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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派切特编著的《产品可靠性维修性及保障性手册》首先讨论了产品效用及其相关函数，阐述了可靠
性的数学理论基础，引入了统计推理概念；然后分别介绍了概率分布的基本类型，阐述了置信区间的
概念，介绍了软件的可靠性、质量和安全性，阐述了一个称为“失效模式、机理及效果分析
（FMMEA）”的新方法，给出了在容错条件下计算可靠性的方法和对可维修产品失效进行建模与分
析的方法。
书中讲述了对可靠性增长、加速试验和持续改进项目的管理，分析了可靠性对后勤保障要求的影响，
介绍了如何对整体产品效能进行评估的方法，并引入了工艺能力概念和统计过程控制技术。

《产品可靠性维修性及保障性手册》面向的读者群体是有兴趣学习可靠性方面知识的专业人员，可靠
性专业的学生以及企业内的可靠性相关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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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因此，在产品的使用环境下，运行可用性和运行准备状态与正常工作时间和停机时间
有关。
以下是相关定义：①系统或产品的运行可用性：在既定条件下，在任意时间点，产品或系统满意运行
的概率。
此处的总时间包括运行时间、维修实施时间、行政管理时间和保障时间。
②系统或产品的运行准备状态：在任意时刻，产品或系统能够满意运行，或者设备在已知状态下（包
括预警时间内）按用户需求运行的可能性。
总日程时间是估计运行准备状态的基础。
运行可用性的子集是内在或固有（Inherent）可用性。
就像设计效能的概念一样，运行可用性试图仅通过维修实施时间和用户要求的产品运行时间来最小化
外部因素带来的影响。
因此，它不包括自由时间。
自由时间是指不需要产品运行的时间以及产品停机时间，这些都是由后勤供给和管理延迟而造成的。
固有可用性是一项内在能力，因此，假设实际运行条件与设计定义的条件相匹配，设计和生产工程师
首先要说明发现的问题。
如果工程师不能解决问题，那么产品运行管理者就要减少行政管理、后勤延迟，或者更有效地利用并
维修产品。
1.3.3可信性大部分产品都处于其运行过程中多种状态的某一种状态，可信性（Dependability）用来衡量
产品处于某种状态的概率。
如果某一产品包括n个可识别零部件，每个零部件都仅具有两种状态（有效和失效），那么产品就可
能处于2“种状态中的某一种。
例如一个产品包含有10个组件，每个组件不是处于工作状态，就是处于不工作状态，那么它就具
有1024种可能的状态。
通常，运行可用性能够用单一的数字量化，但可信性却不行。
然而我们却可以用可信性概念来量化产品效能。
尽管如此，对于简单的例子来说，我们仍可以对其可信性进行量化表示。
例如对于某一简单产品，定义其1024种状态的某一子集为有效状态，如果产品的运行状态属于此子集
，那么我们认为产品是可信的。
当然，产品要输出可接受的结果，并不一定需要处于所有的有效状态，此时就需要考虑产品的能力，
我们将在后续内容讨论它。
从分析法的角度来讲，可信性的概念描述了产品如何从一种状态转变到另一种状态。
例如产品部件的失效，通常会使产品从当前状态转变到能力低下的状态。
如果及时进行维修，那么产品又会回到具备生产力的状态。
如果某部件的失效直接导致产品不能工作，那么在得到维修之前，产品没有任何有效输出。
1.3.4产品能力产品能力（Capability）用来衡量产品完成给定任务的情况。
通常，它是一个依赖于状态的量。
如果产品没有运行，那么它的能力便为零，不过情况不总是这样的。
假如用一辆坦克来保卫领土，有可能坦克不能开火，但如果敌人看到了坦克，却并不知道它处于这种
状态，那么坦克在维修期内就算完成了保卫领土的任务。
另一方面，运行中的产品不一定都能像想象的那样发挥其最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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