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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元器件是组成航天型号产品的&ldquo;细胞&rdquo;，是支撑航天型号发展的重要基石，
每一发导弹、每一枚火箭、每一颗卫星、每一艘飞船都是由成千上万个元器件组成的。元器件的性能
、质量与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航天型号产品的性能、质量与可靠性。加之，要求高、用量小、
责任大的特性，航天元器件已经成为世界各航天大国共同关注的焦点和重点发展的领域。　　元器件
标准化作为元器件发展的重要技术基础工作，对于保证和提高航天装备质量和性能，促进航天技术进
步，提升航天创新与发展能力、航天科技工业技术基础能力和核心竞争力都有着重要作用。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欧洲空间局和日本宇宙开发事业团等国外航天机构都高度关注元器件标准化对航天发展
的影响，根据航天需求，分别形成了各自结构层次清晰、相对独立、用户主导的宇航元器件标准体系
。　　2008年，科技部、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局等上级机关以国家实施&ldquo;核高基&rdquo;重大专
项为契机，将中国宇航元器件标准体系建设作为其重要项目予以立项，旨在建立适用于我国航天工程
的宇航元器件标准体系，并以此为抓手，不断提升我国宇航元器件的技术水平和应用水平。经过三年
来的不懈努力，宇航元器件标准体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技术突破，实现了项目&ldquo;十一
五&rdquo;预期目标，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　　为了总结固化&ldquo;十一五&rdquo;项目研制的成果
，并为&ldquo;十二五&rdquo;工作的深入开展奠定基础，航天标准化与产品保证研究院组织编撰了《
宇航元器件标准体系建设研究文集》。希望这本文集能够成为我国宇航元器件标准化工作领域的重要
参考书，为从事元器件管理、研制、生产、使用和标准化等方面工作的人员提供借鉴和指导，更希望
它能够为今后我国宇航元器件的发展提供支撑，促进宇航元器件整体水平的快速提升。　　在此，衷
心感谢多年来从事宇航元器件管理、研制、生产和使用的领导和广大科技人员，感谢有关专家为此付
出的辛勤劳动，感谢所有参研单位和人员的艰苦付出。　　袁洁　　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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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宇航元器件标准体系建设研究文集，ISBN：9787515901732，作者：李锋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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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使用的国产元器件，主要是元件、半导体分立器件、中小规模集成电路（其中一些芯片、材料靠
进口）。固有可靠性水平低，无宇航级产品，供应厂点60%～70%是地方小厂，设备条件差，技术水
平和管理水平较低，产品一致性、稳定性、可靠性差。使用方不得不采取下厂监造、验收、加强到货
后复验、筛选、增作DPA等一系列措施来保证装机元器件质量。　　据航天科技集团2001年至2005年
统计：监制剔除率约为3%～4%；验收的拒收率为6%～7%；DPA不合格率为5%～6%；补充筛选淘汰
约占o.3 %-o.4 0/0。即使经过这样层层把关，仍发生1076例失效，由于元器件本质缺陷造成的失效447
例，占总失效数的41.6 %。其中，进口元器件失效133例，占本质失效的29.8 010。　　元器件选择控制
乏力、使用问题突出。在统计到的1076例失效元器件中，使用不当引起的竟占46%。&ldquo;统一选用
控制&rdquo;虽然作为航天元器件&ldquo;五统一&rdquo;管理的首要环节，但既无归口管理部门，也无
具有指导和控制能力的技术支撑机构。主要凭设计师经验和型号自我控制，缺乏严格的专业的技术评
价和确认程序。集团公司和各院的供应商目录、元器件优选目录和采狗规范是根据各自的经验编制的
，不够统一、规范，更没有一个研究机构负责不断完善。更没有国家层面的、能保证稳定供应的航天
元器件产品体系和相应的标准规范体系，来约束使用方的选择和制造商的供应。加之以&ldquo;新
品&rdquo;（大多是仿制别人淘汰的老品）研制为主的投资政策导向，造成品种、供应厂点分散、重复
，不利于优选、压缩。　　元器件质量和可靠性不高已对航天型号研制、试验和发射、运行造成一定
影响。　　我国工业基础薄弱，元器件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军用和宇航用元器件
差距更大。而且，这个差距比我们航天产业起步时还在拉大。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尚能自力更生
全部使用国产元器件造出第一代导弹、卫星。而我们现在的航天型号中，关键元器件只能依赖进口，
国产元器件也多是仿制品，且其中一些关键芯片和材料也得进口，总体可靠性水平偏低，价格偏高。
近几年，通过实施&ldquo;航天元器件可靠性增长工程&rdquo;，虽国产元器件可靠性水平有较大提高
，由于缺乏长远、全面的策划和严格监管，航天用量又很少，生产单位能否保持稳定供应，实令人担
心；而受制于人的局面也并未改观。　　美国国防部&ldquo;居安思危&rdquo;，不容许其绝对领先地
位受到一点点威胁和挑战。面对COTS技术和加工线的转移，他们一方面加强军事专用元器件、新型
元器件的开发，及相关的基础研究，大搞&ldquo;可信赖集成电路制造&rdquo;、&ldquo;可信赖代工
线&rdquo;；另一方面，又动员、组织高等院校学生和研究生，研究COTS的弱点，&ldquo;研究对付
用COTS装备起来的对手&rdquo;。面对严峻的形势，我们也绝不能&ldquo;居危而安&rdquo;，要下决
心思发展，谋对策。　　发展，首先要统一认识。光辉的顶点是靠深埋在地下的基础支撑的。我们不
仅要看到火箭、卫星、飞船成功带来的巨大效益，更要对航天元器件等基础的重要作用、巨大影响有
深刻的理解和高度的重视，把抓好元器件等基础工作的发展，作为推动和促进航天产业发展的关键。
要下大决心，花大力气，改进管理，培养各方面领军人才，认真运用科学发展观，实现跨越式发展、
持续发展、协调发展。历史上&ldquo;七专&rdquo;元器件是三抓任务牵引，张爱萍的支持与决策
；&ldquo;航天元器件可靠性增长工程&rdquo;是两弹牵引，曹刚川的支持和决策。当前，中国航天元
器件产品体系等基础的发展和建设，要靠新一代航天工程牵引，迫切呼唤高层的理解、支持和决策。
　　发展，要树立大目标。10年解决关键航天元器件的可获得性问题，摆脱依赖进口的局面；并初步
建成能独立掌控的，可稳定供应的关键航天元器件产品体系和核心供应商体系。20年建成比较完备的
航天元器件创新、研发体系，力争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并能在系统集成领域有一定竞争力。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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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元器件是航天型号产品的基础，元器件的性能、质量、可靠性与航天型号任务息息相关。从事元
器件管理、研制、生产、使用的人员，特别是从事元器件标准化工作的人员，可从本文集中有所获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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