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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是GJ 8 4 5 1 -
F I IJ
1 9 9 0《可靠性维修性术语》口的修订版

语》。本标准与Gm 4 5 1 - 1 9 9 0相比，主要有下列变化：
a ）共收入了2 5 3 条术语，比原标准增加了10 9条；

，修订后更名为

b ）对故障、失效二系统、耐久性、保障性等85条术语的定义作了修改；《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术
c ）删去了可靠性和维修性保证、可靠性和维修性保证大纲、检测、调准、故障定位、故障隔离、
增长试验、鉴定试验、验收试验等30条术语；

d ）增加了有关保障性与综合保障等术语48条；
e ）增加了可靠性及维修性领域内出现的新术语，如：软件维护性、可靠性强化试验、高加速应力
筛选等47条；

●增加了测试性分配、测试性预计、测试性验证和综合诊断等与测试性有关的术语14条；
g )增加了作战适用性、持续性、任务成功性、部署性、环境适应性、装备完好率、任务成功度和
能执行任务率等综合特性和综合参数术语12条；

h ）增加了装备系统、可更换单元、并行工程、健壮设计等基础术语和相美术语17条。
本标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电子信息基础部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总装备部技术基础管理中心、航空工业发展研究中心、装甲兵工程学院、军械工

程学院、空军装备研究院航空装备研究所、装甲兵装备技术研究所、工程兵二所、海军装备研究院舰船
所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宋太亮、张宝珍、丁利平、

曾天翔、

I I

张康宝、孙书鸿、孙惠琴、俞沼。

何成铭、朱小冬、刘益新、王江山、高兴华、



t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有关可靠性

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术语

、维修性和保障性的常用术语及其定义。
本标准适用于军用产品的可靠性、维修性和保障性的有关工作。

定义

2
.
1基本术语

2 .
1

.
1产品

2 . 1 . 1 . 1产品i t e m
一个非限定性的术语，用来泛指元器件、零部件、组件、设备、分系统或系统。

或两者的结合。
2

.
1

.
1

.
2系统sy s t 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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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指硬件、软件

1 ）为执行一项规定功能所需的硬件、软件、器材、设施、人员、资料和服务等的有机组合；
2 ）为执行一项使用功能或为满足某一要求，按功能配置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关联单元的组合。

2 . 1 . 1 . 3分系统s u b s y s t e m
在系统内为执行某一使用功能的一组部件、组件或设备的组合。如电源分系统、姿态控制分系统、

动力分系统等。
2

.
1

.
1

.
4装备系统ma t e r i e l s y s t e m
装备及其保障系统的有机组合。

2 . 1 . 1 . 5可更换单元r e p l a c e a b l e u n i t
可在规定的维修级别上整体拆卸和更换的单元。它可以是设备、组件、部件或零件等。按照更换的

场所，可分为现场可更换单元（l i n e r e p l a c e a b l e u n i t ,L RU）、车间可更换单元( s h o p r e p l a c e a b l e u n i t , S RU)
等。
2 . 1 . 1 . 6可修复产品r e p a i r a b l e i t e m
可通过修复性维修恢复到规定状态并值得修复的产品。否则为不可修复产品。

2
.
1

.
1

,
7限寿产品l i f e l i mi t e d i t e m

具有有限的和可预计的使用寿命的产品，其寿命可根据可靠性、安全性和经济性要求确定。
2

.
1

.
2综合特性

2
.
1

.
2 . 1系统效能s y s t e m e f f e c t i v e n e s s
系统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时间内，满足一组特定任务要求的程度。它与可用性、任务成功性和

固有能力有关。
2

.
1

.
2 . 2作战适用性o pe r a t i o n a l s u i t a b i l i t y
装备系统投入战场使用的满意程度。它与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

输性、环境适应性、文件、人员和训练等因素有关。
2

.
1

.
2 . 3持续性s u s t a i n a b i l i t y
装备保持实现军事目的所必须的作战水平和持续时间的能力。

2 . 1 . 2 . 4战备完好性o pe r a t i o n a l r e a d i n e s s
装备在平时和战时使用条件下，能随时开始执行预定任务的能力。

2
.

1
.
2 . 5任务成功性d e p e n d a b i l i t y

安全性、兼容性、互用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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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在任务开始时处于可用状态的情况下，在规定的任务剖面中的任一（随机）时刻，能够使用且能
完成规定功能的能力。它取决于任务可靠性和任务维修性。原称可信性。
2

.
1

.
2 . 6可用性a v a i l a b i l i t y
产品在任一时刻需要和开始执行任务时，处于可工作或可使用状态的程度。可用性的概率度量称可

用度。
2

.
1

.
2 . 7保障性s u p p o r t a b i l i t y
装备的设计特性和计划的保障资源满足平时战备完好性和战时利用率要求的能力。

2
.
1

.
2 . 8软件保障性s o f t wa r e s u p p o r t a b i l i t y
软件所具有的能够和便于维护、改进、升级或其它更改和供应等的能力。

2 . 1 . 2 . 9部署性d e p l o y a b i l i t y
装备系统满足作战部署要求的能力。它取决于装备的特性和保障方案、所需保障资源的特性和运送

方法，用所部署的装备和（或）保障资源的运输要求、安装和操作设备所需人员数量等来度量。
2 . 1 . 2 . 1 0安全性s a f e t y
产品所具有的不导致人员伤亡、系统毁坏、重大财产损失或不危及人员健康和环境的能力。

2
.
1

.
2

.
1 1生存性s u r v i v a b i l i t y
装备及其乘员回避或承受人为敌对环境，能完成规定任务而不遭到破坏性损伤或伤亡的能力。也称

生存力。
2 . 1 . 2 . 1 2互用性i n t e r o p e r a b i l i t y
各种系统、军事单位或武装部队向其他系统、军事单位或武装部队提供数据、信息、装备和服务或

接受来自其他系统、军事单位或武装部队的数据、信息、装备和服务，并利用这种交换的数据、信息、
装备和服务使其有效地协同工作的能力。
2

.
1

.
2

.
1 3运输性t r a n s p o r t a b i l i t y
装备自行或借助牵引、运载工具，利用铁路二公路、水路、海上、空中和空间等任何方式有效转移

的能力。
2

.
1

.
2 . 1 4经济承受性a f f o r d a b i l i t y
用户在产品的寿命周期内，能够承担产品研制、采购、使用和保障费用的能力。它是产品设计中考

虑使用和保障费用与研制和制造费用的权衡结果。
2

.
1

.
2 .

1 5兼容性c omp a t i b i l i t y
处在或工作在同一系统或环境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产品、材料相容或不相互干扰的能力。

2 . 1 . 2 . 1 6环境适应性e nv i r o nme n t a J wo r t h i n e s s
装备在其寿命期预计可能遇到的各种环境的作用下能实现其所有预定功能、性能和（或）不被破坏的

能力。
2

.
1

.
2 . 1 7固有能力c a p a b i l i t y
装备在执行任务期间所给定的条件下，达到任务目的的能力。如杀伤力、最大速度、精度、射程等。

2
. 1 . 3可靠性
2

.
1

.
3

.
1可靠性r e l i a b i l i t y
产品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功能的能力。

2
.
1

.
3 . 2可靠性工程r e l i a b i l i t y e n g i n e e r i n g
为了确定和达到产品的可靠性要求所进行的一系列技术与管理活动。

2
.
1

.
3 . 3可靠性物理州ia b i l i t y p h y s i c s
从物理、化学的微观结构的角度出发，研究材料、零件（元器件）和结构的故障机理，并分析工作条

件、环境应力及时间对产品退化或故障的影响，为产品可靠性设计、使用、维修以及材料、零件（元器
件）和结构的改进提供依据。又称故障物理。



2
.

1
.
3 . 4基本可靠性b a s i c r e l i a b i l i 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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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在规定的条件下，规定的时间内，无故障工作的能力。基本可靠性反映产品对维修资源的要求。
确定基本可靠性值时，应统计产品的所有寿命单位和所有的关联故障。
2

.
1

.
3 . 5任务可靠性mi s s i o n r e l i a b i l i t y
产品在规定的任务剖面内完成规定功能的能力。

2 . 1 . 3 . 6固有可靠性j n h e r e n t r e l i a b i l i t y
设计和制造赋予产品的，并在理想的使用和保障条件下所具有的可靠性。

2 . 1 . 3 . 7使用可靠性o pe r a t i o n a l r e l i a b i l i t y
产品在实际的环境中使用时所呈现的可靠性，它反映产品设计、制造、使用、维修、环境等因素的

综合影响。
2

.
1

.
3 . 8软件可靠性s o f t wa r e r e l i a b i l i t y
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时间内，软件不引起系统故障的能力。软件可靠性不仅与软件存在的差错

（缺陷）有关，而且与系统输入和系统使用有关。
2

.
1

.
3 . 9储存可靠性（贮存可靠性）s t o r a g e r e l i a b i l i t y
在规定的储存条件下和规定的储存时间内，产品保持规定功能的能力。也称贮存可靠性。

2
.
1

. 3 .
1 0耐久性d un b i l i t y
产品在规定的使用、储存与维修条件下，达到极限状态之前，完成规定功能的能力，一般用寿命度

量。极限状态是指由于耗损（如疲劳、磨损、腐蚀、变质等）使产品从技术上或从经济上考虑，都不宜再
继续使用而必须大修或报废的状态。
2 . 1 . 3 . 1 1可靠性增长r e l i a b i l i t y g r owt h
通过逐步改正产品设计和制造中的缺陷，不断提高产品可靠性的过程。

2
.
1

.
4维修性与测试性

2
.
1

.
4 . 1

产品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时间内，按规定的程序和方法进行维修时，
能力。

维修性ma i n t a i n a b i l i t y

2 . 1 . 4 . 2维修性工程ma i n t a i n a b i l i t y e n g i n e e r i n g

2
.

为了确定和达到产品的维修性要求所进行的一系列技术和管理活动。
1

.
4 . 3软件维护陆s o f t wa r e ma i n t a i n a b i l i t y
软件在规定的条件下，可被理解、修改、测试和完善的能力。

2
.
1

.
4 . 4抢修性c omb a t r e s i l i e n c e

2
.
1

.

保持或恢复到规定状态的

在预定的战场条件下和规定的时限内，装备损伤后经抢修恢复到能执行某种任务状态的能力。
4 . 5任务维修性mi s s i o n ma i n t a i n a b i l i t y
产品在规定的任务剖面中，经维修能保持或恢复到规定状态的能力。

2
.

1
.
4 . 6测试性t e s t a b i l i t y
产品能及时并准确地确定其状态（可工作、不可工作或性能下降）， 并隔离其内部故障的能力。

2
.
1

. 4 . 7机内测试b u i l t - i n t e s t ( B I T )
系统或设备自身具有的检测和隔离故障的自动测试功能。

2
.

1
.
4 . 8机内测试设备b u i l t - i n t e s t e q u i pme n t ( B I TE )
兀完成机内测试功能的设备。

2
.
1

.
4 . 9自动测试设备a u t oma t i c t e s t e q u i pme n t ( ATE )
自动进行功能和（或）参数测试、评价性能下降程度或隔离故障的测试设备。

2
.

1
.
4 . 1 0故障诊断f a u l t d i a g n o s i s
检测和隔离故障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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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 4 . 1 1综合诊断i n t e g r a t e d d i a g n o s t i c s
通过分析和综合各种诊断相关要素，以经济有效的方式使系统诊断能力达到最佳的一种设计和管理

过程。诊断相关要素包括测试性、自动和人工测试、人员和培训、维修辅助手段和技术信息等。
2 . 1 . 5保障性与综合保障
2 . 1 . 5 . 1综合保障i n t e g r a t e d l o g i s t i c s s u p p o r t ( I L S )
在装备的寿命周期内，综合考虑装备的保障问题，确定保障性要求，影响装备设计，规划保障并研

制保障资源，进行保障性试验与评价，建立保障系统等，，以最低费用提供所需保障而反复进行的一系列
管理和技术活动。
2 . 1 . 5 . 2综合保障要素儿S e l e me n t s
综合保障的各组成部分，一般包括：规划保障；人力与人员；供应保障；保障设备；技术资料；训

练与训练保障；计算机资源保障；保障设施；包装、装卸、储存和运输；设计接口等。
2 . 1 . 5 . 3规划保障s u p p o r t p l a n n i n g
从确定装备保障方案到制定装备保障计划的工作过程。包括规划使用保障和规划维修。

2
.

1
.
5 . 4人力和人员ma n p owe r a n d p e r s o n n e t
平时和战时使用与维修装备所需人员的数量、专业及技术等级。

2
.
1 .
5 . 5供应保障s up p l y s u p p o r t
规划、确定、采购、储存、分发并处置备件、消耗品的过程。

2
.
1

.
5 . 6保障设备s u p p o r t e q u i pme n t
使用与维修装备所需的设备，包括测试设备、维修设备、试验设备、计量与校准设备、

拆装设备、工具等。
2

.
1

.
5 . 7技术资料t e c h n i c a l d a t a
使用与维修装备所需的说明书、手册、规程、细则、清单、工程图样等的统称。

2
.
1

.
5 . 8训练与训练保障t r a i n i n g a n d t r a i n i n g s u p p o t t
训练装备使用与维修人员的活动与所需的程序、方法、技术、教材和器材等。

2
.
1

.
5 . 9计算机资源保障c omp u t e r r e s o u r c e s u p p o r t
使用与维修装备中的计算机所需的设施、硬件、软件、文档、人力和人员。

2
.

1
.
5 .

1 0保障设施s u p p o r t f a c i l i t i e s
使用与维修装备所需的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建筑物及其配套设备。

2 . 1 . 5 . 1 1包装、装卸、储存和运输p a c k a g i n g , h a n d l i n g , s t o r a g e &t r a n s p o r t a t i o n
为保证装备及其保障设备、备件等得到良好的包装、装卸、储存和运输所需的程序、

2 . 1 . 5 . 1 2设计接口d e s i g n i n t e r f a c e

搬运设备、

方法和资源等。

包含有关保障的设计要求（如可靠性、维修性等）与战备完好性要求和保障资源要求之间的相互关
系。
2

.
1

.
5 . 1 3保障系统s u p p o r t s y s t e m
使用与维修装备所需的所有保障资源及其管理的有机组合。

2 . 1 . 5 . 1 4使用方案o p e r a t i o n a l c o n c e p t
对装备预期的任务、编制、部署、使用、保障及环境的描述。

2
.
1

.
5 . 1 5保障方案s u p p o r t c o n c e p t
保障系统完整的总体描述。它由一整套综合保障要素方案组成，满足装备功能的保障要求，并与设

计方案及使用方案相协调。
2

.
1

.
5 . 1 6保障计划s u p p o r t p l a n
装备保障方案的详细说明。它涉及综合保障每个要素，并使各要素之间相互协调，其内容可涉及硬

件的较低约定层次，并提供比保障方案更具体的维修级别的任务范围。一般包括使用保障计划和维修保



障计划。
2

.
1

.
5 . 1 7保障资源s u p p o r t r e s o u r c e
使用与维修装备所需的硬件、软件与人员等的统称。

2
.
1

.
5

. 1 8软件保障s o f t wa r e s u p p o r t
为保证投入使用的软件能持续完全地保障产品执行任务所进行的全部活动。

2 . 1 . 5 . 1 9基准比较系统b a s e l i n e c omp a r i s o n s y s t e m( BCS )
GJB 45 1 A- 2 0 0 5

与新研系统的设计、使用及保障特性最为接近的现有系统或由现有不同系统的有关分系统组合而成
的系统。
2 . 1 . 5 . 2 0初始部署保障i n i t i a l d e p l o y me n t s u p p o r t
在装备开始部署到形成初始作战能力的过程中所开展的各项初始保障工作。

2
.
1

.
6其他

2
.
1

.
6

. 1寿命单位l i f e u n i t
对产品使用持续期的度量单位。如工作小时、千米、次数等。

2
.
1

.
6 . 2寿命周期l i f e c y c l e
装备从立项论证到退役报废所经历的整个时间。它通常包括论证、方案、工程研制与定型、生产、

使用与保障以及退役等阶段。
2

.
1

.
6 . 3寿命周期费用l i f e c y c l e c o s t ( L CC)
在装备的寿命周期内，用于论证、研制、生产、使用与保障以及退役等的一切费用之和。

2
.

1
.
6 . 4寿命剖面l i f e p r o f i l e
产品从交付到寿命终结或退出使用这段时间内所经历的全部事件和环境的时序描述。

2
.
1

.
6 . 5任务剖面mi s s i o n p r o f i l e
产品在完成规定任务这段时间内所经历的事件和环境的时序描述。

2
.
1

.
6 . 6并行工程c on c u r r e n t e n g i n e e r i n g
综合、并行地设计产品及其相关的各种过程（包括制造、使用与保障过程）的一种系统方法。这种方

法要求从产品论证开始就考虑其整个寿命周期中的所有要素，包括质量、费用、进度及用户要求等，旨
在优化设计、制造和保障过程。
2

.
1

.
6

. 7使用与保障费用o p e r a t i o n s a n d s u p p o r t c o s t s
为使用和保障在役装备、功能系统、分系统或重大部件，在其使用期中所需的费用。

2
.
1

.
6 . 8用户等待时间c u s t ome r wa i t t i me ( CWT)
用户从发出订单或申请到收到订货或开始接受服务所经历的总时间。

2
.
1

.
6 . 9初始作战能力i n i t i a l o p e r a t i o n a l c a p a b i l i t y O( 0 C)
由受过训练的、配备齐全的、适当数量和类型的使用、维修和保障人员，有效地使用一种具有规定

特性的装备最初达到的能力。形成初始作战能力是考核或验证装备性能门限值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 . 2故障与失效
2 . 2 . 1故障fa u l t f f a i l u r e
产品不能执行规定功能的状态。通常指功能故障。因预防性维修或其他计划性活动或缺乏外部资源

造成不能执行规定功能的情况除外。
2 . 2 . 2失效f a i l u r e
产品丧失完成规定功能的能力的事件。
注：实际应用中，特别是对硬件产品而言，故障与失效很难区分，故一般统称故障，

2 . 2 . 3单点故障：i n g l e p o i n t f a i l u r e
会引起系统故障，而且没有冗余或替代的操作程序作为补救的产品故障。

2 . 2 . 4灾难故障c a t a s t r o p h i c f a i l u 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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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人员伤亡、系统毁坏、重大财产损失的故障。亦称灾难性故障。
2 . 2 . 5严重故障c r i t i c a l f a i l u r e
导致产品不能完成规定任务的故障。原称致命性故障。

2 , 2 . 6系统性故障s y s t e ma t i c f a i l u r e
由某一固有因素引起，以特定形式出现的故障。它只能通过修改设计、

关联因素来消除。
2 . 2 . 7偶然故障邝ndom f a i l u r e
由偶然因素引起的故障。

2 . 2 . 8渐变故障g r a d u a l f a i l u r e

制造工艺、操作程序或其他

产品性能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化而产生的故障。这种故障一般可通过事前的检测或监控来预测，有
时可通过预防性维修加以避免。
2 . 2 . 9间歇故障j n t e r mi t t e n t f a i l u r e
产品发生故障后，不经修理而在有限时间内或适当条件下自行恢复功能的故障。

2 . 2 . 1 0共因故障c ommo n c a u s e f a i l u r e
不同产品由共同的原因引起的故障。

2 . 2 , 1 1隐蔽功能故障h i d d e n f u n c t i o n f a i l u r e
正常使用装备的人员不能发现的功能故障。其功能的中断不易被正常使用装备的人员发现，或一般

情况下不工作的产品在需要使用时是否良好，不易被正常使用装备的人员发现。
2 . 2 . 1 2潜在故障p o t e n t i a l f a i l u r e
产品或其组成部分即将不能完成规定功能的可鉴别的状态。

2 . 2 . 1 3多重故障mu l t i p l e f a i l u n s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故障所组成的故障组合，它可能造成其中任一故障不能单独引起的后果。

2 . 2 . 1 4 . 重复故障p a t t e r n f a i l u r e s
同一种产品在同样的或等效的使用方式中出现两次或两次以上的故障，且引起这些故障的基本机理

相同。
2 . 2 . 1 5从属故障d e p e n d e n t f a i l u r e

由另一产品故障引起的故障，亦称诱发故障。
2 . 2 . 1 6独立故障i n d e p e n d e n t f a i l u r e
不是由另一产品故障引起的故障。亦称原发故障。

2 . 2 , 1 7非关联故障n on - r e l e v a n t f a i l u r e
已经证实是未按规定的条件使用而引起的故障；或己经证实仅属某项将不采用的设计所引起的故

障。否则为关联故障。
2 . 2 . 1 8非责任故障n on - c h a r g e a b l e f a i l u r e
非关联故障或事先已经规定不属某个特定组织提供的产品的关联故障。否则为责任故障。

2 . 2 . 1 9早期故障i n f a n t mo r t a l i t y / e a r l y l i f e f a i l u r e
产品在寿命的早期因设计、制造、装配的缺陷等原因发生的故障，其故障率随着寿命单位数的增加

而降低。
2 . 2 . 2 0耗损故障we a r o u t f a i l u r e
因疲劳、磨损、老化等原因引起的故障，其故障率随着寿命单位数的增加而增加。

2 . 2 . 2 1故障模式f a i l u r e mo d e

故障的表现形式。如短路、开路、断裂、过度耗损等。
2 . 2 . 2 2故障机理f a i l u r e me c h a n i s m

引起故障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或其他的过程。



2 . 2 . 2 3故障原因f a i l u r e c a u s e

引起故障的设计、制造、使用和维修等有关因素。
2 . 2 . 2 4故障影响f 'a i l u r e e f f e c t
故障模式对产品的使用、功能或状态所导致的结果.。

2 . 2 . 2 5故障判据f a i l u r e c r i t e r i o n

判断是否属于故障的依据，也称故障判断准则。
2 . 2 . 2 6战场损伤b a t t l e f i e l d d a ma g e
装备在战场上发生的妨碍完成预定任务的战斗损伤、随机故障

等事件。
2 . 2 . 2 7软件故障s o f t wa r e f a u l t
软件功能单元不能完成其规定功能的状态。

2 , 2 . 2 8软件失效s o f t wa r e f a i l u r e
由于软件故障导致软件系统丧失完成规定功能的能力的事件。

2 . 2 . 2 9虚is s r a l s e a l a r m
、耗损性故障

机内测试（B I T）或其它监测电路指示有故障而实际上不存在故障的现象。
2 . 3维修
2 , 3 . 1雏f i ma i n t e n a n c e
为使产品保持或恢复到规定状态所进行的全部活动。

2 . 3 . 2维护s e r y l c i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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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产品保持规定状态所需采取的措施，如润滑、加油、紧固、调整和清洁等
2 , 3 . 3预防性维修p r e v e n t i v e ma i n t e n a n c e

。有时也称为保养。

通过系统检查、检测和消除产品的故障征兆，使其保持在规定状态所进行的全部活动。包括预先维
修、定时维修、视情维修和故障检查等。
2 . 3 . 4修复性维修COr F e c t i v e ma i n t e n a n c e
产品发生故障后，使其恢复到规定状态所进行的全部活动。它可以包括下述一个或多个步骤：故障

定位、故障隔离、分解、更换、组装、调校及检测等。也称修理。
2 . 3 . 5计划维修s c h e d u l e d ma i n t e n a n c e
按预定的安排所进行的维修。

2 . 3 . 6非计划维修u n s c h e d u l e d ma i n t e n a n c e
不是按预定安排，而是根据产品的某些异常状态或某种需要而进行的维修。

2 . 3 . 7定时维修h a r d t i me ma i n t e n a n c e
产品使用到预先规定的间隔期时，&口按事先安排的内容进行的维修。它是预防性维修的一种方式。

2 . 3 . 8视情维修o n - c o n d i t i o n ma i n t e n a n c e
对产品进行定期或连续监测，发现其有功能故障征兆时，进行有针对性的维修。它是预防性维修的

一种方式。
2 . 3 . 9预先维修p r o a c t i v e ma i n t e n a n c e
针对故障根源采取的识别、监测和排除活动。

2 . 3 . 1 0原位维修o n - e q u i pme n t ma i n t e n a n c e
维修对象不拆离原来所在位置而进行的维修。

2 . 3 . 1 1离位维修o f L e q u i pme n t ma i n t e n a n c e
维修对象拆离原来所在位置而进行的维修。

2 . 3 . 1 2维修级别ma i n t e n a n c e l e v e l
根据产品维修时所处的场所或实施维修的机构来划分的等级。一般分为基层级、中继级和基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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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 1 3维修事件ma i n t e n a n c e e v e n t
由于故障、虚警或按预定的维修计划进行的一种或多种维修活动。

2 . 3 . 1 4维修活动ma i n t e n a n c e a c t i o n
维修事件的一个局部，包括使产品保持或恢复到规定状态所必须的一种或多种基本维修作业。如故

障定位、隔离、修理和功能检查等。
2 . 3 . 1 5基本维修作业e l e me n t a r y ma i n t e n a n c e a c t i v i t y
一项维修活动可以分解成的工作步骤。如拧螺钉、装垫片等。

2 . 3 . 1 6软件维护s o f t wa r e ma i n t e n a n c e
软件产品交付使用之后，为纠正错误、改善性能和其他属性，或使产品适应改变了的环境所进行的

修改活动。
2 . 3 . 1 7战场损伤评估b a t t l e f i e l d d a ma g e a s s e s s me n t
装备战场损伤后，迅速判定损伤部位与程度、现场可否修复、修复时间和修复后的作战能力，确定

修理场所、方法、步骤及所需保障资源的过程。
2 . 3 . 1 8战场损伤修复b a t t l e f i e l d d a ma g e r e p a i r
在战场环境中将损伤的装备迅速恢复到能执行全部或部分任务的工作状态或自救的一系列活动。

2 . 4时间
2 . 4 . 1时间t ime
持续性的通用度量。它是定义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的基本要素。最常用的时间是日历时间，

间的进一步分解如图1所示。
2 . 4 . 2在编时间a c t i v e t i me
产品处于列编的时间。

日历时

图1时间图解



2 . 4 . 3能工作时间u p t i me
产品处于执行其规定功能状态的在编时间。

2 . 4 . 4不能工作时间d own t i me
产品处于列编，但不处于执行其规定功能状态的时间。

2 . 4 . 5不工作时间n o t o p e r a t i n g t i me
产品能工作，但不要求其工作的时间。

2 . 4 . 6反应时间r e a c t i o n t i me
产品从要求执行某项任务的瞬间开始到准备好执行该任务所需的时间

工作状态所需的时间。
2 . 4 . 7待命时间a l e r t t i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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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产品从不工作状态转入

产品从准备好随时可执行其任务到开始执行任务的等待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不进行维修或妨碍任
务开始的其他活动。
2 . 4 . 8任务时间mi s s i o n t i me

2 . 4 . 9使用保障时间o pe r a t i o n a l s u p p o r t t i me

间。产品执行某项规定任务剖面所用的能工作时间。为产品的使用提供保障，以确保其完成规定的任务所用的时间。

2 . 4 . 1 0维修时间ma i n t e n a n c e t i me
停机维修所用的时间，不包括改进时间和延误时间。

2 . 4 . 1 1预防性维修时间p r e v e n t i v e ma i n t e n a n c e t i me
对产品进行预防性维修所用的时间。

2 . 4 . 1 2修复性维修时间c o r r e c t i v e ma i B t e n a n c e t i me
对产品进行修复性维修所用的时间。

2 . 4 . 1 3改进时间' mod i f i c a t i o n t i me
为改善产品特性或增加新的特性而对其进行更改所用的时间。

2 . 4 . 1 4延误时间d e l a y t i me

如飞机出动前的充、填、加、挂时

由于保障资源补给或管理原因未能及时对产品进行保障所延误的时间。
2 . 4 . 1 5保障资源延误时间1 og i s t i c d e l a y t i me
因等待所需的保障资源而未能及时对产品进行保障所延误的时间。如等待备件、

备、信息及适当的环境条件等所延误的时间。
2 . 4 . 1 6管理延误时间a dmi n i s t r a t i v e d e l a y t i me

由于管理方面的原因而未能及时对产品进行保障所延误的时间。
2 . 5参数
2 . 5 . 1综合参数
2 . 5 . 1 . 1装备完好率ma t e r i e l r e a d i n e s s r a t e

维修人员、保障设

能够随时遂行作战或训练任务的完好装备数与实有装备数之比。通常用百分数表示。主要用以衡量
装备的技术现状和管理水平，以及装各对作战、训练、执勤的可能保障程度。
2 . 5 . 1 . 2使用可用度o pe r a t i o阶I a v a i l a b i l i t y ( Ao )
与能工作时间和不能工作时间有关的一种可用性参数。其一种度量方法为：产品的能工作时间与能

工作时间、不能工作时间的和之比。
2 . 5 . 1 . 3可达可用度a c h i e v e d a v a i J a b i l i t y ( Aa )
仅与工作时间、修复性维修和预防性维修时间有关的一种可用性参数。其一种度量方法为：产品的

工作时间与工作时间、修复性维修时间、预防性维修时间的和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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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5 . 1 . 4固有可用度i n h e r e n t a v a i l a b i l i t y ( Ai )
仅与工作时间和修复性维修时间有关的一种可用性参数。其一种度量方法为：

时间与平均故障间隔时间和平均修复时间的和之比。
2 . 5 . 1 . 5任务成功度d e p e n d a b i l i t y
任务成功性的概率度量。原称可信度。

2 . 5 . 1 . 6能执行任务率mi s s i o n c a p a b l e r a t e (MCR)
产品的平均故障间隔

装备在规定的期间内至少能够执行一项规定任务的时间与其由作战部队控制下的总时间之比。它为
能执行全部任务率与能执行部分任务率之和。
2 . 5 . 1 . 7能执行全部任务率f uU mi s s i o n c a p a b l e r a t e ( FMCR)
装备在规定的期间内能够执行全部规定任务的时间与其由作战部队控制下的总时间之比。

2 . 5 . 1 . 8能执行部分任务率p a r t i a l mi s s i o n c a p a b l e r a t e ( PMCR)
装备在规定的期间内至少能够执行一项而不是全部规定任务的时间与其由作战部队控制下的总时

间之比。
2 . 5 . 1 . 9利用率u t i l i z a t i o n r a t e
装备在规定的日历期间内所使用的平均寿命单位数或执行的平均任务次数。如坦克的年使用小时

数、飞机的出动架次率等。
2 . 5 . 1 . 1 0任务前准备时间s e t o u t t i me t o mi s s i o n ( S TTM)
为使装备进入任务状态所需的准备时间，通常包括战备装备的启封、检修等时间。它是保障时间的

组成部分。
2 . 5 . 1 . 1 1再次出动准备时间t u r n a r o u n d t i me
在规定的使用及维修保障条件下，连续执行任务的装备从结束上次任务返回到再次出动执行下一次

任务所需要的准备时间。
2 . 5 . 2可靠性
2 . 5 . 2 . 1可靠度r e l i a b i l i t y
可靠性的概率度量。

2 . 5 . 2 . 2任务可靠度mi s s i o n r e l i a b i l i t y
任务可靠性的概率度量。

2 . 5 . 2 . 3成功概率P FOb a b i l i t y o f s u c c e s s
产品在规定的条件下成功完成规定功能的概率。

2 . 5 . 2 . 4储存可靠度s t o r a g e r e l i a b i l i t y
储存可靠性的概率度量。

2 . 5 . 2 . 5故障率f a i l u r e r a t e

它通常适用于一次性使用产品。

产品可靠性的一种基本参数。其度量方法为：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期间内，产品的故障总数与
寿命单位总数之比。有时亦称失效率。
2 . 5 . 2 . 6使用寿命s e r v i c e l i f e
产品使用到无论从技术上还是经济上考虑都不宣再使用，而必须大修或报废时的寿命单位数。

2 . 5 . 2 . 7储存寿命s t o r a g e l i f e
产品在规定的储存条件下能够满足规定要求的储存期限。

2 . 5 . 2 . 8总寿命t o t a l l i f e
在规定条件下，产品从开始使用到报废的寿命单位数。

2 . 5 . 2 . 9首次大修期限t ime t o f i r s t o v e r h a u l ( TTF O)
在规定条件下，产品从开始使用到首次大修的寿命单位数。

2 . 5 . 2 . 1 0大修间隔期t i me b e t we e n o v e r h a u l s ( TBO)
l o

也称首次翻修期限。



在规定条件下，产品两次相继大修间的寿命单位数。也称翻修间隔期。
2 . 5 . 2 . 1 1可靠寿命r e l i a b l e l i f e
给定的可靠度所对应的寿命单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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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5 . 2 . 1 2平均不能工作事件间隔时间me a n t i me b e t we e n d own i n g e v e n t s (Mr BDE )
与战备完好性有关的一种可靠性参数。其度量方法为：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期间内，产品寿命

单位总数与不能工作的事件总数之比。
2 . 5 . 2 . 1 3平均故障前时间me a n t i me t o f a j l u r e (MTTF )
不可修复产品的一种基本可靠性参数。其度量方法为：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期间内，产品寿命

单位总数与故障产品总数之比。
2 . 5 . 2 . 1 4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e a n t i me b e t we e n f a i l u r e s (MTB F )
可修复产品的一种基本可靠性参数。其度量方法为：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期间内，产品寿命单

位总数与故障总次数之比。
2 . 5 . 2 . 1 5平均严重故障间隔时间me a n t i me b e t we e n c r i t i c a l f a i l u r e s (MTBCF )
与任务有关的一种可靠性参数。其度量方法为：在规定的一系列任务剖面中，产品任务总时间与严

重故障总数之比。原称致命性故障间的任务时间。
2 . 5 . 2 . 1 6平均维修间隔时间me a n t i me b e t we e n ma i n t e n a n c e (Mf BM)
考虑维修策略的一种可靠性参数。其度量方法为：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期间内，产品寿命单位

总数与该产品计划维修和非计划维修事件总数之比。
2 . 5 . 2 . 1 7平均维修活动间隔时间mea n t i me b e t we e n ma i n t e n a n c e a c t i o n s ( TMBMA)
与维修人力需求有关的一种可靠性参数。其度量方法为：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期间内，产品寿

命单位总数与该产品预防性维修和修复性维修活动总数之比。
2 . 5 . 2 . 1 8平均需求间隔时间me a n t i me b e t we e n d e ma n d s (MTBD)
与保障资源有关的一种可靠性参数。其度量方法为：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期间内，产品寿命单

位总数与对产品组成部分需求总次数之比。需求的产品组成部分如现场可更换单元、车间可更换单元等。
2 . 5 . 2 . 1 9平均拆卸间隔时间me a n t i me b e t we e n r e mo v a l s (MTBR)
与保障资源有关的一种可靠性参数。其度量方法为：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期间内，产品寿命单

位总数与从该产品上拆下其组成部分的总次数之比。其中不包括为便于其他维修活动或改进产品而进行
的拆卸。
2 . 5 . 3维修性与测试性
2 . 5 . 3 . 1维修度ma i n t a i n a b i l i t y
维修性的概率度量。

2 . 5 . 3 . 2修复率r e p a i r r a t e
产品维修性的一种基本参数。其度量方法为：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期间内，产品在规定的维修

级别上被修复的故障总数与在该级别上修复性维修总时间之比。
2 . 5 . 3 . 3平均修复时间me a n t i me t o r e p a i r (MTTR)
产品维修性的一种基本参数，它是一种设计参数。其度量方法为：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期间内，

产品在规定的维修级别上，修复性维修总时间与该级别上被修复产品的故障总数之比。
2 . 5 . 3 . 4系统平均恢复时间me a n t i me t o r e s t o r e s y s t e m(MTTRS )
与战备完好性有关的一种维修性参数，它是一种使用参数。其度量方法为：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

的期间内，由不能工作事件引起的系统修复性维修总时间（不包括离开系统的维修时间和卸下部件的修
理时间）与不能工作事件总数之比。
2 . 5 . 3 . 5平均预防性维修时间me a n p r e v e n t i v e ma i n t e n a n c e t i me (MPMf )
对产品进行预防性维修所用时间的平均值。其度量方法为，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期间内，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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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定的维修级别上，预防性维修总时间与预防性维修总次数之比。
2 . 5 . 3 . 6平均维护时间me a n t i me t o s e r v i c e (MTTS )
与维护有关的一种维修性参数。其度量方法为：产品总维护时间与维护次数之比。

2 . 5 . 3 . 7最大修复时间ma x i mum t i me t o r e p a i r
产品达到规定维修度所需的修复时间。

2 . 5 . 3 . 8恢复功能用的任务时间mi s s i o n t i me t o r e s t o r e f u n c t i o n (MTTRF )
与任务成功有关的一种维修性参数。其度量方法为：在规定的任务剖面和规定的维修条件下，装备

严重故障的总修复性维修时间与严重故障总数之比。
2 . 5 . 3 . 9维修工时率ma i n t e n a n c e r a t i o (MR)
与维修人力有关的一种维修性参数。其度量方法为：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期间内，产品直接维

修工时总数与该产品寿命单位总数之比。
2 . 5 . 3 . 1 0维修事件的平均直接维修工时d i r e c t ma i n t e n a n c e ma n - h o u r s p e r ma i n t e n a n c e e v e n t
( D甽)
与维修人力需求有关的一种维修性参数。其度量方法为：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期间内，产品的

直接维修工时总数与该产品预防性维修和修复性维修事件总数之比。
2 . 5 . 3 . 1 1维修活动的平均直接维修工时d i r e c t ma i n t e n a n c e ma n - h o u r s p e r ma i n t e n a n c e a c t i o n
( DMMmM)
与维修人力需求有关的一种维修性参数。其度量方法为：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期间内，产品的

直接维修工时总数与该产品预防性维修和修复性维修活动总数之比。
2 . 5 . 3 . 1 2重构时间r e c o n f i g u r a t i o n t i me ( RT )
系统故障或损伤后，重新构成能完成其功能的系统所需的时间。对冗余系统，即是使系统转入新工

作结构所需的时间。
2 . 5 . 3 . 1 3重要部件更换时间ma j o r c omp o n e n t r e p l a c e me n t t i me
在规定的条件下，为接近、拆卸和检查重要部件并使其达到可使用状态所需的时间。

2 . 5 . 3 . 1 4故障检测率f a u l t d e t e c t i o n r a t e ( F DR )
用规定的方法正确检测到的故障数与故障总数之比，用百分数表示。

2 , 5 . 3 . 1 5故障隔离率f a u l t i s o l a t i o n r a t e ( F I R )
用规定的方法将检测到的故障正确隔离到不大于规定模糊度的故障数与检测到的故障数之比，用百

分数表示。
2 . 5 . 3 . 1 6虚警率f a l s e a l a r m r a t e ( FAR )
在规定的期间内发生的虚警数与同一期间内故障指示总数之比，用百分数表示。

2 . 5 . 3 . 1 7不能复现率c a n n o t d u p l i c a t e r a t e
在基层级维修时，机内测试和其它监控电路指示的故障总数中不能复现的故障数与故障总数之比，

用百分数表示。
2 . 5 . 3 . 1 8重测合格率r e t e s t o k a y r a t e
在中继级和基地级维修时，测试设备指示的故障单元总数中重测合格的单元数与故障单元总数之

比，用百分数表示。
2 . 5 . 4保障系统
2 . 5 . 4 . 1修理周期r e p a i r c y c l e
可修复产品从发生故障后送修到完成修理后交付使用所经历的时间。

2 . 5 . 4 . 2平均不能工作时间me a n d own t i me
系统从进入不能执行任务状态到恢复能执行任务状态所用的平均时间。

2 . 5 . 4 . 3平均保障资源延误时间me a n l o g i s t i c s d e l a y t i me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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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资源延误时间的平均值。其度量方法为，在规定的期间内，保障资源延误总时间与保障事件总
数之比。
2 . 5 . 4 . 4平均管理延误时间me a n a dmi n i s t r a t i v e d e l a v t i me
管理延误时间的平均值。其度量方法为，在规定的期间内，管理延误总时间与保障事件总数之比。

2 . 6设计与分析
2 . 6 . 1可靠性
2 . 6 . 1 . 1可靠性设计准则r e l i a b i l i t y d e s i g n c r i t e r i a
在产品设计中为提高可靠性而应遵循的细则。它是根据在产品设计、生产、使用中积累起来的行之

有效的经验和方法编制的。
2 . 6 . 1 . 2可靠性模型州ia b i l i t y mo d e l
为分配、预计、分析或估算产品的可靠性所建立的模型。

2 . 6 . 1 . 3可靠性框图r e l i a b i l i t y b l o c k d i a g r a m
对于复杂产品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功能模式，用方框表示的各组成部分的故障或它们的组合如何导

致产品故障的逻辑图。
2 . 6 . 1 . 4可靠性分配r e l i a b i l i t y a l l o c a t i o n
为了把产品的可靠性定量要求按照给定的准则分配给各组成部分而进行的工作。

2 . 6 . 1 . 5可靠性预计r e l i a b i l i t y p r e d i c t i o n
为了估计产品在给定工作条件下的可靠性而进行的工作。

2 . 6 . 1 . 6降额de r a t i n g
产品在低于额定应力的条件下使用，以提高其使用可靠性的一种方法。

2 . 6 . 1 . 7容错fa u l t t o l e r a n c e
系统在其组成部分出现特定故障或差错的情况下仍能执行规定功能的一种设计特性。

2 . 6 . 1 , 8冗余r e d u n d a n c v
产品通过采用一种以上的手段保证在发生故障时仍能完成同一种规定功能的一种设计特性。完成该

功能的每一种手段未必相同。
2 . 6 . 1 . 9故障安全f a i l - s a f e

产品在出现故障时能保持安全或恢复到不会发生事故的状态的一种设计特性。
2 . 6 . 1 . 1 0故障分析f a u l t / f a i l u r e a n a l y s i s
发生故障后，通过对产品及其结构、使用和技术文件等进行系统的研究，以鉴别故障模式，确定故

障原因和故障机理的过程。
2 . 6 . 1 . 1 1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f a i l u r e mo d e a n d e f f e c t a n a l y s i s ( FMEA)
分析产品中每一个可能的故障模式并确定其对该产品及上层产品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把每一个故障

模式按其影响的严重程度予以分类的一种分析技术。
2 . 6 . 1 . 1 2故障模式、影响与危害性分析f a i l u r e mo d e s , e f f e c t a n d c r i t i c a l i t y a n a l y s i s ( FMECA)
同时考虑故障发生概率与故障危害程度的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

2 . 6 . 1 . 1 3故障树分析f a u l t t r e e a n a l y s i s ( F TA)
通过对可能造成产品故障的硬件、软件、环境、人为因素等进行分析，画出故障树，从而确定产品

故障原因的各种可能组合方式和（或）其发生概率的一种分析技术。
2 . 6 . 1 . 1 4电路容差分析c i r c u i t t o l e r a n c e a n a l y s i s
预测电路性能参数稳定性的一种分析技术。研究电子元器件和电路在规定的使用条件范围内，电路

组成部分参数的容差对电路性能容差的影响。
2 . 6 . 1 . 1 5潜在状态分析s n e a k a n a l y s i s
确定在产品的所有组成部分均正常工作的条件下，能抑制正常功能或诱发不正常功能的潜在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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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分析技术。包括针对电路的潜在电路分析、针对液气管路的潜在通路分析、针对软件的潜在状态分
析。也称潜在分析。
2 . 6 . 1 . 1 6耐久性分析d u r a b i l i t y a n a l y s i s
通过分析产品在预期的寿命周期内的载荷与应力、结构、材料特性、故障模式和故障机理等来确定

与耗损故障有关的设计问题并预计产品使用寿命的一种过程和方法。
2 . 6 . 1

.
1 7健壮设计r ob u s t d e s i g n
使产品的性能对制造公差、使用环境等的变化不敏感，并且使产品在其寿命期内，当其出现参数漂

移或性能降低（在一定范围内）时，仍能持续满意地工作的一种设计方法。
2 . 6 . 1 . 1 8破坏性物理分析d e s t r u c t i v e p h y s i c a l a n a l y s i s ( DPA)
为确定元器件的设计和制造工艺质量是否满足预定用途或有关规范的要求，在同批次元器件中抽取

规定数量的样品，对其进行一系列的破坏性和非破坏性的检验和分析过程。
2 . 6 . 2维修性与测试性
2 . 6 . 2 . 1维修性设计准则ma i n t a i n a b i l i t y d e s i g n c r i t e n i a
在产品设计中为提高维修性而应遵循的细则。它是根据在产品设计、生产、使用中积累起来的行之

有效的经验和方法编制的。
2 . 6 . 2 . 2维修性分析ma i n t a i n a b i l i t y a n a l y s i s
通过应用预计、核查、验证和评估等技术，确定应该采取的维修性设计措施、评价维修性要求实现

程度所进行的工作。
2 . 6 . 2 . 3维修性模型ma i n t a i n a b i l i t y mo d e l
为分配、预计、分析或估算产品的维修性所建立的模型。

2 . 6 . 2 . 4维修性分配ma i n t a i n a b i l i t y a l l o c a t i o n
为了把产品的维修性定量要求按照给定的准则分配给各组成部分而进行的工作。

2 . 6 . 2 . 5维修性预计ma i n t a i n a b i l i t y p r e d i c a t i o n
为了估计产品在给定工作条件下的维修性而进行的工作。

2 . 6 . 2 . 6可达性a c c e s s i b i l i t y
产品维修或使用时，接近各个部位的相对难易程度的度量。

2 . 6 . 2 . 7互换性i n t e r c h a n g e a b i l i t y
在功能和物理特性上相同的产品在使用或维修过程中能够彼此互相替换的能力。

2 . 6 . 2 . 8防错设计a n t i - e r r o r d e s i g n
使产品能够防止人员误操作，从而避免故障或事故发生的一种设计方法。

2 . 6 . 2 . 9测试性分配t e s t a b i l i t y a l l o c a t i o n
为了把产品的测试性定量要求按照给定的准则分配给各组成部分而进行的工作。

2 . 6 . 2 . 1 0测试性预计t e s t a b i l i t y p r e d i c t i o n
为估计产品在给定工作条件下的测试性而进行的工作。

2 . 6 . 3保障性
2 . 6 . 3 . 1保障性分析s u p p o r t a b i l i t y a n a l y s i s
在装备的整个寿命周期内，为确定与保障有关的设计要求，影响装备的设计，确定保障资源要求，

使装备得到经济有效的保障而开展的一系列分析活动。
2 . 6 . 3 . 2保障性分析记录s u p p o r t a b i l i t y a n a l y s i s r e c o r d
保障性分析过程产生的数据的记录，包括有关装备保障资源需求的详细数据。

2 . 6 . 3 . 3以可靠性为中心的维修分析r e l i a b i l i t y - c e n t e r e d ma i n t e n a n c e a n a l y s i s ( RCMA)
按照以最少的维修资源消耗保持装备固有可靠性和安全性的原则，应用逻辑决断的方法确定预防性

维修要求的过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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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装备的研制、生产和使用阶段，对预计有故障的产品，进行非经济性或经济性的分析以确定最佳

的修理级别的过程。
2 . 6 . 3 . 5使用与维修工作分析o p e r a t i o n a n d ma i n t e n a n c e t a s k a n a l y s i s
分析研究装备的每项使用和维修工作，并确定所需保障资源的过程。

2 , 6 . 3 . 6生存性分析s u r v i v a b i l i t y a n a l y s i s
对预期的威胁与作战使用背景、装备的易损性、敏感性和战伤修理能力等因素进行分析，以影响装

备设计和确定战时所需保障资源的过程。
2 . 6 . 3 . 7寿命周期费用分析l i f e c y c l e c o s t a n a l y s i s
对寿命周期费用及其组成部分进行估算以及对各部分相互关系及相关的费用效能问题进行分析的

一种系统方法。其目的在于确定寿命周期费用主宰因素、费用风险项目和影响费用效能变化的因素。
2 . 7试验与评价
2 . 7 . 1可靠性
2 . 7 . 1 . 1可靠性研制试验r e l i a b i l i t y d e v e l o pme n t t e s t
对样机施加一定的环境应力和（或）工作应力，以暴露样机设计和工艺缺陷的试验、分析和改进过程。

2 . 7 . 1 . 2可靠性增长试验r e l i a b i l i t y g r o wt h t e s t
为暴露产品的薄弱环节，有计划、有目标地对产品施加模拟实际环境的综合环境应力及工作应力，

以激发故障，分析故障和改进设计与工艺，并验证改进措施有效性而进行的试验。
2 . 7 . 1 . 3可靠性鉴定试验r e l i a b i l i t y q u a l i f i c a t i o n t e s t
为验证产品设计是否达到规定的可靠性要求，由订购方认可的单位按选定的抽样方案，抽取有代表

性的产品在规定的条件下所进行的试验。
2 . 7 . 1 . 4可靠性验收试验r e l i a b i l i t y a c c e p t a n c e t e s t
为验证批生产产品是否达规定的可靠性要求，在规定条件下所进行的试验。

2
. 7 .

1
.
5寿命试验I i f e t e s t
为了测定产品在规定条件下的寿命所进行的试验。

2 . 7 . 1 . 6耐久性试验d u r a b i l i t y t e s t
在规定使用和维修条件下，为评估和验证产品是否达到规定的耐久性要求所进行的试验。

2 . 7 . 1 . 7加速寿命试验a c c e l e r a t e d l i f e t e s t
为缩短试验时间，在不改变故障模式和故障机理的条件下，用加大应力的方法进行的寿命试验。

2 . 7 . 1 . 8环境应力筛选e nv i r o nme n t a l s t r e s s s c r e e n i n g ( E S S )
为减少早期故障，对产品施加规定的环境应力，以发现和剔除制造过程中的不良零件、元器件和工

艺缺陷的一种工序和方法。
2 . 7 . 1 . 9可靠性强化试验r e l i a b i l i t y e n h a n c e me n t t e s t i n g ( RE T )
通过系统地施加逐步增大的环境应力和工作应力，激发和暴露产品设计中的薄弱环节，以便改进设

计和工艺，提高产品可靠性的试验。它是一种可靠性研制试验。
2 . 7 . 1 . 1 0高加速应力试验h i g h l y a c c e l e r 扯e d l i f e t e s t ( HALT )
在产品研制阶段，通过步进的方法向产品施加高于技术条件规定的应力，不断找出设计和工艺缺陷

并加以改进，逐步提高产品的耐环境能力，并找出产品承受环境应力的工作极限和破坏极限的过程。这
种试验也称高加速寿命试验，但不能确定产品寿命。
2 . 7 . 1 . 1 1高加速应力筛选h i g h l y a c c e l e r a t e d s t r e s s s c r e e n i n g OEL AS S )
为了加速筛选进度并降低成本，参照高加速应力试验得到的应力极限值，以既能充分激发产品的缺

陷又不过量消耗其使用寿命为前提，对批量产品进行的筛选。
2 . 7 . 1 . 1 2老练bum-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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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在规定的应力条件下，使其特性达到稳定的方法。
2 . 7 . 1 . 1 3可靠性评估r e l i a b i l i t y a s s e s s me n t
利用产品研制、试验、生产、使用等过程中收集到的数据和信息来估算和评价产品的可靠性。

2 . 7 . 2维修性与测试性
2 . 7 . 2 . 1维修性核查ma i n t a i n a b i l i t y v e r i f i c a t i o n
承制方在订购方监督下，为实现产品的维修性要求，自签订合同起，贯穿于从零部件到系统的整个

研制过程的试验与评价工作。
2 . 7 . 2 . 2维修性鉴定ma i n t a i n a b i l i t y d e mo n s t r a t i o n
为确定产品是否达到了规定的维修性要求，由指定的产品试验机构进行或由订购方与承制方联合进

行的试验与评价工作。
2 . 7 . 2 . 3维修性评价ma i n t a i n a b i l i t y e v a l u a t i o n
订购方在承制方配合下，为确定产品在实际使用、维修及保障条件下的维修性所进行的试验与评价

工作。
2 . 7 . 2 . 4测试性验证t e s t a b i l i t y v e r i f i c a t i o n
为确定产品是否达到规定的测试性要求而进行的试验与评价工作。

2 . 7 . 3保障性
2 . 7 . 3 . 1保障性试验与评价s u p p o r t a b i l i t y t e s t a n d e v a l u a t i o n
对装备系统的战备完好性、与保障有关的设计特性及其配套的保障资源所进行的试验与评价工作。

2 . 7 . 3 . 2系统战备完好性评估a s s e s s me n t o f s y s t e m o p e r a t i o n a l r e a d i n e s s
对装备系统在平时和战时使用条件下能随时开始执行预定任务的能力的评估。

2 . 7 . 3 . 3保障性设计特性的试验与评价t e s t a n d e v a l u a t i o n o f s u p p o r t a b i l i t y - r e l a t e d d e s i g n
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s

对装备本身与保障有关的设计特性进行的试验与评价工作，其目的是验证保障性设计特性是否满足
合同要求。
2

.
7 . 3 . 4保障资源的试验与评价t e s t a n d e v a l u a t i o n o f s u p p o r t r e s o u r c e s
对与装备配套的各种保障资源，如保障设备、技术资料等，进行的试验与评价工作，其目的是验证

保障资源是否达到规定的功能和性能要求，评价保障资源与装备的匹配性、保障资源之间的协调性及其
满足程度。
2 . 8管理
2 . 8 . 1可靠性、维修性和保障性管理r e l i a b i l i t y ,ma i n t a i n a b i l i t y a n d s u p p o r t a b i l i t y ma n a g e me n t
为确定和满足产品可靠性、维修性和保障性要求而必须进行的一系列组织、计划、协调、监督等工

作。
2 . 8 . 2可靠性、维修性和综合保障评审r e l i a b i l i t y ,ma i n t a i n a b i l i t y a n d I L S r e v i e w
依据事先确定的检查项目、进度和应达到的要求，对可靠性、维修性和保障性的要求、设计、试验

及管理等有关工作所进行的评价和审查。根据需要，也可单独进行可靠性评审、维修性评审和综合保障
评审。
2 . 8 . 3可靠性、维修性和综合保障计划r e l i a b i l i t y ,ma i n t a i n a b i l i t y a n d I L S p l a n
订购方制订的规划寿命周期各阶段的可靠性、维修性和综合保障工作的管理性文件。包括订购方可

靠性、维修性和综合保障工作的安排、负责的组织机构和对承制方可靠性、维修性和综合保障工作的要
求。根据需要，可单独制订可靠性计划、维修性计划和综合保障计划。
2 . 8 . 4可靠性、维修性和综合保障工作计划r e l i a b i l i t y ,ma i n t a i n a b i l i t y a n d I L S p r o g r a m p l a n
承制方制订的规划寿命周期各阶段的可靠性、维修性和综合保障工作的管理性文件。包括可靠性、

维修性和综合保障的主要工作项目、负责组织机构和相应工作关系、工作进度安排等。根据需要，可单
16



独制订可靠性工作计划、维修性工作计划和综合保障工作计划。
2 . 8 . 5可靠性增长管理r e l i a b i l i t y g r owt h ma n a g e me 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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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拟定可靠性增长目标，制定可靠性增长计划和对产品可靠性增长过程进行跟踪与控制，把有关
试验和可靠性试验均纳入“试验、分析、改进”过程的综合管理之下，以经济有效地实现预定的可靠性
目标。
2 . 8 . 6故障报告、分析、纠正措施系统f a i l u r e r e p o r t , a n a l y s i s&c o r r c c t i v e a c t i o n s y s t e m( F RACAS )
通过及时报告产品发生的故障，分析故障原因，并采取有效的纠正措施，

靠性增长的一种管理系统。
2 . 8 . 7初始部署保障计划i n i t i a l d e p l o y me n t s u p p o r t p l a a
为建立初始保障系统以便于装备部署而制定的计划。

以防止故障再现，实现可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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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寿命试验⋯⋯⋯⋯
间歇故障
兼容性⋯⋯⋯⋯⋯⋯⋯⋯⋯⋯⋯⋯⋯⋯⋯⋯⋯⋯⋯⋯⋯⋯⋯⋯⋯⋯⋯⋯⋯⋯⋯2 . l . 5 .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7 . 1 . 7

健壮设计
渐变故障
降额⋯⋯
经济承受性⋯⋯

可达可用度
可达性⋯⋯
可更换单元
可靠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2 .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l . 2 .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6 . 1 . 1 7

可靠寿命⋯⋯' ⋯ ⋯ ⋯ ⋯ ⋯ ⋯ ⋯ ⋯ ⋯ . .

可靠性⋯⋯⋯⋯⋯⋯⋯⋯⋯⋯⋯⋯⋯
可靠性、维修性和保障性管理⋯⋯⋯. .
可靠性、维修性和综合保障工作计划�，
可靠性、维修性和综合保障计划⋯⋯. .
可靠性、维修性和综合保障评审⋯⋯. .
可靠性分配l e e
可靠性工程：1 1

⋯ ⋯ ⋯ ⋯ ⋯ ⋯ ⋯ 2 . 2 . 8
⋯ ⋯ ⋯ ⋯ ⋯ ⋯ 2 . 6 . 1 . 6
⋯ ⋯ ⋯ ⋯ ⋯. . 2 . l . 2 . 1 4

⋯ ⋯ ⋯ ⋯ ⋯ ⋯ 2 . 5 . l . 3
⋯ ⋯ ⋯ ⋯ ⋯ 2 . 6 . 2 . 6
⋯ ⋯ ⋯ ⋯ ⋯ 2 . l . l . 5

⋯ ⋯ ⋯ ⋯ 2 . 5 . 2 . 1
- - 2 . 5 . 2 . 1 1
- - - 2 . 1 . 3 . 1

可靠性鉴定试验
可靠性框图
可靠性模型
可靠性评估
可靠性强化试验
可靠性设计准则
可靠性物理
2 0

2 . 8 . 1

2 . 8 . 4

2 . 8 . 3
⋯ ⋯ 2 . 8 . 2
- - - 2 . 6 . 1 . 4
- - - 2 . 1 . 3 . 2
- - - 2 . 7 . 1 . 3
- - - 2 . 6 . 1 . 3

⋯ ⋯ 2 . 6 . l . 2
- - 2 . 7 . 1 . 1 3
- - - 2 . 7 . 1 . 9
- - - 2 . 6 . 1 . 1
- - - 2 . 1 . 3 . 3



可靠性研制试验
可靠性验收试验
可靠性预计
可靠性增长
可靠性增长管理⋯⋯
可靠性增长试验⋯⋯
可修复产品
可用性

老练

GJB 451 A- 2 0 0 5⋯ ⋯ ⋯ ⋯ ⋯ ⋯ . - . . 2 . 7 . 1 . 1
⋯ ⋯ ⋯ ⋯ ⋯ ⋯ ⋯�2 . 7 . 1 . 4
⋯ ⋯ ⋯ ⋯ ⋯ ⋯ ⋯�2 . 6 . 1 . 5
⋯ ⋯ ⋯ ⋯ ⋯ ⋯ ⋯ 2 . 1 . 3 . 1 1

离位维修
利用率

耐久性
耐久性分析
耐久性试验
能工作时间

2 .8.5⋯ ⋯ ⋯ ⋯ ⋯ ⋯ ⋯ ⋯ ⋯ ⋯ ⋯ ⋯ ⋯ � 2 . 7 . l . 2
⋯ ⋯ ⋯ ⋯ ⋯ ⋯ ⋯ ⋯ ⋯ ⋯ ⋯ ⋯ ⋯ � 2 . 1 . l . 6
⋯ ⋯ ⋯ ⋯ ⋯ ⋯ ⋯ ⋯ ⋯ ⋯ ⋯ ⋯ ⋯ � 2 . 1 . 2 . 6

⋯ ⋯ ⋯ ⋯ ⋯ ⋯ ⋯ ⋯ ⋯ ⋯ ⋯ ⋯ ⋯ 2 . 7 . l . 1 2
⋯ ⋯ ⋯ ⋯ ⋯ ⋯ ⋯ ⋯ ⋯ ⋯ ⋯ ⋯ ⋯ ⋯ 2 . 3 . 1 1
⋯ ⋯ ⋯ ⋯ ⋯ ⋯ ⋯ ⋯ ⋯ ⋯ ⋯ ⋯ ⋯ � 2 . 5 . 1 . 9

⋯ ⋯ ⋯ ⋯ ⋯ ⋯ ⋯ ⋯ ⋯ ⋯ ⋯ ⋯ ⋯ 2 . 1 . 3 . 1 0
⋯ ⋯ ⋯ ⋯ ⋯ ⋯ ⋯ ⋯ ⋯ ⋯ ⋯ ⋯ ⋯ 2 . 6 . l . 1 6

能执行部分任务率
能执行全部任务率
能执行任务率

偶然故障
⋯⋯⋯⋯⋯⋯⋯⋯⋯⋯⋯⋯⋯2 . 7 . l . 62 . 4 . 3

⋯ ⋯ ⋯ ⋯ ⋯ ⋯ ⋯ ⋯ ⋯ ⋯ ⋯ ⋯ ⋯ 2 . 5 . l . 8
⋯ ⋯ ⋯ ⋯ ⋯ ⋯ ⋯ ⋯ ⋯ ⋯ ⋯ 2 . 5 . 1 . 7
⋯ ⋯ ⋯ ⋯ ⋯ ⋯ ⋯ ⋯ ⋯ ⋯ ⋯ 2 . 5 . 1 . 6

平均保障资源延误时间
平均不能工作时间
平均不能工作事件间隔时间
平均拆卸间隔时间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平均故障前时间：1 1
平均管理延误时间
平均维护时间
平均维修活动间隔时间
平均维修间隔时间
平均修复时间
平均需求间隔时间
平均严重故障间隔时间
平均预防性维修时间
破坏性物理分析

潜在故障
潜在状态分析
抢修性

2 .2.7⋯ ⋯ 2 . 5 . 4 . 3
⋯ ⋯ 2 . 5 . 4 . 2
⋯. . 2 . 5 . 2 . 1 2
⋯. . 2 . 5 . 2 . 1 9
⋯. . 2 . 5 . 2 . 1 4
⋯. . 2 . 5 . 2 . 1 3
⋯ ⋯ 2 . 5 . 4 . 4
⋯ ⋯ 2 . 5 . 3 . 6
⋯. . 2 . 5 . 2 . 1 7
⋯. . 2 . 5 . 2 . 1 6
⋯ ⋯ 2 . 5 . 3 . 3
⋯. . 2 . 5 . 2 . 1 8
⋯. . 2 . 5 . 2 . 1 5
⋯ ⋯ 2 . 5 . 3 . 5

⋯ ⋯. . 2 . 6 . l . 1 8

⋯ ⋯ ⋯ ⋯. . 2 二2 . 1 2
⋯ ⋯ ⋯ ⋯ ⋯ ⋯ ⋯ ⋯ ⋯ 2 . 6 . l . 1 5
⋯ ⋯ ⋯ ⋯ ⋯ ⋯ ⋯ ⋯ ⋯�2 . 1 . 4 . 4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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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和人员
任务成功度
任务成功性
任务可靠度
任务可靠性
任务剖面
任务前准备时间
任务时间
2 .1.5 . 42 . 5 . 1 . 5

2 . 1 . 2 . 5

2 . 5 . 2 . 2

2 . 1 . 3 . 5

2 . 1 . 6 . 5
- 2 . 5 . 1 . 1 0

任务维修性
容错
冗余
软件保障
软件保障性
软件故障
软件可靠性
软件失效
软件维护
软件维护性

设计接口
生存性
生存性分析
失效
时间

2 .4.8-- 2 . 1 . 4 . 5
- - 2 . 6 . 1 . 7
- - 2 . 6 . 1 . 8
- 2 . 1 . 5 . 1 8
- - 2 . 1 . 2 . 8
- - - 2 . 2 . 2 7
- - 2 . 1 . 3 . 8
- - - 2 . 2 . 2 8
- - - 2 . 3 . 1 6
- - 2 . 1 . 4 . 3

⋯ ⋯ ⋯ ⋯ ⋯ ⋯ ⋯ ⋯ ⋯ ⋯ ⋯ ⋯ 2 . l . 5 . 1 2
⋯ ⋯ ⋯ ⋯ ⋯ ⋯ ⋯ ⋯ ⋯. ' ⋯ ⋯�2 . 1 . 2 . l l
⋯ ⋯ ⋯ ⋯ ⋯ ⋯ ⋯ ⋯ ⋯ ⋯ ⋯ ⋯�2 . 6 . 3 . 6

使用保障时间
使用方案
使用可靠性
使用可用度
使用寿命
2 .2.22 . 4 . 1

2 . 4 .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1 . 5 . 1 4

使用与保障费用
使用与维修工作分析
视情维修
首次大修期限
寿命单位
寿命剖面
寿命试验
寿命周期
寿命周期费用

⋯ ⋯ ⋯ ⋯ ⋯ ⋯ ⋯ ⋯ ⋯ 2 . 1 . 3 . 7
⋯ ⋯ ⋯ ⋯ ⋯ ⋯ ⋯ ⋯ ⋯ 2 . 5 . 1 . 2
⋯ ⋯ ⋯ ⋯ ⋯ ⋯ ⋯ ⋯ ⋯ 2 . 5 . 2 . 6
⋯ ⋯ ⋯ ⋯ ⋯ ⋯ ⋯ ⋯ ⋯ 2 . l . 6 . 7
⋯ ⋯ ⋯ ⋯ ⋯ ⋯ ⋯ ⋯ ⋯ 2 . 6 . 3 . 5

寿命周期费用分析

维护
维修
2 2

2 . 3 . 8
- 2 . 5 . 2 . 9
- 2 . 1 . 6 . 1
- 2 . 1 . 6 . 4
- 2 . 7 . 1 . 5
- 2 . 1 . 6 . 2
- 2 . 1 . 6 . 3
- 2 . 6 . 3 . 7

2 . 3 . 2

2 . 3 . 1



维修度⋯
维修工时率e l l
维修活动
维修活动的平均直接维修工时⋯，
维修级别
维修时间
维修事件
GJB 451 A- 2 0 0 5⋯ ⋯ ⋯ ⋯ ⋯ ⋯ ⋯ ⋯ ⋯ ⋯ ⋯ ⋯ ⋯�2 . 5 . 3 . 1

⋯ ⋯ ⋯ ⋯ ⋯ ⋯ ⋯ ⋯ ⋯ ⋯ ⋯ ⋯ ⋯�2 . 5 . 3 . 9
⋯ ⋯ ⋯ ⋯ ⋯ ⋯ ⋯ ⋯ ⋯ ⋯ ⋯ ⋯ ⋯ ⋯ 2 . 3 . 1 4
⋯ ⋯ ⋯ ⋯ ⋯ ⋯ ⋯ ⋯ ⋯ ⋯ ⋯ ⋯ ⋯ 2 . 5 . 3 . 1 1

维修事件的平均直接维修工时
维修性
⋯⋯⋯⋯⋯⋯⋯⋯⋯⋯2 . 3 . 1 2⋯ ⋯ ⋯ ⋯ ⋯ ⋯ ⋯ ⋯ ⋯ ⋯ 2 . 4 . 1 0

⋯ . . ' ⋯ ⋯ ⋯ ⋯ ⋯ ⋯ ⋯ ⋯ 2 . 3 . 1 3

维修性分配
维修性分析
维修性工程
维修性核查
维修性模型
维修性评价
- -2.5 . 3 . 1 0- - - 2 . 1 . 4 . 1

- - - 2 . 6 . 2 . 4
- - - 2 . 6 . 2 . 2

- 2 . 1 . 4 . 2
- - - 2 . 7 . 2 . 1

维修性设计准则
维修性验证
维修性预计⋯⋯⋯

系统⋯⋯⋯⋯⋯⋯⋯⋯
系统平均恢复时间⋯⋯
系统效能⋯⋯⋯⋯⋯⋯⋯

- 2.6 . 2 . 3- - - 2 . 7 . 2 . 3

系统性故障⋯⋯⋯⋯⋯⋯⋯⋯⋯⋯⋯⋯⋯⋯⋯⋯⋯⋯⋯⋯⋯⋯⋯⋯⋯⋯⋯⋯，
系统战备完好性评估⋯⋯⋯⋯⋯⋯⋯⋯⋯⋯⋯⋯⋯⋯⋯⋯⋯⋯⋯⋯⋯⋯⋯⋯⋯⋯⋯⋯⋯⋯

- 2 . 6 . 2 . 1- 2 . 7 . 2 . 2
- 2 . 6 . 2 , 5

- 2 . 1 . 1 . 2
- 2 . 5 . 3 . 4
- 2 . 1 . 2 . 1
- - - 2 . 2 . 6-

-

-
2

.
2

.

6
限寿产品⋯⋯⋯⋯⋯⋯⋯⋯⋯⋯⋯⋯⋯⋯⋯⋯⋯⋯⋯⋯⋯⋯⋯⋯⋯⋯⋯⋯⋯⋯⋯⋯⋯⋯⋯⋯⋯2 . l . l . 7
修复率⋯⋯⋯⋯⋯⋯⋯⋯⋯⋯⋯⋯⋯⋯⋯⋯⋯⋯⋯⋯⋯⋯⋯⋯⋯⋯⋯⋯⋯⋯⋯⋯⋯⋯⋯⋯⋯⋯2 . 5 . 3 . 2
修复性维修⋯⋯⋯⋯⋯⋯⋯⋯⋯⋯⋯⋯⋯⋯⋯⋯⋯⋯⋯⋯⋯⋯⋯⋯⋯⋯⋯⋯⋯⋯⋯⋯⋯⋯⋯⋯⋯2 . 3 . 4
修复性维修时间⋯⋯⋯⋯⋯⋯⋯⋯⋯⋯⋯⋯⋯⋯⋯⋯⋯⋯⋯⋯⋯⋯⋯⋯⋯⋯⋯⋯⋯⋯⋯⋯⋯⋯⋯2 . 4 . 1 2
修理级别分析⋯⋯⋯⋯⋯⋯⋯⋯⋯⋯⋯⋯⋯⋯⋯⋯⋯⋯⋯⋯⋯⋯⋯⋯⋯⋯⋯⋯⋯⋯⋯⋯⋯⋯⋯2 . 6 . 3 . 4
修理周期
虚警⋯
虚警率⋯⋯⋯⋯⋯⋯⋯⋯⋯⋯⋯⋯⋯⋯⋯⋯⋯⋯⋯⋯⋯⋯⋯⋯⋯⋯⋯⋯⋯⋯⋯⋯⋯2 . 5 . 4 . 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2 . 2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5 . 3 . 1 6
训练与训练保障⋯⋯⋯⋯⋯⋯⋯⋯⋯⋯⋯⋯⋯⋯⋯⋯⋯⋯⋯⋯⋯⋯⋯⋯⋯⋯⋯⋯⋯⋯⋯⋯⋯⋯2 . 1 . 5 . 8

延误时间
严重故障⋯⋯⋯⋯⋯⋯⋯⋯⋯⋯⋯⋯⋯⋯⋯⋯⋯⋯⋯⋯⋯⋯⋯⋯⋯⋯⋯⋯⋯⋯⋯⋯⋯⋯2 . 4 . 1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2 . 5

以可靠性为中心的维修分析⋯⋯⋯⋯⋯⋯⋯⋯⋯⋯⋯⋯⋯⋯⋯⋯⋯⋯⋯⋯⋯⋯⋯⋯⋯⋯⋯，一⋯�2 . 6 . 3 . 3
隐蔽功能故障⋯⋯
用户等待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2 . 1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1 . 6 . 8

预防性维修⋯⋯⋯⋯⋯⋯⋯⋯⋯⋯⋯⋯⋯⋯⋯⋯⋯⋯⋯⋯⋯⋯⋯⋯⋯⋯⋯⋯⋯⋯⋯⋯⋯⋯⋯⋯⋯2 . 3 . 3
预防性维修时间⋯⋯⋯⋯⋯⋯⋯⋯⋯⋯⋯⋯⋯⋯⋯⋯⋯⋯⋯⋯⋯⋯⋯⋯⋯⋯⋯⋯⋯⋯⋯⋯⋯⋯⋯2 . 4 . 1 1
预先维修⋯⋯⋯⋯⋯⋯⋯⋯⋯⋯⋯⋯⋯⋯⋯⋯⋯⋯⋯⋯⋯⋯⋯⋯⋯⋯⋯⋯⋯⋯⋯⋯⋯⋯⋯⋯⋯⋯2 . 3 . 9
原位维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3 . 1 0

2 3



GJ B 4 5 1 A- 2 0 0 5

运输性⋯⋯

灾难故障。l l

⋯ ⋯ ⋯ ⋯ ⋯ ⋯ ⋯ ⋯ ⋯ ⋯ 2 . 1 . 2 . 1 3

再次出动准备时间
在编时间
早期故障2 .2.4⋯ ⋯ ⋯.

.

⋯ ⋯ ⋯ ⋯ ⋯ ⋯. . 2 . 5 . l . l l

战备完好性
战场损伤2 .4.2⋯ ⋯ ⋯ ⋯ ⋯ ⋯ ⋯ ⋯ ⋯ ⋯ ⋯ ⋯ 2 . 2 . 1 9

⋯ ⋯ ⋯ ⋯ ⋯ ⋯ ⋯ ⋯ ⋯ ⋯ ⋯�2 . 1 . 2 . 4

战场损伤评估
战场损伤修复
重要部件更换时间
贮存可靠性
⋯⋯⋯⋯⋯⋯⋯⋯⋯2 . 2 . 2 6⋯ ⋯ ⋯ ⋯ ⋯ ⋯ ⋯ ⋯ ⋯ 2 . 3 . 1 7

⋯ ⋯ ⋯ ⋯ ⋯ ⋯ ⋯ ⋯ ⋯ 2 . 3 . 1 8

装备完好率⋯⋯⋯
装备系统
自动测试设备
综合保障
- -2.5 . 3 . 1 3- - - 2 . 1 . 3 . 9

⋯ 2 . 5 . l . l
- - - 2 . 1 . 1 . 3
- - - 2 . 1 . 4 . 9

综合保障要素
综合诊断
总寿命- -2.1 . 5 . 1- 2 . 1 . 5 . 2

2 . 1 . 4 . 1 1

最大修复时间
作战适用性

2 4

2 . 5 . 2 . 8

2 . 5 . 3 . 7

2 . 1 . 2 . 2



a c c e l e r a t e d l i f e t e s t
a c c e s s i b i l i t v

外文对应词索引

a c h i e v e d a v a i l a b i l i t y ( Aa )
a c t i v e t i me - - . .

a dmi击S订a t i v e d e l a v t i me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a f r o r d a b i l i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J B 4 5 1 A- 2 0 0 5

⋯ ⋯ ⋯ ⋯. . 2 . 7 . 1 . 7
- - - - 2 . 6 . 2 . 6

a 】e n t i me ⋯⋯⋯⋯⋯⋯⋯⋯⋯⋯⋯⋯⋯⋯⋯⋯⋯⋯⋯⋯⋯⋯⋯⋯⋯⋯⋯⋯⋯⋯⋯⋯，

- -2 . 5 . 1 . 3- - - - 2 . 4 . 2
- - - 2 . 4 . 1 6

2 . 1 . 2 . 1 4
- - ' - 2 . 4 . 7

a n t i - e n o r d e s i g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6 . 2 . 8
a s s e S s me n t 0 f s y s t e m o p e r a t i o n a 1 r e a d i n e s 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7 . 3 . 2
a u t oma t i c t e s t e q u i pme n t ( AT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1 . 4 . 9
a v a i l a b i l i 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1 . 2 . 6

b a s e l i n e c omp a r i s o n s y s t e m( B C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l . 5 . 1 9
b a s i c r e l i a b i l i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1 . 3 . 4
b a me 6 e l d d a ma g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2 . 2 6
b a me a e 1 d d a ma g e a s s e S s me n 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3 . 1 7
b a me a e l d d a ma g e r e p a i 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3 . 1 8
b u i l t - i n t e s t e q u i pme n t ( B I T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1 . 4 . 8
b u i l t - i n t e s t ( B I 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1 . 4 . 7
b u r n - i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7 . l . 1 2

c a r u 1 0 t d u p l i c a t e r a t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5 . 3 . 1 7
c a p a b i l i 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l . 2 . 1 7
c a 切寥t t 0 p h i c f a i l u r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2 . 4
c i r c u i t t o l e r a n c e a n a l y s i 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6 . 1 . 1 4
c omb a t r e S i 1 i e北e ⋯⋯⋯⋯⋯⋯⋯⋯⋯⋯⋯⋯⋯⋯⋯⋯⋯⋯⋯⋯⋯⋯⋯⋯⋯⋯⋯⋯⋯⋯⋯⋯⋯⋯2 . 1 . 4 . 4
c omm0 n c a u s e f a i l u r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2 . 1 0
c omp a t i b i 1 i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1 . 2 . 1 5
c omp u t e r r e S 0 u r c e s u p p 0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l . 5 . 9
c o n c u 慢r e n t e n g i n e e 直h 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l . 6 . 6
c 0 r r e c t i v e ma i n t e n a n c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3 . 4
c o r r e c t i v e ma i n t e n a n c e t i me ⋯⋯⋯⋯⋯⋯⋯⋯⋯⋯⋯⋯⋯⋯⋯⋯⋯⋯⋯⋯. ' ⋯ ⋯ ⋯ ⋯ ⋯ ⋯ ⋯ ⋯ ⋯�2 . 4 . 1 2
CL i t i c a l f a i l u r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2 . 5
c u s t ome r wa i t t i me ( CW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l . 6 . 8

d e l a v t i me - - -

d e p e n d a b i l i t y
d e p e n d a b i l i t 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4 . 1 4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2 . 1 . 2 .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5 . 1 . 5

d印e n d e n t f a i 1 u r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2 . 1 5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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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p l o y a b i l i t y - - - - - - - - 2 . 1 . 2 . 9
d e p l o y me n t s u p p 0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1 . 5 . 2 0

d e r a t i n g - - - - - - . - - - - - - -
d e s i g n i n t e r f a c e ' ' - -

2 . 6 . 1 . 6
⋯ ⋯ ⋯ ⋯ ⋯ ⋯ ⋯ ⋯ ⋯ ⋯ ⋯ ⋯ 2 . 1 . 5 . 1 2

d e s t r u c t i v e p h y s i c a l a n a l y s i s ( DP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6 . l . 1 8
d i r e c t ma i n t e n a n c e ma n - h o u r s p e r ma i n t e n a n c e e v e n t o DMM ） ⋯ ⋯ ⋯ ⋯ ⋯ ⋯ ⋯ ⋯ ⋯ ⋯ ⋯ ⋯ 2 . 5 . 3 . l o

d i r e c t ma i n t e n a n c e ma n - h o u r s p e r ma i n t e n a n c e a c t i o n ( DMMH/MA) ⋯ ⋯ ⋯ ⋯ ⋯ ⋯ ⋯ ⋯ ⋯ ⋯ ⋯ ⋯ 2 . 5 . 3 . 1 1

d o wn t i me ⋯⋯⋯⋯⋯⋯⋯⋯⋯⋯⋯⋯⋯⋯⋯⋯⋯，二⋯⋯⋯⋯⋯. .- -2 . 4 . 4

d u r a b i l i t 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l . 3 . l o
d u r a b i l i t y a n a 1 y s i 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6 . l . 1 6
d u r a b i l i 妒t e S卜⋯⋯⋯⋯⋯⋯⋯⋯⋯⋯⋯⋯⋯⋯⋯⋯⋯⋯⋯⋯⋯⋯⋯⋯⋯⋯⋯⋯⋯⋯⋯⋯⋯⋯. . 2 . 7 . 1 . 6

e I e me n诅巧mamt e n a n c e a c t i Vi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3 . 1 5

e n v i r o nme n t wo r t h i n e s s . ' . - - - - - - - - - . 一⋯⋯

e n v i r o nme n t a l s t r e s s s c r e e n i n g ( E S S ) : 1 1

f a i l - s a f e ⋯ ⋯ ⋯ ⋯ ⋯ ⋯ ⋯ ⋯ ⋯ ⋯ ⋯ ⋯ . .

f a i l u r e

f a i 1 u r e c a u s e ⋯ ⋯ ⋯ ⋯ ⋯ ⋯ ⋯ ⋯ ⋯ ⋯⋯

鱼i I u r e c r i t e 直o n ⋯ ⋯ ⋯ ⋯ ⋯ ⋯ ⋯ ⋯ ⋯⋯

鱼i l u r e e f r e c t ⋯ ⋯ ⋯ ⋯ ⋯ ' ⋯ ⋯ ⋯ ⋯ ⋯ . .

f a i l u r e me c h a n i s m ⋯ ⋯ ⋯ ⋯ ⋯ ⋯ ⋯ ⋯⋯

f a i mr e mo d e ⋯ ⋯ ⋯ ⋯ ⋯ ⋯ ⋯ ⋯ ⋯ ⋯⋯

f a i l u r e mo d e a n d e f f e c t a n a l y s i s ( FMEA)

⋯ ⋯ ⋯ ⋯ ⋯ ⋯ ⋯ ⋯ ⋯ ⋯ ⋯ ⋯ 2 . 1 . 2 . 1 6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7 . 1 . 8

⋯ ⋯ ⋯ ⋯ ⋯ ⋯ ⋯ ⋯ ⋯ ⋯ ⋯ ⋯ ⋯ ⋯ ⋯ ⋯ ⋯ ⋯ ⋯ ⋯�2 . 6 . 1 . 9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2 . 2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2 . 2 3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2 . 2 5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2 . 2 4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2 . 2 2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2 . 2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6 . 1 . 1 1

f a i l u r e mo d e s
, e f f e c t a n d c r i t i c a l i t y a n a l y s i s ( FMECA) ⋯ ⋯ ⋯ ⋯ ⋯ ⋯ ⋯ ⋯ ⋯ ⋯ ⋯ ⋯ ⋯ ⋯ ⋯ ⋯ ⋯ ⋯ 2 . 6 . 1 . 1 2

f a i l u r e r a t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5 . 2 . 5

f a i l u r e r e p o r t , a n a l y s i s &c o r r e c t a c t i o n s y s t e m( F RACAS ) ⋯ ⋯ ⋯ ⋯ ⋯ ⋯ ⋯ ⋯ ⋯ ⋯ ⋯ ⋯ ⋯ ⋯ ⋯ ⋯ ⋯ ⋯ 2 . 8 . 6
鱼l s e a l a r l r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2 . 2 9
f a l s e a l a r m r a t e ( F A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5 . 3 . 1 6

f a u h d e t e c t i o n r a t e ( F DR ) ⋯ ⋯ ⋯ ⋯ ⋯ ⋯ ⋯ ⋯ ⋯ ⋯ ⋯ ⋯ ⋯，

f a u l t d i a g n 0 s i s ⋯ ⋯ ⋯ ⋯ ⋯ ⋯ ⋯ ⋯ ⋯ ⋯ ⋯ ⋯ ⋯ ⋯ ⋯ ⋯ ⋯ . .

f a u h i s o l a t i o n r a t e ( F I R ) ⋯ ⋯ ⋯ ⋯ ⋯ ⋯ ⋯ ⋯ ⋯ ⋯ ⋯ ⋯ ⋯ . .

f a u l t t o l e r a n c e ⋯ ⋯ ⋯ ⋯ ⋯ ⋯ ⋯ ⋯ ⋯ ⋯ ⋯ ⋯ ⋯ ⋯ ⋯ ⋯ ⋯⋯

f a u l t t r e e a n a l y s i s ( F TA ) ⋯ ⋯ ⋯ ⋯ ⋯ ⋯ ⋯ ⋯ ⋯ ⋯ ⋯ ⋯ ⋯ . .

f a u I 仃f a i l u r e ⋯ ⋯ ⋯ ⋯ ⋯ ⋯ ⋯ ⋯ ⋯ ⋯ ⋯ ⋯ ⋯ ⋯ ⋯ ⋯ ⋯ ⋯ ⋯，

f a u 1Uf a i l u r e a n a l v s i s ⋯ ⋯ ⋯ ⋯ ⋯ ⋯ ⋯ ⋯ ⋯ ⋯ ⋯ ⋯ ⋯ ⋯ ⋯. .

f u l l mi s s i o n c a p a b l e r a t e ( FMCR)

g r a d u a l f a i l u r e - - - - - - - - - - - - - - -

h a r d t i me ma i n t e n a n c e . ' . -

h i d d e n f i i n c t i o n f a i l u r e . ' ⋯

⋯ ⋯ ⋯ ⋯ ⋯ ⋯ ⋯ ⋯ ⋯ ⋯ ⋯ ⋯. . 2 . 5 . 3 . 1 4
⋯ ⋯ ⋯ ⋯ ⋯ ⋯ ⋯ ⋯ ⋯ ⋯ ⋯ ⋯�2 . 1 . 4 . 1 0
⋯ ⋯ ⋯ ⋯ ⋯ ⋯ ⋯ ⋯ ⋯ ⋯ ⋯ ⋯�2 . 5 . 3 . 1 5

2 . 6 . 1 . 7
⋯ ⋯ ⋯ ⋯ ⋯ ⋯ ⋯ ⋯ ⋯ ⋯ ⋯ ⋯�2 . 6 . 1 . 1 3

h i g h l y a c c e l e r a t e d l i f e t e s t ( HALT )
2 6

- .2.2 . 1⋯ ⋯ ⋯ ⋯ ⋯ ⋯ ⋯ ⋯ ⋯ ⋯ ⋯ ⋯�2 . 6 . 1 . 1 0

2 . 5 . 1 . 7

- - 2 . 2 . 8

- - 2 . 3 . 7
⋯ ⋯ . e ⋯ ⋯ ⋯ ⋯ ⋯ ⋯ ⋯ ⋯ ⋯ ⋯ ⋯. . 2 . 2 . 1 1
⋯ ⋯ ⋯ ⋯ ⋯ ⋯ ⋯ ⋯ ⋯ ⋯ ⋯ ⋯ ⋯. . 2 . 7 . 1 . l o



h i g h l y a c c e l e r a t e d s t r e s s s c r e e n i n g (HAS S )GJB 45 1 A- 2 0 0 5- - 2 . 7 . 1 . 1 1

- - - 2 . 1 . 5 . 2I L S e l e me n t s - - - . - - - - - -

- - - - 2 . 2 . 1 6i n d e p e n d e n t f a i l u r e . ' -

i n f a n t mo r t a l i t y / e a r l y l i f e f a i l u r e -

i n h e r e n t a v a i l a b i l i t y ( Ai ) ⋯ ⋯ ⋯. .

- . - - 2 . 2 . 1 9
- - - 2 . 5 . 1 . 4
- - - 2 . 1 . 3 . 6i n h e r e n t r e l i a b i l i t v - - - - - - - - - - - - - - - - - -

i n i t i a l d e p 1 o y me n t s u p p 0 n p l a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8 . 7

i n i t i a l o p e r a t i o n a l c a p a b i l i t y ( 1 0 C)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2 . l . 6 . 9

i n t e g r a t e d d i a伊0 s t i C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l . 4 . 1 1

i n t e g r a t e d l o g i s t i c s s u p p o r t ( I L 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1 . 5 . l

i n t e r c h a n g e a b i l i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6 . 2 . 7

i n t e r mi n e n t f a i l u r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 ⋯ ⋯ ⋯ ⋯ ⋯ ⋯ ⋯ ⋯ 2 . 2 . 9

i n t e r o p e r a b i j i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1 . 2 . 1 2

2 . 1 . 1 . 1i t e m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川' ⋯ ⋯ ⋯ ⋯ ⋯ ⋯ ⋯，

l e v e l o f r e p a i r a n a l y s i s ( L ORA) ⋯ ⋯ ⋯ ⋯ ⋯ ⋯ ⋯ ⋯ ⋯ ⋯ ⋯ 2 . 6 . 3 . 4

2 . 6 . 3 . 7l i f e c y c l e c o s t a n a l y s i S ⋯ ⋯ ⋯ ⋯ ⋯ ⋯ ⋯ ⋯ ⋯ ⋯ ⋯ ⋯ ⋯ ⋯ ⋯

2 . 1 . 6 . 2l i f e c v c 1 e ⋯ ⋯ ⋯ ⋯ ⋯ ⋯ ⋯ ⋯ ⋯ ⋯ ⋯ ⋯ ⋯ ⋯ ⋯ ⋯ ⋯ ⋯ ⋯⋯

I i f e c y c l e c o s t ( L CC) ⋯ ⋯ ⋯ ⋯ ⋯ ⋯ ⋯ ⋯ ⋯ ⋯ ⋯ ⋯ ⋯ ⋯ ⋯ 2 . 1 . 6 . 3

2 . 1 . 1 . 7l i f e 1 i mi t e d i t e m ⋯ ⋯ ⋯ ⋯ ⋯ ⋯ ⋯ ⋯ ⋯ ⋯ ⋯ ⋯ ⋯ ⋯ ⋯ ⋯ ⋯ ⋯

2 . 1 . 6 . 4l 胆p r 0 6 l e ⋯ ⋯ ⋯ ⋯ ⋯ ⋯ ⋯ ⋯ ⋯ ⋯ ⋯ ⋯ ⋯ ⋯ ⋯ ⋯ ⋯ ⋯ ⋯ ⋯

2 . 7 . 1 . 5l i f e t e S t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1 . 6 . 1l i 名u n i t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4 . 1 51 o g i s t i c d e l a y t i

⋯ ⋯ ⋯ 2 . 1 . 4 . 1ma i n t a i n a b i l i t v

ma i n t a i n a b i l i t v

ma i n t a i n a b i l i t y a Ho c a t i o n / ma i n t a i n a b i l i t y a p p o r t i o nme n t - - -

ma i n t a i n a b i l i 妒a n a l y s i S ⋯ ⋯ ⋯ ⋯ ⋯ ⋯ ⋯ ⋯ ⋯ ⋯ ⋯ ⋯ ⋯ ⋯ ⋯ ⋯ ⋯⋯

ma i n诅i n a b i l i妒d e mo n s t r a t i 0 n ⋯ ⋯ ⋯ ⋯ ⋯ ⋯ ⋯ ⋯ ⋯ ⋯ ⋯ ⋯ ⋯ ⋯ ⋯⋯

ma i n t a i n a b i l i 妒d e S i g B c 直t e r i a ⋯ ⋯ ⋯ ⋯ ⋯ ⋯ ⋯ ⋯ ⋯ ⋯ ⋯ ⋯ ⋯ ⋯ ⋯⋯

ma i n t a i n a b i 1 i 锣e n g i n e e d n g ⋯ ⋯ ⋯ ⋯ ⋯ ⋯ ⋯ ⋯ ⋯ ⋯ ⋯ ⋯ ⋯ ⋯ ⋯ ⋯⋯

ma i n t a i n a b i 】i t v e v a l u a t i o n ⋯ ⋯ ⋯ ⋯ ⋯ ⋯ ⋯ ⋯ ⋯ ⋯ ⋯ ⋯ ⋯ ⋯ ⋯ ⋯ ⋯ ⋯⋯

ma i n t a i n a b i I i妒mod e l ⋯ ⋯ ⋯ ⋯ ⋯ ⋯ ⋯ ⋯ 一 ⋯ ⋯ ⋯，一⋯ ⋯ ⋯ ⋯ ⋯ ⋯ ⋯ ⋯⋯

ma i n t a i n a b i I i 寸p r e d i c a t i o n ⋯ ⋯ ⋯ ⋯ ⋯ ⋯ ⋯ ⋯ ⋯ ⋯ ⋯ ⋯ ⋯ ⋯ ⋯ ⋯ ⋯ ⋯⋯

ma i n t a i n a b i l i妒v e 直6 c a t i o n ⋯ ⋯ ⋯ ⋯ ⋯ ⋯ ⋯ ⋯ ⋯ ⋯ ⋯ ⋯ ⋯ ⋯ ⋯ ⋯ ⋯ ⋯⋯

ma mt e n a n c e - -

ma i n t e n a n c e a c t i o

ma i n t e n a n c e e v e n t

ma i n t e n a n c e l e v e l

2 . 5 . 3 , 1
- 2 . 6 . 2 . 4
- 2 . 6 . 2 . 2
- 2 . 7 . 2 . 2
- 2 . 6 . 2 . 1
- 2 . 1 . 4 . 2
- 2 . 7 . 2 . 3
- 2 . 6 . 2 . 3
- 2 . 6 . 2 . 5
- 2 . 7 . 2 . 1
- - - 2 . 3 . 1

ma i n t e n a n c e r a t i o ( MR ) ⋯ ⋯ ⋯ ⋯ ⋯ ⋯ ⋯ ⋯ ⋯ ⋯ ⋯ ⋯ ⋯ ⋯ ⋯ ⋯ ⋯ ⋯ ⋯，

ma i n t e n a n c e t i me
- 2.3. 1 4- 2 . 3 . 1 3

- 2 . 3 . 1 2

2 . 5 . 3 . 9
- 2 . 4 . 1 0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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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j 0 r c 0 mp o n e n t r e p l a c e me n t t i me ⋯⋯⋯⋯⋯⋯⋯⋯⋯⋯⋯⋯⋯⋯⋯⋯' ⋯ ⋯ ⋯ ⋯ ⋯ ⋯ ⋯ ⋯ ⋯ . . 2 . 5 . 3 . 1 3
ma n p o we r a n d p e r s o n n e l ⋯ ⋯ ⋯ ⋯ ⋯ ⋯ ⋯ ⋯⋯

ma t e r i e l r e a d i n e S S r a t e ⋯ ⋯ ⋯ ⋯ ⋯ ⋯ ⋯ ⋯ ⋯⋯

ma t e r i e l s v s t e m ⋯ ⋯ ⋯ ⋯ ⋯ ⋯ ⋯ ⋯ ⋯ ⋯ ⋯ ⋯，

ma x i mum t i me t o r印a i r ⋯ ⋯ ⋯ ⋯ ⋯ ⋯ ⋯ ⋯⋯

me a n a dmi n i s t r a t i v e d e l a y t i me . . - - - - - - - - - - - - - . . -
me a n d 0 wn t i me ⋯⋯⋯⋯⋯⋯⋯⋯⋯⋯⋯⋯，

me a n 1 0 g i S t i c s d e l叫t i me ⋯⋯⋯⋯⋯⋯⋯⋯⋯
me a n p r e v e n t i v e ma i n t e n a n c e t i me (MPMT) . . e
me a n t i me b e t we e n d own i n g e v e n t s (MTBDE ) : 1 ,
me a n t i me b e t we e n c r i t i c a l f a i l u r e s (MTBCF ) .
me a n t i me b e t we e n d e ma n d s (MTBD) ⋯ ⋯ ⋯，

me a n t i me b e t Nv e e n f a i l u r e s (MTB F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l . 5 . 4
⋯ ⋯ ⋯ ⋯ ⋯ ⋯ ⋯ ⋯ ⋯ ⋯ ⋯ ⋯ ⋯ ⋯ ⋯ ⋯ 2 . 5 . l . 1
. 一 ⋯ ⋯ ⋯ ⋯ ⋯ ⋯ ⋯ ⋯ ⋯ ⋯ ⋯ ⋯ ⋯ ⋯ ⋯ 2 . 1 . 1 . 3
⋯ ⋯ ⋯ ⋯ ⋯ ⋯ ⋯ ⋯ ⋯ ⋯ ⋯ ⋯ ⋯ . ' ⋯ ⋯�2 . 5 . 3 . 7
⋯ ⋯ ⋯ ⋯ ⋯ ⋯ ⋯ ⋯ ⋯ ⋯ ⋯ ⋯ ⋯ ⋯ ⋯ ⋯ 2 . 5 . 4 . 4
⋯ ⋯ ⋯ ⋯ ⋯ ⋯ ⋯ ⋯ ⋯ ⋯ ⋯ ⋯ ⋯ ⋯ ⋯. . 2 . 5 . 4 . 2
⋯ ⋯ ⋯ ⋯ ⋯ ⋯ ⋯ ⋯ ⋯ ⋯ ⋯ ⋯ ⋯ ⋯ ⋯ ⋯ 2 . 5 . 4 . 3
⋯ ⋯ ⋯ ⋯ ⋯ ⋯ ⋯ ⋯ ⋯ ⋯ ⋯ ⋯ ⋯ ⋯ ⋯ ⋯ 2 . 5 . 3 . 5

me a n t i me b e t we e n ma i n t e n a n c e a c t i o n s (MTBMA)
me a n t i me b e t we e n ma i n t e n a n c e (MTBM) e e e .
me a n t i me b e t we e n r e mo v a l s (MTBR ) ⋯ ⋯ ⋯，

me a n t i me t o f a i l u r e (MTTF ) ⋯ ⋯ ⋯ ⋯ ⋯ ⋯ ⋯，

me a n t i me t o r e p a i r (MTTR ) ⋯ ⋯ ⋯ ⋯ ⋯ ⋯⋯

me a n t i me t o r e s t o r e s y s t e m(MTTRS )e l l l l l . e l
me a n t i me t o s e r v i c e (MTTS ) ⋯ ⋯ ⋯ ⋯ ⋯ ⋯⋯

mi s s i o n t i me t o r e s t o r e f t i n c t i o n (MTTRF ) e l e ⋯
mi s s i o n c a p a b l e r a t e (MCR) ⋯ ⋯ ⋯ ⋯ ⋯ ⋯ ⋯ ⋯ ⋯ ⋯ ⋯ ⋯ ⋯ ⋯ ⋯ ⋯ ⋯ ⋯⋯

mi S S i o n ma i n t a i n a b 订i t V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 s s i o n p r 0 6 l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 S S i o n r e l i a b i l i 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 s s i o n r e l i a b i l i t v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 S S i o n t i me ⋯⋯⋯⋯⋯⋯⋯⋯⋯⋯⋯⋯⋯⋯⋯⋯⋯⋯⋯⋯⋯⋯⋯⋯⋯⋯⋯⋯⋯⋯⋯⋯⋯，

- . 2 . 5 . 2 . 1 2
- - 2 . 5 . 2 . 1 5
- - 2 . 5 . 2 . 1 8
- - 2 . 5 . 2 . 1 4
- - 2 . 5 . 2 . 1 7
- - 2 . 5 . 2 . 1 6
- - 2 . 5 . 2 . 1 9
- . 2 . 5 . 2 . 1 3
- - - 2 . 5 . 3 . 3
- 1 - 2 . 5 . 3 . 4
- - - 2 . 5 . 3 . 6
- - - 2 . 5 . 3 . 8
- - - 2 . 5 . 1 . 6
- - - 2 . 1 . 4 . 5
- - - 2 . 1 . 6 . 5
- - - 2 . 1 . 3 . 5
- . - 2 . 5 . 2 . 2

⋯ ⋯ . . 2 . 4 . 8
m0 d i 6 c a t i o n t i me ⋯⋯⋯⋯⋯⋯⋯⋯⋯⋯⋯⋯⋯⋯⋯⋯⋯⋯⋯⋯⋯⋯⋯⋯⋯⋯⋯⋯⋯⋯⋯⋯⋯⋯2 . 4 . 1 3
mu l t i p l e f a i l u r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2 . 1 3

n 0 n - c h a F g e a b I e f a i l u r e ⋯ ⋯ ⋯ ⋯ ⋯ ⋯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2 . 1 8
n 0 n - r e l e v a n t f a i 1 u r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2 . 1 7
n o t 0 p e r a t i鸭t i me ⋯⋯⋯⋯⋯⋯⋯⋯⋯⋯⋯⋯⋯⋯⋯⋯⋯⋯⋯⋯⋯⋯⋯⋯⋯⋯⋯⋯⋯⋯⋯⋯⋯⋯2 . 4 . 5

o a 口e q u i pme n t ma i n t e n a n c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3 . 1 1
o n - c 0 n d i t i o n ma i n t e n a n c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 - e q u i pme n t ma i n t e n a n c e
o p e r a t i o n a n d ma i n t e n a n c e t a s k a n a l y s i s
o p e r a t i o n a l a v a i l a b i l i t y ( Ao ) . . e
o p e r a t i o n a l c o n c e p t - - - . - - - -

o p e r a t i o n a l r e a d i n e s s - - - - - -

o p e r a t i o n a l r e l i a b i l i t y - - - - - -
o p e r a t i o n a l s u i t a b i l i t y - - - . - -

2 R

2 . 3 . 8
- 2 . 3 . 1 0

2 . 6 . 3 . 5

2 . 5 . 1 . 2
⋯ ⋯ ⋯ ⋯ ⋯ ⋯ ⋯ ⋯ ⋯ 2 . l . 5 . 1 4

2 . 1 . 2 . 4

2 . 1 . 3 . 7

2 . 1 .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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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p e r a t i 0 n a l s u p p 0 n t i me ⋯⋯⋯⋯⋯⋯⋯⋯⋯⋯⋯⋯⋯⋯⋯⋯⋯⋯⋯⋯⋯⋯⋯⋯⋯⋯⋯⋯⋯⋯⋯⋯2 . 4 . 9
o p e r a t i o n s a n d s u p p o r t c o s t s - - - - - - - - - - - - - - - - - - -

p a c k a g i n g , h a n d l i n g , s t o r a g e &t r a n s p o r t a t i o n
p a r t i a l mi s s i o n c a p a b l e r a t e ( P~CR ) ⋯ ⋯ ⋯，

p a n e m f a i l u r e ⋯ ⋯ ⋯ ⋯ ⋯ ⋯ ⋯ ⋯ ⋯ ⋯ ⋯ ⋯，

po t e n t i a l f a i l u r e ⋯ ⋯ ⋯ ⋯ ⋯ ⋯ ⋯ ⋯ ⋯ ⋯ ⋯⋯

p r e v e n t i v e ma i n t e n a n c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 r e v e n t i v e ma i n t e n a n c e t i me . ' - - - - - - - . - - - - - - - - - - -
p r 0 a c t i v e ma i n t e n a n c e ⋯ ⋯ ⋯ ⋯ ⋯ ⋯ ⋯ ⋯ ⋯. .

p r 0 b曲i l i妒o f s u c c e S S ⋯ ⋯ ⋯ ⋯ ⋯ ⋯ ⋯ ⋯ ⋯，

r a n d om f a i mr e ⋯ ⋯ ⋯ ⋯ ⋯ ⋯ ⋯ ⋯ ⋯ ⋯ ⋯ ⋯ . .

r e a c t i On t i me ⋯⋯⋯⋯⋯⋯⋯⋯⋯⋯⋯⋯⋯

⋯ ⋯ ⋯ ⋯ ⋯ ⋯ ⋯ ⋯ ⋯ ⋯ ⋯ ⋯�2 . 1 , 6 . 7

⋯ ⋯ ⋯ ⋯ ⋯ ⋯ ⋯ ⋯ ⋯ ⋯ ⋯ ⋯ 2 . 1 . 5 . 1 1
⋯ ⋯ ⋯ ⋯ ⋯ ⋯ ⋯ ⋯ ⋯ ⋯ ⋯ ⋯�2 . 5 . 1 . 8
⋯ ⋯ ⋯ ⋯ ⋯ ⋯ ⋯ ⋯ ⋯ ⋯ ⋯ ⋯�2 . 2 . 1 4
⋯ ⋯ ⋯ ⋯ ⋯ ⋯ ⋯ ⋯ ⋯ ⋯ ⋯ ⋯. . 2 . 2 . 1 2
⋯ ⋯ ⋯ ⋯ ⋯ ⋯ ⋯ ⋯ ⋯ ⋯ ⋯ ⋯ ⋯ 2 . 3 . 3
⋯ ⋯ ⋯ ⋯ ⋯ ⋯ ⋯ ⋯ ⋯ ⋯ ⋯ ⋯. . 2 . 4 . I l
⋯ ⋯ ⋯ ⋯ ⋯ ⋯ ⋯ ⋯ ⋯ ⋯ ⋯ ⋯ ⋯ 2 . 3 . 9
⋯ ⋯ ⋯ ⋯ ⋯ ⋯ ⋯ ⋯ ⋯ ⋯ ⋯ ⋯�2 . 5 . 2 . 3

⋯ ⋯ ⋯ ⋯ ⋯ ⋯ ⋯ ⋯ ⋯ ⋯ ⋯ ⋯ ⋯ 2 . 2 .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4 . 6

r e c o n f i g u r a t i o n t i me ( R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5 . 3 . 1 2
r e d u n d a n c 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6 . 1 . 8
r e l i a b i l i t 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l . 3 . l
州i a b i l i 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5 . 2 . 1
州i a b i l i 妒a CC印t a n c e t e S 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7 . 1 . 4
r e l i a b Ⅱi t y a 】l o c a t i o训r e l i a b i l j 妒a p p o面0 nme n t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6 . 1 . 4
州i a b i l i t y a s s e s s me n 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7 . 1 . 1 3
r e l i a b i l i 妒b l o c k d i a 矿a 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6 . l . 3
r e l i a b i l i 寸d e S i纽c r i t e 直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6 . 1 . 1
r e l i a b i I i 妒d e v e l 0 pme n t t e s 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7 . l . l
r e l i a b i l i妒e n g i n e e 直n 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l . 3 . 2
r e l i a b i l i t y e n h a n c e me n t t e s t i n g ( RE T ) ⋯ ⋯ ⋯ ⋯ ⋯ ⋯. . ⋯ ⋯ ⋯ ⋯ ⋯ ⋯ ⋯ ⋯ ⋯ ⋯' ⋯⋯⋯⋯⋯⋯⋯⋯�2 . 7 . l . 9
r e l i a b i 1 i t y g r o讯h⋯⋯⋯⋯⋯⋯⋯⋯⋯⋯⋯⋯⋯⋯⋯⋯⋯⋯⋯⋯⋯⋯⋯⋯⋯⋯⋯⋯⋯⋯⋯⋯⋯2 . 1 . 3 . 1 1
州i a b i l i 妒g o毗ma n a g e me n 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8 . 5
r e l i a b i l i妒g r 0忧h t e S 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7 . 1 . 2
州i a b i I i 妒mod e 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6 . 1 . 2
r e I i a b i l i妒p h y s i C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1 . 3 . 3
r e I i a b i l i 妒p r e d i c t i 0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6 . l . 5
r e l i a b i l i 妒q u a 1 i 6 c a t i 0 n t e s 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7 . l . 3
r e l i a b i l i t y ,ma i n t a ma b i l i妒a n d I L S p r 0 g a u 1 1 p l a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8 . 4
r e l i a b i l i t y ,ma i n t a i n a b i l i 妒a n d s u p p 0血b i l i妒ma n a g e me n t ⋯ ⋯ ⋯ ⋯ ⋯ ⋯ ⋯ ⋯ ⋯ ⋯ ⋯ ⋯ ⋯ ⋯ ⋯ ⋯ ⋯ ⋯ 2 . 8 . 1
r e l i a b i l i妒，ma mt a i n a b i l i 妒a n d I L S p l a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8 . 3
r e I i a b i I i妒，ma i n t a i n a b i I i 妒a n d几s r e v i e w ⋯ ⋯ ⋯ ⋯ ⋯ ⋯ ⋯ ⋯ ⋯ ⋯一⋯⋯⋯⋯⋯⋯⋯⋯⋯⋯⋯⋯⋯⋯. . 2 . 8 . 2
r e l i a b i l i t y - c e n t e r e d ma i n t e n a n c e a n a l y s i s ( RCMA) ⋯ ⋯ ⋯ ⋯ ⋯ ⋯ ⋯ ⋯ ⋯ ⋯ ⋯ ⋯ ⋯ ⋯⋯

r e l i a b 1 e 1 i f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 e p a i r c y c 1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 e p a 口r a t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印a i r a b l e i t e 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印l a c e a b l e u n i 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6 . 3 . 3- 2 . 5 . 2 . 1 1
- - 2 . 5 . 4 . 1
- - 2 . 5 . 3 . 2
- - 2 . 1 . 1 . 6
- - 2 . 1 . 1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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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t e s t o k a v r a t e - - . . - -

r o b u s t d e s i g n - - - . - - - - .

s a f e t v ⋯ ⋯ ⋯ ⋯ ⋯ ⋯，

s c h e d u l e d ma i n t e n a n c e - - -

s e r v i c e l i f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5 . 3 . 1 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6 . 1 . 1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1 . 2 . 1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3 .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5 . 2 .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3 . 2s e r v i c l r i g ⋯ ⋯ ⋯ ⋯⋯

s e t o u t t i me t o mi s s i o n ( S TTM) ⋯⋯⋯⋯⋯⋯⋯⋯⋯⋯⋯⋯⋯⋯⋯⋯⋯⋯⋯⋯⋯⋯⋯⋯⋯⋯⋯⋯2 . 5 . 1 . 1 0
s i n g l e p o i n t f a i l u r e -
s n e a k a n a l v s i s - - - - - . - - .

s o f l l wa r e f a i l u r e - - . - . - -

s o Rwa r e f a u h - . 一⋯ . . - -

⋯ ⋯ ⋯ ⋯ 2 . 2 . 3
⋯ ⋯ ⋯ 2 . 6 . 1 . 1 5
⋯ ⋯ ⋯ . . 2 . 2 . 2 8
⋯ ⋯ ⋯ . . 2 . 2 . 2 7

S 0 拿h膏a r e ma i n t a i n a b i l i 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l . 4 . 3

s 0 n wa r e ma i n t e n a n c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3 . 1 6

s o财a r e r e l i a b i l i 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l . 3 . 8

S 0师a r e S即p o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l . 5 . 1 8

S 0财a r e s u p p o血b i l i t 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1 . 2 . 8

S t o r a g e l i f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5 . 2 . 7

S t 0 r a g e r e l i a b i l i 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l . 3 . 9

s t o r a g e r e l i a b i l i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5 . 2 . 4

s u b s y s t e 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1 . 1 . 4

s u p p l y s u p p o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1 . 5 . 5

s u p p o n c o n c e p 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l . 5 . 1 5

s u p p o n e q u i pme n 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1 . 5 . 6

s u p p 0 n f a c i l i t i e 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l . 5 . 1 0

s u p p o n p l a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1 . 5 . 1 6

s u p p o n p I a n n i n 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1 . 5 . 3

s u p p 0直r e S 0 u r c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1 . 5 . 1 7

s u p p 0 n s y S t e 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1 . 5 . 1 3

s u p p o n a b i l i t 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l . 2 . 7

s u p p o n a b i l i妒a n a l y S i 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6 . 3 . l

s u p p o n a b i l i妒a n a l y S i s r e c 0 r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6 . 3 . 2

s u p p 0 n a b i l i寸t e S t a n d e v a l u a t i 0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7 . 3 . l

s uⅣi v a b i l i t v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1 . 2 . 1 1

s u r v i v a b i l i t y a n a l y s i s - - - - - - . . 一⋯⋯

s u s t a i n a b i l i t v ⋯ ⋯ ⋯ ⋯ ⋯ ⋯ ⋯ ⋯，

S v s t e m ⋯ ⋯ ⋯ ⋯ ⋯ ⋯ ⋯ ⋯ ⋯ ⋯⋯

s y s t e m e f f e c t i v e n e s s . ' - - - - - - - - - - - - - - -

s y s t e ma t i c f a i l u r e - - - - - - - - - - - - - - - - . - -

t e c h n i c a l d a t a ⋯ ⋯ ⋯ ⋯ ⋯ ⋯ ⋯ ⋯

- -2.6 . 3 . 6- - 2 . 1 . 2 . 3

t e s t a n d e v a l u a t i o n o f s u p p o r t r e s o u r c e s -
t e s t a n d e v a l u a t i o n o f s u p p o r t a b i l i t y - r e l a t e d d e s i g n 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s - - 一⋯ 一一一⋯ . - . - - -

3 0

- 2.1. 1 . 2- 2 . 1 . 2 . 1
- - . 2 . 2 . 6

- 2 . 1 . 5 . 7
- 2 . 7 . 3 . 4
- 2 . 7 . 3 . 3



t e s t a b i l i 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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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1 . 4 . 6
t e S协b i l i 寸a l 1 0 c a t i o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6 . 2 . 9
t e s 诅b i l i 妒p r e d i c t i o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6 二2 . l o
t e S切b i l i 妒v e d 6 c a t i 0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7 . 2 . 4
t i 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4 . 1
t i me b e t we e n o v e r h a u l s ( TB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5 . 2 . 1 0
t i me t o 6 r s t o v e r h a u l ( TT F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5 . 2 . 9
t 0 机1 l i f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5 . 2 . 8
t t a m征g a nd 订a i 州市g s u p p o n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2 . 1 . 5 . 8
t t a n s p 0血b i l i 妒 ⋯ ⋯ ⋯⋯

t uma r o u n d t i me - - - - - - . - - - -

u n s c h e d u l e d ma i n t e n a n c e
u p t ime
u t i l i z a t i o n r a t e

we a r o u t t i i l u r e

⋯ ⋯ ⋯ ⋯ ⋯ ⋯ ⋯ ⋯ ⋯ ⋯ ⋯ ⋯ ⋯ ⋯ ⋯ ⋯ ⋯ ⋯ ⋯ ⋯�2 . 】. 2 . 1 3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5 . 1 . 1 1

2 . 3 . 6

2 . 4 . 3

2 . 5 . 1 . 9

⋯ ⋯ ⋯ ⋯ 2 . 2 .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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