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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概论》

内容概要

本书紧扣可靠性工程发展脉络，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可靠性的基础理论、常用工程技术方法和主要标准
规范，探讨了可靠性工程的若干发展趋势和面临的挑战，并给出了大量的案例。全书共11章，内容覆
盖可靠性相关概念、发展历程与趋势、产品的寿命分布、可靠性管理、要求论证、设计分析、试验评
价、数据收集及分析评估等技术方法，并讨论了软件和网络可靠性问题，给出了国内/国际常用的可靠
性技术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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