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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高装备作战使用效能，对装备可靠性监督及控制进行研究。以装备质量控制与可靠性的关系为起点，

论述装备可靠性监督控制的含义，阐述装备可靠性监督控制的主要内容和手段，研究装备的可靠性监督控制方法。

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做到监督控制程序化、工作标准化和管理规范化，才能对产品的各个环节实施有效控制，达到

提高产品固有质量与可靠性水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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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improving equipment operational effectiveness, research the equipment reliability monitoring and control. 

Based on relation of equipment quality control and reliability, discuss the meaning of equipment reliability monitoring 

control, introduce main content and methods of equipment reliability monitoring control, and research the control method 

for equipment reliability and monitor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trol is realized effectively and the quality 

and reliability level are improved only by procedure monitoring control, standard work and regul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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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与可靠性之间有着极为密

切的关系，战术技术性能是否能得到充分发挥有赖

于装备可靠性的提高。随着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

对装备作战使用效能的要求越来越高，必须切实提

高装备的可靠性。而可靠性监督控制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从方案论证、样机设计、试验验证、生

产控制到使用保障的全过程都需要有严格的管理监

督及控制程序和标准。由于我国在装备可靠性研究

方面的起步较晚，因此，笔者对装备可靠性监督控

制的内容、手段等进行研究。 

1  装备可靠性监督控制概述 

可靠性是一个综合性指标，与诸多因素有关，

是装备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质量目标之一[1]。

所谓可靠性监督控制，是指通过可靠性管理机构，

采用可靠性技术手段、方法和措施，对产品研制、

生产、使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是否符合可靠性工程

要求实施有效的监督和控制，使产品可靠性水平达

到预期目的全过程 [2]。可靠性监督控制和质量分析

所采用的指标与方法的区别见表 1。 

表 1  可靠性分析和质量分析所采用的指标与方法 

比较项 质量分析 可靠性监督控制 

指标 

废品率 P 

性能均值 X 

标准偏差 δ 

工序能力指数 Cp 

失效率 λ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MTBF 

维修度 M(t) 

有效度 A(t) 

方法 

因果图、排列图 

直方图、控制图 

数理统计 

试验设计、累计求和 

失效度分析法 

失效和危害分析法 

串并联、布尔逻辑法、网络图 

可靠性预计、分析、筛选、增长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在产品研制到报废全过程

中，质量管理侧重于生产制造的控制，是一种“开

环”控制；可靠性监督控制涉及设计、研制、生产

和使用全过程，是“闭环”控制。 

2  装备可靠性监督控制的主要内容 

2.1  工程管理阶段 

从国家和军队的利益出发,军事代表督促承制

单位建立可靠性管理机构,要求承制单位从上到下

重视产品的可靠性工作,并宣贯国家、军队关于开展

可靠性工作的有关规定。在承担的型号研制过程中，

每个型号都结合自身特点制定了型号可靠性大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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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计划，并制订了可靠性、维修性设计准则。对

重要部件提出了可靠性工作要求，并分配了可靠性

定量指标 [3]。每个研制阶段工作总结均包括了可靠

性工作情况，在转阶段评审中把可靠性指标的落实

作为重要的评审条件进行考核。当承制单位可靠性

工作与经费、进度发生矛盾时，单位利益应服从国

家军队建设大局，眼前利益应服从长远利益。 

2.2  设计阶段 

设计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产品的固有可靠性水

平。扎实开展可靠性设计是搞好装备可靠性工作的

基础。自参与型号研制质量监督以来，军事代表先

后推动了多个型号的可靠性设计：在方案设计阶段

进行可靠性建模、预计和分配；在工程初样和试样

阶段进行故障树分析、故障模式及影响分析等工作；

制定并贯彻了型号的可靠性、维修性设计准则；收

集管理产品故障信息，对全系统进行可靠性评估[3]。

军事代表直接参加各阶段的可靠性、维修性设计和

评审工作，参加重大技术公关和产品故障的排查工

作，确保产品的可靠性、维修性达到设计指标要求。 

2.3  方案阶段 

根据使用方下达的产品战术技术性能和可靠

性、维修性指标要求，军事代表协同承制单位进一

步确认装备可靠性战术技术指标，分析指标要求的

合理性、可行性及实现目标的技术途径，确立产品

功能基线，分析可靠性、维修性指标初步预计的合

理性 [4]。同时，督促承制单位编写可靠性大纲，并

将可靠性工程的项目和要求纳入《技术经济合同》。 

2.4  论证阶段 

在对装备的方案进行论证的同时，军事代表对

可靠性、维修性的方案进行论证，选择满足可靠性

要求的最佳方案。审查承制单位的可靠性计划和保

证大纲，参加可靠性阶段评审。 

2.5  设计定型阶段 

设计定型阶段是指定工程样机定型的各类试验

大纲到批准设计定型的阶段。这个阶段要完成样机

的例行试验、可靠性试验(或可靠性现场统计试验)

和性能试验等各类定型鉴定试验，形成完整、配套

的设计文件和使用维修指导文件。因此，使用方要

参与制定各类试验大纲和试验，审查定型样机设计

中的可靠性与维修性是否达到要求，审查可靠性预

计、设计图样、元器件应用及失效模式、影响及危

害度分析结果，审查各类可靠性试验报告，检查可

靠性大纲执行情况。 

2.6  试验阶段 

试验是工程验证的最根本手段，产品的可靠性

指标是否得以实现也同样需要在试验中考核。为此，

军事代表室做了大量的监督和推动工作，在多种场

合强调可靠性试验的重要性，向承制单位介绍可靠

性试验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的经验。近 2 年，在军事

代表室的监督要求下，承制单位陆续进行了有效的

可靠性试验，多次发现产品缺陷并进行了改进。 

2.7  生产阶段 

生产阶段的可靠性监督控制是实现可靠性设计

的重要保证。因为装备通过研制阶段获得的固有可

靠性，如果不采取有效的可靠性监督控制，没有先

进的工艺去保证，则会产生可靠性的退化。为了剔

除原材料、元器件、外协件的固有质量缺陷。军事

代表高度重视对配套产品和元器件的可靠性控制，

督促组织承制单位对提供原材料、元器件、外协件

的配套厂家的质保能力进行全面考察，取消了质保

能力不符合要求的一些厂家的供货资格。对研制型

号的配套产品，军事代表还组织了多次定点考察，

选择有质量和可靠性保证的单位定点研制，对某重

点型号关重件的研制还引入了竞争机制，让 2 个单

位参与研制，择优选用。同时，对所有装备的元器

件进行 100%环境应力筛选。军事代表对交付部队

的产品在使用过程中暴露的故障和缺陷也非常重

视，例如某型号装备在部队使用中发现了后备箱及

底盘的布线不合理等多个影响产品寿命问题，都进

行了深入研究，重新设计简约合理的布线方式，经

多次改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  装备可靠性监督控制的主要手段 

3.1  目标管理系统分析手段 

围绕装备要实现的功能及要达到的可靠性与维

修性、经济性目标，分析研究实现目标的方案、设

计、管理和控制是否处于最佳状况，并依据系统工

程原理，实施有效监督控制。如对 3 次预计、3 次

分配、3 次设计进行分析，判定是否满足规定，进

行故障树分析和故障模式影响及危害度分析等 [5]。 

3.2  首件鉴定手段 

在小批试制和生产中，坚持首件三检，并对首

件的制造工艺、质量水平及可靠性工艺措施和质量

监督控制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鉴定评审，合格后才

能实施批量生产，从而达到保证批量生产装备的质

量水平和可靠性设计水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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