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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创新广东 方法先行

摘    要：

关键词：

鉴于目前国内TRIZ理论的知识比较零散，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TRIZ理论体系的全貌，

阐述了TRIZ理论的发展脉络，另从TRIZ各工具间的逻辑关系和TRIZ的主要术语两个角度

来对目前国内的各种TRIZ理论体系进行分类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对TRIZ理论体系研究内

容的现状进行分析，最后总结出TRIZ理论体系建设的发展趋势和建议。

TRIZ；综述；理论体系；矛盾；理想解

TR I Z理论诞生60多年以来，国

内外专家学者们已经对其逐步进行消

化吸收、触类旁通，从而在阿奇舒勒

（Altshuller）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也获

得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成果。经过众

多国家和企业的实践验证，TRIZ已经

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推动国

家科技进步的理论方法之一。

尽管我国引进TRIZ相对比较晚，

TRIZ在国内的发展也仅是近几年的事

情，但随着TRIZ理论在我国的推广工

作越来越广泛及深入，“TRIZ可大幅

提升创新思维能力，帮助我们多快好

省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的这一理

念越发深入人心。尽管整体上TRIZ的

理论体系已经逐步趋向成熟，但目前

国内有关TR I Z理论的知识还参差不

齐，就近几十年来国内市面上呈现出

来的有关TRIZ的书籍、研究论文、报

告等研究成果来看，有关TRIZ理论体

系的介绍还并不是很全面，且TRIZ的

理论体系涉及到的内容很多，因此，

人们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全面系统地了

解TRIZ理论的整个体系。

为了让人们更快更好地了解TRIZ

理论的全貌，本文先阐述了TRIZ理论

的发展脉络，并对TRIZ理论体系及其

研究内容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最后提

出了发展趋势和建议。

1 TRIZ理论的发展脉络
通过对国内近几十年来有关TRIZ

的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发现国内对TRIZ

在国内外发展脉络的描述主要有以下

两个版本：1）经典TRIZ和现代TRIZ版

本；2）S曲线4阶段系列版本[1-5]。为

便于更清晰地表示出TRIZ理论体系的

整个发展过程，本文将这两个版本进

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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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整合，如表1所示。

另由表1可看出，1986年为TRIZ

理论发展的分水岭。在这年，因身体

缘故，阿奇舒勒无法再继续TRIZ的研

究，后续的TRIZ研究都由其他专家完

成。随着1991年前苏联解体，许多优

秀的TRIZ专家移居欧美，TRIZ理论开

始面向世界，在此期间它的现代化逐

步显现。因此，将1986年之前的TRIZ

理论称为是经典TRIZ，此部分主要是

由阿奇舒勒一个人来完成。1986年之

后的称为现代TRIZ。

2 TRIZ的理论体系
2.1  TRIZ理论的结构体系
因TRIZ理论包含的内容很多，为

了更清晰地表达TRIZ，各国研究者提

出了不同的结构体系。通过分析相关

资料发现，目前国内总结的各种TRIZ

理论体系主要从以下两种角度：1）按

各工具间的逻辑关系；2）按其包含的

主要术语来进行归纳建构体系。

2.1.1依据各工具间逻辑关系来表述的

体系

有关各工具间逻辑关系的体系，

通过资料分析，由王传友编著的

《TRIZ新编创新40法及技术矛盾与物

理矛盾》[6]附录中的TRIZ系统体系（如

图1）是目前较为完整的框架体系。

尽管该体系没能把创新的思维方法、

功能分析和资源分析等也归纳进来，

但其体现了可以应用进化法则和最终

理想解得到解决方案的这一观点。目

前，市面上其他的TRIZ体系逻辑框架

基本都大致类似，可视为该体系的简

化或局部重组。

从图1可看出，TRIZ理论提供的工

具繁多，且已将各工具对应到了不同的

矛盾问题类型下，逻辑关系比较明确。

但实际上，TRIZ理论提供的众多工具间

存在着大量的重叠交叉现象，还没能集

成一个完善精简的整体系统，因而在实

践中还是会有工具选择的困扰。考虑到

这点，一些学者已将TRIZ理论中各工具

的优缺点及其适应的问题都作了分析，

列出一个TRIZ理论工具特性的比较表

格，且按照问题原因是否明确及问题解

决方向是否已知来将问题进行分类，

从而针对不同的问题类别给出合适的

TRIZ理论工具[7-9]。

2.1.2 依据主要术语来表述的体系

TRIZ理论的内容广泛，因此，会

涉及到许多术语。除了上述表达方式

外，还有一种将众多术语进行分门别

类的方式。目前该方式的常见体系有

两种。第一种将TRIZ理论体系内容总

结为9大主要方面：1）8大技术系统进

化法则；2）IFR最终理想解；3）40

个发明原理；4）39个通用工程参数

和阿奇舒勒矛盾矩阵；5）物理矛盾和

分离原理；6）物-场模型分析；7）

76个标准解法；8）ARIZ发明问题解

决算法；9）科学原理效应库[10]。第二

种是由赵敏等编著的《TRIZ入门及实

践》[5]等众多TRIZ教材中共同沿用的一

个经典“屋状”理论体系。

目前，国内有关TRIZ的研究在介

绍TRIZ理论内容时，大多包含了第一

种常见体系中的9大内容或其中的若

干内容。实际上TRIZ理论还有如资源

分析、功能分析、因果分析等其他的

一些内容，但目前市面上鲜有相关的

总阶段 S曲线阶段 关键发现与发展

经典TRIZ理论
（1946～1986年）

1946～1956年
（诞生期）

1946年，形成了TRIZ的原始思想基础；
1946年，定义出发明的水平等级；⋯⋯

1956～1986年
（发展期）

1956年，提出“理想度”概念；发表第一篇有关TRIZ的论文；
1959年，阿奇舒勒正式提出ARIZ；
1961年，阿奇舒勒首次出版书籍《如何学会发明》，他批判了用错误尝试法进行发明，明确提出了TRIZ；
1968年，在格鲁吉亚的津塔里召开了一个关于发明方法的研讨会，这是针对TRIZ的第一个研讨会；
1969年，阿奇舒勒提出专利评价体系，还出版了《发明大全》，提供了《40个创新原则》——
               这是一套解决发明问题的完整法则，从而奠定了TRIZ的地位；
1966年～1970年间，阿奇舒勒相继提出了39个工程参数和矛盾矩阵、分离原理、效应原理；
1977年，提出物-场分析和效应知识库；
1979年，阿奇舒勒发表了《创造是一门精密的科学》，论述了物-场分析模型和76个标准解，提
               出4个分离原理；
1980年，第一个TRIZ软件问世。在前苏联的皮德罗扎沃茨克（Petrozavodsk）召开了第一次TRIZ
               专家会议；
1985年，创立76个标准解ARIZ-85。
1986年，阿奇舒勒提出了《ARIZ发明问题解决算法》，使TRIZ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现代TRIZ理论
（1986年至今）

1986-1991年
（成熟期）

1989年，在皮德罗扎沃茨克建立了国际TRIZ协会；这一年还成立了俄罗斯TRIZ协会；
1991年，美国发表了第一篇TRIZ论文。

1991年以后
（TRIZ在欧美）

1993年，TRIZ理论正式进入美国；
1995年，完成增强型ARIZ；
⋯⋯

表1 TRIZ理论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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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Z资料来介绍它们，大多是一带而

过，没能详细描述如何去应用。其中

涉及该部分内容的有由济南大学的高

常青编著的《TRIZ——发明问题解决

理论》[11]等。尽管在国内很少有人将

这些内容整合在TR I Z理论的骨干流

上，但在利用TR I Z理论来解决问题

的过程中它们可以起到明显的辅助作

用。因此，就现状而言，人们很难在

短期内掌握TRIZ理论的全貌，进而灵

活运用之。

2.2 TRIZ理论体系的主要研究内容
因经典TR I Z理论是在前苏联时

期总结归纳出来的，部分内容已不再

与当今的经济发展需求相契合，因此

还需要我们逐步完善。但不管如何发

展，都始终围绕着最初始的三个最基

本的理论基础[5]：

（1）在解决发明问题的实践中，

人们遇到的各种矛盾以及相应的解决

方案总是重复出现。

（2）用来彻底而不是折中解决技

术矛盾的创新原理与方法，其数量并不

多，一般科技人员都可以学习、掌握。

（3）解决本领域技术问题的最有

效的原理和方法，往往来自其他领域

的科学知识。

目前发现的经典TRIZ理论自身的

缺陷主要有以下几点：

（1）阿奇舒勒提出的经典TRIZ理

论，主要用于工程领域，很少涉及到非

工程领域中的问题如管理矛盾问题等。

（2）一直以来，虽然经典TRIZ理

论主要用于工程领域，但其自身还并

没有包含21世纪新兴的一些领域如生

物科技、电子信息等。另外，其现有

的通用工程参数和发明原理已不能很

好地描述新的技术因素，如安全、噪

声、环境等。

针对上述问题，当前国内外对

TRIZ理论的研究也做了大量的努力：

（1）从中国知网可得知，以TRIZ

为主题的有关管理类等其他非工程领

域的研究已有不少。其中，台湾 TRIZ 

学者叶继豪先生通过整合研发管理、

生产管理等各种管理的理论经验，将

39个通用工程参数转换成具有创新管

理内涵的39个管理通用参数，用于解

决管理创新问题[12]。另外，一些学者

还提出了管理创新体系的框架[13]，研

究了管理创新解的理想化水平评定方

法[14]等。

（2）为顺应当今世界经济发展

的需求，2000年至2003年间，美国对

TRIZ理论、方法与工具  进行了重要的

革新与发展，如将通用工程参数由原

有的39个新增到了48个、将创新原理

增到了77条等，也就在2003年，美国

公开了48×48矛盾矩阵表，此表的对

角线位置已被填充，从而物理矛盾也

可通过查找矩阵表来找到对应的发明

原理[6]。还有一些学者提出要进一步完

善解决技术冲突的标准参数、解决原

理和冲突矩阵，以实现更复杂产品的

创新设计等。其中，北京理工大学的

刘龙考虑到经典TRIZ中工程参数和发

明原理比较多，会造成后续的选择困

难费时等问题，针对机械领域做了初

步尝试，从该领域提炼出常用的25个

工程参数和20个发明原理，并指出若

也可在其他领域对其进行精简，在一

定程度上可提高创新的效率[15]。

理论探索

TRIZ

解决技术系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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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Z发明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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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TRIZ理论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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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解

除了上述问题外，最终理想解部

分大多处于介绍理想度的概念、确定

理想解的步骤、提高理想化水平的一

个大致的方向等阶段[16]，但理想度的

定量计算问题还没能找到好的方法来

解决。发明问题解决算法（ARIZ）解

决问题的步骤至少有6～9个步骤，很

冗长，让人难以掌握。另外，在得到

通解后如何准确快速地找到最优方案

等技术问题方面还处于空白期。

3 结语
通过对TR I Z理论体系的深入分

析，未来的TRIZ体系将主要呈现出如

下发展趋势： 

1 .出现针对管理矛盾的发明原

理、矛盾矩阵等相应的工具。另外，

围绕非工程领域会有一系列理论方法

被总结归纳出来。

2. 在不久的将来，TRIZ理论必将

会被慢慢吸收细化到各个领域，转化为

各界工程师们容易接受并可很快被运用

的方法理论。因TRIZ理论是从众多各领

域的专利中提取出的一般规律，因此，

为了能更好地将其应用于实践中，它必

定要有针对性、有各领域的特色。其

中北京理工大学的刘龙[15]已经在这方

面作了初步的探索。

3.技术系统的进化法则这一工具

会得到广泛应用，如进行技术、需

求、产品成熟度预测等。

4.TRIZ理论非经典体系内容如资源

分析、功能分析等会得到快速发展。

5.通过将TRIZ与DFSS、QFD等其

他理论进行集成，未来的TRIZ理论体

系将会融合进许多其他理论的思想及

原理方法。集成后的体系模型将可能

会在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等整个

过程中发挥创新效应。

总之，我们的TR I Z之路任重道

远。我们可以借鉴前苏联的经验，从

中小学时代就开始培养国民的创新意

识和能力。另外，国外最新TRIZ理论

体系研究成果也需要被更多引入，以

便人们更深入地研究TRIZ理论。

        （作者单位：广东工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