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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设计》

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教材:可靠性设计》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可靠性—时间关系、失效率—时间关系、载荷—强度
干涉关系、系统可靠性与零件可靠性之间的关系等可靠性基本理论与观点的新认识与新发展。在零件
可靠性方面，从一般的数学意义上解释载荷—强度干涉概念与模型，拓展了传统模型的应用范围；在
系统可靠性方面，采用系统工程思想方法，讲述直接在系统层进行可靠性分析、建模的方法，突破了
“从零件到系统”的传统可靠性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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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5章 系统可靠性直接建模方法 近年来，系统工程的思想、方法在许多领域都得到
了发展与应用。对于可靠性问题，直接根据各零部件的载荷（应力）分布和强度分布，应用“系统层
载荷一强度干涉分析”技术，既可以简捷地建立系统可靠性精确模型，又可以避免在建模过程中做“
零部件失效相互独立”这种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假设，显示出了“整体比部分之和更简单”的要旨。 5.1
系统层可靠性分析与建模方法 根据零件行为与性能分析系统行为与性能，是现代科学分析方法的常规
模式。体现在系统可靠性分析中，其典型的做法是，首先借助载荷一强度干涉模型计算零件可靠度，
或通过可靠性试验确定零件可靠度，然后在“系统中各零件失效相互独立”的假设条件下，根据系统
的逻辑结构（串联、并联、表决等）由零件可靠度计算系统可靠度。然而，由于机械系统中各零部件
的失效具有明显的统计相关性，零件独立失效假设往往会导致很大的误差。 现代科学方法论强调以系
统的观点分析、解决问题。下面将会看到，在系统层面上直接进行系统行为与性能分析，能够更直接
、更简便地建立系统可靠性模型。这样，就不再是根据零件可靠度计算系统可靠度，因而也就不需要
做“零件失效相互独立”假设。进一步，还会看到系统可靠度不是简单地由零件可靠度决定的，根据
零件可靠度计算系统可靠度的思想方法只是出于简单的逻辑判断，这样的逻辑在确定性框架下或许是
正确的，但在概率框架下存在明显缺陷。 5.1.1零件之间的失效相关性 对于工程实际中的绝大多数系统
，组成系统的各零件多处于同一随机载荷环境下，它们的失效一般不是相互独立的。或者说，系统中
各零件的失效存在统计相关性。这种失效相关性的存在会明显削弱冗余系统的安全作用，也使得一般
系统的可靠性模型变得更为复杂。因此，相关失效问题是系统可靠性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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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教材:可靠性设计》可作为高校学校机械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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