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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自《环境风险评价实用技术和方法》2000年6月正式出版以来，短短的8年中，我国的环
境风险评价事业有了长足的进展，受到普遍的关注。2004年12月国家环保总局正式颁布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CHJ／T 169-2004），要求所有工程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书都应包含“环境风险评价”章节。尤其是2005年11月我国吉林化工厂爆炸造
成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引起了国家高层领导的关注。原国家环保总局接连下发关于加强环
境风险检查、管理防范与后评估的通知，更引起各级环保机构、工程设计院所与环评单
位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在此期间，发现了该环境风险评价导则的不足之处，也对执行导
则中的一些重大和关键问题，例如*可信事故及其源项、半致死与伤害浓度阈值及其防范
措施、大气环境风险评价的模式与计算量、环境风险水平的估算与评价等，进行了较广
泛与较深人的研讨。在此基础上，国家环境保护部有关司、局与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组织
有关专家编写了新一版《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2005年，中国工程院把环境毒理与
风险评价技术定位为二级学科。
  为了反映这8年来，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环境风险评价技术与方法的进展，提供广大环
评工作者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风险评价章节以可参照的实例，推动我国环境风险
评价技术学科的成长，我们除了对《环境风险评价实用技术和方法》一书作了修改和补
充外，还在各章增加了较多可作参考或类比的案例并作了点评，编写成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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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环境风险评价总论
  第2章 可靠性工程
  2.1 概论
  2.1.1 环境风险评价中的可靠性工程的任务
  可靠性工程是系统工程的重要分支，它的任务是定性与定量的分析、控制、评估和改
善系统或设备在设计、生产和使用的各个阶段的可靠性，并在设计中达到可靠性与经济
陛综合平衡。它是近20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而兴起的一门综合性应用学科。众
所周知，系统的可靠性是指系统投入使用后，维持无故障丁作的能力。当一个系统制造
完毕后，它的可靠性究竟如何呢?凭工程技术人员的主观经验，可以给出一个初步的估计
，但是，它不能作为系统质量可靠性评价或验收的标准。尤其是复杂系统，专家们的主
观审定已愈来愈多地受到限制，因此，可靠性T程的任务也就是保证系统在设计、制造
、试验和运行的整个过程达到用户所要求的可靠性。
  环境风险评价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识别系统可能发生的一切事故序列的频率，在概率风
险评价（PRA）中统称为第一级任务。系统的可靠性分析与事故序列分析，从系统的设
计运行资料、部件失效的统计数据、实验资料、规程等技术资料定性与定量地取得各类
系统的故障频率，为计算系统的风险提供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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