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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建构安全生理学方法论体系!进一步完善安全生理学学科理论体系!基于安全生理学的定义!提出安全生理

学方法论的定义+基于此!根据安全生理学的研究思路与研究目的!划分安全生理学的研究进路+并根据安全生理学科的特

点!归纳出整体性原则#协调性原则与目的性原则等 9条安全生理学研究原则!及定性研究法#定量研究法#逻辑思维法与

系统科学法 "种安全生理学主要研究方法+最后!构建安全生理学方法论的研究程式与多维结构体系+结果表明!安全生理

学研究进路#原则与程式相互影响!可形成系统化#条理化的方法论体系!安全生理学方法论研究可为安全生理学研究实践

提供方法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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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研究与实践表明"绝大多数事故均是由人为因素引起的"且人的生理因素在人为因素中占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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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因此"若能从生理学层面"研究)预测与控制人的行为方式"及时根据人的不同生理状态"对人的

行为进行实时干预)警告和控制"可有效减少人因事故的发生+

查阅相关文献'!

;

2(发现"目前"安全生理学研究散见于安全人机工程学)安全心理学与职业健康管

理等相关学科的著作或研究文献之中"迄今尚未形成系统而科学的安全生理学学科理论体系+究其原因"

关键原因主要是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安全生理学实践应用层面"缺乏安全生理学学科层面的理论研

究+而方法论作为任何一门学科研究的理论基础"安全生理学方法论体系理应是安全生理学学科理论体系

的核心内容"其对安全生理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发展具有方法论高度的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简言

之"安全生理学研究与发展离不开安全生理学方法论的指导+由此易知"毋庸置疑"方法论层面的安全生理

学研究!即安全生理学方法论研究$是安全生理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与重要内容之一+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

关于安全生理学方法论的研究还基本处于空白"亟须对其开展系统研究+

鉴于此"笔者基于安全生理学的定义"提出安全生理学方法论的定义"并对其内涵进行扩展分析+在此

基础上"从方法论高度探讨安全生理学的研究进路)原则与程式"构建安全生理学方法论体系结构"以期实

现对安全生理学研究的理论指导"进而完善安全生理学学科理论体系"促进安全生理学研究与发展+

./安全生理学方法论的定义

.3./安全生理学的定义

综合相关文献'9

;

%#(

"给出较为具体而科学的安全生理学定义%安全生理学是以控制和消除事故致因因

素之人的生理因素"及保障人体生理健康为着眼点和最终目的"研究人的生理因素引发事故的机理及其防

治对策"分析人体在生产作业过程中各种危险有害因素对人体生理的影响)生理变化规律以及人体呈现出

来的生理响应变化特征"研究人体在承受和处理作业过程中的不安全因素时的生理变化规律"对外界不安

全事物的感觉特性和适应性"以及各种环境因素对人体生理特征与工作效率的影响机制等"以安全科学与

生理学原理和方法为主要理论基础"以人的安全生理与行为活动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人的安全生理特征

与行为规律"指导安全行为管理与生理健康的一门新兴的综合性交叉边缘学科+

.32/安全生理学方法论的定义

方法论并非仅是具体研究方法的罗列"而是众多方法的提炼和抽象'%!(

+方法论是具体方法的指导"而

具体方法构成方法论"两者相辅相成'%"(

+因此"安全生理学方法论并非各种具体方法的简单堆积"而是在

相关内容指导下形成的系统化的方法体系"对方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基于方法论'%2

;

%:(及

安全生理学的定义"笔者拟给出安全生理学方法论的定义%安全生理学方法论是从哲学高度总结并提炼安

全生理学的研究方法"是基于哲学)生理学方法论与安全科学方法论等理论"以安全生理学研究为主体"对

安全生理学的研究方法与范式体系等内容起宏观理论指导作用的方法论+

根据方法论的定义及安全生理学的性质和研究内容等"易得出安全生理学方法论的定义%安全生理学

方法论是从哲学高度总结安全生理学研究的方法"是在哲学)生理学方法论)安全科学方法论等理论的基

础上"以安全生理研究为主体"对安全生理学的研究方法与范式体系等内容起宏观指导作用的方法论+安

全生理学方法论可阐明安全生理学研究的方向和途径"有利于构建安全生理学的研究模式"进而形成多层

面)多维度和多视角的安全生理学学科框架体系+

2/安全生理学的研究进路及原则

23./研究进路

由安全生理学的定义可知"安全生理学的直接研究目的主要包括 #个"即控制因人的生理因素引发的

事故和保障人体生理健康+因而"概括而言"根据安全生理学的直接研究目的"可将安全生理学的具体研究

进路划分为 #条"即*控制和消除事故致因因素之人的生理因素+与*保障人体生理健康!包括舒适$++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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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又可细分为以下 :方面%

%$研究特定生理条件下!如疲劳)疾病)饮酒)女性生理期等$"人体各项行为的安全性+分特定生理条

件对人体安全行为的影响机理与规律#

#$研究特定生理条件下!如疲劳)疾病)饮酒)女性生理期等$"人体对于危险因素感知能力的变化特

征"分析人体的感知能力如何在特定生理条件下演变与适应#

!$研究在极端环境条件下!如高温)低温)噪音)潮湿)照明度太强或太弱)大气压强较高或较低)有毒

有害气体等$"对人体生理安全性影响作用的方法#

"$研究特定心理条件下!如愤怒)萎靡不振)闷闷不乐)情绪化)兴奋等$"对人体生理安全性影响作用

的方法#研究人体生理与心理之间的相关影响关系以及对安全的影响#

2$研究事故频发人群典型生理特征的方法#分析生理因素引发事故的发展过程#

9$研究不安全生理因素下"人体神经系统运行规律和典型特征的方法#

:$研究事故频发人群显著遗传基因特征的方法#分析遗传因素在安全生理中的作用与影响+

由上所述可知"要实现对安全生理学的系统研究"需从以上诸多不同研究进路入手+此外"需指出的

是"上述各条安全生理学研究进路相互间并非是完全独立的"应在具体的安全生理学研究过程"根据实际

情况"通过各条安全生理学研究进路的结合使用来实现具体的研究目的+

232/研究原则

理论而言"研究原则是开展研究应必须依据的准则+为保证安全生理学研究的准确性)科学性与靶向

性等"安全生理学研究理应也需遵循相应的研究原则+从哲学视阈观之"安全生理学研究应遵循整体性原

则)协调性原则)目的性原则)比较性原则)完整性原则与先见性原则!表 %$+

表 %'安全生理学的研究原则

原则名称 具体内涵

整体性原则
整体把握安全科学与生理学的特性"还要考虑其交叉之后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功能性与总领性+所交叉的各个学科之间

的内容能够进行统一的规划与调整"最终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

协调性原则
安全学与生理学其所交叉的部分"最终必须显示出其科学性)学科性的特质0其最终的目的即为使学科实质性内容部

分呈现出安全生理协调性的原则

目的性原则
生理学分支的删减及其与安全科学的交叉过程必须遵循一定的目的性"为了一个特定的目标和结果"目标自身也是一

个由各种小的目标构成的目标系统"但其最主要目标即为构建安全生理学学科体系

比较性原则
在删除过程中"如果有大量的重复性内容"在取舍过程中就要把握一定的比较性原则"使得比较取舍过程合理)可行+同

时比较其他交叉学科的学科体系建设过程"参照其删减原则进行

完整性原则 删减过程尽量保留具有交叉可行性的内容"使得最终构建出来的安全生理学学科体系具有一个完整的面貌

先见性原则

任何一个科学理论被证实过程的第一步都是从大胆设想开始的+在研究过程也要具备一定的远见性"对于就目前科学技

术来说无法进行交叉研究的内容不能轻易删减"要科学预估未来的学科发展水平"评估科学发展到何种地步便可实现

此部分的交叉"并进行详细阐述和大胆设想"这将可能给未来学科突破提供重要的思想启迪和依据

4/安全生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安全生理学的研究"要全面顾及人的安全性及生理双重因素"具有典型的跨领域研究的性质+安全生

理学研究方法应以观察法)数学统计法等为理论依据"从社会学)行为学)历史学等角度入手"在海量数据

的基础上"对人类安全生理特性的一般规律进行总结和归纳"并最终对在特定环境条件)生理周期内)生理

波动下的不安全生理状态)不安全生理因素等进行全面的分析"为安全生理学的实际应用给予初步的理论

指导+基于安全生理学的研究进路及原则"综合安全科学与安全生理学的学科特色"基于方法论的高度归

纳并提炼出 "种安全生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法)定量研究法)逻辑思维法)系统科学法!表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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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安全生理学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名称 具体内容及过程

定性研究法

定性研究是指在逻辑思维层面对所研究对象的性质及表观特征等因素进行简单观察及感性分析处理"最终得到无统计

性质的一般性结论的科学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行为和动机"以及可能带来的影响等+其中包括文献研究法)观察法)历

史方法)经验总结法)描述性研究法)个案研究法等

定量研究法

定量研究法就是量化分析与研究方法"而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有数字的存在"因此需要大量数学)统计学的方法以及

-]--)UDBQD[等数据处理软件的参与才能得以实现+在安全生理学研究过程中"对于人体的各项生理指标特征都需量

化分析才能得出实用性的结论"而与安全相关的各项评价指标也都是以量化评价的方式来进行"因此量化研究方法是

安全生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特别是在实验法的开展过程中"量化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工具性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其中

包括数学方法)实验法)统计法)模拟法等研究方法

逻辑思维法
逻辑思维方法是人们通过逻辑思维活动为了实现特定思维目的所凭借的途径)手段或办法"也就是逻辑思维过程中所

运用的工具和手段+其中包括比较法)推理法)假设法)分类法)筛选思维法)演绎法等研究方法

系统科学法

在安全生理学研究领域"系统科学方法是指用系统)整体性的眼光去评价)分析问题"既要在整体的层面把握安全生理

的基本规律"又要对各个部分进行逐个分析及探索"并且找出各个子系统之间的联系方式和联系方法"最终建立起各个

部分之间的体系关联图%如将群体看作一个系统"则单个个体就是一个子系统#而将个体看作一个系统"单独的组织器

官就是一个子系统#而将组织器官看作一个系统"那么内膜)肌肉)神经)血管等组成部分就成立相对独立的子系统

图 %'安全生理学方法论的研究程式

5/安全生理学方法论的研究程式

在安全生理学的研究过程中"无论采取何

种研究方法)出于何种研究目的)研究对象是

谁"研究一般都必须遵循着一定的程序和规

律+安全生理学方法论不是各种方法的简单罗

列"而是在安全生理学原理及相关内容的基础

上形成的系统化)条理化的方法论体系+基于

安全心理学的研究进路)原则与程式"建立安

全心理学方法论的研究程式"如图 %所示+

分析该研究程式的内涵"具体的解析

如下%

%$安全生理学的研究是以人为研究主体"所有的研究都是围绕着人的生理特性)遗传性状)生理规

律)遗传基因)所处环境等因素展开+而人所呈现出的生理表象特征如感觉)知觉)反应速度)兴奋度等"以

及导致这些表象特征的深层原因及规律如中枢神经结构)组织器官结构)身体构造)骨骼肌肉发育状况)基

因)智力水平等都有着极大的差异"而正是这些差异性才使得安全生理学的研究具有意义和实用性价值"

而安全生理学研究的开展也都是基于这些不同类型的差异+

#$安全生理学的研究主要分为 9个步骤进行"而每个步骤之间都存在互相影响及反馈的作用%

!%$分析环境因素"分析研究主体;人所处的环境"其中一般包括%环境中的光照)声音)温度)湿度)空

气成分)粉尘密度及组成结构等物理)化学因素#以及环境中的微生物)细菌)植物)动物等生物学因素#环

境中存在的机械设备)生活用品)基础设施等物态因素#环境所处的位置)气候)海拔)地质构造等地理学因

素#环境所在区域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文化等形而上学因素等+

!#$确定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基本都为人"而又可以细分为个体及群体两个类别%以个体为研究对象"

通常是内部安全生理本质性规律研究#以群体为研究对象"通常是安全生理统计学分类研究+

!!$搜集生理信息%一般包括疲劳度)反应速度)观察力等一般表象特征"以及血压)体温)脉搏等一般

生理学表象特征"以及神经兴奋度)组织机构运行状况等内在性特征+

!"$分析安全状态%分析研究主体的安全状态"主要是运用安全评价方法对个体及群体的安全进行有

9:



第 !期 游波"等%方法论层面的安全生理学

效)合理的评价+

!2$结合之前的分析成果"在人的生理状态)生理规律)遗传性状)遗传基因等层面开展研究+

!9$最终得出预期的成果并实现安全目标+

综合以上观点及研究成果"得出了安全生理学研究的范式体系"如图 #所示+

图 #'安全生理学研究的范式体系

>/安全生理学方法论的多维结构体系

安全生理学研究属于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研究"而安全生理学方法论不是具体的研究方法简单拼

凑"而是一个系统)完善)具有方法指导意义的体系结构"基于安全生理学学科特点)研究内容及安全科学

图 !'安全生理学方法论的多维结构体系

的方法论体系"笔者构建了安全

生理学方法论的多维结构体系+

如图 !所示+

%$技术维度%即安全生理学

研究过程中所用到安全科学以

及生物学方法)手段"依据其研

究着眼点的不同分为了表象维)

生理维)神经维)性状维)基因维

"种不同类型的技术维度"不同

技术维度中有着自己独特的研

究方法与研究侧重点+

#$数量维度%安全生理学研

究的主体一般包括个体及群体 #

个部分"个体基本比较明确"而

群体的概念较为广泛"不仅可泛

指几十上百人的群体"又可指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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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等区域"以及国家洲际等范围较广的区域+这些都可以作为安全生理学的研究主体部分+

!$理论维度%安全生理学的理论不仅有表象的统计学规律)深层次的生理本质性规律"还有哲学层面

的理论及工程实践内容+

"$时间维度%作为安全生理学的研究主体的人"其形态从胚胎)婴儿)儿童)青年)壮年到老年"其生理

特质有着很大的区别"针对其所处发育阶段不同的研究也是安全生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2$环境维度%安全生理学研究的范式体系表明"安全生理学研究的第一步一般为研究人所处的环境

特征+而环境按照其对人所构成的威胁可以分为安全环境)一般环境)恶劣环境及极端环境四种+

6/结论

%$安全生理学方法论是哲学的高度提炼并总结安全生理学的研究方法"基于哲学)生理学与安全科

学方法论等理论基础"以安全生理学研究为主体对象"旨在阐明安全生理学的研究原则)进路与途径等"构

建多维度)综合性的安全生理学学科框架体系+

#$基于方法论的理论"根据安全生理学的研究思路"可将安全生理学的具体研究进路划分为安全生

理历史研究路径)安全生理理论研究路径与安全生理实证研究路径#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可将安全生理

学的具体研究进路划分为 :条不同的研究路径+归纳了 9条安全生理学研究原则"提炼安全生理学的 " 种

主要研究方法+

!$安全生理学方法论的研究程式与结构体系表明"安全生理学的研究进路)原则与程式之间并非没

有关系的"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并综合形成整体化)逻辑化的方法论体系"对安全生理学相关研

究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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