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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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62506:2013《产品加速试验方法》。
与本标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5080.1—2012 可靠性试验 第1部分:试验条件和统计检验原则(IEC60300-3-5:

2001,IDT)
本标准与IEC62506:2013相比,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原文5.2.3.1.3中“aminimum30000hperyear”有误,应为“每年不低于3000h”;
———原文5.2.3.2.1中“asthetimecompressionmayinfluencethestressacceleration”有误,应为

“因为事件压缩可能会影响应力加速”;
———原文5.5中“式(3)是一种描述产品在多应力作用下的整体失效率的相对准确的方程”有误,应

为“方程(4)是一种描述产品在多应力作用下的整体失效率的相对准确的方程”;
———原文5.6.3.2中“n1/N1”“l1/L1”和“αi 在第i个应力水平下的停留时间”有误,应为“ni/Ni”

“li/Li”和“αi 在第i个应力水平的停留时间与应用载荷下寿命的比值”;
———原文附件B中式(B.22)中S 应该为NS;
———原文附件F中“Oneinthisgroupfailedafter700cyclesand10after1000cycles.”和“Inthis
secondtestgroupB,4failedafter300cycles,10after400cycles,andadditional5after500
cycles”有误,应为“试验进行到700循环后有一个样品失效,1000循环后有3个样品失效”和
“试验进行到300循环后有5个样品失效,400循环后有10个样品失效,500循环后另外5个

样品发生失效。”;
———原文附件G图G.1中的“265V”有误,应为“25V”;图G.2曲线拟合方程、式(G.1)和式(G.2)

有误,作了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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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赛宝信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

工程物理研究院电子工程研究所、总参第六十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九研究所、中兴通

讯公司、深圳TCL新技术有限公司、海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电力科学试验研究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公司第二十八研究所、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中航工业301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学孔、胡湘洪、李锴、程德斌、高军、李劲、谢丽梅、刘雅智、朱亮、姜年朝、李焱、

尤荣贤、樊伟齐、刘风雷、纪静、张英、李佳嘉、武月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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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现在已有多种可靠性或产品失效分析的试验方法,目前大多数试验方法都在实际生产中得到了应

用。以下试验方法用于确定产品的可靠性或确定产品潜在的失效模式,且已证明是有效的可靠性试验

方法:
———定时截尾试验;
———序贯试验;
———可靠性增长试验;
———失效试验等。
这些可靠性试验方法虽然非常有用,但试验时间通常较长,特别是对可靠性水平高的产品。为了缩

短产品上市周期、降低产品成本,满足人们对经济高效加速试验方法的需求,加速试验方法是有效的解

决方法。该方法通过提高产品试验的应力水平或者增大交变应力施加的频度而缩短试验时间,并发现

和减少产品的失效模式,以便快速评估产品的可靠性水平并使其得到增长。
有两种明显不同的途径来开展可靠性工作:
———第一种途径是通过分析和试验来证实产品在预期的工作环境条件下和寿命期内没有潜在失效

模式被激活;
———第二种途径是评估产品在预期的工作环境条件下,某一时刻后有多少个故障发生。
加速试验适用于上述两种情况,但通常差别较大。第一种途径与定性加速试验有关,其目的是发现

可能导致产品现场失效的潜在故障;第二种途径与定量加速试验有关,即根据加速模拟试验结果来评估

产品可靠性,加速模拟试验条件则以产品使用环境和使用剖面为基础进行确定。
加速试验可应用于产品(硬件或软件)的多个方面。不同类型的可靠性试验,如定时截尾试验、序贯

试验、成功率试验、可靠性验证试验或可靠性增长/改进试验,都可以运用加速试验方法。本标准为选择

常用的加速试验类型提供指导。该标准应与统计试验方案标准(如IEC61123、IEC61124、IEC61649
和IEC61710)一起使用。

在选择某一具体的试验方法或几个试验方法的组合前,应组织产品设计团队(包括可靠性工程师)
对用于评价指定系统(产品)的各种试验方法的优缺点及它们单独的或组合的适用范围进行评审。对于

每一个试验方法,还应考虑试验时间、试验结果、试验结果的可信度、对有用数据的分析、寿命周期费用

影响、分析的复杂性以及其他确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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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加速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为各种加速试验技术的应用提供指导,用于评估或提高产品的可靠性,发现并减少产品在使

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潜在故障模式,是确保产品可靠性的有效方式。
加速试验方法的目的是在短时间内找出产品潜在的设计薄弱环节,提供产品的可靠性信息,实现产

品必要的可靠性/可用性增长。本标准论述可修复与不可修复系统的加速试验。该方法可应用于概率

比序贯试验、定时截尾试验以及可靠性增长/改进试验,这些试验测定的可靠性度量值可能与产品失效

发生的标准概率值不同。
本标准也进一步介绍加速试验或产品筛选方法,该方法用于识别由制造工艺导致的可危害产品可

靠性的产品缺陷、产品因制造错误而引入的可能危害其可靠性的缺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文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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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60068(所有部分) 环境试验(Environmentaltesting)

IEC60300-3-1:2003 可信性管理 第3-1部分:应用指南 可靠性分析技术 方法指导(Depend-
abilitymanagement—Part3-1:Applicationguide—Analysistechniquesfordependability—Guideon
methodology)

IEC60300-3-5 可信性管理 第3-5部分:应用指南 可靠性试验条件和统计试验原则(Depend-
abilitymanagement—Part3-5:Applicationguide—Reliabilitytestconditionsandstatisticaltestprinci-
ples)

IEC60605-2 设备可靠性试验 第2部分:试验周期设计(Equipmentreliabilitytesting—Part2:

Designoftestcycles)

IEC60721(所有部分) 环境条件分类(Classificationofenvironmentalconditions)

IEC61014:2003 可靠性增长大纲(Programmesforreliabilitygrowth)

IEC61164:2004 可靠性增长 统计试验和评估方法(Reliabilitygrowth—Statisticaltestandes-
timationmethods)

IEC61124:2012 可靠性试验 恒定失效率和恒定失效密度的可靠性验证试验(Compliancetests
forconstantfailurerateandconstantfailureintensity)

IEC61163-2 可靠性应力筛选 第2部分:电子组件(Reliabilitystressscreening—Part2:Elec-
troniccomponents)

IEC61649:2008 威布尔分析(Weibullanalysis)

IEC61709 电 子 元 器 件  可 靠 性  转 换 用 故 障 率 和 应 力 模 型 的 参 考 条 件 (Electronic
comvonents—Reliability—Referenceconditionsforfailureratesandstressmodelsforconversion)

IEC61710 幂函数型 拟合优度检验和估计方法(Powerlawmodel—Goodness-of-fittestsand
estimationmethods)

IEC62303 辐射防护仪器 空气中氚的监测用设备(Radiationprotectioninstrumenta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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