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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闫纪红编著的《可靠性与智能维护》系统地介绍了可靠性、维修性及预测性智能维护的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及其工程应用。全书内容有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可靠性工程，包括基础知识、常用分布函数
、可靠性系统、可靠性设计、故障模式影响及危害性分析、故障树分析等；第二部分为智能维护系统
，包括维护管理系统、维修性和可用性、预测性智能维护等；第三部分为相关技术论题，包括有效维
护的备件管理、智能维护集成工具关键技术。
    《可靠性与智能维护》可作为高等院校工业工程、机械工程及自动化等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
教材，也可作为从事可靠性与智能维护研究的科研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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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从时间层面看，按照设备寿命周期的逻辑顺序，TPM着重于设备现场管理，但在设
备前期管理、资产台账管理、备件管理、故障研究和维护模式设计、技术改造管理等方面却显得薄弱
。TPM的推进与OEE的计算有利于找出损失，但却难以从系统的高度分析出原因，找出优先序，指引
企业抓住重点来解决问题。TPM对企业发展有利，但作为维护系统是不完整的，作为维护工艺学的原
理是不恰当的。 4.设备维护管理的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制造业竞争的日趋激烈，对工业维
护管理的需求更加迫切，同时网络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的涌现和发展，
为IMM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加强环境保护，形成适应信息时代的维护集成系统是维护管理发
展的基本要求。IMM具体目标如下：提高设备可靠性，提高维护质量，提高维护率，减少环境污染，
减少能源消耗，减少总成本，减少原材料消耗。 IMM正在朝着网络化、智能化、集成化、个性化、社
会化的方向发展，并注重以下几方面问题。 （1）人的可靠性。作为维修人员，人们长期关注设备功
能的可靠性、可维修性，以提高设备可利用率和效率，但往往忽视对使用设备的人本身可靠性的研究
。要提高设备的可靠性，就要提高人的可靠性，从管理做起。 （2）网络信息技术的引进。随着维护
管理方式的不断变革，对管理现代化的要求日益提高，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引入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
维护管理系统大体上是由设备自动诊断系统、定期诊断或点检信息管理系统和设备维修管理系统这三
部分组成。在设备系统的管理和设备状态的检测，如振动和腐蚀检测、设备故障诊断和分析等方面，
计算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软件表现出越来越高的智能化水准。 （3）维护管理的集成化
。世界维护界越来越重视维护管理的集成化、综合化倾向，即技术的集成、功能目标的集成、过程集
成、社会化集成。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这种集成化维护管理的概念：①维护管理在世界范围内
互相渗透，已失去明显国界，全球化维护成为历史的必然；②维护管理已不再仅限于维修，它实际上
是对生产、质量、安全与环保的综合；③新的维护策略也绝不仅限于组织行为的变更，而应该是意识
和文化的变革。 （4）高新技术的应用。计算机辅助设备管理、计算机网络化的设备检测、远程诊断
、多媒体技术、声发射技术以及集约化诊断系统等先进的维修工艺研究成果明显增加。这充分说明了
高新技术在IMM中的应用日益突出。 （5）维护管理教育。工业维护管理体系从思想、理论、概念的
开发到工艺和技术的推广任务完全落在维护管理教育上。 近几年维护管理的理论发展非常迅速，新兴
的科学技术的应用推广推进了新的维护管理理论、模式的研究与应用。维护管理理论的发展趋势是：
基于网络技术的远程维护、在线维护，基于人工智能的智能维护、专家诊断系统，基于人机工程和行
为科学的人的可靠性与维护管理的研究，综合平衡经济性与可靠性的适应性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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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可靠性与智能维护》注重内容的新颖性，反映预测性智能维护的最新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内容论
述循序渐进，由浅人深，理论联系实际。在论述中结合编者在智能预诊方面的研究实例，帮助读者进
一步理解预测性智能维护的实际应用。《可靠性与智能维护》是可靠性与智能维护方面较为合适的基
础性用书。《可靠性与智能维护》可作为高等院校工业工程、机械工程及自动化等相关专业的研究生
、本科生教材，也可作为从事可靠性与智能维护研究的科研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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