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保修修期期内内市市场场可可靠靠性性数数据据解解析析」」的的研研究究  

该研究始于 1981年，领先于世界其他研究机构。近年来由于产品保修期延长，所以该领域的研 

究也日益重要。 

并且还要恪守系统设计理论，保证在某一时间之前绝对不能发生故障。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适当 

地将串联-并联这种冗长设计组合起来，用并联系统确保每个子系统的安全性，并将子系统整体串联起

来。 

「「最最佳佳负负荷荷分分配配」」理理论论  

这套理论是该研究室创造的。在考虑硬件的负荷分配时，要研讨对什么要素分配多少工作量才能

将系统整体的可靠性提到最高水平。该课题的研究结果表明有望通过设计使任何要素都能在同一时间

内失去正常功能。 

在陶瓷的强度试验中，已经证明改变试验样片的尺寸就能更高精度地推断陶瓷的强度。以前该研

究室曾用相同大小的试验样片做过试验，他们准备了尽可能大的和尽可能小的试验样片各一半，精度

大约能提高到 2 倍。反言之，就是要得到相同的精度仅需要 1/2数量的样品就能做到。这是预防任何

故障、事故的有效方法。 

他们还考虑将「防误操作」、「故障保护」等安全设计体系化。这套体系是消除由故障发生的根本 

原因的方法以及自动化、异常检测、消除影响、缓解影响等构成。 

举一个异常检测的例子。自动车的变速杆安装在驾驶的位置上时要防止人工失误以免钥匙被拔出

来。特别是人在遇到灾难时，即使处于惊慌状态也不会犯引发事故的错误，构筑这样的安全系统是必

不可少的。 

 

 

在在可可靠靠性性工工学学、、品品质质管管理理中中防防患患于于未未然然  

近来在可靠性、安全性方面频繁发生事故。发生故障及事故后，采取对策防止再次发生虽然非常   

重要，但在其影响较大的情况下，防患于未然则更加重要。 

该研究室基于这种观点来开发如何防止系统、产品的故障及事故的理论和系统。这时可靠性工学、 

品质管理、信息共享的思考方法则成为他们开发的基础。 

在防患于未然的理论中，有些是他们在世界上首次设计出来的。 

能能够够系系统统地地提提出出防防患患于于未未然然的的方方案案  

该研究室的强项就是不仅能创造出一个一个

防患于未然的理论、方法，还能将其系统化、程序

化，并提出相应的方案。任何组织只要遵循他们提

出的系统方案中的 7个步骤就能防患于未然。 

步骤 1 「施加防患于未然的动机」 —让所有成员 

意识到防患于未然的必要性。 

步骤 2 「事前消除未来有可能产生的风险」。 

步骤 3 「事前评估风险」—区分风险的大小。 

步骤 4 「风险评估后的事前活动」—针对还未产 

生的风险，事先想好应对办法。「防误操 

作」的方法列入步骤 4。 

步骤 5 「危机管理」—假设万一发生事故的情形。 

步骤 6 「防患于未然机制的改善」 —营造在没有 

问题的情况下时刻保持忧患意识的文化。 

步骤 7 「步骤 1～步骤 6的定型与安全文化的确 

立」—让防患于未然扎根于企业文化。 

    他们希望将这 7 个步骤广泛应用到防患于未

然中，详细内容请参加文献（1）。 

 

 

启启发发状状态态监监控控维维护护的的重重要要性性  

该研究室认为他们的研究课题之一的系统的 

状态监控维护今后会日益重要，他们希望为此提供

理论的研究成果。 

为了防止系统发生故障及事故需要更换劣化 

部品，其方法就是定时更换和通过监控部品的状

态，发现它有劣化倾向时进行更换。比如在发动机

的状态监控中，通过分析润滑油成分等方法能够检

测出是否有劣化现象产生。根据部品种类等不同，

通过用 GPS 和互联网将其运行时间和状态监控相

结合来提出应对劣化现象的方案。 

除此之外，如果有对可靠性、安全性、品质感 

到困扰的企业，在时间容许的情况下，可以与该研 

究室商谈解决方法。 

 

 【文献】 

（1） 铃木［2009］可靠性数据解析（日科技连出版） 

（2） 铃木［2008］可靠性的七大工具（日科技连出版） 

（3） 铃木［2004］防患于未然的原理及其系统（日科技连出版） 

（4）真壁〃铃木〃益田［2002］品质保证的可靠性入门（日科技连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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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系统的可靠性与完整性设计、可靠性工学辅
助系统及可靠性评价方法的开发、在品质及
可靠性上防患于未然等 

 
防患于未然，可靠性工学，品质管理，信息共享，
状态监测维护，防误操作，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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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势 

未来展望 
用多个微型机器人来实现超微细作业，这些机器人均学生制作而成。 

所属专业 研究生院信息理工学研究科 综合信息学专业 

研究成员 鈴木 和幸 教授 

所属学会 日本品质管理学会（任第 39〃40 届会长），日本可靠性学会（任 2012、

2013 年会长） 

研究设备 服务器，个人电脑，品质〃可靠性相关文献 

 

收集 1000 件防误操作的案例并将其系统化的结果。 
希望在设计时能够有效利用起来。 

http://www-suzuki.inf.uec.ac.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