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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１４）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长沙汽车电器研究所、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吴利民、胡梦蛟、许秀香、马常霞、李伟阳、贺朝君、洪鹰峰、赵奇巍、王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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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电气电子可靠性术语

１　范围

本标准界定了汽车电气电子领域相关的可靠性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适用于汽车电气电子领域相关的各类技术资料。

２　术语和定义

２．１　基本术语

２．１．１　基本概念

２．１．１．１　

产品　犻狋犲犿

考虑的对象。

注：产品可以是单个部件、元件、器件、功能单元、设备、分系统或系统。

［ＧＢ／Ｔ２９００．９９—２０１６，定义１９２０１０１］

２．１．１．２　

零件　狆犪狉狋

机械中不可分拆的单个制件，是机器的基本组成要素，也是机械制造过程中的基本单元。

２．１．１．３　

元件　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

器件的构成部分，在不失去其特定功能的条件下，不能再被分成更小的部分。

［ＧＢ／Ｔ２９００．１—２００８，定义３．３．１９］

２．１．１．４　

无源元件　狆犪狊狊犻狏犲犲犾犲犿犲狀狋

无需外接能量源就能够实现其本身功能的电子元件，例如：电容、电阻等。

２．１．１．５　

有源元件　犪犮狋犻狏犲犲犾犲犿犲狀狋

需要外接能量源才能够实现本身功能的电子元件，例如：晶体管、二极管、电子管、继电器等。

２．１．１．６　

器件　犱犲狏犻犮犲

为实现所需的功能的实体元件或此种元件的组合。

注：一个器件可以是更大器件的组成部分。

［ＧＢ／Ｔ２９００．１—２００８，定义３．３．１８］

２．１．１．７　

装置　犻狀狊狋犪犾犾犪狋犻狅狀

安装在一个给定地点以实现特定目的的一个电器或相互关联的一组器件和／或电器，包括使它们运

行良好的所有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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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２９００．１—２００８，定义３．３．２４］

２．１．１．８　

分系统　狊狌犫狊狔狊狋犲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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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身控制分系统、

动力分系统等。

２．１．１．９　

系统　狊狔狊狋犲犿

在规定的含意上看成是一个整体并与其环境分开的相互关联的所有元件的集合。

［ＧＢ／Ｔ２９００．１—２００８，定义３．３．２５］

２．１．２　综合特性

２．１．２．１　

可信性　犱犲狆犲狀犱犪犫犻犾犻狋狔

在需要时完成规定功能的能力。

［ＧＢ／Ｔ１９０００—２０１６，定义３．６．１４］

２．１．２．２　

安全性　狊犪犳犲狋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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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２．３　

可靠性　狉犲犾犻犪犫犻犾犻狋狔

产品在给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功能的能力。

２．１．２．４　

基本可靠性　犫犪狊犻犮狉犲犾犻犪犫犻犾犻狋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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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２．５　

任务可靠性　犿犻狊狊犻狅狀狉犲犾犻犪犫犻犾犻狋狔

产品在规定的任务剖面内完成规定功能的能力。

２．１．２．６　

固有可靠性　犻狀犺犲狉犲狀狋狉犲犾犻犪犫犻犾犻狋狔

产品在理想的使用和保障条件下由设计和制造赋予的可靠性。

２．１．２．７　

使用可靠性　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狉犲犾犻犪犫犻犾犻狋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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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２．８　

修理可靠性　狉犲犾犻犪犫犻犾犻狋狔狑犻狋犺狉犲狆犪犻狉

产品在有预防性维修时能够达到的可靠性。

２．１．２．９　

维修性　犿犪犻狀狋犪犻狀犪犫犻犾犻狋狔

在所述的条件下并按所述的程序和资源进行维修时，对给定使用条件下的产品能在所述的时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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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完成给定的实际维修工作的概率。

２．１．２．１０　

可维护性　狊犲狉狏犻犮犲犪犫犻犾犻狋狔

在特定的条件和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产品维护的程度。

２．１．２．１１　

预防性维修　狆狉犲狏犲狀狋犻狏犲犿犪犻狀狋犲狀犪狀犮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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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２．１２　

可修理性　狉犲狆犪犻狉犪犫犻犾犻狋狔

失效系统在规定的有效维修时间内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的概率。

２．１．２．１３　

可用性　犪狏犪犻犾犪犫犻犾犻狋狔

处于按要求执行状态的能力。

［ＧＢ／Ｔ２９００．９９—２０１６，定义１９２０１２３］

２．１．２．１４　

耐久性　犱狌狉犪犫犻犾犻狋狔

直到使用寿命终止之前，产品在给定的使用和维修条件下，完成要求的功能的能力。

［ＧＢ／Ｔ２９００．９９—２０１６，定义１９２０１２１］

２．１．２．１５　

生存性　狊狌狉狏犻狏犪犫犻犾犻狋狔

产品承受人为环境干扰，能完成规定任务而不遭到破坏性损伤的能力。

２．１．２．１６　

运行完好性　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狉犲犪犱犻狀犲狊狊

在任何时间点，系统运行完好或者能够在指定的条件下替换旧的系统（包括允许的准备时间）的

概率。

２．１．２．１７　

成本效能　犮狅狊狋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狀犲狊狊

衡量成本使用效果的基本指标。

２．１．２．１８　

系统效能　狊狔狊狋犲犿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狀犲狊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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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３　缺陷与失效

２．１．３．１　

缺陷　犱犲犳犲犮狋

不满足预期的使用要求。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定义３．１．６］

２．１．３．２　

缺陷件　犱犲犳犲犮狋犻狏犲

包含一个或多个缺陷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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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３　

缺陷率　狆犲狉犮犲狀狋犪犵犲犱犲犳犲犮狋犻狏犲

一批产品中不合格件的比率。

２．１．３．４　

外观缺陷　犮狅狊犿犲狋犻犮犱犲犳犲犮狋

产品与它的正常外形相比的差异，例如颜色上的细微差别，此差异不一定损害工作性能。

２．１．３．５　

严重缺陷　犮狉犻狋犻犮犪犾犱犲犳犲犮狋

在使用、维修过程中能导致人员危险和不安全的产品缺陷。

２．１．３．６　

受力缺陷　犳狅狉犮犲犱犱犲犳犲犮狋

应力测试导致的失效。

２．１．３．７　

理化不稳定性　狆犺狔狊犻狅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犻狀狊狋犪犫犻犾犻狋狔

由老化、压力、温度等引起的材料最初性能的改变，例如：弹性强度、体积、成分等。

２．１．３．８　

老练　犫狌狉狀犻狀

产品在规定的应力条件下，使其特性达到稳定的方法。

２．１．３．９　

老化　犪犵犻狀犵

物料暴露于自然或人工环境条件下性能随时间变差的现象。

２．１．３．１０　

退化　犱犲犵狉犪犱犪狋犻狅狀

产品逐渐丧失完成其功能或能力的过程。

２．１．３．１１　

磨损　狑犲犪狉

黏附或是表面剥落造成的表面材料的机械去除。

２．１．３．１２　

耗损　狑犲犪狉狅狌狋

故障率的增加或故障概率随寿命单位数的增加而增加的过程。

２．１．３．１３　

疲劳　犳犪狋犻犵狌犲

由循环载荷引起的损伤。

２．１．３．１４　

污染物　犮狅狀狋犪犿犻狀犪狋犻狅狀

影响零件物理特性或电特性的物质。

２．１．３．１５　

杂质　犳狅狉犲犻犵狀犿犪狋犲狉犻犪犾

来自零件或系统外的物质。

２．１．３．１６　

针孔　狆犻狀犺狅犾犲

穿过绝缘层（玻璃层）的微小孔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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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１７　

裂纹　犮狉犪狕犻狀犵

表面上呈网状破裂的缺陷。

［ＧＢ／Ｔ１５７５７—２００２，定义４．４．５］

２．１．３．１８　

裂缝　犮狉犪犮犽

零件整个或部分破裂但没有整体分离的迹象。

２．１．３．１９　

分裂　犱犻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

一种物质分解成两种或多种物质。

２．１．３．２０　

热疲劳　狋犺犲狉犿犪犾犳犪狋犻犵狌犲

材料在交变热应力的反复作用下最终产生裂纹或造成破坏的失效型式。

２．１．３．２１　

紫疫　狆狌狉狆犾犲狆犾犪犵狌犲

当金与铝紧密地接触，并曝露于高温高湿的环境中，其界面生成的一种脆性化合物。它使金与铝之

间的联结失效。

２．１．３．２２　

蠕变　犮狉犲犲狆

材料在高温和低于屈服强度的应力作用下，材料塑性变形量随时间延续而增加的现象。

２．１．３．２３　

屈服　狔犻犲犾犱

材料在拉伸或压缩过程中，当应力超过弹性极限后，变形增加较快，材料失去了抵抗继续变形的能

力。当应力达到一定值时，应力虽不增加（或在微小范围内波动），而变形却急速增长的现象。

２．１．３．２４　

电迁移　犲犾犲犮狋狉狅犿犻犵狉犪狋犻狅狀

金属（例如：银）在电场内形成树枝状的或细丝状扩展的现象。

２．１．３．２５　

侵蚀　犮狅狉狉狅犱犲

逐渐溶解或磨损，特别是指用化学方法。

２．１．３．２６　

腐蚀　犮狅狉狉狅狊犻狅狀

由于化学性破坏造成的表面损伤。

［ＧＢ／Ｔ１５７５７—２００２，定义４．４．３］

２．１．３．２７　

软错误　狊狅犳狋犲狉狉狅狉

具有辐射的粒子引起的芯片内部电荷贮存状态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会对芯片产生有形损坏，但将产

生错误数据而造成失效，例如由于α粒子的干扰而引起的错误。

２．１．３．２８　

α粒子引起的软错误　犪犾狆犺犪狆犪狉狋犻犮犾犲犻狀犱狌犮犲犱狊狅犳狋犲狉狉狅狉狊

芯片的封装材料中含有微量放射性元素（铀或钍），其在放射性衰退期间会间断地释放α粒子，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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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以相当大的能量冲击存储电容，改变其电荷，从而引起存储数据的错误。

２．１．３．２９　

过载　狅狏犲狉狊狋狉犲狊狊

产品的运行环境条件严酷度高于技术条件规定的状态。

２．１．３．３０　

寄生电路　狊狀犲犪犽犮犻狉犮狌犻狋

在特定情况下，会激发非预期功能或抑制预期功能的意外路径或逻辑电路。

２．１．３．３１　

失效　犳犪犻犾狌狉犲

执行要求的能力的丧失。

［ＧＢ／Ｔ２９００．９９—２０１６，定义１９２０３０１］

２．１．３．３２　

故障　犳犪狌犾狋

因内在状况丧失按要求执行的能力。

［ＧＢ／Ｔ２９００．９９—２０１６，定义１９２０４０１］

２．１．３．３３　

失效率　犳犪犻犾狌狉犲狉犪狋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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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失效总数与

产品寿命单位总数之比。

２．１．３．３４　

危险率　犺犪狕犪狉犱狉犪狋犲

犺（狋）

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发生失效的产品数除以没有发生失效的产品数的变化率，也即一个在时间狋仍

工作的产品会在间隔时间Δ狋发生失效的概率，如式（１）和式（２）所示。

犺（狋）＝ｌｉｍ
狋→０

犚（狋）－犚（狋＋Δ狋）

狋犚（狋）
……………………（１）

犺（狋）＝犳（狋）／犚（狋） ……………………（２）

　　式中：

犚（狋）———产品可靠度；

犳（狋）———产品失效率。

２．１．３．３５　

菲特　犳犻狋

失效率的单位，１菲特表示１０亿个元件１小时内有１个元件失效。

２．１．３．３６　

首次失效　犻狀犻狋犻犪犾犳犪犻犾狌狉犲

在产品使用过程中第一次发生的失效。

２．１．３．３７　

早期失效　犲犪狉犾狔犾犻犳犲犳犪犻犾狌狉犲

产品在寿命的早期因设计、制造、装配的缺陷等原因发生的失效，其失效率随着寿命单位数的增加

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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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３８　

浴盆曲线　犫犪狋犺狋狌犫犮狌狉狏犲

在产品的寿命周期中，典型的失效率随时间变化的形似浴盆的曲线。

２．１．３．３９　

递减失效率　犱犲犮狉犲犪狊犻狀犵犳犪犻犾狌狉犲狉犪狋犲

表现产品浴盆曲线模型或产品寿命周期的首次或“早期失效”阶段的瞬间故障率。

２．１．３．４０　

恒定失效率　犮狅狀狊狋犪狀狋犳犪犻犾狌狉犲狉犪狋犲；犆犉犚

表示零件寿命的浴盆曲线模型的中间，或浴盆曲线模型中“有效寿命”时期的瞬间失效率。

２．１．３．４１　

耗损失效率　犻狀犮狉犲犪狊犻狀犵犳犪犻犾狌狉犲狉犪狋犲

表示在产品寿命的浴盆曲线模式的第三或“磨损”阶段的瞬间失效率。

２．１．３．４２　

在编时间　犪犮狋犻狏犲狋犻犿犲

产品处于列编的时间。

２．１．３．４３　

可用时间　狌狆狋犻犿犲

产品处于可用状态的时间区间。

［ＧＢ／Ｔ２９００．９９—２０１６，定义１９２０２０２］

２．１．３．４４　

不可用时间　犱狅狑狀狋犻犿犲

产品处于不可用状态的时间区间。

［ＧＢ／Ｔ２９００．９９—２０１６，定义１９２０２２１］

２．１．３．４５　

任务时间　犿犻狊狊犻狅狀狋犻犿犲

产品执行某项规定任务剖面所用的可用时间。

２．１．３．４６　

占空比　犱狌狋狔犮狔犮犾犲

产品或系统工作的时间占总周期时间的比率。

２．１．３．４７　

平均失效前工作时间　犿犲犪狀狅狆犲狉犪狋犻狀犵狋犻犿犲狋狅犳犪犻犾狌狉犲；犕犜犜犉

失效前工作时间的期望值。

［ＧＢ／Ｔ２９００．９９—２０１６，定义１９２０５１１］

２．１．３．４８　

平均失效间隔工作时间　犿犲犪狀狅狆犲狉犪狋犻狀犵狋犻犿犲犫犲狋狑犲犲狀犳犪犻犾狌狉犲狊；犕犜犅犉

失效间隔运行持续时间的期望值。

注：平均失效间隔工作时间仅适用于可修复产品，对不可修复产品，见平均失效前工作时间。

［ＧＢ／Ｔ２９００．９９—２０１６，定义１９２０５１３］

２．１．３．４９　

平均修理时间　犿犲犪狀狉犲狆犪犻狉狋犻犿犲

修理时间的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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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５０　

平均维修间隔时间　犿犲犪狀狋犻犿犲犫犲狋狑犲犲狀犿犪犻狀狋犲狀犪狀犮犲；犕犜犅犕

维修间隔时间分布的平均值，包括定期检修和（或）故障检修。

２．１．３．５１　

有用寿命　狌狊犲犳狌犾犾犻犳犲

产品从首次使用直到由于运行和维修的经济性或废弃，不再满足用户要求的时间区间。

２．１．３．５２　

储存寿命　狊狋狅狉犪犵犲犾犻犳犲

产品在规定的储存条件下能够满足规定要求的储存期限。

２．１．３．５３　

平均寿命　犿犲犪狀犾犻犳犲

θ

所有产品的算术平均使用寿命，如式（３）所示。

θ＝∫
犜

０
犚（狋）ｄ狋 ……………………（３）

　　式中：

犚（狋）———产品可靠度；

犜 ———使用寿命。

２．１．３．５４　

平均无故障工作寿命　犿犲犪狀犾犻犳犲犫犲狋狑犲犲狀犳犪犻犾狌狉犲狊

除了用于产品的修理之外的产品的平均正常运行时间。

２．２　概率统计术语

２．２．１　概率

２．２．１．１　

总体　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

所研究个体／单位产品的全体。

［ＧＢ／Ｔ３３５８．２—２００９，定义１．２．１］

２．２．１．２　

样本　狊犪犿狆犾犲

取自一个批并且能提供该批信息的一个或一组产品。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定义３．１．１５］

２．２．１．３　

统计量　狊狋犪狋犻狊狋犻犮

样本的函数，它不依赖于未知参数。

２．２．１．４　

变量　狏犪狉犻犪犫犾犲

检测到的特性值，可以有多个数值。

２．２．１．５　

一致性　犮狅狀狊犻狊狋犲狀犮狔

当样本容量增大时，估计量的值接近于被估计的总体参数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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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６　

显著性差异　狊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犮犲

在“统计假设检验”中，实测值的计算统计量超过了统计表给出的表值，产生较大误差，且这个误差

已不属于随机误差预测的数值区间。

２．２．１．７　

显著性水平　狊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犮犲犾犲狏犲犾

原假设为真，而被拒绝的最大概率。

［ＧＢ／Ｔ３３５８．１—２００９，定义１．４５］

２．２．１．８　

随机性　狉犪狀犱狅犿狀犲狊狊

偶然性的一种形式，具有某一概率的事件集合中的各个事件所表现出来的不确定性。

２．２．１．９　

随机事件　狉犪狀犱狅犿犲狏犲狀狋

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事件。

２．２．１．１０　

随机样本　狉犪狀犱狅犿狊犪犿狆犾犲

通过随机抽样所抽到的样本。

［ＧＢ／Ｔ３３５８．２—２００９，定义１．２．２５］

２．２．１．１１　

随机变量　狉犪狀犱狅犿狏犪狉犻犪犫犾犲

定义在样本空间上，取值为犽元有序实数的函数。

注：犽为１维或多维随机变量。

［ＧＢ／Ｔ３３５８．１—２００９，定义２．１０］

２．２．１．１２　

正态变量　狀狅狉犿犪犾狏犪狉犻犪犫犾犲

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

２．２．１．１３　

概率　狆狉狅犫犪犫犻犾犻狋狔

赋予事件闭区间［０，１］中的一个实数。

［ＧＢ／Ｔ３３５８．１—２００９，定义２．５］

２．２．１．１４　

概率分布　狆狉狅犫犪犫犻犾犻狋狔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

由随机变量导出的概率测度。

［ＧＢ／Ｔ３３５８．１—２００９，定义２．１１］

２．２．１．１５　

概率函数　狆狉狅犫犪犫犻犾犻狋狔犳狌狀犮狋犻狅狀

＜离散分布＞表示随机变量等于给定值的概率的函数。

［ＧＢ／Ｔ３３５８．１—２００９，定义２．２４］

２．２．１．１６　

概率质量函数　狆狉狅犫犪犫犻犾犻狋狔犿犪狊狊犳狌狀犮狋犻狅狀

表示随机变量等于给定值的概率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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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１７　

概率密度函数　狆狉狅犫犪犫犻犾犻狋狔犱犲狀狊犻狋狔犳狌狀犮狋犻狅狀

从∞到狓的积分给出一个连续分布在狓处的分布函数值的非负函数。

［ＧＢ／Ｔ３３５８．１—２００９，定义２．２６］

２．２．１．１８　

概率纸　狆狉狅犫犪犫犻犾犻狋狔狆犪狆犲狉

依特定的概率分布而制作的坐标纸。对于每个连续的分布函数，都可以设计一种坐标纸，使该分布

函数在其上的图形呈一条直线。坐标纸可用于正态分布、对数正态分布、威布尔分布等其他分布。

２．２．１．１９　

累计分布函数　犮狌犿狌犾犪狋犻狏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犆犇犉

随机变量的值小于或等于任意选定值的概率的函数。

２．２．１．２０　

生存函数　狊狌狉狏犻狏狅狉犳狌狀犮狋犻狅狀

产品能存活到时间狋的概率犛犳（狋），如式（４）所示。

犛犳（狋）＝Ｐｒ（犜 ＞狋） ……………………（４）

　　式中：

狋———存活时间，且狋＞０；

犜———随机变量。

２．２．１．２１　

可靠性函数　狉犲犾犻犪犫犻犾犻狋狔犳狌狀犮狋犻狅狀

产品失效率符合威布尔分布时的存活概率，如式（５）所示：

犚 ≥ １－犘Ａ（ ）
１

狀×犔βｖ
……………………（５）

　　式中：

犚　———存活概率；

犘Ａ ———置信度（假定）；

β ———威布尔波形因数；

狀 ———测试产品数量；

犔ｖ ———保养寿命比率＝试验持续时间／规定保养寿命＝狋／犜。

２．２．１．２２　

期望值　犲狓狆犲犮狋犪狋犻狅狀

均值　犿犲犪狀

１）　对离散随机变量犡，是其所有可能的取值狓犻 与对应的概率狆犻 之积的和，犈（犡）＝犻狆犻狓犻，

２）　对连续随机变量犡，设其概率密度函数为犳（狓），犈（犡）＝∫狓犳（狓）ｄ狓。

［ＧＢ／Ｔ２９００．９９—２０１６，定义１９２１３０３］

２．２．１．２３　

估计量　犲狊狋犻犿犪狋狅狉

用于对参数θ估计的统计量。

［ＧＢ／Ｔ３３５８．１—２００９，定义１．１２］

２．２．１．２４　

均值　犿犲犪狀

在规定时间间隔内一个量的各瞬时值的算术平均值。对于周期量，时间间隔为一个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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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于狀个量狓１，狓２，……，狓狀，各量之和除以狀的商：

犡＝
１

狀
（狓１＋狓２＋…＋狓狀）

２）　对于依赖于一个变量的量，该在变量的两个给定值之间的积分除以此值之差的商：

犡＝
１

狋２－狋１∫
狋２

狋１
狓（狋）ｄ狋

注１：对于周期量，积分间隔包含整数个周期。

注２：量犡 的平均值可用犡，（犡）或犡ａ表示。

［ＧＢ／Ｔ２９００．１—２００８，定义３．１．９］

２．２．１．２５　

几何平均值　犵犲狅犿犲狋狉犻犮犿犲犪狀

对各变量值的连乘积开项数次方根。

２．２．１．２６　

中位数　犿犲犱犻犪狀

０．５分位数。

［ＧＢ／Ｔ３３５８．１—２００９，定义２．１４］

２．２．１．２７　

众数　犿狅犱犲

在一个数据集中出现频率最多的数。

２．２．１．２８　

方差　狏犪狉犻犪狀犮犲

随机变量的中心化概率分布的二阶矩。

［ＧＢ／Ｔ３３５８．１—２００９，定义２．３６］

２．２．１．２９　

标准差　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犱犲狏犻犪狋犻狅狀

方差的正平方根。

［ＧＢ／Ｔ３３５８．１—２００９，定义２．３７］

２．２．１．３０　

自由度　犱犲犵狉犲犲狊狅犳犳狉犲犲犱狅犿

和的项数减去和中诸项数的约束数。

［ＧＢ／Ｔ３３５８．１—２００９，定义２．５４］

２．２．１．３１　

变异系数　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狅犳狏犪狉犻犪狋犻狅狀

标准差除以均值。

［ＧＢ／Ｔ３３５８．１—２００９，定义２．３８］

２．２．１．３２　

置信区间　犮狅狀犳犻犱犲狀犮犲犻狀狋犲狉狏犪犾

参数θ的区间估计（犜０，犜１），其中作为区间限的统计量犜０，犜１，满足犘［犜０＜θ＜犜１］≥１－α。

注１：置信度反映了在同一条件下大量重复随机抽样中，置信区间包含参数真值的比例。置信区间并不能反映观测

到的区间包含的参数真值得概率（观测到的区间只能是要么包含要么不包含参数真值）。

注２：一个与置信区间相关的量是１００（１－α）％，称为置信系数或置信水平，其中α是一个小的数。对任意确定但未

知的总体θ值，犘［犜０＜θ＜犜１］≥１－α，置信系数通常取为９５％或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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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３３５８．１—２００９，定义１．２８］

２．２．１．３３　

相关性　犮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

两个变量之间的正式的统计的关联，一般指线性相关。

２．２．１．３４　

相关系数　犮狅狉狉犲犮狋犻狏犲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

在联合概率分布下，两个标准化随机变量乘积的均值。

注：本术语中的“相关”一般也被称为“简单相关”，因为只涉及两个变量。

［ＧＢ／Ｔ３３５８．１—２００９，定义２．４４］

２．２．１．３５　

正态分布　狀狅狉犿犪犾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犌犪狌狊狊犻犪狀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

具有式（６）概率密度函数

犳（狓）＝
１

δ ２槡π
ｅ－

（狓－μ）
２

２δ２ ……………………（６）

　　的连续分布，其中－∞＜狓＜∞，参数满足－∞＜μ＜∞，σ＜０。

［ＧＢ／Ｔ３３５８．１—２００９，定义２．５０］

２．２．１．３６　

对数正态分布　犾狅犵狀狅狉犿犪犾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

具有式（７）概率密度函数

犳（狓）＝
１

狓δ ２槡π
ｅ－

（ｌｎ狓－μ）
２

２δ２ ……………………（７）

　　的连续分布，其中参数－∞＜μ＜∞，σ＞０

注１：如果犢 服从均值为μ，标准差为σ的正态分布，则犡＝ｅｘｐ（犢）的概率密度函数即为上述定义给出。反之，若犡

服从所定义的对数正态分布，则ｌｎ（犡）服从均值为μ，标准差为σ的正态分布。

注２：对数正态分布的均值为ｅｘｐ［μ＋（σ
２）／２］，方差为ｅｘｐ（２μ＋σ

２）×［ｅｘｐ（σ
２）－１］，这意味着对数正态分布的均

值和方差都是参数μ和σ
２ 的函数。

注３：对数正态分布的威布尔分布是可靠性应用中经常使用的两种分布。

［ＧＢ／Ｔ３３５８．１—２００９，定义２．５２］

２．２．１．３７　

指数分布　犲狓狆狅狀犲狀狋犻犪犾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

具有式（８）概率密度函数

犳（狓）＝β
－１犮－狓

／β ……………………（８）

　　的连续分布，其中狓＞０，β＞０。

［ＧＢ／Ｔ３３５８．１—２００９，定义２．５８］

２．２．１．３８　

威布尔分布　犠犲犻犫狌犾犾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

具有式（９）分布函数

犉（狓）＝１－ｅｘｐ －
狓－犪

犫（ ）
犽

［ ］ ……………………（９）

　　的连续分布，其中狓≥犪，－∞＜犪＜∞，犽＞０，犫＞０。

［ＧＢ／Ｔ３３５８．１—２００９，定义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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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３９　

伽玛分布　犵犪犿犿犪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

具有式（１０）概率密度函数

犳（狓）＝
狓犪－１ｅ－狓

／β

β
α
Γ（犪）

……………………（１０）

　　的连续分布，其中狓＞０，且参数α＞０，β＞０。

［ＧＢ／Ｔ３３５８．１—２００９，定义２．５６］

２．２．１．４０　

二项分布　犫犻狀狅犿犻犪犾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

具有式（１１）概率函数

犘（犡＝狓）＝
狀！

狓！（狀－狓）！
狆
狓（１－狆）

狀－狓 ……………………（１１）

　　的离散分布，其中参数狀为正整数，狓＝０，１，…，狀，且０＜狆＜１。

［ＧＢ／Ｔ３３５８．１—２００９，定义２．４６］

２．２．１．４１　

Ⅰ型极值分布　狋狔狆犲Ⅰ犲狓狋狉犲犿犲狏犪犾狌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

具有式（１２）分布函数

犉（狓）＝ｅ－
ｅ－（狓－犪）／犫 ……………………（１２）

　　的连续分布，其中－∞＜狓＜∞，－∞＜犪＜∞，犫＞０。

［ＧＢ／Ｔ３３５８．１—２００９，定义２．６１］

２．２．１．４２　

Ⅱ型极值分布　狋狔狆犲Ⅱ犲狓狋狉犲犿犲狏犪犾狌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

具有式（１３）分布函数

犉（狓）＝ｅ－
ｅ－（

狓－犪

犫
）－犽 ……………………（１３）

　　的连续分布，其中－∞＜狓＜∞，－∞＜犪＜∞，犫＞０，犽＞０。

［ＧＢ／Ｔ３３５８．１—２００９，定义２．６２］

２．２．２　统计与控制

２．２．２．１　

批　犾狅狋

汇集在一起的一定数量的某种产品、材料或服务。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定义３．１．１３］

２．２．２．２　

检验批　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犾狅狋

一种样本的集合，它是从特定的产品集合中取出作为样本，这些样本用来检查确定与可接收标准的

符合程度。

２．２．２．３　

批质量　犾狅狋狇狌犪犾犻狋狔

单个提交检查批的质量（用每百单位产品不合格品数或每百单位产品不合格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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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４　

批不合格率　犾狅狋狉犲犼犲犮狋狉犪狋犲；犔犚犚

不合格品批数与被评估总批数的百分比。

２．２．２．５　

批容许不合格品率　犾狅狋狋狅犾犲狉犪狀犮犲狆犲狉犮犲狀狋犱犲犳犲犮狋犻狏犲；犔犜犘犇

在道奇米格抽样表中，对应于接受概率犔（狆）＝１０％ 的不合格品率。

２．２．２．６　

连续抽样方案　犮狅狀狋犻狀狌狅狌狊狊犪犿狆犾犻狀犵狆犾犪狀

在抽样验收中，一个应用于连续多个独立产品的方法，与逐件检验和取样时的合格和不合格相关。

连续抽样方法具有如下特征：其要求１００％的产品都被检验，直到持续的指定数量的产品检验结果为无

缺陷。

２．２．２．７　

验收抽样方案　犪犮犮犲狆狋犪狀犮犲狊犪犿狆犾犻狀犵狆犾犪狀

由所使用的样本量及相应的批接收准则组成的方案。

［ＧＢ／Ｔ３３５８．２—２００９，定义４．３．３］

２．２．２．８　

平均检出质量　犪狏犲狉犪犵犲狅狌狋犵狅犻狀犵狇狌犪犾犻狋狔；犃犗犙

〈验收抽样〉对于给定的产品质量，检出产品的预期平均质量水平。

［ＧＢ／Ｔ３３５８．２—２００９，定义４．７．１］

２．２．２．９　

平均检出质量上限　犪狏犲狉犪犵犲狅狌狋犵狅犻狀犵狇狌犪犾犻狋狔犾犻犿犻狋；犃犗犙犔

〈验收抽样〉对于给定的［验收］抽样方案，且规定剔换不接收批中的所有不合格品情况下，对产品所

有可能的质量水平，平均检出质量的最大值。

［ＧＢ／Ｔ３３５８．２—２００９，定义４．７．２］

２．２．２．１０　

检验　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

为确定产品或服务的各特性是否合格，测量、检查、测试或量测产品或服务的一种或多种特性，并且

与规定要求进行比较的活动。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定义３．１．１］

２．２．２．１１　

计数检验　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犫狔犪狋狋狉犻犫狌狋犲狊

对所考虑的产品集合内每个单位产品上的一个或多个特定特征的出现次数进行记录、对有多少个

单位产品具有或不具有特征进行记数，或有多少个上述事件出现在产品、产品集合或机会空间的单位产

品上进行记数的检验。

［ＧＢ／Ｔ３３５８．２—２００９，定义４．１．３］

２．２．２．１２　

计量检验　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犫狔狏犪狉犻犪犫犾犲狊

通过测量单位产品的特性值进行的检测。

［ＧＢ／Ｔ３３５８．２—２００９，定义４．１．４］

２．２．２．１３　

偏倚　犫犻犪狊

测试结果或测量结果的期望与真值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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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３３５８．２—２００９，定义３．３．２］

２．２．２．１４　

偏差极限　犱犲犾狋犪犾犻犿犻狋狊

最初和最后测试结果的偏差，通常指寿命测试的最初读数和末次读数的偏差。该偏差反映测试期

间参数的变化情况。

２．２．２．１５　

接收／拒收试验　犪犮犮犲狆狋／狉犲犼犲犮狋狋犲狊狋

试验结果将导致接收或拒收检验某事（例如，一种期望值或一批来料）的行为。

２．２．２．１６　

接收概率　犪犮犮犲狊狊犻犫犻犾犻狋狔

当使用一个确定的抽样方案时，具有给定质量水平的批或过程被判为合格的概率。

［ＧＢ／Ｔ２８２９—２００２，定义３．１．３４］

２．２．２．１７　

合格判定数　犪犮犮犲狆狋犪狀犮犲狀狌犿犫犲狉

在计数验收抽样中，合格批的样本中允许的不合格或不合格品的最大数目。

［ＧＢ／Ｔ２８２９—２００２，定义３．１．２５］

２．２．２．１８　

接收质量限　犪犮犮犲狆狋犪狀犮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犾犻犿犻狋

当一个连续系列批被提交验收抽样时，可容忍的最差过程平均质量水平。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定义３．１．２６］

２．２．２．１９　

统计控制　狊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犪犾犮狅狀狋狉狅犾

使用统计方法的过程控制。如果来自该过程的抽样结果偏差可以归因于偶然原因的稳定模式，那

么则可以说该过程处于统计控制状态。

２．２．２．２０　

统计模式　狊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犪犾犿狅犱犲犾

用失效时间表示的一种概率分布。

２．２．２．２１　

操作特性曲线　狅狆犲狉犪狋犻狀犵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

犗犆曲线　 犗犆犮狌狉狏犲

对给定的验收抽样方案，表示产品的接受概率与其质量水平之间的关系的曲线。

［ＧＢ／Ｔ３３５８．２—２００９，定义４．５．１］

２．２．２．２２　

过程平均　狆狉狅犮犲狊狊犪狏犲狉犪犵犲

在规定的时段或生产量内质量水平的平均。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定义３．１．２５］

２．２．２．２３　

中心线　犮犲狀狋犲狉犾犻狀犲

控制图中表示样本统计量预期目标值或历史均值的直线。

［ＧＢ／Ｔ３３５８．２—２００９，定义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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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２４　

犮图　犮犮犺犪狉狋

用一定量样本中特定类型的不合格数，评估和监察过程水平的计数控制图。

［ＧＢ／Ｔ３３５８．２—２００９，定义２．３．８］

２．２．２．２５　

犡 控制图　犡犫犪狉犮狅狀狋狉狅犾犮犺犪狉狋

用子组均值评估和监察过程水平的计量控制图。

［ＧＢ／Ｔ３３５８．２—２００９，定义２．３．１２］

２．２．２．２６　

原假设　狀狌犾犾犺狔狆狅狋犺犲狊犻狊

用统计检验方法来检验的假设。

［ＧＢ／Ｔ３３５８．１—２００９，定义１．４１］

２．２．２．２７　

回归分析　狉犲犵狉犲狊狊犻狅狀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通过优化目标函数（理论上通常用最小二乘法）来估计模型的参数，并对适当的模型假设检验以及

用拟合的模型做统计预测的一种方法。

２．２．２．２８　

拟合优度　犵狅狅犱狀犲狊狊狅犳犳犻狋

表示回归直线对观测值的拟合程度。

２．２．２．２９　

风险率　狉犻狊犽

由于不充分的数据或分析而导致错误决定的概率，是一个非期望结果的概率。

２．２．２．３０　

使用方风险　犮狅狀狊狌犿犲狉狊狉犻狊犽

〈验收抽样〉当质量水平为不满意值时，但被［验收］抽样方案接收的概率。

［ＧＢ／Ｔ３３５８．２—２００９，定义４．６．２］

２．２．２．３１　

生产方风险　狆狉狅犱狌犮犲狉狊狉犻狊犽

〈验收抽样〉当质量水平为可接收时，但不被［验收］抽样方案接收的概率。

［ＧＢ／Ｔ３３５８．２—２００９，定义４．６．４］

２．２．２．３２　

鉴别比　犱犻狊犮狉犻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狉犪狋犻狅

〈验收抽样〉使用方风险质量与生产方风险质量之比。

［ＧＢ／Ｔ３３５８．２—２００９，定义４．６．１２］

２．３　设计与分析术语

２．３．１　可靠性设计

２．３．１．１　

人机工程学　犺狌犿犪狀犲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

研究人在某种工作环境中的解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各种因素，研究人和机器，人和机器

及环境的相互作用，研究在工作中、生活中怎样统一考虑工作效率、人的健康、安全和舒适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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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１．２　

可靠性工程　狉犲犾犻犪犫犻犾犻狋狔犲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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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１．３　

可靠性预计　狆狉犲犱犻犮狋犲犱狉犲犾犻犪犫犻犾犻狋狔

为了估计产品在给定工作条件下的可靠性而进行的工作。

２．３．１．４　

任务剖面　犿犻狊狊犻狅狀狆狉狅犳犻犾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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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１．５　

设计完整性　犱犲狊犻犵狀犪犱犲狇狌犪犮狔

在系统设计满足设计规范的条件下，系统能满足有效性要求的可能性。

２．３．１．６　

冗余　狉犲犱狌狀犱犪狀犮狔

为执行功能提供多于一种的方法。

注：为了减少潜在的共模式失效，用其他方法执行功能可能会故意地有所不同。

［ＧＢ／Ｔ２９００．９９—２０１６，定义１９２１００２］

２．３．１．７　

工作冗余　犪犮狋犻狏犲狉犲犱狌狀犱犪狀犮狔

冗余产品同时运行的冗余。

［ＧＢ／Ｔ２９００．９９—２０１６，定义１９２１００３］

２．３．１．８　

备用冗余　狊狋犪狀犱犫狔狉犲犱狌狀犱犪狀犮狔

仅当工作产品不可用时冗余产品才被激活的冗余。

［ＧＢ／Ｔ２９００．９９—２０１６，定义１９２１００４］

２．３．１．９　

分配　犪犾犾狅犮犪狋犻狅狀；犪狆狆狅狉狋犻狅狀犿犲狀狋

把系统的可靠性指标按照一定的准则分派给系统各组成单元而进行的工作。

２．３．１．１０　

应力　狊狋狉犲狊狊

物体由于外因（受力、湿度、温度场变化等）而变形时，在物体内各部分之间产生相互作用的内力，以

抵抗这种外因的作用，并试图使物体从变形后的位置恢复到变形前的位置。

２．３．１．１１　

部件应力　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狋狉犲狊狊

在试验、装配、使用期间零部件上的应力，该应力影响失效率及零部件可靠性，包括电压、功率、温度

和环境热应力。

２．３．１．１２　

应力释放　狊狋狉犲狊狊狉犲犾犻犲犳

使应力影响最小化的设计，如使用电缆夹子或防护套。

２．３．１．１３　

降额　犱犲狉犪狋犻狀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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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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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１．１４　

模型　犿狅犱犲犾

过程的数学表示法：可用于描述寿命特性曲线的统计功能，例如串联模型、并联模型；也可用于描述

系统各部分间连接的可靠性描述，例如艾林模型、阿伦尼斯模型。

２．３．１．１５　

并联模型　狆犪狉犪犾犾犲犾犿狅犱犲犾

系统的所有组成部分失效才导致该系统失效，这种系统内部连接表现形式称为并联模型。

２．３．１．１６　

串联模型　狊犲狉犻犲狊犿狅犱犲犾

系统的任一组成部分失效就导致该系统失效，这种系统内部连接表现形式称为串联模型。

２．３．１．１７　

面包板模型　犫狉犲犪犱犫狅犪狉犱犿狅犱犲犾

用来测试某个产品或原理可行性的一组初步装配的小规模电子零件组合。

２．３．２　可靠性分析

２．３．２．１　

环境条件　犪犿犫犻犲狀狋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

可以影响器件或系统性能的环境特性。

［ＧＢ／Ｔ２９００．１—２００８，定义３．３．１７５］

２．３．２．２　

人为因素　犺狌犿犪狀犳犪犮狋狅狉狊

关于人的特点的科学因素集合，涉及生物医学和社会心理学等领域，包括人体工程学、人员挑选、培

训、生命保障、工作表现与绩效评估等多学科。

２．３．２．３　

失效模式　犳犪犻犾狌狉犲犿狅犱犲

失效的表现形式。例如：短路、开路、断裂、过渡耗损等。

２．３．２．４　

失效影响　犳犪犻犾狌狉犲犲犳犳犲犮狋

失效模式对产品的使用、功能或状态所导致的后果。

２．３．２．５　

失效机理　犳犪犻犾狌狉犲犿犲犮犺犪狀犻狊犿

导致失效的过程。

注：这个过程可以是物理的、化学的、逻辑的、或它们的组合。

［ＧＢ／Ｔ２９００．９９—２０１６，定义１９２０３１２］

２．３．２．６　

危害性　犮狉犻狋犻犮犪犾犻狋狔

对某种失效模式的后果及其发生概率的综合度量。

２．３．２．７　

危害性分析　犮狉犻狋犻犮犪犾犻狋狔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根据潜在失效模式的严酷度和发生概率对其进行评估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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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８　

严酷度　狊犲狏犲狉犻狋狔犾犲狏犲犾

失效模式所产生的后果的严酷程度。

２．３．２．９　

风险优先数　狉犻狊犽狆狉犻狅狉犻狋狔狀狌犿犫犲狉

在ＦＭＥＡ中，失效模式的发生概率等级、失效模式的严酷度等级和失效模式的被检测难度等级的

乘积。

２．３．２．１０　

故障树分析　犳犪狌犾狋狋狉犲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犉犜犃

使用故障树进行演绎分析。

［ＧＢ／Ｔ２９００．９９—２０１６，定义１９２１１０８］

注：故障树是由子产品故障、外部事件或它们的组合引起的预定义的、不期望的事件的逻辑图。

２．３．２．１１　

割集　犮狌狋狊犲狋

在故障树中，凡能导致顶事件发生的基本事件的组合。

注：顶事件是故障分析中所关心的结果事件，它位于故障树的顶端，总是故障树中逻辑门的输出事件。

２．３．２．１２　

外因失效　犻狀犱狌犮犲犱犳犪犻犾狌狉犲

由外部物质条件引起的产品的失效。

２．３．２．１３　

内因失效　犻狀犺犲狉犲狀狋犳犪犻犾狌狉犲

由内部物质条件引起的产品的失效。

２．３．２．１４　

潜在故障　犾犪狋犲狀狋犳犪狌犾狋

没有变为清晰可见的故障。

注：潜在故障最终可通过预防性维修或通过系统失效被暴露。

［ＧＢ／Ｔ２９００．９９—２０１６，定义１９２０４０８］

２．３．２．１５　

功能失效　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犳犪犻犾狌狉犲

在输入和控制正确的时候，器件不能执行期望功能的一种失效。

２．３．２．１６　

原发性失效　狆狉犻犿犪狉狔犳犪犻犾狌狉犲

不是由另一个产品的失效或故障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产品的失效。

［ＧＢ／Ｔ２９００．９９—２０１６，定义１９２０３０６］

２．３．２．１７　

继发性失效　狊犲犮狅狀犱犪狉狔犳犪犻犾狌狉犲

由另一个产品失效或故障所引起的失效。

［ＧＢ／Ｔ２９００．９９—２０１６，定义１９２０３０７］

２．３．２．１８　

随机失效　狉犪狀犱狅犿犳犪犻犾狌狉犲

由偶然因素引起的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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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试验术语

２．４．１　试验设计

２．４．１．１　

失效试验　狋犲狊狋狋狅犳犪犻犾狌狉犲

为了确定器件的最大性能而增加电子和机械载荷的试验。

２．４．１．２　

寿命试验　犾犻犳犲狋犲狊狋

为了测试产品在规定的条件下的寿命所进行的试验。

２．４．１．３　

加速寿命试验　犪犮犮犲犾犲狉犪狋犲犱犾犻犳犲狋犲狊狋

为了缩短试验时间，在不改变失效模式和失效机理的条件下，用加大应力的方法进行的寿命试验。

２．４．１．４　

指数模型　犲狓狆狅狀犲狀狋犻犪犾犿狅犱犲犾

在可靠性工程中，基于“连续故障的次数ｔ由指数分布来描述”假设的模型。

２．４．１．５　

阿伦尼斯模型　犪狉狉犺犲狀犻狌狊犿狅犱犲犾

表示施加的温度应力与被测元件的故障率的影响关系。这个模型假设性能参数的退化与温度应力

造成的功能失效的时间呈线性关系。温度相关性呈指数函数，按式（１４）表示：

θ１＝θ２ｅｘｐ 犈／犽（ ）１／犜２－１／犜１（ ）［ ］ ……………………（１４）

　　式中：

θ１———在温度犜１ 下的平均故障前时间；

θ２———在温度犜２ 下的平均故障前时间；

犜———热力学温度；

犈———激活能（ｅＶ），使分子开始活动的能量；

犽———波尔兹曼常数（８．６１７×１０－５ｅＶ／Ｋ）。

２．４．１．６　

阿伦尼斯加速因子　犪狉狉犺犲狀犻狌狊犪犮犮犲犾犲狉犪狋犻狅狀犳犪犮狋狅狉

失效时间随温度上升而减小的因数，按式（１５）表示：

犉＝θ１／θ２＝ｅｘｐ（犈／犽）（１／犜２－１／犜１） ……………………（１５）

２．４．１．７　

艾林模型　犲狔狉犻狀犵犿狅犱犲犾

从量子力学导出，可以处理超过一个的环境应力因素。按式（１６）表示：

狋＝犪（犜α）ｅｘｐ（犫／犜）ｅｘｐ（犮＋犱／犜）犛１ ……………………（１６）

　　式中：

狋　　　　　———产品的平均故障前时间（ＭＴＴＦ）或寿命；

犜 ———开氏温度；

α，犪，犫，犮，犱 ———系数；

犛１ ———第二应力水平。

０２

犌犅／犜３８１８７—２０１９



２．４．１．８　

筛选试验　狊犮狉犲犲狀犻狀犵狋犲狊狋

去除不合格的或可能会出现早期失效的试验或组合试验。

２．４．１．９　

步进应力试验　狊狋犲狆狊狋狉犲狊狊狋犲狊狋

在每个特定的间隔之后增加施加的应力，直至失效发生或达到预定的应力水平的试验。

注１：“间隔”可定义为应力施加的次数，持续时间或试验顺序。

注２：试验不宜改变基本失效模式或失效机理，或它们相互的主次关系。

［ＧＢ／Ｔ２９００．９９—２０１６，定义１９２０９１０］

２．４．１．１０　

可靠性增长试验　狉犲犾犻犪犫犻犾犻狋狔犵狉狅狑狋犺狋犲狊狋

为暴露产品的薄弱环节，有计划、有目的地对产品施加模拟实际环境的综合环境应力和工作应力，

以激发故障、分析失效和改进设计和工艺，并验证改进措施有效性而进行的试验。

２．４．１．１１　

属性测试　犪狋狋狉犻犫狌狋犲狋犲狊狋

通过该检测来评估一个产品是否具备某种特定的属性。

２．４．１．１２　

余量测试　犿犪狉犵犻狀狋犲狊狋

产品环境（例如线路电压或温度）被更改，使得性能恶化的测试，目的是找出产品退化的边际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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