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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般来说，翻译好一本书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所以当清华大学出版社委托我翻译这本教材时，我犹
豫再三，主要是担心不能集中时间投入足够的精力去保证翻译的质量。
但是，经过认真学习这本英文版教材，我还是下决心组织我的教学、科研团队开始了这本教材的翻译
工作。
促成我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首先，这本书确实是一部优秀的可靠性与维修性工程基础知识教材。
我从事了20多年的可靠性与维修性工程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以我的经验来看，这本教材做到了基础
理论与工程实践并重，既有详细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基础知识，又有大量的工程应用案例，更重要
的是做到了二者的有机结合。
阅读这本教材，读者会产生“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并能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其次，这本书确实能满足国内大学开展可靠性与维修性工程教育的需求。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工业界对可靠性与维修性技术日益重视起来，相应地对质量与可靠性
专业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
1985年，我国可靠性工程的先驱杨为民教授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可靠性工程专业，
如果说当时还有些“曲高和寡”、“孤独前行”的先行者的悲壮，那么20余年后的今天国内大学在工
业工程专业、机械工程专业、电子工程专业、飞行器设计专业开设的可靠性工程课程犹如雨后春笋。
2006年，教育部正式批准建立质量与可靠性工程本科专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又率先在这个专业招收
本科生，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前进。
这些可喜的变化预示着我国可靠性工程教育将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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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主要有3部分：第1部分为基本模型，包括故障分布与模型、系统可靠性、可靠性物理模型、
可靠性与维修性设计、可用性分析等；第Ⅱ部分为故障数据分析，包括可靠性试验、可靠性增长试验
、故障与维修分布识别、拟合优度检验等；第Ⅲ部分为应用案例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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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2 概念、术语和定义可靠性是指产品在规定条件下和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功能的能力，表示在
一定时间内产品无故障发生的概率。
如果想确定系统的可靠性，那么必须对以下几方面进行精确定义。
首先，必须能够清晰、明确地描述故障，故障定义应与系统功能相关。
其次，必须确定时间单位，例如，时间间隔可以以日历时间或时钟时间、工作时间或多个周期为单位
。
一个周期可以指飞机起降一次的时间、装卸一次的时间、电机开关一次的时间等。
在某些情况下可靠性无法用时间定义，而要用其他度量单位定义，如行驶里程。
生产系统的可靠性是以产出量或产出批量数来定义的。
第三，必须观测系统正常工作时的状态。
观测参数包括设计载荷（例如重量、工作电压、压力）、环境（例如温度、湿度、振动、高度）和使
用条件（例如消耗、储存、维修、运输）。
维修性是指故障部件或系统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时间内，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法进行维修时，恢
复或修复到指定状态的概率，表示故障部件在一特定时间内被修复的概率。
通常情况下用时钟时间来计算维修性（当然也可以用其他时间，如服务时间和轮班时间）。
维修时间可以包含也可以不包含如下时间量：等待维修人员和部件的时间、运输时间和管理时间。
一般情况下，维修性是指固有维修时间，它只包括故障单元的手动修复时间，而不包括管理或资源延
误时间。
规定的维修程序不仅包括维修方式，还包括维修资源（人、备件、工具和技术手册）、预防性维修计
划、人员技术水平和维修人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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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可靠性与维修性工程概论(翻译版)》：国外大学优秀教材·工业工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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