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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的发展、社会的繁荣、科技的进步、世界的文明，乃至当代人类所拥有的一切，是靠什么得
以实现的呢？
靠劳动、靠知识、靠技能、靠科学、靠学习、靠发明、靠创造⋯⋯，简要地说，就是靠人类的文化，
靠人类文化不断的进步和发展。
古代文化、现代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民族文化、国度文化，地域文化、信仰文化，自然文化
、社会文化，传统文化、科学文化⋯⋯，无论何种文化，都具有承传性和创新性的共同特点。
既不断学习和继承前辈的优秀文化，又在劳动实践基础上融炼、创新出社会需要的当代文化，两者交
融和优化，形成与日俱进的先进文化，并采用符合时代的文化形式体现出来。
　　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质量的保障，社会的繁荣稳定，又靠什么呢？
靠科学、靠技术、靠经济，同时还要靠安全。
保障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安全，是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要求，是宪法及国家性质本质的要求，是
社会进步与文明的标志，是人权的重要内涵；安全生产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石，是生产力发展
的基础和条件，是人民安居乐业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基本保证。
安全关系社会稳定，关系社会经济快速健康持续发展，因此，安全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
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安全将与人口、资源、环境一样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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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安全健康新知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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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德蜀，男，1939年出生，研究员，国家首批注册安全工程师，《中国安全科学学报》主编。
从事国防科研工作20余年，获部级科技二等奖两项。
1985年步入劳动保护、安全科技界，历任中国电子工业劳保科技学会副秘书长，电子部劳保教育中心
副主任，机电工业部级安全评价师，中国劳保科技学会副秘书长、学术部主任，《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副主编、主编，国家经贸委安全工程专业教指委委员等职，兼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武汉）、首
都经贸大学等四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是中国香港职业安全工程学会顾问、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理事。
主要著作有《中国安全文化建设——研究与探索》、《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概论》、《安全科学与安全
生产》、《现代安全卫生工程系列丛书》、《安全文化通论》等十余部；《中国21世纪安全减灾战略
》、《防范来自技术的风险》等合著五部；发表论文近200篇。
　　主要研究方向：安全科学理论及学科建设，安全工程专业教育，安全文化，安全科学及工程应用
，安全、减灾与环保，非传统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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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科学技术体系浅说第一节 现代科学及其发展趋势一、关于科学的理解二、关于科学的内涵三
、关于科学的定义四、关于科学的发展趋势第二节 关于技术的内涵和作用第三节 科学与技术的特征
与特性一、科学的特征与特性二、技术的特征与特性第四节 关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一、生产－技术－
科学二、科学－技术－生产三、科学与技术密不可分四、市场经济竞争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第五节 现代
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动向一、科学研究向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发展二、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三、数学将成
为科学的基础四、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紧密结合五、学科间的渗透和交叉已成潮流六、安全、减灾、
环保科技文化影响深远七、系统科学成为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八、科技知识创新、传播、
转化、应用更加快捷和广泛九、科学技术活动竞争与合作并存十、当代科技进步需要社会的理解和支
持第六节 科学技术学科体系结构一、16世纪以前未形成科学技术体系二、18世纪80年代仅有自然科学
三、19世纪50年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新发展四、19世纪末工程技术才被确认五、20世纪70年代科学技术
体系的框架六、现代科学技术的层次及体系结构第二章 从劳动保护到安全科学第一节 劳动保护概述
一、劳动保护的来由及内涵二、劳动保护工作及劳动保护法规三、劳动保护政策及劳动保护事业第二
节 劳动保护科学体系探索的先行者一、关于“劳动保护学”的范畴与任务二、劳动保护是一门综合性
科学三、关于“劳动保护科学技术的学科建设”的构想四、关于“劳动保护的学科、专业体系的建立
”的探讨第三节 全国劳动保护科学体系首次学术讨论会一、首次学术讨论会的重要意义二、对劳动保
护科学的属性——综合性科学取得共识三、对劳动保护科学的内容、体系及理论问题的研讨四、劳动
保护管理学－安全技术－劳动卫生学体系五、劳动保护学学科体系四层次结构六、劳动保护科学技术
体系三层次结构七、劳动保护学三大科学技术体系八、人类群体保护的学科联合体系——人类保护学
九、劳动保护科学的学科、专业三级体系结构十、其他形式的劳动保护学科体系十一、对劳动保护科
学体系学术研讨的期望第四节 全国劳动保护科学体系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一、第二次学术讨论的四大议
题二、关于劳动保护科学研究的对象、目的、任务及学科内容三、关于工业安全工程（学）或安全工
程学的体系四、劳动保护科学的三层次学科体系五、劳动保护科学四层次结构六、人类安全健康保护
“三足鼎立”模式及劳动保护科学体系结构七、安全人机－安全人体－安全系统的学科体系八、劳动
保护工程学的学科体系九、安全人机工程学的体系结构十、劳动科学与劳动保护科学第五节 钱学森与
劳动保护科学体系一、钱学森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二、钱学森的交叉科学思想与劳动保护科学体
系三、钱学森的教诲和指导与劳动保护科学体系第六节 劳动保护科学体系——安全科学技术体系雏形
第三章 劳动保护（安全）科学在我国诞生的背景第一节 我国劳动保护法规不断强化劳动保护和安全
生产教育培训一、1949-1980年：劳动保护、安全生产教育与培训的普及和奠基阶段二、1980-1992年：
劳动保护、安全生产教育与培训的提高阶段三、劳动保护、安全生产的教育与培训为安全科普教育奠
定了基础第二节 劳动保护与安全工程专业教育一、我国劳动保护专业与安全工程类专业的形成与发展
二、劳动保护及安全工程专业教育及其三级学位学科、专业教育第三节 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机构及其专
业队伍建设一、劳动保护、安全科研机构状况二、劳动部及其劳动有关部门的科研机构状况三、有关
产业部所属的劳动保护科研机构状况四、公安部、交通部门及省市地方交通部门所属的交通科研机构
五、公安部直属的消防科研机构及北京市消防研究所第四节 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对劳动保护（
安全）科学创建的作用一、中国劳保学会是大联合的安全科技社团二、中国劳保学会成为全国性一级
学会，使安全科学登上科技殿堂三、中国劳保学会始终背负着学科、专业学位教育的重担四、召开两
次全国劳动保护科学体系学术讨论会，为安全科学的创建奠基五、中国劳保学会是学科建设的主力军
六、使劳动保护（安全）科学在“中图法”、“主题词表”、“国家叙词库”中确立了合法地位七、
使“安全科学”扩展为“安全与环境科学”，纳入《环境科学与安全科学》之列八、为安全（劳动保
护）科学创建奋斗十余载，终成现实九、中国劳保学会创办的《中国安全科学学报》属国内外首创十
、中国劳保学会是安全科学理论及应用技术宣传教育的基地第五节 第一届世界安全科学大会研讨的问
题一、世界各国专家、学者所关注的安全课题二、关于能量安全利用及其风险控制三、关于物质危害
、风险及其控制四、关于交通运输安全五、关于生产安全及风险评价六、关于安全管理科学及风险管
理七、世界安全科学大会带来的思索第六节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创刊及其影响一、《中国安全科学
学报》从试刊到国内外公开发行二、《中国安全科学学报》的宗旨及其涉及的范围⋯⋯第四章 安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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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技术体系结构第五章 学科分类及其代码与安全科学技术学科第六章 安全科学技术各分支学科的理
论及现状第七章 安全科学技术学科建设及其拓展第八章 安全、减灾、环保——大安全观第九章 安全
、减灾、环保新兴学科的构想第十章 安全、减灾、环保科学相关的学科及其展望第十一章 非传统安
全与安全科学技术后记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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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科学事实的发现 它包含对未知实体、实体的性质以及实体与实体、实体的性质与性质的关
系等。
　　（2）科学定律的发现 对事物运动的规律或事物运动遵循的特殊轨迹，不受地点和外界的影响，
始终表现出某一事物的运动或转换的规律。
例如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电磁场理论等。
　　（3）科学理论的形成 这是科学发现过程中的重要成果，通过科学事实本身或是在理论指导下发
现的或是本身需要理论解释的内容，对科学规律的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上升到理论，并能满意解释，
例如对X射线的发现，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威廉.康拉德。
伦琴（wuhelm Conrad Roentgen）通过他进一步研究而断言，在电子管屏上发出的荧光是一种看不见的
射线而引起，它能穿透玻璃，也能穿透不透明的材料。
它是一种电磁辐射，是电子撞击高原子序数材料而产生的电磁现象。
后来被医学界和工业界作为射线照相及探伤设备。
　　三、关于科学的定义　　科学像文化一样，是极难界定的名词。
至今仍没有对科学下一个世人所能公认的定义。
有人把众多的科学定义或解释加以概括和整理，可以给出一个为多数可以接受的“科学”概念，以供
读者理解和认识：　　①科学是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反映客观事物和规律的知识；　　②科学是
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知识体系；　　③科学是一项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知识体系相关活动的事业
。
　　在我国的《辞海》中，称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
研究科学其目的在于：认识科学的本质和规律，懂得科学与社会相互作用，社会对科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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