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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物理老化实验：高温测试、低温测试
、快速温变测试 、冷热冲击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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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2年5月一1983年12月，为进一步了解准噶尔盆地的地质构造特征，为寻我油气和盆地油

气远景评价等提供基础资料，地矿部航空物探总队受新疆石油管理局的委托，进行了1：2

0万航空磁测。对盆地构造格局、盆地基底性质、沉积、断裂情况等提岀新的认识，指出

了生油坳陷的分布，油气可能运移的方向，有利的储集地段。并对盆地含油远景分区进行

评价，认为东部地区具有良好的找油前景；克拉玛依以南的断裂带及乌伦古坳陷北缘断裂

带亦是很好的远景地带。

从1980年起，由石油地质综合大队组成的科研队伍，带着战略选区、开拓找油新领域等科

研任务又活跃在准噶尔盆地。他们深化了对区域地质构造的认识，提出进一步选区及勘查

部署意见，完成了7个科研项目，主要成果有：

（1）1980—1985年，张复礼、李明等完成了“中国西北地区主要构造体系与含油气的关

系”课题，其主要论点是：纬向系是基础构造体系，发生*早，控制沉降带；西域系是主

导构造体系，对生油坳陷的形成、演化起着重要作用；再次级的构造决定油气田的具体部

位。成果报告对准噶尔盆地的远景评价较高，除车排子、奇台隆起及三个泉凸起外，其余

绝大多数正向构造均为一级含油气远景区。

（2）1981—1985年，刘厚仁等完成了“中国主要含煤盆地的煤成气化学特征”研究课题

。准噶尔是重点研究盆地之一，先后在盆地南缘、西北缘、东部选取了4个煤田钻孔的岩

芯资料，建立了4条地球化学剖面。通过综合研究指岀，侏罗纪煤系中的暗色泥质岩、煤

在煤化过程中均能产生一定量的气。并把北纬45＆deg；以南的下、中侏罗统分布地区预

测为*有远景区，以北地区则为较有远景区。

（3）1984年3月一1985年7月，王云龙等完成了“新疆准噶尔盆地中生代煤系地层成气条

件的探讨”研究报告，指出：在沉降幅度大、埋藏较深部位如昌吉坳陷，演化程度高，已



进入肥煤一无烟煤阶段，可产生大量天然气，并有形成气藏的储盖条件，故准噶尔盆地煤

成气资源前景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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