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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5_A8_E5_B7_A5_E7_c62_645310.htm 事故致因理论的范畴

，包括从简单的单因素理论到不断增多的复杂因素的系统理

论。 1919年格林伍德和1926年纽伯尔德，都曾认为事故在人

群中并非随机地分布，某些人比其他人更易发生事故。因此

，就用某种方法将有事故倾向的工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这

种理论的缺点是过分夸大了人的性格特点在事故中的作用，

而且不能解释何以在同等危险暴露情况下，人们受伤害的概

率并非都不相等。 1939年，法默和凯姆伯斯又重复提出：一

个有事故倾向的人具有较高的事故率，而与工作任务、生活

环境和经历等无关。 1951年，阿布斯和克利克的研究指出，

个别人的事故率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对具有事故倾向的个

性类型的量度界限难于测定。广泛的批评使这一单因素（具

有事故倾向的素质论）理论被排出事故致因理论的地位

。1971年邵合赛克尔仅主张将这一观点提供给工种考选的参

考，他只着意于多发事故，而丝毫无意涉及人的个性参数。 

第二个单因素理论被称为心理动力理论，它来源于弗罗伊德

的个性动力理论，认为受伤害工人的刺激心是事故的原因。

这种理论是荒谬的，它也无法证实某个特定的动机会引起某

个特定的事故。这里之所以提示一下这个观点，是因为它与

事故倾向论者相反，不认为个别人的品德缺陷是固有的和稳

定的，而认为无意识的动机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将此理论推

论为，一个人可能属于具有事故倾向组，通过教育或培训可

以降低其事故率，而不必从工作中将他们排除。 1957年科尔



做出了社会环境模型，这是把个人和工作环境两因素认作是

导致事故倾向的“目标灵活性机警”理论。即一个人自己设

置的一个可达到的合理目标，并具有选择、判断、决定等灵

活性，而工作中机警会避免事故。它的基本观点是，一个有

益的工作环境能增进安全。 科尔认为，工人的来自社会和环

境的压力会分散注意力而导致事故。这些“压力”包括；工

作变更、换了领班，婚姻，死亡、生育、分离、疾病，噪声

、照明不良、高温和过冷以及时间紧迫、上下催促等等。科

尔既没有说明每一个因素与事故发生有何种关系，也没有给

“机警”下一个定义，这种理论只不过能对事故原因增进理

解而已。 海因里希的多米诺骨牌模型是阐明伤害五因素的事

件链的。 这个模型强烈地表现出：伤害总是事故的结果（多

米诺模型定义为事故），事故（意外事件）总是一种不安全

行动或一种机械危害的结果，不安全行动和机械危害又是人

为失误的结果，等等。这些绝对比的说明，对于事故致因的

全面理解显然过于简单化了。 后来又出现了几种对此模型的

修正，以便于让安全管理人员使用。此模型的吸引力在于它

的假设，即只要移去一块牌，就等于砍断事故链，着眼于中

间的牌（不安全行动或机械危险），因为这个理论对于每块

牌都给出相等的致因能力，对此并无理论上的证明。 1980年

海因里希，拜特森又提出了模型的修正，但也都只是罗列一

些导致不安全行动或危险的因素，而未确定因素间的关系。 

伤亡事故五因素的多米诺模型的主要用途有利于事故调查过

程中查明因果关系，也可用于加强安全管理。 以上均列为单

因素或少因素事故致因理论。流行病学方法属于多重因素致

因理论。更为完善的系统方法，应当说明人与生产任务间的



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中的心理逻辑过程，并应辨识事故将要

发生时的状态特性。把安全工程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