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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健康新知丛书》

前言

珍惜生命、关注安全，已成为全球的共识，已成为新时代的呼唤。安全生产作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安
全保障是人民生活质量的体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安全生产状况
呈总体稳定并趋于好转的发展态势，但由于安全生产基础薄弱，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不高，同时受生产
力发展水平和从业人员素质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这将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
续、健康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国民经济
持续快速发展，推动了工业现代化的进程，如何有效地预防和控制安全生产风险，从被动预防事故向
控制源头、往本质安全化方面转变，把职业安全健康工作作为以人为本、珍惜生命、保护大众的安全
健康工作来抓，这是安全生产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24年我们组织有关人员编写了《安全健康新知丛
书》，四年来这套丛书得到广大读者的厚爱，受到了社会的好评。但随着安全生产的深入发展，新理
论、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的不断涌现，安全健康知识也越来越需要进一步发展。面对如此新形势
，我们感到有必要对《安全健康新知丛书》进行修订，以适应安全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本次修订
，一是内容上进行了适当调整，二是对部分不足的内容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三是增加了安全管理
、安全技术方面的新成果。力求本丛书中的内容更为先进与实用。该丛书理论联系实际，突出实用性
和可操作性，内容深入浅出，文字通俗易懂，是政府安全监管人员，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安全技术人
员和企业员工，以及安全工程专业大学生，掌握和提高安全管理及安全文化知识水平，深入了解和掌
握安全健康知识，促进和提升安全生产工作能力的必备专业书籍。徐德蜀29年1月第一版序人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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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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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安全的交融，构成了安全文化的体系。
本系列丛书，就是安全健康新的知识体系的文化丛书。《安全健康新知丛书》共分十册，即《安全科
学与工程导论》、《现代安全管理》、《现代救援与保障技术》、《安全文化通论》、《安全工程师
与注册安全工程师》、《安全危机管理与防范》、《安全经济学》、《风险分析与安全评价》、《安
全健康法律法规》、《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的理论与实践》。应化学工业出版社的邀请，为安全生
产、安全管理、安全教育、安全科研、安全减灾、职业健康、安全社区建设、应急救援、安全中介服
务、安全文化产业、风险与保险等领域的同仁和朋友，编写这套安全健康新知丛书，自然是一件艰巨
而又光荣的任务。艰巨在于要传播保护人民安全健康的新知识，引导大众以科学的理性和正确的方法
去预防各种意外的灾害和事故，保护和珍爱人的生命，责任之重大；光荣在于能将这套安全健康新知
丛书奉献给安全减灾界的同行，作为一份安全文化的快餐以飨诸君，使更多的人应用安全健康新知、
分享安全科技的恩惠，为保护最广大人民的安全、健康奔小康传播安全文化，为实现惠及12亿人的全
面小康献力。感谢化学工业出版社的领导、主编及编辑，对这套丛书选题的决策投入和付出的辛劳，
表明他们对人民安全健康的关爱，对大众安全文化新知的青睐。安全健康新知不仅是安全减灾相关人
员需要不断吸收的科技文化补品，也是广大人民保护生命、预防生活生产活动中风险和灾难的指南，
是应急自救、互救逃生的实用手册。只要大家崇尚科学，不断学习，不停实践，认真吸收，锐意创新
，我国的安全文化事业就会更加繁荣。安全文化、社区文化、减灾文化、企业安全文化、大众安全文
化等方面的新知，将会使全国人民生活得更加安全、健康、舒适与长寿。徐德蜀罗云金磊24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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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员工安全行为管理(第2版)》系统地论述了员工安全行为的规律，理论知识和管理方法，以提高控制
和驾驭员工安全行为的能力。《员工安全行为管理(第2版)》共1章，主要内容包括人的安全行为模式
及特点、影响人行为的因素分析、人的事故心理分析、人为失误分析与控制、人的安全素质分析、员
工行为激励与管理、员工安全心理测评方法技术、安全行为管理的应用、现场员工安全行为管理等。
《员工安全行为管理(第2版)》可供企业的安全管理人员和政府各级安全监管人阅读，也可供安全工程
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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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识经验、言语指导、实践活动的任务以及兴趣爱好等因素的影响。首先是知识和经验
的影响。知识和经验对知觉对象的理解，是以过去已有知识经验为前提的。例如，我们知觉高温中暑
病状，就受生理常识和中暑临床症状的影响。第二是言语指导的影响。言语能够指导思考的方向，指
示知觉的内容。例如在安全教育中，常用谈话、讲解、座谈、报告等方式进行安全生产的言语指导。
第三是实践活动任务的影响。在有明确的实践任务的情况下，知觉一般都服从于当前的活动任务，人
们会根据任务的要求，从背景中选择出所要知觉的对象，并对它加以理解，这样他们对对象的知觉就
比较深刻和清晰。例如在防暑降温工作中，需要采取隔热措施，通过实践应用，知觉并理解到水隔热
是一种简便易行，效果较好的方法。第四是兴趣爱好等影响。人在知觉中所采取的态度，对知觉的理
解有很大的影响。一般来说，当知觉的对象符合自己的兴趣爱好时，则会抱有积极主动的态度，从而
就能加深对对象的理解并能获得清晰的完整的知觉。（2）知觉的恒常性。是指当知觉的条件在一定
范围内改变时，知觉的映像仍然保持相对不变。知觉的恒常性主要表现在知觉对象在大小、形状、明
度和颜色等物理属性方面。大小恒常性是指同一物体在视网膜上所形成的视像的大小。它总是随着物
体距离的远近而变。但是，由于知识和经验的参与，人仍然对不同距离的物体的知觉保持稳定的大小
。这种不因距离改变而变化的知觉特性称之为大小恒常性。形状恒常性是当从不同角度观察某一物体
时，尽管该物体在视网膜上形成的映像随视角的改变而改变，但人们对它的知觉仍保持着相对不变。
明度恒常性是指照明环境改变但明度知觉仍保持相对稳定不变的知觉特性。例如一支粉笔，无论把它
置于明亮处还是黑暗处，人们都会把它知觉为白色的粉笔。明度恒常性的形成，一般有两个原因，一
是人们对物体本身特性的熟悉程度；二是物体对光刺激的反射率。颜色恒常性是指在不同情境下对熟
识的物体颜色保持相对稳定不变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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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员工安全行为管理(第2版)》编辑推荐：观念影响意识，意识强化责任，责任规范行为，行为表现素
质，素质决定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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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单位培训买的书，很好
2、书的质量还可以，总体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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