统与工程系统论、工程的系统特征、大型工程的系统复
杂性，提出工程系统理论与方法的三维结构。
第3章论述系统基本理论与方法在工程系统中的应用，主要内容是工程系统的分析、建模、评价、预
测、优化、决策理论与方法。
第4章论述典型工程技术活动系统理论与方法，主要包括战略规划、技术开发、工程设计、项目管理
、生产运行、设备维修、质量管理、安全管理、环境保护、标准化等重要工程技术活动的系统理论与
方法。
第5章论述不同工业门类典型工程系统，主要包括航天工程系统、电力工程系统、冶金工程系统、水
利工程系统、交通运输工程系统。
　　本书的主要特点是：紧密结合了系统科学与工程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除工程系统管理理论与方
法之外，也比较深入地总结了工程系统中工程技术活动的系统理论与方法。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企业管理人员与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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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系统是由人造物理系统、人造抽象系统和人类活动系统三大类系统(有时还应包括自然系统)组成
的复合系统。
本书提出工程系统理论与方法的三维结构，即工程系统基本理论与方法、典型工程技术活动系统理论
与方法以及典型工业门类系统理论与方法，结合实例分别从这三个角度对工程系统及相关理论与方法
进行了较深入的论述。
    本书紧密结合了系统科学与工程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除工程系统管理理论与方法之外，也比较深
入地总结了工程系统中工程技术活动的系统理论与方法。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企业管理人员与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程系统概论>>

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论  1.1  系统、系统论与系统方法    1.1.1  系统的概念    1.1.2  系统论    1.1.3  系统方法  1.2  现代工
程技术与系统论    1.2.1  现代工程技术系统日趋复杂    1.2.2  工程技术需要系统方法    本章小结    习题第2
章  工程系统概述  2.1  工程、工程系统与工程系统论    2.1.1  工程    2.1.2  工程系统    2.1.3  工程系统论  2.2
 工程的系统特征    2.2.1  工程是一个动态联系的系统    2.2.2  工程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系统一    2.2.3  工程
是一个不断创新的系统    2.2.4  工程是一个交叉立体的系统一    2.2.5  工程是一个“天人合一”的系统   
2.2.6  工程是一个内含文化的系统    2.2.7  系统特征分析实例——岩土工程  2.3  大型工程的系统复杂性   
2.3.1  大型工程是个复杂系统    2.3.2  大型工程系统复杂性的相关影响因素  2.4  工程系统理论与方法的三
维结构    2.4.1  工程系统理论与方法三维结构概述    2.4.2  现代武器装备系统开发实例    本章小结    习题
第3章  工程系统基本理论与方法  3.1  工程系统分析理论与方法    3.1.1  系统分析概述    3.1.2  工程技术问
题分析的基本途径    3.1.3  工程技术问题分析的重要方法    3.1.4  工程技术问题分析的基本原则    3.1.5  工
程技术问题分析的整体论与还原论  3.2  工程系统建模理论与方法    3.2.1  工程系统建模概述    3.2.2  H型
钢轧后残余热应力建模与仿真分析实例    3.2.3  建模理论与方法在企业动态联盟中的应用  3.3  工程系统
评价理论与方法    3.3.1  系统评价概述    3.3.2  层次分析法及钢铁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方案评价实例  3.4  工
程系统预测理论与方法    3.4.1  预测概述    3.4.2  连铸连轧过程钢材组织性能智能预报实例  3.5  工程系统
优化理论与方法    3.5.1  工程技术系统优化概述    3.5.2  复杂工程系统优化方法与应用实例    3.5.3  优化理
论与方法在控制软件开发中的应用  3.6  工程系统决策理论与方法    3.6.1  工程技术决策概述    3.6.2  科学
决策的思维模式    3.6.3  工程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    3.6.4  三峡工程论证决策实例    3.6.5  管理决策过程中
系统模拟技术及应用    本章小结    习题第4章  典型工程技术活动系统理论与方法  4.1  企业战略规划系
统理论与方法    4.1.1  规划概述    4.1.2  基于系统论的企业战略规划    4.1.3  宝山钢铁战略规划实例  4.2  技
术开发系统理论与方法    4.2.1  技术开发概述    4.2.2  大型复杂工程系统开发的基本方法    4.2.3  技术开发
中的矛盾与解决矛盾的途径  4.3  工程设计系统理论与方法    4.3.1  设计的概念    4.3.2  系统论指导下的工
程设计    4.3.3  工程设计中的系统分析与综合    4.3.4  基于复杂性工程观的工程设计    4.3.5  系统论在煤矿
设计中的应用    4.3.6  系统论在面向对象设计方法中的应用  4.4  工程项目管理系统理论与方法    4.4.1  系
统工程与项目管理    4.4.2  工程建设项目三大目标的协调与统筹    4.4.3  系统论思维模式在工程建设项目
管理中的应用  4.5  生产运行管理系统理论与方法    4.5.1  生产运行系统概述    4.5.2  生产运行管理系统的
特征    4.5.3  生产运行系统中的矛盾    4.5.4  生产运行系统正常运行的条件    4.5.5  现代生产运行管理方式
   4.5.6  MES系统在炼油与化工生产运行管理中的应用实例    4.5.7  基于大系统控制论的气田管网应急调
度实例  4.6  质量管理系统理论与方法    4.6.1  质量管理概述    4.6.2  质量管理系统论    4.6.3  质量管理的信
息与控制机制    4.6.4  人机工程学在伞员质量管理(TQM)中的应用.    4.6.5  珠钢(广州珠江钢铁有限责任)
公司质量控制实例  4.7  设备维修管理系统理论与方法    4.7.1  生产设备的系统特征    4.7.2  基于系统论的
生产设备管理模式    4.7.3  大系统设备故障诊断与监测  4.8  安全管理系统理论与方法    4.8.1  安全和危险 
  4.8.2  安全系统及其特点    4.8.3  安全系统工程概述    4.8.4  安全管理系统方法    4.8.5  “零缺陷”安全管
理方法及其在煤炭企业的应用  4.9  环境工程系统理论与方法    4.9.1  环境系统    4.9.2  环境系统工程概述 
  4.9.3  环境系统的研究方法    4.9.4  环境系统工程学基本框架    4.9.5  在系统论指导下发展绿色生产力   
4.9.6  采矿环境再造系统理论及应用  4.10  标准化系统理论与方法    4.10.1  标准化是一门系统工程   
4.10.2  标准化系统的结构    4.10.3  综合标准化及其在新型民用飞机研制中的应用    4.10.4  系统集成标准
化    本章小结    习题第5章  典型工程系统  5.1  航天工程系统    5.1.1  航天工程概述    5.1.2  航天工程的系
统特征    5.1.3  系统理论与方法在航天工程中的应用及实例  5.2  电力工程系统    5.2.1  电力工程概述   
5.2.2  电力工程的系统特征    5.2.3  系统理论与方法在电力工程中的应用及实例  5.3  冶金工程系统    5.3.1 
冶金工程概述    5.3.2  冶金工程的系统特征    5.3.3  系统与方法理论在冶金工程中的应用及实例  5.4  水利
工程系统    5.4.1  水利工程概述    5.4.2  水利工程的系统特征    5.4.3  系统理论与方法在水利工程中的应用
及实例  5.5  交通运输工程系统    5.5.1  交通运输概述    5.5.2  交通运输系统的组成    5.5.3  交通运输的系统
管理    5.5.4  交通运输系统的重要特征    5.5.5  系统理论与方法在交通运输中的应用及实例    本章小结    
习题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程系统概论>>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程系统概论>>

章节摘录

　　一项工程活动包含着以下9个基本要素：　　（1）用户。
期望使用工程产品的是哪个（些）人或哪个（些）组织（包括中间顾客和最终用户）？
　　（2）目标。
用户期望的产品是什么？
这种产品能做些什么（有哪些功能）？
怎么做（如何工作）？
做到什么程度（性能与能力如何）？
期望它在什么条件（环境）下工作？
期望它带来什么价值或积极后果？
不希望它产生哪些消极后果？
　　（3）资源。
实现用户期望目标的基本物质条件（包括原材料、设备、工具、设施、能源、信息、财政等）是什么
？
　　（4）行动者。
谁是工程的主承包商（即系统承包商）？
谁是工程的子承包商？
谁是工程的供应商？
谁是工程的顶级管理和监督单位？
谁是工程的后勤保障单位？
对这些组织及其所属个人的能力、素质、信誉、行为准则及道德水准的要求是什么？
　　（5）方法与技术。
行动者使用哪些可用而有效的手段（包括技术的和管理的）去实现他们所承担的工程任务？
　　（6）过程。
工程从什么地方或状态开始？
到什么地方或状态结束？
中间经历哪些阶段？
每个阶段中又包括哪些子阶段或步骤？
　　（7）时间。
整个工程的持续时间（又叫做工程的生命周期或系统的开发周期）有多久？
每项工程活动从什么时间开始？
什么时间结束？
不同活动间的时序关系是什么？
哪些活动在时间上必须是串行的？
又有哪些活动是应该而且是可以并行的？
　　（8）活动。
在工程过程的每个阶段和每个步骤中，每个行动者应该做些什么？
依据什么（法规、文件、标准等）去做？
怎么做？
　　（9）环境。
工程是在什么样的背景（其中包括国际政治、国家政策、市场竞争、技术状态、工程标准等1下进行
的？
这些背景带给工程的约束是什么？
　　这9个基本要素构成了工程的基本内容。
这些基本内容同时隐含着工程的基本性质和特征，即在一切工程中，既存在着物与物的关系，还存在
着人与物和人与人的关系；既存在着实体，也存在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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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所具有的上述基本内容、性质和特征，使它既有别于单纯的人类社会活动，也有别于单纯的物质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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