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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综合环境测试： 温度、湿度、振动、温湿度堆
码试验、高压蒸煮试验等

公司名称 鉴联国检（广州）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价格 1800.00/件

规格参数 报告用途:质量控制
样品量:若干
检测周期:7-10个工作日

公司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岑村沙埔大街323号B-5栋

联系电话 15915704209 13620111183

产品详情

可靠性试验是评价和**产品可靠性的重要技术手段，它涉及到试验方案的制定、试验装置的研发、试验
过程的记录、故障分析技术的建立等内容。

 

可靠性试验的目的

可靠性试验是为分析、评价产品的可靠性而进行的试验。通过对试验结果进行分析，不仅可以确定产品
的可靠性指标，而且可以对产品的失效进行分析，找出其薄弱环节，采取相应对策，达到**产品可靠性
的目的。因此，可靠性试验是研究产品可靠性的重要手段和内容之一。

 

可靠性试验的特点

可靠性试验与产品的常规试验不同，常规试验的目的，只是保证产品出厂验收时使其参数及物理机械性



能符合出厂指标，而不需要测定产品在规定时间内的失效率，故不能对产品的可靠性提出任何保证。

可靠性试验则对产品是否在以后规定的使用时间内符合一定的可靠性指标提供了保证。同时，可靠性试
验是产品可靠性预测和验证的基础。

另外，在试验数据的处理上，常规试验仅是性能的通过试验，所以数据处理较简单。而可靠性试验由于
它要对某一批产品的可靠性进行推断，所以要采取严格的数据统计方法，以便得出较为可靠的结论。

由于试验的目的和要求不同，因此，试验方法也不尽相同。所以，一定要区别常规试验和可靠性试验这
两个不同的概念，切不可互相代替。

可靠性试验的分类

可靠性试验包括的内容相当广泛，按照试验的目的，可靠性试验可分为工程试验与统计试验。

工程试验的目的在于暴露产品材料、设计、制造、装配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提出改进措施，**产品可靠
性。统计试验的目的是为了验证产品的可靠性或者寿命是否达到规定的要求。

传统可靠性试验主要有环境应力筛选试验、可靠性增长试验、可靠性研制试验、可靠性验证试验和寿命
试验；加速可靠性试验主要有可靠性强化试验、加速寿命试验和加速退化试验。

 

环境应力筛选试验

环境应力筛选试验是指在施加应力的条件下（振动、冲击、加速度、温度等），使元器件、模块、整机
暴露出设计、工艺上的缺陷，从而对其进行挑选。由于原材料和工艺的不一致性，操作技术和质量控制
上的差异，元器件在大批生产过程中存在一些“隐患”。在装入整机后的实际使用过程中，往往导致早
期故障，使整机的可靠性降低，因此，在元器件装机前，必须将所含的早期故障产品剔除出去。

可靠性增长试验

可靠性增长试验是为暴露产品薄弱环节，有计划、有目标地对产品施加模拟实际环境的综合环境应力及
工作应力，以激发故障，分析故障和改进设计与工艺，并验证改进措施的有效性而进行的试验。其目的
是暴露产品中的潜在缺陷并采取纠正措施，使产品的可靠性得到稳步增长。

可靠性研制试验

可靠性研制试验是通过向受试产品施加应力，将产品中存在的材料、元器件、设计和工艺缺陷激发成为
故障，进行故障分析定位后，采取纠正措施加以排除，是一个试验、分析、改进的过程，主要适用于新
研制的产品。

可靠性验证试验

可靠性验证试验包括可靠性鉴定试验和可靠性验收试验，两种试验都是应用数理统计的方法验证产品可
靠性是否符合规定要求，为产品定型提供依据，属于统计试验。其中，可靠性鉴定试验是用来验证产品
在批准投产之前已经符合规定的可靠性指标要求，并向订购方提供合格证明；可靠性验收试验的目的是
验证批生产产品的可靠性是否保持在规定的水平。

寿命试验



寿命试验是为了测定产品在规定条件下的寿命所进行的试验，其目的是验证产品在规定条件下的使用寿
命、储存寿命。

可靠性强化试验

可靠性强化试验包括高加速应力筛选和高加速寿命试验，是一种通过系统地施加逐步增大的环境应力和
工作应力，激发和暴露产品设计中的薄弱环节，以便改进设计和工艺，**产品可靠性的试验。通过采用
比技术规范极限更加严酷的试验应力加速激发产品的潜在缺陷，解决了传统可靠性模拟试验时间长、效
率低及费用大等问题。

加速寿命试验

加速寿命试验是在失效机理不变的基础上，通过寻找产品寿命与应力之间的物理化学关系——加速模型
，利用高应力水平下的寿命特征去外推或者评估正常应力水平下的寿命特征的试验技术和方法，属于统
计试验。

加速退化试验

加速退化试验是在失效机理不变的基础上，通过寻找产品寿命与应力之间的关系(加速模型)，利用产品
在高应力水平下的性能退化数据去外推和预测正常水平下的寿命特征的试验技术和方法。





行业资讯：

本阶段在开展钻探工作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地面石油地质调查和物探工作，并取得了一

些成果。1970—1976年在伦坡拉地区通过系统的地层剖面测制和化石资料采集，确定了较

完整的海相中生界、侏罗系、白垩系的地层古生物剖面，填补了西藏地质的空白。1976年

在伦坡拉盆地东南缘东卡错地区，首次发现下志留统，而后又相继见到泥盆系、二叠系等

古生代地层，采集了化石，初步建立了伦坡拉地区（冈底斯区）古生代地层剖面，完成了

伦坡拉地区1：20万的地质填图约4．3万平方公里。通过对地震资料的综合解释，不仅了

解到地面局部构造在深部的变化，而且对盆地深部构造有了较清晰的认识。证实了盆地北

部斜坡红星梁正断层和南部斜坡的伦坡拉－长山断层为同生断层，在其内侧下降盘分别发

现的塘奴陇果西挠曲，罗马敌库构造和长山北鼻状构造等潜伏构造，很可能为滚动构造（

同生构造）。通过钻井资料确定了伦坡拉盆地第三系陆相地层层序及其岩相变化特点，建

立了介形虫、轮藻和孢粉化石的组合，为研究西藏地区的新生代地层发育特征提供了一份

完整的地层古生物资料。

*为可喜的突破性进展是，1976年8月位于松棵尔构造南翼邻近红星梁断层北侧的红星6号

井，试油队（队长蔡俊英，地质员赵靖）在简陋条件下，试获原油日产6．8立方米（无阻

**），成为西藏自治区的第一口工业油气井。另外在松棵尔构造轴部红星13井在井深858

—962米牛堡组，见油浸砂岩7层，总厚23米，单层*厚4．5米，储油物性好，属中容积高

渗透储集层，在钻进过程中曾见大量原油随泥浆流出。但因固井失败，而未试油。此外，

相继在牛3井、牛4井、红星16井都见到了很好的油气显示，展示了伦坡拉盆地的含油远景

。

这阶段经过钻探和综合研究表明，伦坡拉盆地的松棵尔构造为一工业性油气藏。罗马敌库

构造、红山头鼻状构造、塘奴陇果西挠曲、老丁青等是*有利的含油气构造，帕格拉地区

、红星梁地区等地区是伦坡拉盆地有远景的含油气地带。

3、初步总结阶段（1980—1981年）



1980年开始对13年来在西藏伦坡拉地区石油普查勘探工作中取得的各项成果做了全面系统

的总结，对整个伦坡拉盆地的普查工作，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基础上，也指出了工作中的教

训和建议。1981年11月完成了报告的编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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