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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数控系统 可靠性管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机床数控系统可靠性管理的内容、原则、规划、标准、数据、机构及机床数控系统产品

全生命周期可靠性管理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机床数控系统(以下简称数控系统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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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6220—2010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机床数值控制 数控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B/T32245 机床数控系统 可靠性测试与评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机床数控系统 numericalcontrolsystemofmachinetool
采用数值控制方式控制机床加工功能的控制系统。
注1:改写GB/T26220—2010,定义3.1。

注2:机床数控系统一般包含硬件装置和相应的软件。机床数控系统主要由数控装置(也称控制单元)、驱动装置

(电动机的驱动单元和电动机、传感器)等组成。数控装置是机床数控系统的主要部分,主要包括微处理器、运

动(位置)控制器、存储器、输入/输出(I/O)接口与通信、人机界面(显示与键盘)、操动按钮(按键)等硬件(和/

或电路)以及他们相应的控制软件。

注3:机床数控系统有多种分类方法。根据功能的不同,机床数控系统通常分为简易型、高性能型和普及型三种;根

据应用工艺的不同,可分为专用和通用数控系统两种;根据反馈控制形式的不同,可分为开环控制和闭环控制

两种;根据加工控制方式的不同,可分为点位控制、直线控制和轮廓控制三种。

3.2 
可靠性 reliability
数控系统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时间区间内完成规定功能的能力。
注1:通常认为数控系统在时间区间的始端处于能完成要求的功能的状态。可靠性的量值虽然在客观上是存在的,

但实际上通常利用有限的样本观测数据,经过统计计算得到其估计值。可靠性的量值也称为可靠度。

注2:改写GB/T29545—2013,定义3.1。

3.3 
可靠性管理 reliabilitymanagement
为确定和达到要求的产品可靠性特性所需的各项管理活动的总称。

3.4 
维修 maintenance
为保持或恢复产品处于能完成要求功能的状态而进行的所有技术和管理活动的组合,包括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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