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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可靠性试验

成功率的验证试验方案

范围

本标准通常在用成功率表示产品可靠性要求的情况下使用 所规定的成功率是一个产品将完成所

要求的功能的概率或是产品在规定的条件下试验成功的概率 观测的成功率可以定义为在试验结束时

未失效的产品数对试验产品总数的比值或成功的试验次数对试验总次数的比值 这些试验方案是基于

假设每次试验在统计意义上来说是独立的

本标准中规定的试验方案适用于可以重复使用的设备 也适用于不可重复使用 一次发射 的设

备 对于重复使用的设备在两次相继的试验之间是可以进行维修的 只要它们在每次试验开始时的状

况和性能都是相同的 对不可重复使用的设备 每件受试产品只可用于一次试验

本标准等同于国际电工委员会推荐标准 设备可靠性试验 第五部分 成功率

的验证试验方案

符号说明

本标准使用的符号如下

成功率鉴别比

在序贯试验图的垂线上的接收 拒收线的截距 见图

接收所要求的固定试验数

序贯试验方案中的累积试验数

截尾试验数 见图

累积失效数

拒收失效数

截尾失效数 见图

成功率真值

可接收的成功率

不可接收的成功率

序贯试验图中接收和拒收线的斜率 见图

生产方风险 标称的 即当 时的拒收概率

使用方风险 标称的 即当 时的接收概率

统计试验方案和一般试验程序

试验方案以下列两种试验形式给出

截尾序贯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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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数试验

试验可定义为详细的可靠性试验规范中所规定的操作或循环

这些试验方案以二项分布为基础 并且具有参数 和 由于对所有的序贯试验的截尾

数值进行了必要的近似 因此试验方案中实际的生产方风险和使用方风险 和 与标称的理论特征值

稍微有点不同

详细的可靠性试验规范应规定使用的试验形式和试验方案 当可靠性特征量是时间的函数时 对

于截尾序贯和定数的可靠性试验 其试验形式选择的指南见附录

按照有关试验方案规定的试验数对受试产品进行试验 对于可重复使用和可以维修的产品 详细

的可靠性试验规范应进一步规定试验产品的数量以及对每个受试产品的最多试验次数 可能试验的总

数必须符合试验方案的规定 计算关联失效数 见 可靠性基本名词术语及定义 的

款 并与这个试验方案的判据进行比较

截尾序贯试验方案

表 对各种规定的 和 值给出了适用的试验方案 表中包括每种试验方案的

等数值 这些参数符号的意义见图 其判决准则为

当 时 接收

当 时 拒收

当 时 继续试验

序贯试验到截尾线截止 截尾数值由表 给出 因此 接收或拒收判决准则需按下述条件

在 时 若 接收

若 拒收

每次试验后将累积的检查结果与判决准则进行比较 若需要继续试验时 则开始进行另一次试验

图 截尾序贯试验示例



注 截尾影响了 和 的真值 然而 对于标称值 和 来说 表 中的截尾值使得 和 的

最大值分别小于 和 该表中的截尾值是根据计算机程序 逐渐增加 和 值 直

到计算得到的 和 真值不超过上述界限为止

工作特性曲线 曲线

对于任何截尾序贯试验 下表给出了工作特性曲线的近似点

成 功 率 真 值 接 收 概 率

图 曲线

作出判决的期望试验数

对于任何截尾序贯试验方案 成功率真值与作出判决的期望试验数的关系曲线的近似点确定如下

成 功 率 真 值 期 望 试 验 数



续表

成 功 率 真 值 期 望 试 验 数

图 期望试验数曲线

其他试验方案

在表 中没有给出而又需要的试验方案 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计算试验方案中的 和 值 但只限于

的情况

截尾值可以从表中的数值中用内插法得到 但超过表 中所给出的 和 的范围的数值

不能用外推法



定数试验方案

表 对规定的 和 的各种值给出了近似的试验方案 该表包含作出接收判决时所要求

的试验数 和作出拒收判决时所要求的失效数

例

从表 中查出所要求的试验数

拒收失效数 如果观察到的失效数 则作出拒收判决

逐批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 适用于连续批的检查 可用于成功率的验证试

验 然而 并不是以固定的风险为基础 如果 用于可靠性试验 则试验方

案的生产方风险将在 至 之间 并且规定的成功率 正好等于 可接收质量水平

值 试验方案给出了所要求的试验数 即样本大小 以及接收和拒收数 不采用使用方风

险作为确定试验数的基础风险

试验方案表

标准在这里引用的是 号标准



表 截尾序贯试验方案



续表



表 定数试验方案



续表



附 录

试验形式选择的指南

参考件

截尾序贯试验

优点

做出判断所要求的平均失效数最少

做出判断所要求的平均累积试验数最少

这种试验在累积试验数和累积失效数方面具有一定的最大值

缺点

失效数和继而产生的受试产品费用变动幅度比相似的定数截尾试验的要大 因而在安排受试

产品 试验设备和人力的管理等方面将会出现一些问题

最大的累积试验数和失效数可能会超过等效的定数截尾试验的累积试验数和失效数

定数截尾试验

优点

最多的累积试验数得到了固定 因此 在试验之前 受试产品和人力的最高需要量可以确定下

来

在试验之前确定了最大的失效数 因此 在没有修复和更换的情况下 受试产品的最大数量

也可以确定下来

最多的累积试验数要比类似的截尾序贯试验所需要的最多累积试验数要少

缺点

平均失效数与平均累积试验数要比类似的截尾序贯试验的多

为了作出判断 质量很好的产品和质量很坏的产品都要经历最多的累积试验数或失效数 而

类似的截尾序贯试验做出这种判断就要快一些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部 航天工业部共同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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