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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矿冶系统工程——五品联动模式实践与探索》从矿冶工程的矛盾和问题分析入手，深刻揭示了矿冶
工程本质内涵，系统剖析了矿冶工程整体性、复杂性、动态性、流程性等显著特征，并从工程哲学视
野，分析传统矿冶工程管理中存在的不足，以系统工程理论为指导，对矿冶工程管理进行了系统的研
究和思考，从管理理念、理论基础、理论构建、建模方法、评价工具、品位成本联动优化方法等几方
面详细阐述了“五品联动”模式，并精选了典型实践案例，力求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客观详实地将
“五品联动”矿冶工程管理模式展现给广大读者。《矿冶系统工程：“五品联动”模式实践与探索》
提供了解决贫铁矿开发问题的工程思维新视角，构建了一套适合贫铁矿资源特点的系统创新模式，对
于指导矿冶工程管理实践，解决贫铁矿资源开发中的矛盾和问题，推动铁矿资源绿色高效开发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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