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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质量管理》在系统介绍质量管理理论发展的基础上，以三个维度来阐述质量管理的理论和方法
：从过程和职能的角度阐述了产品设计过程、产品制造过程、产品服务过程，以及附着在过程中的质
量检验职能的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从追求完善的质量改进理论角度引入了6盯管理和卓越绩效管理
模式；从外部控制的角度编入了IS0 9000、环境管理、职业健康管理、食品安全管理和政府的质量监督
职能。
　　本书适合工商管理专业本科生、MBA学员、研究生以及从事质量管理工作的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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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晓霖，东北财经大学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曾任教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现任教于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主要从事生产运作管理、质量管理与SCM的研究工作，主编、参编《质量管理》、《现代生产管理》
、《管理学》等多部教材。
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高技术通讯》等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

　　陈仕华，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南开大学博士后。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在《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管理》、《审计研究》等
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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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抽样方案的统计分析
　第三节　抽样方案设计
　第四节　其它抽样方案
第八章　质量改进与6σ管理
　第一节　质量改进概述
　第二节　6σ管理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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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质量成本的优化与管理
第十章　卓越绩效管理
　第一节　世界质量奖
　第二节　卓越绩效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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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质量监督
　第一节　质量监督概述
　第二节　产品质量法
　第三节　产品质量监督与控制的主要措施
　第四节　产品质量申诉、仲裁、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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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可靠性分配　　可靠性分配是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目标值，按一定的原则或方法合理地分
配给各单元，然后再进一步分配到元器件、零部件上去，以确定为保证系统的可靠性指标要求单元、
组件、元器件、零部件应具有的可靠性指标。
　　可靠性分配的目的应在于落实系统的可靠性指标，明确对各个单元可靠性的合理要求，暴露薄弱
环节，为设计的改进提供依据。
　　可靠性分配的依据：一方面是产品（或系统）可靠性要求；另一方面是可靠性预测的结果。
而且，预测与分配是在设计过程中反复进行的，使之逐步做到设计出合理的高可靠性产品（或系统）
。
　　可靠性分配依据一定的原则。
一般而言，可靠性分配应满足重量、体积、成本的限制要求，在此前提下，应考虑各单元、组件、元
器件、零部件的重要性。
对重要的，可靠性应高一些，以保证重要环节不出或少出故障。
对实现高可靠性指标较为困难的复杂单元，可靠性可低一些，以减少实现的困难程度。
对工作环境相对恶劣的单元，可靠性可低一些。
而对改进潜力较大及便于维修的单元与部位，可靠性指标应高一些，以提高总体的可靠性。
总之，应为整个系统进行综合考虑，使可靠性方案尽可能合理。
　　四、提高设计可靠性的措施　　（一）冗余技术　　若一个单元的可靠性不能满足系统要求，可
以用两个以上的单元并行工作，那么只要其中一个能正常工作，则系统就不致失败，从而提高了系统
的可靠性。
这种方法由于是采用增加多余的资源以换取可靠性，因而被称为冗余技术。
这里所谓冗余，是指完成该单元应完成的基本功能所增加的重复部分，并不是多而无用的意思。
这种利用低可靠元件构成高可靠系统的思想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要抵销元器件故障产生的后果，必须投入超过常规设计所需的外加资源。
外加资源的冗余技术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何加冗余资源，是一个艰苦的决策过程。
在考虑运用冗余技术时，应考虑如下问题：　　1.冗余度的选择问题　　这里所指的冗余度就是冗余
部件数与非冗余部件数的比值。
从理论上说，似乎冗余度越高则可靠性越高，但应注意的是，所消耗的元件价格费用也增加，因而有
一个性能与价格比的问题。
另外还考虑到检测及切换电路可靠性的影响，当冗余度越高，检测及切换电路越复杂，其可靠性也越
低，从而抵销了多重冗余的优越性。
　　2.冗余级别的选择问题　　一个复杂系统可以分成分系统、部件、模块、电路及元件等不同级别
。
应该在哪一个级别上进行冗余才能获得较高的可靠性增益，可以证明，冗余级别越低时，系统的可靠
性越高，但同时，复杂性又增加了，从而抵销了它的优越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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