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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系统工程引论（第4版）》是高等工科院校自动化、计算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管理科学
与工程专业的专业课程以及理工科各类专业本科与研究生公共课程与通识课程使用的&ldquo;系统工
程&rdquo;教材。
全书包括系统工程学科的对象和任务、系统工程思想与方法、系统工程项目从需求分析、建构、设计
、集成到工程实施与评价的全生命周期之工作方法与步骤、系统的描述与建模、系统的结构模型、系
统的静态分析与优化、系统的动态建模与分析、随机服务系统、网络系统、系统可靠性、决策分析的
概念与决策实用方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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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从事知识系统工程学科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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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19.2一些典型的系统的系统 343 19.2.1交通运输领域 343 19.2.2国防军事领域 343 19.2.3在医疗卫生领
域 344 19.2.4服务业领域 344 19.2.5新型电网：微电网 344 19.2.6危机应对系统 345 19.3系统的系统的几个
典型特性 345 19.3.1涌现 345 19.3.2自主适应性 346 19.3.3演化中的不确定性 346 19.4体系工程（系统的系
统工程） 346 19.5体系工程的目标和内容 347 19.5.1体系的需求： 348 19.5.2顶层设计工程： 348 19.5.3体
系的集成与构建工程： 348 19.5.4体系的演化工程： 349 19.5.5体系的评价工程： 349 19.6体系工程的工
作过程研究 349 19.6.1体系工程的工作过程 349 19.6.2体系的构建方法 350 19.6.3体系的动态编成 350
19.6.4体系的演化 351 19.6.5体系的有效测度 351 19.7系统的系统之超网络模型 352 19.8体系工程的发展
353 参考文献 354 习题与思考题举例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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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6 系统的演化性 一个系统从产生到消亡都有一个演化过程。
系统产生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 （1）由许多要素汇聚和集成而产生。
例如建立一个新的工厂。
 （2）由原有的系统中选择一些要素按照一定结构组成新系统，或者原系统分裂成几个小系统。
例如从一个现有的工厂中分出一部分成立新厂。
 （3）由几个系统集成为一个新的大系统。
例如几个公司组成一个集团公司。
 （4）原来的系统经过改造发生质变，成为新的系统。
例如一台废弃的机器经过再制造成为一台具有新功能的新机器。
 任何一个系统一经产生，就表现出自己的生存能力，这种生存能力反映在下列三个方面： （1）各要
素的生存能力，这是系统生存的基础。
 （2）系统的合理结构，使得各要素与各子系统之间相互支持，取长补短，使得系统整体能够和谐地
工作。
有时候，能力差的要素经过合理的组合，形成好的结构，能够得到更好的功能。
我们后面还会讲到，利用可靠性较差的要素能够组成可靠性较高的系统。
 （3）对环境的适应性，系统如果能够选择或营造适当的环境，并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就能够生存下
去。
 是什么引起系统的演化呢？
这要从系统内外两个方面来探求。
从系统内部来看，各要素之间、各子系统之间以及各层次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包括相互吸引、相
互排斥、相互合作、相互竞争，是引起系统演化的内在动因。
在这类相互影响中，非线性关系起着关键的作用。
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系统演化的外在动因。
环境的变化既能促使一个系统的产生和发展，也可能引起系统的衰退乃至消亡。
 从系统的产生到消亡代表了系统演化的方向。
系统既有向上的、前进的演化，也有向下的、后退的演化。
一般认为前者是演化的主导方向，是从无序到有序、低序到高序。
但是任何系统的寿命总是有限的。
使得系统消亡的原因也是两个方面：内在的是要素或者结构的老化或失效，外在的是环境的破坏因素
。
 系统的演化是和系统的复杂性分不开的，下面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2.7 系统的复杂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文化的进步，出现了大量极其复杂的系统，包括巨型技
术系统、生命系统、生态系统、经济社会系统等，大到巨型计算机、现代的大飞机、飞船系统等大型
技术设备，城市交通系统，互联网这样的基础设施，小到人体甚至人脑系统，都是由大量要素按照极
其复杂的关系连在一起，其中出现的现象有很多都是出乎意料的。
近年来，开始对这类系统予以特别关注，因而提出了研究复杂系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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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系统工程引论(第4版)》各章节可以按照不同的课程要求与学时，灵活组成不同类型的教材结构，以
满足各种类型读者的要求。
这本教材也可作为工程技术与管理人员培训与自学用书。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系统工程引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