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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效的维修管理将遏制维修费用的不断提高，可靠性维修继被动维修、预防维修、预测维修之后发展为主动

性维修，而将几种维修方式相结合又是当今维修管理发展趋势之所在。本文探讨了预防维修、预测维修和主动维修及其相

互关系，为维修管理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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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设备革新和更新不断加速，与之所对应的维修费用也在不断提高。在某

些企业，出现了维修费用大于利润的情况。因此，有效的维修管理对企业的兴衰成败将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可靠性维修（RBM）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发展起来的。这一体制旨在通过系统地消灭故障根源，最

大努力削减维修工作总量，最大限度地延长设备寿命，将主动维修、预测维修和预防维修结合起来，形

成一个统一的维修策略，从而获得最高的可靠性。 

1 预防维修、预测维修和主动维修 

可靠性维修是由预防维修、预测维修和主动维修有机结合而成的。 

预防维修又称为以时间间隔为基础的维修。它是目前常用的可靠性维修方法。成功的预防维修费用

比被动维修降低 30%。预防维修的采用，虽然可减少非计划停机，但可能造成维修过剩。因此应适当加

以控制，控制的方法为：把定期预防维修与预测技术结合起来，根据预测适当延长修理时间间隔，在预

定的时间再进行检查预测，则可大大避免维修过剩的浪费。 

预测维修是通过测量设备状态，识别将要出现的问题，预计故障修理时机，以减少设备损坏。它的

优点是：1）可预先知道设备状态，对维修备件和工具作好充分准备，节约维修停机时间。2）有利于产

品质量的控制，减少废品损失。3）有利于减少由于振动等原因造成的能量消耗，避免灾难性故障，提高

设备运行的安全性。预测维修是值得提倡的方式，但这种维修方式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故障。 

主动维修的目的是应用先进的方法和修复技术来延长机器寿命。它致力于从根本上消除故障隐患，

延长维修周期，从而不断改善系统功能。它的主要优点是：1）通过反复维修，找出重复故障，通过技术

改进设计加以消除；2）通过性能检验，确保维修后的设备无故障隐患；3）按精度标准维修和安装；4）

辨认和消除各种影响设备寿命的因素。 

“永久修复”的主动维修技术包括： 

1）故障根源分析。对于故障根源分析不应局限于解决表面故障问题，设备早期故障根源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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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设备早期故障原因 

2）精细的大修理和安装，进行标准化处理；3）购置或维修设备均有标准技术规范；4）对于大修理质量 

应严格把关，建立大修理的验收合格证制度；5）可靠性维修；对设备进行重新设计、修改设计改进部件

技术要求等。 

2 可靠性维修的实施 

   可靠性维修需要在预防维修、预测维修和主动维修之间取得平衡，达到取长补短，最终达到满意的经

济效果。三种维修策略的平衡关系如图 2所示。 

主动性维修预防性维修

预测性维修  
图 2 三种维修的平衡关系 

    对于可靠性维修的策略，设备在故障特征曲线的不同处理方式在具体实施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如图 3
所示，具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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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可靠性维修策略 

1、 开始阶段 
开始阶段即试验阶段，首先在单位建立两个专门的中心职能小组，即“维修计划小组”和“可靠性

提高小组。工作职能从单纯编制维修计划命令转变为全系统的维修计划，主要职责是： 
 协调日常操作工细小的预防维修工作； 
 根据测量的设备状况确定协调定期维修的周期； 
 协调维修生产关系，达到最少影响生产的目的； 
 计划安排检修及其包含的细节工作； 
 维修派工单跟踪和费用跟踪； 
 历史文档纪录； 
 评估设备寿命周期趋势，以此改进维修计划。 

可靠性提高小组这一工作是逐渐向主动维修过渡的过程。该小组的主要职责是： 
 总结各种预测维修技术； 
 向维修计划小组及时提供设备工作情况评估表； 
 推广实施主动维修技术； 
 记录停机时间。 

2、 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是扩大预测维修，发展主动维修。发展阶段过程中，设备状态信息将于定期检修技术

和主动维修技术相结合。包括故障原因分析技术等。全体员工的维修观念应向实施预测维修、查找并消

灭故障根源和停机方向转变。从单一事件分析向根本性问题分析过渡。 
3、 成熟阶段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全体员工应重视可靠性维修。企业全面实施可靠性维修管理。达到消灭故障

停机和生产的不合格问题。 
4、 成果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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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可靠性维修所取得的效果和效益，包括有形和无形的。无形的效果是产品用户的满意度及社会

影响力、职工自我实现的心理满足等。有形的效益指标可用下列指标评价： 
   维修部门月总费用； 
 月生产销售总额； 
 单位产品的维修费用； 
 月废品或耗损总量及其占总产量的百分比； 
 月超产产品数量； 
 加班时间占总工作时间的百分比； 
 紧急抢修的次数及费用； 
 维修停机工时与总工时的比值； 
 设备实际停机实践与可利用总工时的比值； 
 月发生的预测维修此书机器设备加以改善的次数； 
 每种预测维修技术的累积经济效益； 
 企业设备适合作预测维修的百分比； 
 月电能的利用率。 

可靠性威的功能描述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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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可靠性维修功能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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