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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引言



03

基于系统理论的新事故树编制研究，可为事故预防和控制提供

新的思路和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01
事故频发，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事故预防和控

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02
传统事故树分析方法存在局限性，无法满足复杂系统事故分析

的需求。

研究背景与意义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在事故树分析方法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如事故树构建过程

繁琐、分析结果易受主观因素影响等。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在事故树分析方法的研究和应用方面相对成熟，提出了多种改进和优化方法，如基于模糊理论、灰色理

论等的事故树分析方法。

发展趋势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事故树分析方法将更加智能化、自动化和精细化，同时结合其

他安全技术，形成更为完善的事故预防和控制体系。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研究内容

本研究旨在基于系统理论，研究

新事故树编制方法，包括事故树

构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等方

面。

研究目的

通过本研究，提出一种基于系统

理论的新事故树编制方法，提高

事故分析的准确性和效率，为事

故预防和控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

法。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采用文献综述、理论分

析、实证研究等方法，综合运用

安全科学、系统科学、计算机科

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开

展研究工作。

研究内容、目的和方法



02 系统理论概述



系统理论的基本概念

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

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

系统论

研究系统的结构、功能、行为、动态以及系统间联系与相

互作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系统思维

从整体出发，着眼于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

用，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对研究对象进

行综合考察的一种思维方式。

系统



系统理论的核心思想

整体性

系统是由若干要素组成的具有一定新功能的有机整体，各要素一旦组
成系统整体，就具有独立要素所不具有的性质和功能。

关联性

构成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都存在着相互联系、相
互作用的关系。

动态性

系统的状态是随时间而变化的，系统结构的变化也会引起系统功能的
变化。

层次性

系统可以分解为一系列的子系统，子系统又可分解为更低层次的系统，
形成一定的层次结构。



将事故树看作一个系统，分析其结构、
功能和动态特性，以及各事件之间的
逻辑关系。

事故树编制的系统性分析 事故树编制的整体性思维

事故树编制的层次性分解 事故树编制的动态性考虑

从整体上考虑事故树中各事件之间的
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对顶
上事件的影响。

将复杂的事故树分解为若干个相对简
单的子系统或子树，分别进行分析和
研究。

考虑事故树中各事件随时间变化的可
能性，以及这种变化对事故树结构和
功能的影响。

系统理论在事故树编制中的应用



03 新事故树编制方法



静态性

传统事故树方法主要关注事故发

生的静态条件，忽略了系统动态

变化对事故的影响。

单一性

传统方法往往只关注单一事故链，

忽略了事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复

杂关系。

主观性

传统事故树编制过程中，专家的

主观判断和经验对结果影响较大。

传统事故树编制方法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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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思维

引入系统理论，将事故视为一个复杂系统的输出，考
虑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动态分析

关注系统的动态变化，分析不同时间、空间尺度下的
事故发生条件。

多维度评估

综合考虑人、机、环境、管理等多维度因素，对事故
进行全面评估。

基于系统理论的新事故树编制方法



新方法能够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提供更全面、准确的事故分析结

果。

综合性

通过引入系统理论和多维度评估

，新方法能够减少主观因素对分

析结果的影响，提高客观性。

客观性

新方法能够动态地反映系统状态

的变化，对事故的预测和防范更

具实际意义。

动态性

新方法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步骤和

工具，便于实际应用和推广。

可操作性

01 03

02 04

新方法的优势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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