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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优可靠性设计:基础与应用》详细介绍了系统可靠性设计和可靠性最优化的理论与方法。
使用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文字技巧，描述了如何在单元可靠性的限制下，实现最大的系统可靠性。
作者在书中提供了不同实际背景下，实现系统可靠性最优化的案例。
这些案例综合兼顾了可靠性最大和成本最低两方面的要求。
《最优可靠性设计:基础与应用》首先回顾了可靠性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之后讨论了一系列的最优
化模型。
作者在这些最优化模型过程中，使用的最优化工具涉及启发式方法、离散最优化、非线性规划、混合
整数规划、最优化分配、集成启发式算法等扽。
这些模型和方法都来源于工程实践中，如微电子集成制造、软件可靠性以及核电站维修。
《最优可靠性设计:基础与应用》包含了大量数值案例和超过180个课后作业，这些案例和作业有助于
具有实际经验可靠性工程师迅速提高其可靠性设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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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和机器共同组成一个系统。
从众多的系统发生故障的报告中，人们发现有很大比例的事故起因是“人为错误”或“人员可靠性”
。
因此，最近人们开始致力于开发预测人员可靠性的技术。
目前的焦点集中在努力研究一种能够适用于实际的人机系统的学术方法。
例如，在美国海军的资助下，已经研发出一个产品生命周期技术用于预测与评估人机可靠度。
美国海军已经把发展人因可靠度的最优分配、预测和评估性技术作为研究内容。
对可能的人为错误应持谨慎态度，也应尽量避免将所有责任都压在操作员身上。
在现实中，人机系统发生的错误往往源于相当特定的条件组合，所以要特别引起对整个系统这种特定
条件组合的关注。
要解决在系统性能方面的人为错误，还需要对员工进行培训，使他们掌握并可以积极运用相关理论及
方法去达到程序的开发目标。
即使在军事或航空系统这些硬件可靠度十分高的领域，仍然可以经常检测到由于人为错误所导致的较
低的系统有效度。
1.3.3 软件由软件和硬件构成的系统可能会由于软件不能执行外部指令而失败。
在一个不达标的环境中使用软件可能会导致故障。
软件故障被定义为偏离了预期的原结论或输出了不符合要求的运行程序。
换言之，程序运行偏离了预期一定是因为有故障发生，而故障可能是由于一个软件失效或别的原因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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