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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信可靠性术语与定义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确信可靠性理论、方法与技术的相关术语及定义。 

本标准适用于深圳市为民可靠性系统工程研究院理事单位，也可供其他企业参照使用。 

2 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JB451  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术语 

GB/T 3187-1994  可靠性、维修性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3.1 基本术语 

3.1.1  

系统  system 

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的有机整体。 

3.1.2  

系统环境  system environment 

系统之外的一切与它相关联的事物构成的集合。 

3.1.3  

系统行为  system behavior 

系统相对于系统环境所表现出来的任何变化。系统行为是系统自身的变化，又受系统

环境影响。 

3.1.4  

功能  function 

系统行为所引起的、有利于系统环境中某些事物乃至整个系统环境存续发展的作用。 

3.1.5  

性能  performance 

系统在内部相干和外部联系中表现出来的特性和能力。性能是功能的基础，系统的每

种性能都可能单独或与其他性能综合来发挥某种功能。 

3.1.6  

系统演生  system emergence 

系统组分整合成系统后产生出整体具有而部分或部分的总和没有的特性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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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系统演化  system evolution 

系统的结构、状态、特性、行为、功能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的现象。 

3.1.8  

需求阈值  performance threshold of requirements  

系统功能对性能的需求边界，超过这个边界将导致相应的功能丧失或降级。 

3.1.9  

性能裕量  performance margin 

系统的性能指标与需求阈值之间的某种距离。 

3.1.10  

退化  degradation 

系统性能减退、甚至完全消失的过程。 

3.1.11  

可逆时间  reversible time 

反演对称的时间，即时间反演后，不导致系统行为发生变化，又称物理时间。 

注释：时间反演是指空间坐标保持不变，时间坐标改变符号的变换。 

3.1.12  

不可逆时间  irreversible time 

反演不对称的时间，即时间反演后，导致系统行为发生变化，又称退化时间。 

3.1.13  

不确定性  uncertainty 

事物产生、存在、运动和变化的无规则性、多种可能性和不可预知性，普遍存在于各

类系统和实践活动中。 

3.1.14  

随机不确定性  aleatory uncertainty 

系统固有存在的随机性导致的不确定性。 

3.1.15  

认知不确定性  epistemic uncertainty 

由于人的知识不完备或信息不充足导致的不确定性。 

3.1.16  

裕量可靠原理  reliability principle of margin 

可靠性的第一科学原理，即系统的性能裕量决定了其可靠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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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7  

退化永恒原理  reliability principle of degradation 

可靠性的第二科学原理，即系统的性能裕量随不可逆时间推移发生退化。 

3.1.18  

不确定性原理  reliability principle of uncertainty 

可靠性的第三科学原理，即系统的性能裕量及退化过程均具有不确定性。 

3.1.19  

内因变量  internal variable 

影响系统可靠性的系统整体及其组分的内在物理属性。如系统整体的结构、布局，系

统组分的数量、尺寸、材料等。 

3.1.20  

外因变量  external variable 

影响系统可靠性的系统环境特征及其对系统的外部作用。如系统运行过程中所处的热

学、力学、电磁学等环境，以及系统环境向系统施加的载荷、操作等。 

3.1.21  

学科交叉方程  interdisciplinary equation 

描述系统性能与内因变量、外因变量、可逆时间函数关系的等式。 

3.1.22  

退化方程  degradation equation 

描述系统性能与内因变量、外因变量、可逆时间、不可逆时间之间函数关系的等式。 

3.1.23  

裕量方程  margin equation 

用性能及其阈值之间的距离函数描述系统性能裕量的等式。 

3.1.24  

度量方程  measurement equation 

用系统性能裕量保持为正的某种数学度量描述可靠度的等式。 

3.2 确信可靠性度量 

3.2.1  

确信可靠性  belief reliability 

系统功能的性能裕量大于零的能力。 

3.2.2  

确信可靠度  belief reliability metric 

确信可靠性的某种数学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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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确信可靠度函数  belief reliability function 

确信可靠度关于内因变量、外因变量、可逆时间、不可逆时间以及性能阈值的函数关

系式。 

3.2.4  

确信可靠性概率度量  probabilistic metric of belief reliability 

使用概率测度描述的系统确信可靠度。 

3.2.5  

确信可靠性不确定度量  uncertain metric of belief reliability 

使用不确定测度描述的系统确信可靠度。 

3.2.6  

确信可靠性机会度量  chance metric of belief reliability 

使用机会测度描述的系统确信可靠度。概率可靠性度量和不确定可靠性度量均为机会

可靠性度量的特殊情况。 

3.2.7  

随机系统  random system 

主要受到随机不确定性影响的系统。一般使用确信可靠性概率度量刻画随机系统的确

信可靠度。 

3.2.8  

不确定系统  uncertain system 

主要受到认知不确定性影响的系统。一般使用确信可靠性不确定度量刻画不确定系统

的确信可靠度。 

3.2.9  

不确定随机系统  uncertain random system 

同时受到随机不确定性与认知不确定性影响的系统。一般使用确信可靠性机会度量刻

画不确定随机系统的确信可靠度。 

3.2.10  

确信可靠分布  belief reliability distribution 

性能裕量的分布函数，根据不确定性类别不同可属于概率分布、不确定分布或机会分

布。 

3.2.11  

确信可靠寿命  belief reliable life 

给定确信可靠度所对应的寿命单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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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确信可靠性设计与分析 

3.3.1  

可靠性正向设计  function-oriented reliability design 

在新产品研发流程中，以产品功能要求为核心导向，围绕明确的确信可靠性定量指标，

面向产品使用场景，通过建立学科交叉方程、裕量方程、退化方程和度量方程，进行内因

变量的设计优化和确定外因变量的控制要求的工程活动。 

3.3.2  

确信可靠性分析  belief reliability analysis 

通过构建产品的学科交叉方程、退化方程、裕量方程及度量方程，计算产品确信可靠

度及相关指标的工程活动。 

3.3.3  

性能弹性极限  performance resilience limit 

用内因变量和/或外因变量及性能参数表征的产品性能受扰动后可恢复的边界。 

3.3.4  

性能工作极限  performance operating limit 

用内因变量和/或外因变量及性能参数表征的产品性能有效的边界。 

3.3.5  

性能破坏极限  performance destroy limit 

用内因变量和/或外因变量及性能参数表征的产品破坏致使性能消失的边界。 

3.3.6  

望大性能参数  greater-the-better performance parameter 

在性能参数取值空间内，值越大越有利于完成功能的性能参数。 

3.3.7  

望小性能参数  smaller-the-better performance parameter 

在性能参数取值空间内，值越小越有利于完成功能的性能参数。 

3.3.8  

望目性能参数  nominal-the-better performance parameter 

在性能参数取值空间内，值越接近某个特定目标值越有利于完成功能的性能参数。 

3.3.9  

参数不确定性  parameter uncertainty 

方程或函数中的参数具有的不确定性。根据情况不同，既可以是随机不确定性，也可

以是认知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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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0  

模型不确定性  model uncertainty 

方程或函数自身具有的不确定性。通常因信息或知识有限导致，一般隶属于认知不确

定性。 

3.4 可靠性实验与确信可靠性评估 

3.4.1  

可靠域  reliability region 

在给定确信可靠度目标后，用内因变量、外因变量、可逆时间、性能参数、需求阈值

表征的产品性能裕量大于零的范围。 

3.4.2  

可靠域实验  reliable region experiment 

探究产品弹性极限、工作极限、破坏极限并确定可靠域的科学实验。 

3.4.3  

退化律  degradation law 

在工作极限内，用内因变量和/或外因变量、可逆时间、不可逆时间及性能参数表征的

产品性能退化规律。 

3.4.4  

退化律实验  degradation law experiment 

发现并验证产品退化律的科学实验。 

3.4.5  

可靠性实验  reliability experiment 

可靠域实验与退化律实验的统称。 

3.4.6  

可靠性数据  reliability data 

与产品裕量及其退化相关的内因变量、外因变量、可逆时间、不可逆时间、性能指标、

性能阈值等数据。 

3.4.7  

确信可靠性评估  belief reliability evaluation 

基于已有的可靠性数据，利用概率统计和/或不确定统计方法确定确信可靠度及相关指

标的工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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