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理性能测试：摇摆测试、按键寿命测试、硬度测试、落锤冲击/摆锤
冲击测试、拉伸强度/抗压强度/屈服强度测试

产品名称 物理性能测试：摇摆测试、按键寿命测试、硬度
测试、落锤冲击/摆锤冲击测试、拉伸强度/抗压
强度/屈服强度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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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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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提高产品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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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产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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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产品可靠性的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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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年，由于盆地南缘没有新的进展，由原古牧地队队长乌瓦洛夫、地质师张凯等10人组成

乌尔禾一克拉玛依队，对克拉玛依、乌尔禾一带重新进行了1：10万地质普査，认为“沥

青丘、沥青脉和沥青砂岩露头，都是石油在盆地中心生成后汇集和运移过程中形成的”，

进一步肯定了该区的油气远景，提岀了进行详细地球物理勘探和深井钻探的建议。同年底

，中苏合营寻找油气的工作宣告结束，苏联将其股份移交给中国。12月31日在乌鲁木齐举

行了接交仪式。

（2）油气普查高峰

地质部从1955年开始承担石油天然气普查任务，鉴于准嚙尔盆地的成油地质条件良好，列

为首先开展找油找气的重点盆地。组建了技术力量雄厚的地质部西北地质局631队（大队

长田克勤，主任地质师朱夏、副主任地质师胡冰、戴天富），于1955年3－4月间进入盆地

开展工作。下属5个地质分队（分队长王文彬、冯福闿、翁世颉、唐克义），611物探队（

队长郭宪臣，技术负责桂燮泰）有3个重磁队、2个电法队，另有1个测量队。

631队在准噶尔盆地北部的乌伦古河一带，向西推至和什托洛盖，向东延伸到克拉美丽山

南坡，南至天山北部的博格达山广大地区，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开展1：20、1：5

0万和1：100万地质及重磁、电法普查、概查工作。调查区除山前地带露头较好和万沿乌

伦古河南岸有零星露头外，大部分地区为黄沙所覆盖。气候炎热干旱，普遍缺水，工作条

件十分艰苦。生活供应也非常困难，粮食、蔬菜和其他副食品主要依靠驻乌鲁木齐的大队

部采购、运送。同年七八月间，地质部普查委员会黄汲清、谢家荣、刘毅等在朱夏陪同下

，来工区检查、指导工作，并环盆地进行考察。对全盆地进行航空目测，随后指导编制了

全盆地1：100万地质图。

631队通过1955年的工作取得的成果：①査明了中一新生界的分布及沉积特征，建立了盆

地北部的第三纪地层表，将下第三系划分为红砾山岩系（E1－2），乌伦古岩系（E3）、

依希布拉克岩系（E3—N1），上第三系划分为索索泉层、哈拉玛盖层、可可买层、苍棕

色岩层、砾岩层等，大部分的分层一直沿用到现在。②发现了沙丘河、帐蓬沟、砾磧山、



乌兰林格、吐丝托拉依、索索泉、狼嚎等一批背斜构造。③重磁力测量确定了德仑山南隆

起带、乌伦古凹陷等。④在沙丘河、帐蓬沟背斜顶部侏罗系中发现了油砂，在红山梁沟至

夏子街地区的大东沟东岸连续发现液体油苗数十处。⑤指出了远景区和有远景的构造，提

出了下步工作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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