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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系统战备完好性分析、计算与检测》以海军装备系统为例，主要阐述了战备完好性工程活动的
几个重要方面：涉及战备完好性的基本概念及其要素、要求和度量；寿命周期装备系统战备完好性分
析与控制；战备完好性数量指标的计算方法和实物系统战备完好性信息的定量检测方法。

　　对于正处于研制阶段中的系统和设备，装备系统战备完好性分析和计算方法可以为制定综合论证
报告、研制总要求、规格书、整个保障计划要求和预算合理性论证，进行敏感性分析和权衡；对于正
在使用的系统，可以找出战备完好性不足的原因，并有助于制定改进的计划和措施；对作战部队指战
员，可以帮助他们决策如何使用装备系统。
其方法既适用于海军军事装备系统在全寿命过程中，战备完好性分析、评定、检测和指标的开发与控
制，亦可推广应用到其他的军事装备系统，以及民用系统／设备。

　　《系统战备完好性分析、计算与检测》可供从事系统管理、采办、论证、研制、生产、使用、维
修、保障工作相关专业的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教学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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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3.2 本书的核心　　战备完好性是系统顶层的总体特性，是系统设计特性、保障特性、管理特性
和作战使用特性的有机综合，系统战备完好性工程是以全系统在服役期间任意时刻应召时，能够遂行
规定的各项军事任务为目标，在寿命周期各个阶段进行的所有管理活动和技术活动的有机、正确的组
合，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十分广泛。
本书只是在方法上，介绍了其中的三个重要方面，即系统战备完好性数量指标定量计算、检测与分析
、评定方法。
　　本书始终是围绕“以被关注的系统为对象、作战使用环境为背景和遂行各项军事任务为目标”进
行介绍的，从系统寿命开始到结束，都要考虑并处理影响遂行任务的全部因素，方法虽然是通用的，
但针对在规定的作战使用环境中，遂行任务的系统，却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不仅要熟悉作战使用环境
的分析、军事任务的展开、系统的日常管理、训练、战斗使用和装备系统的工作分解结掏，而且要熟
练地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从全寿命周期、全系统的角度，处理分析中所遇到的问题。
作为战备完好性分析的技术人员来说，如何确定在规定作战使用环境中，系统遂行任务的运行状态，
就成为战备完好性分析的起点与落脚点。
　　1.3.3 本书侧重于应用　　从古至今，军事系统战备完好性的学术领域，经历了漫长的战争成败的
实践，有着丰富的理论与经验，尤其近几十年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应用，这个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发展
十分迅猛。
本书侧重于将军事系统战备完好性理论、概念、方法，应用到系统的实践中，也是GJB6678-2009《舰
艇作战系统战备完好性指标要求》、GJB6679-2009《舰艇作战系统战备完好性评定方法》两项标准的
应用，在应用中阐述战备完好性的概念与方法。
　　1.3.4 战备完好性的原始信息是量化分析的基础　　系统战备完好性量化分析关注的是：系统遂行
规定任务的成败和系统能否正常工作的信息。
这些信息是战备完好性量化分析的基础输入，输入的误差可能导致战备完好性分析的全盘失败，得出
错误的结论，误导提高战备完好性应采取活动的方向。
因此，对战备完好性分析原始输入信息的选取，必须慎重，力求准确、属实。
　　战备完好性所采用的度量形式取决于系统、系统设计及其使用条件。
不同层次的系统、不同任务目标、不同任务阶段、不同的系统组成及不同的作战使用等因素，也都会
影响战备完好性度量的形式，如人的因素与装备／设备的量度形式、军事系统中的装备系统体系与单
套装备系统的量度形式、战时与平时的量度形式、在役阶段与研制阶段的量度形式⋯⋯战备完好性采
用不同的量度形式，是为了真实地描述系统在规定的作战使用环境中、按日历时间划分的区段中，运
行的状态。
使战备完好性分析原始输入信息的选取，准确、属实。
　　系统从想定起步到实体，分析、计算和评定方法采取了反复迭代、逐步逼近实际数据的方法，获
得有效的输人数据，作为分析的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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