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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ＤＥＭＡＴＥＬ -ＩＳＭ 的地下金属矿山人机系统
事故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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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地下金属矿山人机系统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基于人、机、环境、管理和信息 5 类事故致因,充分考虑各个因
素之间的交互作用,确定地下金属矿山人机系统安全的 15 个重要影响因素,结合决策实验室分析法和解释结构模型
对影响因素进行处理和分析,实现影响因素的层次划分。 结果表明：人机系统中,人员各方面的知识更新慢和认知缺
陷是根本原因；安全文化薄弱和非功能性交互是深层次原因；不确定性、信息交互受阻和系统结构脆性属于过渡致因；
人为失误、人机约束失效、重复或遗漏控制、物质交互受阻、能量交互受阻和应变能力差是事故的近邻致因；机械物理
部件失效和无事故事件通报对金属矿山人机系统安全性的影响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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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factors affecting accidents of man-machine system
in underground metal mine based on DEMATE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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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现代工业中,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人机交互面

成为事故多发面,因此,把人和机器作为一个整体,在设
计时充分考虑人的状态,以提高作业的效率、安全性、舒
适度等特性,这样的系统称为人机系统。 事故具有动态
性和复杂性,我国地下金属矿山人机属于复杂的闭环系
统,对事故的研究就是找出事故致因,通过技术、管理等
手段防范于未然,减少事故的发生。 在矿山人机系统
中,各个层次结构组成元素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会涌现
出特有的结构,从而引发新的功能,因此矿山人机系统万方数据



因素组成的事故系统不仅需要研究基本的人、机、环 3
大因素,还需要研究特殊的层次结构和复杂的组元交
互。 通过对复杂矿山人机系统结构分析,以及对矿山事
故原理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安全人机事故影响因素。
在以往的矿山安全研究中,主要以研究机械的本质

安全为主,缺乏对整个矿山人机系统的分析计算,然而
系统中的各个因素都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地下金
属矿山事故频发是人为原因、还是机械设备的原因往往
无法进行单一的解答,而是需要用安全系统的思维分析
矿山事故的诱发因素,克服分析的片面性,进而提出切
实可行的对策措施

[1] 。
决策实验室分析法（ＤＥＭＡＴＥＬ）与解释结构模型

（ＩＳＭ）可以将复杂的矿山人机系统变成一个多级递阶
的系统模型,将矿山中模糊的思想、现状等转化为直观
的、结构关系良好的模型,得以分析矿山人机系统构成
因素间相互联系的程度。 因此,采用此方法可以研究影
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地下金属矿山人机系统

事故的影响程度,构建影响因素多级递阶结构模型,揭
示各个因素的中心度和节点度,明确其中的原因因素和
结果因素,实现对地下金属矿山人机系统的影响因素的
层次划分

[2] 。

1 地下金属矿山事故影响因素的提取

在地下金属矿山人机安全分析中,矿山系统的 3 大
事故致因分别为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和环

境扰动,3 种致因在约束失效时就可能引发安全事
故

[3] 。 陈宝智研究的两类危险源理论,考虑到约束失效
后意外释放的能量而引发事故,主要注重物的不安全状
态,即机械性能衰退问题,能量的载体破裂[4] ；田水承在
此基础上,补充了第三类危险源管理因素,对系统分析
边界进行扩充,认为信息缺乏在事故中也占重要地位,
管理也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5] ；Ｎａｎｃｙ Ｌｅｖｉｓｏｈｎ 运用系统
思维构筑安全系统,从客观的角度提出一种基于事故模
型的危害分析方法—系统理论事故流程分析（ＳＴＡＭＰ）,
主要考虑了设计失误、部件间交互作用事故和复杂的感
知决策失误以及社会、组织和管理等因素,并面向事故
全过程进行因素识别,注重分析潜在的控制缺陷及由此
导致的危险行为。 现在通用安全管理中,广泛应用的有
人、机、环、信息、管理 5 大事故致因。 地下金属矿山人
机系统是一种开放、非线性的系统,与外界有着物质、能
量和信息的交互,在外界环境一定时,系统的结构能够
决定系统功能,矿山的结构状态与矿山人机系统相关,
因此地下金属矿山的安全性就是在所有系统影响因素

相互协同下的整体涌现性。 综合分析,机械部件失效、
人机交互紊乱、环境扰动、适应性衰退和信息缺失均构
成了矿山人机系统安全事故,不仅包括人、机、环、信息、
管理等基本要素,还包括其因素交互面产生的新影响因
素,基于这些原理和方法将影响因素细化为 15 个地下
金属矿山人机系统事故致因因素

[6 -12] ,如图 1所示。

图 1 地下金属矿山人机系统安全事故致因因素
Fig.1 Underground metal mine man-machine system safety accident causes factors

  1）机械物理部件失效：矿山接卸构件、软件等的各
种失效,如：矿山掘进机老化、装药台车故障等。
2）人为失误导致：主要指矿山操作人员未按规程进

行的错误操作,但应排除在特定环境下违规操作可以有
效避免事故发生的情况,如：疲劳工作、上岗操作不熟
练等。

3）安全文化薄弱：主要指矿山人机安全文化氛围不
浓厚,安全意识差,安全教育不够深入到位等。
4）人机约束失效：指物理部件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失效（硬约束）,如：矿山两铲运机相撞；也指矿山安全监
督关系缺乏（软约束）,如：缺乏对员工安全行为的监管。
5）非功能性交互：指可预期的交互作用外的非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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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作用,一般指超过了矿山机械设备设计者的预期,
导致事故的发生,一般指本质安全薄弱。
6）重复或遗漏控制：矿山系统控制结构复杂,重叠

区域的多次控制或者边缘区域的遗漏控制,如：人机交
互界面,人和机方面都没有进行控制,或人和机 2 方面
都进行了控制。
7）物质交互受阻：指物质无法正常交互,如：矿山设

备无正常油料供应。
8）能量交互受阻：指能量无法正常应用,如：矿山设

备无动力输出、装药机无法正常装药、掘进机无法掘进,
属于设备本身出现的故障。
9）信息交互受阻：指急需的信息无法得到及时提

供,如：矿山事故发生时,无法将信息传送到达相关人
员等。
10）系统结构脆性：指地下矿山人机系统与生俱来

的容易崩溃的性质,与人机系统所受的内外界的干扰和
冲击强度有关,是系统的本质属性。
11）知识更新慢：指矿山员工安全认知能力提高缓

慢,新的安全知识无法及时被接受；随着矿山新技术的
引进,其安全控制手段没有被及时更新、采纳。
12）应变能力差：指矿山员工及安全管理人员在突

发状况下,不能采取及时有效的纠正措施,不能根据实
际环境修正规则制度所确定的行为。
13）认知缺陷：矿山员工、安全监督管理人员不能及

时发现系统的安全隐患,对矿山事故机理缺乏准确的认
知,即安全技术管理水平弱。
14）不确定性：因矿山信息缺乏,进而导致各种难以

做出正确决策的情况。
15）无事故事件通报：一个人机子系统发生事故后,

对另一子系统不通报,或者对事故通报视而不见。

2 集成 DEMATEL-ISM方法
2.1 方法和模型介绍

基于前文对地下金属矿山人机系统辨析的 15 个事
故影响因素,提出集成 ＤＥＭＡＴＥＬ 与 ＩＳＭ 方法,划分系
统层次结构,以此来降低 ＩＳＭ方法中计算可达矩阵的复
杂度、减少可达矩阵的计算量,使得可达矩阵的计算过
程简化,更易于分析矿山人机系统事故的影响因
素

[13 -16] ,具体步骤如图 2所示。
2.2 DEMATEL-ISM方法步骤

地下金属矿山人机系统集成 ＤＥＭＡＴＥＬ -ＩＳＭ 方
法,分析事故因素相互影响关系的基本步骤如下：
1）确定矿山人机环系统安全事故致因因素 a1 ,a2 ,

…,an , ai ∈ A（i ＝1,2,…,n） ,其中 n为人机环系统事
故因素的数目,A 是矿山人机环系统事故因素的总
集合。

图 2 集成 DEMATEL-ISM划分矿山人机结构
Fig.2 Integrated DEMATEL-ISM division

of mine man-machine structure

2）产生矿山人机环系统初始直接影响矩阵,根据矿
山专家及现场技术人员 k（k ＝1,2,…,m） 的经验,获得
因素间的直接影响矩阵 Bk（Bk ＝[βkij] n×n） ,βkij 表示第 k
位专家给出的事故因素 ai对 aj的直接影响程度,m为参
与评价的专家数量。 由于各个地下金属矿山人机环系
统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不一定相同,一般情况下,
也就是 aij ≠ aji ,当 i ＝ j 时,取 aij ＝0 ；设 B（B ＝
[Bij] n×n） 为初始直接影响矩阵,有：

βij ＝1m∑
m

k＝1
βkij（k ＝1,2,…,m） （1）

式（1）是采用取平均的方法对多位矿山专家的评价
结果进行集结,从而使获得的初始直接矩阵得以消除专
家的个体知识差异。 取平均求得初始直接影响矩阵
如下：

B ＝

0 β12 … β1n
β21 0 … β2n
… … … …
βn1 βn2 … 0

＝（βij） n×n （2）

式中：βij为事故因素 ai对 aj的平均直接影响强度。
3）对地下金属矿山人机环系统直接影响矩阵规范

化,得到新的矩阵 C（C ＝[cij] n×n） ,即为规范化直接影
响矩阵：

C ＝ 1
ｍａｘ
1≤i≤n∑

n

j ＝1βij
B （3）

式中：每一行相加得到和的最大值为ｍａｘ
1≤i≤n∑

n

j ＝1βij,

规范化处理的结果为 0 ≤ cij ≤1 。
4）计算综合影响矩阵 T（T ＝[ ti j] n×n）。综合影响矩

阵表示对矿山人机环系统各因素间的直接影响和间接

影响进行综合累加,以确定每个因素相对于人机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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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最高水平因素对系统的最终影响：

T ＝C1 +C2 +… +Cn ＝∑
n

i ＝1C
i （4）

0 ＜cij ＜1 ,因此,当 n→∞时, Cn-1 →0 ,可采用下
式进行近似计算：

T ＝C（1 -C） -1 （5）
5）计算各事故因素的影响 fi 和被影响度 ei 。 基于

式（4）综合影响矩阵 T,将元素每行的数值相加得到因
素影响度 fi ,影响度 fi 表示元素 c 对除自身外,所有元
素的综合影响度,其中包含直接的和间接的影响,如式
（6）所示；基于综合影响矩阵 T,将元素每列的数值相加
得到因素被影响度 ei ,被影响度 ei 表示元素 i 除自身
外,所有元素的综合影响度,如式（7）所示。

fi ＝∑
n

j＝1
tij（ i ＝1,2,…,n） （6）

ei ＝∑
n

i＝1
tij（ j ＝1,2,…,n） （7）

6）计算中心度Mi和原因度Ni 。 影响度 fi和被影响
度 ei 相加得到元素 i的中心度,影响度 fi 和被影响度 ei
相减得到元素 i原因度。

Mi ＝fi +ei（ i ＝1,2,…,n） （8）
Ni ＝fi -ei（ i ＝1,2,…,n） （9）

7）绘制原因结果图,以中心度为横坐标,原因度为
纵坐标绘制,标出各事故因素在笛卡儿坐标系上的位
置,就可以在图上分析地下金属矿山人机环系统安全事
故因素的重要度和属性。
8）计算整体影响 H（H ＝[hij] n×n）

H ＝I +T （10）
式中： I为单位矩阵。
9）为得到标准化的可达矩阵,需要对整体影响矩阵

中的元素进行处理,给定阈值λ,计算可达矩阵 K（K ＝
[kij] n×n） ：

kij ＝1,if hij ≥λ（ i,j,2,…,n） （11）
kij ＝0,if hij ＜λ（ i,j,2,…,n） （12）

λ的取值直接影响可达矩阵构成及后续的矿山层
次结构划分,在经验的基础上,对取值参数进行优化。
10）对可达矩阵 K进行级间划分,即将不同事故因

素划分到不同层次,其中可达集合、前因集合、最高级要
素集等主要名词的概念表述如下：
①可达集合：表示在可达矩阵K的第 i行中,将所有

元素为 1的列对应的要素所组成的集合,定义为事故因
素 ai 的可达集合,用 Ri 表示。
②前因集合：表示在可达矩阵K第 i列中,将所有元

素为 1的行所对应的要素组成的集合,定义为事故因素
ai 的前因集合,用 Si 表示。
③最高级要素集：若 Ri ＝Ri∩Si,（ i ＝1,2,…,n） ,

则 Ri 为最高级要素。 由此定义可知,当 Ri 为最高级要
素集时, ai 影响的要素（构成 ai 的可达集合）完全包含
在影响 ai的要素（构成 ai的前因集合）中,这说明,Ri中
的要素均能在 Si中找到 ai的前因,也即其他因素可以到
达因素αi ,而因素αi 则不能到达其他因素,因此因素 ai
是位于高层级的因素。
④可达集合和前因集合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Ri ＝ aj aj ∈ A,kij ≠0 （ j ＝1,2,…,n） （13）
Si ＝ ai ai ∈ A,kij ≠0 （ i ＝1,2,…,n） （14）
11）验证公式 Ri ＝Ri∩ Si,（ i ＝1,2,…,n） 是否成

立。 若成立,则因素 ai 为最高层因素,这是在矩阵 K中
划出第 i行和第 i列。
12）重复 10）和 11）,直到划出所有因素。
13）根据事故因素被划出的顺序,绘制因素递阶层

次图。 从矿山网络的视角,将事故因素当成网络节点；
因素间的关联关系视为网络的边；针对可达矩阵 K ,将
事故因素αi 第 i行中元素为 1的列,所对应的事故因素
间的连接视为节点 ai的出边,表示因素 ai对其他因素的
影响；事故 ai第 i列中元素为1的行,所对应的事故因素
间的连接视为节点 ai的入边,表示因素 ai受其他因素的
影响。
但随着事故因素的增多,级间划分工作量增大,操

作和使用复杂性增加,于是采用因素驱动力和依赖性来
进行层级划分

[17] 。 将可达矩阵 C中行元素之和定义为
元素驱动力 Qi ,表示影响度,可达矩阵 K中的列元素之
和定义为元素依赖 Yi ,表示元素被影响度：

Qi ＝∑
n

j＝1
kij（ j ＝1,2,…,n） （15）

Yi ＝∑
n

i＝1
kij（ i ＝1,2,…,n） （16）

计算 Qi 与 Yi 的数值后,可以将可达矩阵 K按照各
行的因素驱动力大小,将因素按“从小到大、从上到下”
的原则进行排序,再将列因素也按行因素的排列原则进
行排序,从而得到重排序的可达矩阵K′,在 K′中将驱动
力相同的因素作为同一个递阶结构层级因素,获得因素
的递阶层次结构。

3 实例分析

为了对某地下金属矿山的人机系统的安全状况进

行分析,采用预先事故分析法,使用设计好的调查问卷
表,对该矿的矿长、安全管理人员、安全技术人员、一线
矿工进行问卷调查,按较强、强、一般、弱、无 5 个等级分
别赋值 4、3、2、1、0来进行相互影响关系评判,得到 4 个
初始直接影响矩阵,通过对 4位专家所给的铅锌矿直接
影响矩阵进行平均求和,消除个体的数据差异,得到矩
阵 B,即最终的初始直接影响矩阵,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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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初始直接影响矩阵 B
Table 1 Initial direct impact matrix B

B α1 α2 α3 α4 α5 α6 α7 α8 α9 α10 α11 α12 α13 α14 α15

α1 0 GG.00 1   .50 0   .75 1   .75 1 &&.25 1 ]].00 1   .25 0   .75 2   .00 1 <<.00 1 ss.00 1   .50 1   .00 0   .75 1 zz.00

α2 1 GG.25 0   .00 1   .00 1   .25 1 &&.00 1 ]].50 1   .25 1   .75 1   .50 1 <<.50 0 ss.75 1   .25 1   .25 1   .00 1 zz.00

α3 1 GG.50 3   .25 0   .00 2   .50 2 &&.00 1 ]].75 3   .00 2   .25 1   .75 2 <<.75 1 ss.75 3   .00 2   .25 2   .75 2 zz.50

α4 3 GG.00 1   .25 1   .25 0   .00 3 &&.25 2 ]].25 1   .50 1   .00 2   .50 3 <<.00 1 ss.75 1   .75 1   .00 1   .50 1 zz.75

α5 1 GG.25 1   .25 0   .50 3   .75 0 &&.00 2 ]].75 2   .75 2   .25 2   .00 2 <<.00 2 ss.50 1   .00 1   .25 3   .00 1 zz.75

α6 2 GG.75 1   .25 0   .75 2   .00 2 &&.00 0 ]].00 2   .00 1   .75 2   .50 1 <<.00 1 ss.75 1   .25 1   .75 2   .75 0 zz.75

α7 0 GG.75 1   .50 2   .00 0   .50 1 &&.25 2 ]].00 0   .00 3   .25 3   .25 2 <<.25 1 ss.00 2   .00 1   .25 1   .75 0 zz.00

α8 1 GG.00 2   .25 0   .50 0   .75 1 &&.00 1 ]].50 2   .00 0   .00 1   .00 0 <<.25 0 ss.25 1   .50 1   .25 1   .00 1 zz.50

α9 0 GG.25 2   .00 2   .00 1   .50 2 &&.00 2 ]].75 1   .25 1   .50 0   .00 1 <<.75 1 ss.75 3   .25 2   .50 2   .50 0 zz.00

α10 1 GG.75 2   .25 3   .25 1   .50 1 &&.00 2 ]].25 2   .00 2   .75 1   .75 0 <<.00 3 ss.25 2   .00 1   .25 2   .50 1 zz.50

α11 1 GG.50 2   .00 3   .75 2   .00 2 &&.50 2 ]].25 1   .75 1   .25 1   .00 3 <<.25 0 ss.00 2   .25 1   .00 2   .75 0 zz.75

α12 0 GG.75 2   .25 1   .00 1   .75 2 &&.00 2 ]].50 1   .00 1   .50 1   .00 2 <<.00 1 ss.00 0   .00 2   .75 3   .00 0 zz.00

α13 2 GG.50 3   .50 2   .00 2   .75 3 &&.00 3 ]].00 1   .25 2   .25 2   .00 2 <<.25 2 ss.00 3   .00 0   .00 2   .25 1 zz.00

α14 2 GG.75 2   .25 2   .50 2   .50 2 &&.25 2 ]].00 1   .50 2   .75 2   .25 2 <<.25 1 ss.75 2   .00 2   .50 0   .00 2 zz.00

α15 1 GG.00 1   .00 1   .75 1   .00 1 &&.75 2 ]].00 0   .00 0   .00 2   .50 0 <<.00 0 ss.00 2   .00 1   .50 1   .50 0 zz.00

  根据集成 ＤＥＭＡＴＥＬ -ＩＳＭ 方法,在表 1 直接影响
矩阵 B中 ,行和的最大值33.00,进而根据3）步,求得规
范化直接影响矩阵 C；应用 4）步,计算得到综合影响矩
阵 T；再根据 5）和 6）步,计算得出影响度、被影响度、中

心度、原因度、中心度排序,推出各因素属性,计算结果
如表 2所示,原因结果图如图 3所示。
根据 9）步,取 λ＝0.23,求得可达矩阵如表 3

所示。

表 2 地下金属矿山人机环系统的 DEMATEL方法计算结果
Table 2 DEMATEL method of manhole ring system for underground metal mine

事故因素 影响度 被影响度 中心度 原因度 中心度排序 因素属性

α1 机械物理部件故障 1 33.664 2 qq.311 3   .975 -0   .647 14  结果因素

α2 人为失误 1 33.766 2 qq.849 4   .615 -1   .083 12  结果因素

α3 安全文化薄弱 3 33.331 2 qq.347 5   .678 0   .984 3  原因因素

α4 人机约束失效 2 33.732 2 qq.579 5   .311 0   .153 8  原因因素

α5 非功能性交互 2 33.810 2 qq.678 5   .488 0   .132 6  原因因素

α6 重复或遗漏控制 2 33.507 3 qq.027 5   .534 -0   .520 5  结果因素

α7 物质交互受阻 2 33.404 2 qq.367 4   .771 0   .037 11  原因因素

α8 能量交互受阻 1 33.584 2 qq.637 4   .220 -1   .053 13  结果因素

α9 信息交互受阻 2 33.667 2 qq.765 5   .432 -0   .098 7  结果因素

α10 系统结构脆性 2 33.988 2 qq.616 5   .604 0   .372 4  原因因素

α11 知识更新慢 2 33.979 2 qq.097 5   .076 0   .882 10  原因因素

α12 应变能力差 2 33.446 2 qq.830 5   .276 -0   .384 9  结果因素

α13 认知缺陷 3 33.455 2 qq.376 5   .831 1   .079 2  原因因素

α14 不确定性 3 33.186 2 qq.993 6   .179 0   .193 1  原因因素

α15 无事故事件通报 1 33.702 1 qq.749 3   .451 -0   .047 15  结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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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λ＝0.23时所得的可达矩阵
Table 3 the reach of the matrix when λ＝0.23

K α1 α2 α3 α4 α5 α6 α7 α8 α9 α10 α11 α12 α13 α14 α15

α1 1  0  0  0 *0 b0  0  0 �0 @0 x0  0  0 ?0 V0  
α2 0  1  0  0 *0 b0  0  0 �0 @0 x0  0  0 ?0 V0  
α3 0  1  1  0 *0 b1  1  1 �0 @0 x0  1  0 ?1 V0  
α4 0  0  0  1 *0 b0  0  0 �0 @0 x0  0  0 ?0 V0  
α5 0  0  0  1 *1 b1  0  0 �0 @0 x0  0  0 ?1 V0  
α6 0  0  0  0 *0 b1  0  0 �0 @0 x0  0  0 ?0 V0  
α7 0  0  0  0 *0 b0  1  0 �0 @0 x0  0  0 ?0 V0  
α8 0  0  0  0 *0 b0  0  1 �0 @0 x0  0  0 ?0 V0  
α9 0  0  0  0 *0 b1  0  0 �1 @0 x0  1  0 ?0 V0  
α10 0  0  0  0 *0 b1  0  0 �0 @1 x0  0  0 ?0 V0  
α11 0  0  1  0 *0 b1  0  0 �0 @1 x1  0  0 ?1 V0  
α12 0  0  0  0 *0 b0  0  0 �0 @0 x0  1  0 ?0 V0  
α13 0  1  0  1 *1 b1  0  1 �1 @1 x0  1  1 ?1 V0  
α14 0  1  0  0 *0 b1  0  1 �1 @0 x0  0  0 ?1 V0  
α15 0  0  0  0 *0 b0  0  0 �0 @0 x0  0  0 ?0 V1  

图 3 地下金属矿山人机系统安全事故因素区域
Fig.3 Underground metal mine man-machine system

safety accident factor area map

  根据 11）步,计算可得依次分出的层次为：
K1 ＝｛ α1 , α2 , α4 , α6 , α7 , α8 ,α12 , α15 ｝ ； K2 ＝

｛ α9 , α10 ｝ ； K3 ＝ α14 ； K4 ＝ α3,α5 ； K5 ＝
α11,α13 。 根据所划分出的因素层次,可绘制图4所示

的事故因素递阶层次结构。

4 结论

地下金属矿山人机系统是矿山安全中的重要一环,
科学辨识事故影响因素,分析影响程度,并采用ＤＥＭＥＴ-

图 4 地下金属矿山人机系统事故安全影响因素模型
Fig.4 Model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accident safety
of man-machine systems in underground metal mines

AL-ＩＳＭ方法对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对地下
金属矿山事故的影响程度进行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根据地下金属矿山人机系统事故影响因素是否

对其他因素造成影响,可以将其分为原因因素和结果因
素,在实际生产中对原因因素进行关注和改进能够更加
快速有效地改善人机系统的安全性。
2）通过对地下金属矿山人机系统事故影响因素的

分析,发现影响因素呈现多级递阶状分布,其中人员的
知识更新慢和认知缺陷是最本质的原因,而且通常很容
易被忽视；此外,安全文化薄弱和非功能性交互也是比
较深层次的原因；人为失误、人机约束失效、重复或遗漏
控制、物质交互受阻、能量交互受阻和应变能力差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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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的近邻致因；机械物理部件失效和无事故事件通报对
金属矿山人机系统安全性的影响相对较弱。
3）认知缺陷、安全文化薄弱、非功能性交互、不确定

性、系统结构脆性、重复或遗漏控制等因素是 ＤＥＭＡＴＥＬ
方法确定的关键节点,但是关键节点的分布在因素递阶
层次结构图每一层都有,这说明在该矿山人机系统中,
事故的控制不能只抓近邻致因,只关注一个层级的因
素,而应综合考虑对处于地下金属矿山中各个层级的关
键因素进行有针对性的重点控制,防止因管理片面出现
地下金属矿山人机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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