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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900《电工术语》由许多部分组成。
本部分为GB/T2900的第99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部分代替GB/T2900.13—2008《电工术语 可信性与服务质量》,与其相比,主要技术变化

如下:
———代替了GB/T2900.13—2008中的2.1~2.18的相关内容;
———未纳入电信服务质量(2.19~2.20)、电力系统服务质量(2.21~2.30)等与服务质量相关的

内容。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EC60050-192:2015《国际电工词汇 第192部分:可信性》。
本部分中的术语条目编号与IEC60050-192:2015保持一致,与IEC60050-192:2015的差异如下:
———删除了第1章中不适用于“范围”的内容。
本部分由全国电工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32)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电工电子可靠性与维修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4)与全国电工术语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SAC/TC232)共同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孔学东、纪春阳、于敏、杨春晖、潘勇、邝志礼、李桂芳。
本部分部分代替GB/T2900.13—2008。

GB/T2900.13—2008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4733.3—1993;
———GB/T3187—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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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术语 可信性

1 范围

GB/T2900的本部分规定了可信性领域的通用术语。
本部分适用于包括电工技术应用在内的可信性技术方面的所有领域。

2 术语和定义

2.1 基本概念

192-01-01
产品 item
考虑的对象。
注1:产品可以是单个部件、元件、器件、功能单元、设备、分系统或系统。
注2:产品可以由硬件、软件、人员组成,或其任意组合。
注3:产品通常由每个都可以单独考虑的元素组成。见子产品(192-01-02)和约定层次(192-01-05)。
注4:GB/T2900.13—2008(附录 A给出了本部分关于GB/T2900.13—2008每一词条的处理)定义的术语“entity

(实体)”是“产品”的同义词,但它不是对所有情形均适用。
注5:在GB/T2900.13—2008中关于产品的定义,与其说是定义,不如说是描述。该新定义作为重要代替贯穿全

文。先前定义的词条见新的注1。

192-01-02
子产品 subitem
考虑对象的一部分。
注:当单独考虑时,子产品可以看作产品。

192-01-03
系统(可信性领域) system,<independability>
为共同满足特定要求的相互关联产品的集合。
注1:系统具有已定义的真实或抽象的边界。
注2:系统运行可能需要外部资源(源于系统边界之外)。
注3:系统结构可以是分层的,如:系统、分系统、元件等。
注4:使用和维修条件宜在要求中表述或隐含。
注5:改写GB/T2900.83—2008定义151-11-27,为遵循可信性的内容对其外延进行了修改。

192-01-04
分系统(可信性领域) subsystem,<independability>
系统的一部分,其本身也是一个系统。
注:分系统通常比它所在的系统有更低的约定层次。

192-01-05
约定层次 indenturelevel
在系统分层中的细分层次。
示例:系统、分系统、组件和元器件。
注:从维修观点,约定层次依赖于不同因素,包括产品构成的复杂性、子产品的可达性、维修人员的技能水平、检测

设备的能力以及安全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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