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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产品设计指南》共分为3篇16章，其中：第1篇介绍了现代产品设计基础，包括现代设计和开发
的特点、应遵循的原则、创造力和创新思维、现代产品设计和开发的原理、方法和技术；第2篇阐述
了产品设计的主要过程，包括方案设计、结构设计、总体设计和施工设计；第3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
产品设计和开发的质量控制，包括设计的策划、输入、评审、验证、输出、确认以及设计更改的控制
。《现代产品设计指南》内容广泛、深入浅出、案例丰富、图文并茂，同时具有技术与管理、技术与
经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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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5可靠性技术 4.5.1可靠性 可靠性是产品是指产品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条件下，
完成规定功能的能力。也可以这样来表述，即产品在规定的条件下保持完成规定功能的时间。它是一
种表征产品的耐久性、无故障性、维修性等特征的质量指标。常用的可靠性指标有：可靠度、失效率
、可靠寿命、首次故障平均时间（MTTF）、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以及平均寿命、维修度、有
效度等。 可靠性是一种时间质量指标。一般产品的性能、功能参数只要产品完成就可以考核，即在出
厂检验中可以进行评定，因而称为t=0（使用前）的质量。而可靠性是指用时间来衡量的产品保持功能
的能力，对其评定要等用户使用后，或者模拟使用后才能进行，故称其为t>0的质量。 可靠性是一项
包括技术和管理的综合技术，因而它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但其主要内容是解决不可靠的问题。为了
使产品不出故障或少出故障，就要研究如何预测故障、预防故障和消除故障。可靠性的技术基础相当
广，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定性技术和定量技术。定性方法是以固有技术和故障经验为主，根据产品长
期使用的效率和积累的许多失效、故障处理经验，指导新设计采取故障预防的对策，以提高产品的可
靠性。这是从质的方面提高产品可靠性的根本途径。定量方法是在积累了大量可靠性数据的基础上，
应用可靠性数学（含概率论、数理统计）方法，可以定量地确定产品可靠性。 4.5.2可靠性的指标 确定
可靠性指标是可靠性工作的第一步，一般应在产品规划设计阶段就确定下来，以便研究相应的投资计
划和配置生产资源。可靠性指标可以是定量或定性的。定量指标又可分为耐久性、无故障性、维修性
和综合评定等几类。耐久性指标不是笼统地指寿命长，而是指在规定的使用时间内能否充分发挥其功
能的可能性。 采用何种指标要根据具体产品的简、繁程度和使用目的而定。一般对于可修理的复杂系
统、机器设备，常用可靠寿命、MTBF、MTTF、使用寿命、维修度、有效度和经济指标等。而对于不
能或不需要修理的产品，主要是耗损件、零件、材料等，常用失效率、可靠度、可靠寿命、失效时间
分布特性等指标。对于一次性使用的产品（如子弹等），常用成功率、失效率、可靠度等指标来评价
。 可靠性指标还可分为顾客指标、技术指标、改良指标等。以上所述均为顾客指标。但在设计、制造
中都分解为改良指标，即分解为允许某个零件发生工作的次数，或者允许某种故障模式发生故障的次
数。 可靠性指标是产品竞争的重要手段。这也是我国产品与国外先进产品的重大差距之所在。目前在
我国，除少数行业（如军工、电子）外，大多数行业和企业都没有建立产品可靠性的数据库，也没有
在可靠性的基础工作上投入，因而在设计时尚提不出确切的可靠性指标，产品必然缺乏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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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产品设计指南》适于广大设计工作者工作时全流程参考使用，并可用作设计类专业研究生教材
，且对大专院校产品设计类专业师生颇具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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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没有什么新鲜东西，不推荐
2、这本书写的很具体，是我看到的一本很不错的书籍，很值得推荐，书作者的水平很高，内容充实
而且容易理解，是一本很好的工具书。
3、在书店翻了翻，有挺多图的，看着蛮方便~
4、本书所讲授的关于提高产品设计能力的众多原理与创新思维方法，适用于产品设计与升级的同时
，最重要的是能启发人的横向思维能力。该书对促进企业研发与管理变革、产品质量提升均有积极的
指导作用，非常适合产品研发升级、质量管理，尤其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零部件的功能与
质量提升。对于从事学术研究和产品设计制造的人员来说，本书非常值得一读。
5、这本书很专业、很实用，作者功底很深，而且时效性很强，值得推荐。
6、书还是那本书，和新华书店的书质量差太远了，纸的质量颜色都不好，买亏了
7、这本书很不错，又第二次买了！
8、在我近20年的产品创新与设计方法（PIDM）的工作与咨询实践中，我常常告诉人们：“产品设计
”与“产品质量”就犹如一个人的两条腿一样，二者缺一不可，否则这个人就成了一个瘸子，对于一
个“人”是这样而“产品”也仍然是这样；由此可见设计与质量之间的关系不同寻常，彼此协同。然
而在我看了《现代产品设计指南》一书后，我更觉得该书不但详尽的阐述了现代产品设计的基础和其
主要过程... 阅读更多
9、质量很好的，物有所值。
10、努力学习中，很不错的一本书。
11、这是一本很好专业产品设计的书
12、书的质量还可以，是正版的。书的内容目钱还没看完，所以评论保留，等看完了，再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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