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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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62502:2010《可信性分析技术 事件树分析(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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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宁、潘勇、吴凡。

Ⅲ

GB/T37080—2018/IEC62502:2010



引  言

  本标准规定了可信性分析技术———事件树分析(ETA)的基本原则和程序。

IEC60300-3-1明确地将ETA列为适用于可信性评估的通用方法,该方法同样适用于风险和安全

性分析研究。IEC60300-3-9中亦有ETA的简单描述。

ETA自19世纪60年代出现以来,其基本原则一直没有变化。该方法首次成功应用于核工业,即
由美国原子能委员会1975年发表的 WASH-1400报告[31]1)中。

在随后的几年里,ETA作为一种可信性和风险分析的成熟技术得到普遍接受,并在包括航空、核设

施、汽车、化学、近海石油、天然气、国防和交通系统在内的多个工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与其他可信性分析技术(如马尔可夫模型)相比,ETA 基于的数学原理相对简单。但是,正如

IEC60300-3-1所述,由于相关事件的处理过程往往是棘手的,ETA的实施需要高度专业的应用技术。
此外,在应用事件树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时,可利用其与故障树分析(FTA)之间的密切关系。

本标准旨在确定ETA统一的基本原则,及其作为一种评估系统可信性和风险相关量度技术方法

的一般应用。

1) 方括号中的数字是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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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性分析技术 事件树分析(ETA)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事件树分析(ETA)统一的基本原则,并为初始事件的后果建模和这些后果在可信性

及风险相关量度方面的定性与定量分析提供指南。
具体而言,本标准讨论与事件树相关的下列内容:

a) 定义基本术语,描述符号的应用及图形表示方式;

b) 描述构建事件树的程序步骤;

c) 详细说明进行该项分析的假设条件、局限性和优势;

d) 识别该方法与其他可信性及风险相关技术的关系,阐明其适用范围;

e) 给出定性和定量评价的指南;

f) 提供实践案例。
本标准适用于所有需要评估初始事件后果的可信性和风险相关量度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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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2900.13—2008 电工术语 可信性与服务质量(IEC60050-191:1990,IDT)

IEC61025:2006 故障树分析[(Faulttreeanalysis(FTA)]

3 术语、定义、缩略语和符号

3.1 术语和定义

GB/T2900.13—200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节点 node
事件树图形中的点,描述减缓因素的两个或多个可能的输出。
注:相应故障树中的顶事件可直接关联到一个节点。

3.1.2
共因 commoncause
引起多个事件的原因。
[IEC61025:2006,定义3.15]
注:在特定情形下,应当指明多个事件发生的时间框架。例如,多个事件在某一时刻同时发生,或在非常短的时间

内相继发生。

示例:特定的自然灾害(例如,火灾、洪灾),工程系统的失效,生物感染或者人为因素。

3.1.3
事件 event
某一状态或活动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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