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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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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东风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南昌大学、北京联华科技有限公司、无锡职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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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质量控制 故障诊断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离散制造领域数字化车间的设备故障诊断流程、诊断要素和诊断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离散制造领域数字化车间针对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开展故障诊断。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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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7826—2012 系统可靠性分析技术 失效模式和影响分析(FMEA)程序

GB/T22394.1—2015 机器状态监测与诊断 数据判读和诊断技术 第1部分:总则

GB/T37942—2019 生产过程质量控制 设备状态监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异常 anomaly
系统中的不规则或反常,偏离标准状态。
[来源:GB/T20921—2007,5.4]

3.2
描述符 descriptor
由原始的或处理过的参数或者外部观察导出的数据项。
[来源:GB/T20921—2007,7.2]

3.3
失效 failure
设备丧失完成某项规定功能的能力。
注:失效是区别于故障的事件,而故障是一种状态。

[来源:GB/T20921—2007,2.7]

3.4
失效模式 failuremode
可观测到的失效效应。
[来源:GB/T20921—2007,5.6]

3.5
故障 fault
当机器的一个部件或组件劣化或出现可能导致机器失效的反常状态时,部件所处的状态。
注1:故障可以是失效的结果,但未失效也可能存在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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