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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EC60300-1:2014《可信性管理 第1部分:管理和应用指南》。
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将标准名称修改为《可信性管理 管理和应用指南》;
———由于3.1中的IEC60050-191:2014在正式发布时已改为IEC60050-192:2015,等同采用该标

准的我国标准是GB/T2900.99—2016,故将3.1中资料性引用的标准改为GB/T2900.99—

2016,并对条目号进行了相应调整;
———在附录E中补充了关于列项的引导语。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电工电子产品可靠性与维修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4)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于敏、李冬、刘梦玥、杨春晖、纪春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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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描述了组织中的可信性管理过程,并为实现可信性建立了管理活动的框架。
可信性是需要时产品按要求执行的能力,是用于描述产品性能中与时间相关特性的术语。可信性

指在给定的使用和维修保障要求条件下的特性,包括可用性、可靠性、维修性和保障性等。可信性描述

了相信事物能像所期望的那样工作的程度。
可信性建立信任和树立信心,并影响组织满足目标的能力,它可通过产品寿命周期内有效的策划及

实施可信性活动来获得。
可信性将严重影响用户对于由组织开发或提供的产品价值的认知。可信性低将影响组织目标的实

现并降低声誉。
可信性管理提供系统的方法,用于解决可信性和来自于组织和商业远景的相关问题。可信性经常

由技术驱动并结合老产品的革新。通过寿命周期过程获得的可信性可能受市场动态、世界经济和资源

分配、顾客需求的变化以及竞争性环境的影响。战略部署需要适应预期的变化,从而在商业运作中得以

生存。可信性管理关注利益相关方通过优化可信性来提升组织的目标和投资回报。
本标准专门用于技术性的产品、系统、过程和服务,它们在本标准中进行描述时均使用通用术语“产

品”。然而,指南中提供的大部分内容是通用的,也可用于各种非技术性的应用。此外,当优化可信性

时,宜辨别、分析和管理安全性、环境和其他因素可能的影响。
本标准的阅读对象包括从用户、所有者和顾客到为保证可信性要求满足所涉及的组织,包括各种类

型和规模的公司、公立和私营的机构,如政府部门、企业单位和团体中的非盈利协会。

Ⅳ

GB/T36615—2018/IEC60300-1:2014



可信性管理 管理和应用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建立了可信性管理的框架,为涉及硬件、软件和人或这些因素组合的产品、系统、过程或服务

提供可信性管理指南。它为可信性活动的策划和实施以及寿命周期内的技术过程提供指南,并考虑其

他相关的要求,例如,安全性和环境。
本标准为管理和技术人员提供指南,协助优化可信性。
本标准不用于认证目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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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3 术语和定义、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产品的)可用性 availability,<ofanitem>
处于按要求执行状态的能力。
注1:可用性取决于产品可靠性、恢复性、维修性的综合特性,有时,还包括维修保障性。

注2:可用性采用适当的量度予以定量化。

[GB/T2900.99—2016,定义192-01-23]

3.1.2 
(产品的)可信性 dependability,<ofanitem>
需要时按要求执行的能力。
注1:可信性包括可用性、可靠性、恢复性、维修性和维修保障性,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诸如耐久性、安全性和安保等

其他特性。

注2:可信性是用于产品与时间相关质量特性的集合性术语。

[GB/T2900.99—2016,定义192-01-22]

3.1.3 
可信性案例 dependabilitycase
建立基于证据的、合理的、可追溯的论证,为规定的系统满足可信性要求提供论点。

3.1.4 
可信性管理 dependabilitymanagement
在可信性方面指导和控制组织的协调活动。
注:可信性管理是组织整体管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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