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系统工程概述 

·系统的定义：系统是由两个及以上有机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所组成，具有特定功能、结

构和环境的整体。 

·系统的属性：整体性、层次性、环境适应性、目的性、关联性。 

·系统的类型：自然与人造、实体与概念、动态与静态、封闭与开放。 

·系统工程的概念：用定量与定性的系统思想和方法处理大型复杂系统的问题，无论是系统

的设计或组织建立，还是系统的经营管理，都可以统一地堪称是一类工程实践。 

第二章 系统工程方法论 

·系统方法论的定义：分析和解决系统开发、运作及管理实践中的问题所应遵循的工作程序、

逻辑步骤和基本方法。是系统工程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一般方法与总体框架。 

·系统工程方法论-霍尔三维结构：时间维、逻辑维、知识维。 

·霍尔三维结构的特点：强调明确目标、最优化。具有研究方法上的整体性、技术应用上的

综合性、组织管理上的科学性和系统工程工作的问题导向型。 

·系统工程方法论-切克兰德方法论：认识问题-根底定义-建立概念模型-比较及探寻-选择

-设计与实施-评估与反馈。 

·两种方法论比较：霍尔更注重于“硬”的工程系统为研究对象，切克更注重于“软”的社

会经济系统问题的研究；霍尔的核心内容是优化分析，切克的核心内容是比较学习；霍尔更

关注定量分析，切克更强调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系统分析的定义：运用建模及预测、优化、仿真、评价等技术对系统的各有关方面进行定

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为选择最优或最满意的系统方案提供决策以及的分析研究过程。 

·系统分析的要素：问题、目的及目标、方案、模型、评价、决策者。 

·应用系统分析的原则：坚持问题导向、以整体为目标、多方案模型分析和选优、定量分析

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多次反复进行。 

·海水浓缩到含盐量为 10%-20%注入原油中起到防冻的效果；将天然气转化为甲醇，与原油

混合降低熔点，增强流动性。 

·创新分析方法：核检表法（5W1H，何时何地何人对谁为啥咋干）、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

（采用匿名的方式对此征询专家的意见和进行背靠背的交流）、情景分析法、定性研究方法、

数据挖掘方法。 

 

 

 

 

 

 

 

 

 

 

 

 

 

 

 

 



第三章 系统模型与模型化 

·模型：现实系统的替代物，是描述现实世界的一个抽象。 

·模型的特征：是现实世界部分的抽象或模仿；是由那些与分析的问题有关的因素构成；表

明了有关因素间的相互关系。 

·模型化：为描述系统的构成和行为，对实体系统的各种因素进行适当筛选，用一定的方式

表达系统实体的方法，简而言之就是构造模型的过程。 

·模型化的本质：利用模型和原型之间某方面的相似关系，在研究过程中可以用模型来代替

原型，通过对模型的研究得到关于原型的一些信息。 

·模型化的作用：模型本身是人们对客体系统一定程度研究结果的简洁、形式化的表达；模

型提供了脱离具体内容的逻辑演绎和计算的基础，导致对科学规律的发现；利用模型可以进

行“思想”试验。总之其具有经济、方便、快速和可重复的特点，允许人们可以对某些不允

许进行实验的系统进行模拟实验研究。 

·模型化的地位：存在局限性。不能代替对客观系统内容的研究，只有在和客体系统内容研

究向配合时，模型的作用才能充分发挥，模型是客体的抽象，由它得到的结果必须再拿到现

实中检验。 

·模型的分类：概念、符号、形象、类比、仿真。 

 

 

 

 

 

 

 

 

 

 

 

 

 

 

 

 

 

 

 

 

 

 

 

 

 

 

 

 



第四章 系统仿真及系统动力学方法 

·系统仿真的概念：根据系统分析的目的，在分析系统各要素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

建立能描述系统结构或行为过程，且具有一定逻辑关系或数学方程的仿真模型。 

·系统仿真的实质：对系统问题求数值解的计算技术；人为的实验手段，仿真实验不是依据

实践环境，而是作为实际系统映像的系统模型在相应的“人造”环境下进行的；仿真可以比

较真实地描述系统的运行、演变及其发展过程。 

·系统仿真的作用：①仿真的过程也是实验过程，还是系统地收集和积累信息的过程；②对

于难以建立物理、数学模型的对象系统，可通过仿真模型来顺利解决；③可以把复杂系统降

阶成若干个子系统，便于分析；④不仅能启发新的思想或产生新的策略，还能暴露出原系统

中隐藏着的一些问题，以便及时解决。 

·SD的基本原理：四个基本要素-状态或水准、信息、决策或速率、行动或实物流； 

两个基本变量-水准变量 Level、速率变量 Rate；一个基本思想-反馈控制。 

·因果关系图：因果关系时 SD方法的核心与基础。 

·因果箭：连接因果要素的有向线段，始于原因终于结果。+为加强-为削弱。在同一因果链

中，若含有奇数条极性为负的因果箭，则整条因果链为（-）反之（+）。 

·水准方程：L   LEVEL·K=LEVEL*J+DT*（  ·JK-  ·JK） 

·速率方程：R    ·KL=无标准形式 

· 

 

 

 

 

 

 

 

 

 

 

 

 

 

 

 

 

 

 

 

 

 

 

 

 

 

 



第五章 系统评价方法 

·系统评价的概念：系统评价是全面评定系统的价值，是决策的直接以及和基础，与评价主

体、评价对象所处的环境状况密切相关。 

·层次分析法：（判断矩阵、重要度、一次性检验） 

·模糊综合评价：（隶属度矩阵、算子） 

 

 

 

 

 

 

 

 

 

 

 

 

 

 

 

 

 

 

 

 

 

 

 

 

 

 

 

 

 

 

 

 

 

 

 

 

 

 

 



第六章 决策分析方法 

·决策分析的概念：从若干可能的方案中通过决策分析技术，如期望值法或决策树法等，选

择其一的决策过程的定量分析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