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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流程工业人机系统可靠性分析
!

马 笑 潇，黄 席 樾，黄 敏，倪 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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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研究对象由小系统到大系统乃至复杂巨系统的演变，传统的系统可靠性理论已经很难

适应复杂大系统对可靠性的要求。笔者在分析了流程工业的特殊性之后，阐述了针对复杂流程工业进行

系统可靠性研究的必要性。并给出了流程工业人机系统可靠性分析的框架模型，认为复杂流程工业应该

从人、网络传输、软件和设备硬件 ) 个方面综合研究，并对每一部份的可靠性研究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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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 $" 年代末的可靠性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从零

部件的可靠性测试到系统可靠性分析的历程，至今已

形成了一套以概率论、数理统计及随机过程为基础的

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对系统可靠性的描述、分析、评

测和控制已经形成了专门学科———可靠性工程学［!］。

但随着研究对象由小系统到大系统乃至复杂巨系统的

演变，原有的系统可靠性理论已经很难适应复杂大系

统对可靠性的要求。必须在传统的可靠性分析方法的

基础之上，运用系统工程的观点和大系统的理论来研

究复杂系统的可靠性问题。流程工业的现代集成制造

系统是一类复杂的人机系统，由于 -.+/ 的实施和维护

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资金的投入，因此，研究复杂

流程工业的可靠性建模、预测、分配、优化和决策具有

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效益。笔者在充分分析了复杂

流程工业对可靠性的特殊需求之后，给出了对这类系

统进行可靠性分析的框架体系，指出了体系中每一部

分进行可靠性分析的研究内容。

! 复杂流程工业的特点及可靠性要求

流程工业强调生产过程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具有

批量生产、物流和能流连续、物料传输密闭以及运行环

境恶劣的特点［&］。流程工业的生产过程是一个多约

束、多目标、复杂递阶结构的大系统，集成了信息流、物

质流和能量流，而且伴随着复杂的物理化学反应，存在

较强的突变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对复杂连续工业系统

的集成具有更高的可靠性要求。与离散工业比较，流

程工业 -.+/ 还具有如下特点：

!）流程工业的 -.+/ 是在一定环境和组织结构中

组成的复杂分布式人机（计算机、生产及控制设备）系

统。因此必须运用人 # 机一体化的思想［0］，从人 # 机

工程学的角度，研究系统集成和优化过程中人机协同

的可靠性。

&）流程工业的生产是连续的，因而强调生产过程

的整体性，要求把不同装置和生产过程连接在一起成

为一个整体。各个设备的优化不等于全厂处于最优，

因而既要求局部生产单位的可靠性又要求实现全局最

优可靠性。

0）生产装置间通过密闭的管道连接，物流连续，产

品状态难以直接观测，生产线中无缓冲单元，或者只有

复杂而有限的中间存贮措施。这为进行可靠性分析的

知识发现和实时故障诊断和解除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流程工业生产追求均衡、平稳、低耗、安全，为

实现最优控制，须及时调整工艺参数，设定控制点等，

因此生产要求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这在客观上增加了

系统可靠性研究的难度。

$）流程工业中，离散决策变量与连续决策变量共

存，系统内既包括连续过程变量，如生产过程；也包括

离散过程变量，如生产方案的切换、调度指令的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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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事件的引入、生产装置的切换等，所以生产过程是

一个混杂系统。对这种混杂系统的研究必须运用大系

统的理论进行。

!）流程工业常常处于十分恶劣的生产环境，生产

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对一些关键

设备和关键生产过程必须有故障预报、紧急避险措施

以及非正常情况下的顺序自启停和连锁保护系统，以

保证人身和设备的安全。这对复杂流程工业可靠性研

究提出了特殊要求。

"）实现流程工业的 #$%&，要求实时在线采集生产

数据、工艺质量数据、设备状态数据等，并且要处理大

量的动态数据，因此对计算机网络和数据库的实时性

和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综上所述，系统可靠性已经成为在流程工业中实

施现代集成制造系统成败的关键，在研究清楚了 #$%&
的体系结构和实施方法之后，应该把研究的重点转向

实施过程和正常运行时的可靠性分析上来，力求做到

#$%& 工程实施一个就确保成功一个。

’ 流程工业系统可靠性的定义

国家标准中对可靠性的定义是一个面向产品的测

试性指标：“产品在规定条件下，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

功能的概率”［(］。这个定义包含了 ) 个方面的内容：对

象、条件、时间、功能和能力。该定义隐含了如下假定：

对象即系统的结构，是确定不变的；

规定环境条件和系统使用时间是明确的；

规定的功能是通过性能指标反映的，必须可量化

计算和可实际测量；

完成规定功能的能力评判是二值的，即要么正常，

要么失效。

可靠性考核的前提是：研制的系统必须有批量，并

进行抽检。流程工业的上述特点对以上 ) 个假定难以

全部满足，对批量检验的前提要求更难以实现。例如，

#$*& 强调系统的可扩展性，也就决定了系统的结构是

不能一成不变的；流程工业，特别是复杂流程工业如核

电厂、炼油厂等生产环境比较恶劣，工况复杂多变，对

于一个复杂系统已经不能用简单的正常和失效来判断

其可靠性，对可靠性的描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分布

性。因此复杂系统的可靠性需要用系统工程的观点和

大系统的理论进行研究。

关于可靠性及失效、故障等相关主题，+,,-［.］和

%/01/23［)］等人在其论文中都有过精辟的论述。4,556
2/7［!］对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做了进一步的扩展。总

结这些人的见解，系统可靠性可以做以下定义：系统可

靠性是指系统在初始规定的条件下，在其寿命周期内

实现预期功能的状态和准确度。这样定义的可靠性顺

应了流程工业 #$%& 等大系统的特点，有利于运用大系

统的理论研究这类系统的可靠性问题。

8 复杂流程工业可靠性分析框架

流程工业集成生产系统的功能结构模型通常具有

8 个层次（有时进一步划分为 ) 个层次［"］）：即经营决

策层、生产调度层和过程监控层。实现上述 8 层功能

的两个支撑系统是实时数据库管理系统和计算机网络

系统。与之相一致，笔者认为：复杂流程工业的可靠性

研究也需要进行递阶分解，采用从上到下正向分解和

自下而上逆向求解的方法、充分考虑系统的内外环境

因素，在整个大系统范围内分层研究。可靠性研究可

以分成系统级、单元级和零部件级。上述三级在结构

上构成了如图 5 所示的可靠性分析框架体系。

图 ( 流程工业可靠性分析框架

该体系由以下 . 个方面有机构成：人（操作员）的

可靠性、网络传输的可靠性、软件可靠性、及零部件产

品的可靠性。上述 . 个部分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成为

研究复杂流程工业可靠性的核心问题。

8 9( 人的可靠性分析

流程工业的 #$%& 本质上是一个在一定环境和组

织结构中的复杂人机系统，对其可靠性的研究也必须

运用人机一体化的思想。所谓人机一体化是指以人 :
机一体为技术路线，人与机械共同组成一个系统，各自

执行自己最擅长的工作［8］。这样构成的人机一体化系

统在感知、思维、执行等层面上实现整体综合（*,;/-<76
;1,-3-）一体化。其核心是强调人在系统回路（*/7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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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重要性。目标是寻求人机最佳协同合作［$］。

既然人在系统中处于如此重要的地位，研究系统中人

的可靠性就显的尤为必要了。

据不完全统计［%］，人的失误成为造成系统失效的

原因的份额占满功率运行的核电厂事故的 &’(以上，

占低功率运行或停堆期间事件的 )’(；近海石油钻探

中人误导致的事故占 )’(；由于飞行员判断失误造成

商业航班空难的至少占 &’(—%’(。随着硬件及设

备本身的可靠性日益加强，人的失误对于系统失效的

作用相对来说就更加重要了。这种贡献不仅仅与有限

的系统失效有关，而且也与重大的灾难事故有关。例

如，印度 *+,-./ 化工厂毒剂泄漏、美国三哩岛堆芯熔

化事故、切尔诺贝利核放射性物质大量释放灾难性事

故、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等。

人的可靠性分析（+0123 45!6276!689 .32!9:6:，+4.）

是以分析、预测、减少与预防人的失误为研究核心，以

行为科学、认知科学、信息处理和系统分析、概率统计

等理论为基础，对人的可靠性进行分析和评价的新兴

学科［%］。+4. 可以作为一种预测性工具，从定性和定

量两个角度对人 ; 机系统中人的可能性失误对系统正

常功能的影响作出评价。+4. 还可以作为一种设计、

改进或再改进系统的工具，以便将重要的人的失误概

率减少到系统可接受的最小限度。

笔者认为，研究人的可靠性仅仅通过对人的可靠

性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来探究人自身的失误机理并预

测人的失误概率是不够的，还应该将人视为系统的一

个部分，从系统其他部分的设计如何有利于减少或避

免人可能造成的失误的角度来构建复杂流程工业的可

靠的人机智能系统。

< => 网络传输的可靠性

一个复杂的流程工业系统要实现信息流、物质流

和资金流的综合集成，必须依托于一个实时、稳定、畅

通、健壮的网络系统。因此网络可靠性成为衡量现代

集成制造系统的一个重要的整体指标。网络的可靠性

不仅与通讯设备、链路有关，而且与网络的拓扑结构紧

密相关。由于流程工业涉及比较复杂的底层过程控制

系统，相对于离散工业，其底层的网络控制系统的可靠

性显得尤为重要。流程工业 ?@-A 的网络结构一般具

有如下图所示的 < 层结构：企业信息网、车间级现场总

线、现场仪表级网络。

流程工业的 ?@-A，需要在线采集、传输、加工和存

储大量的实时生产数据、工艺质量数据和设备状态数

据，因此计算机网络和网络数据库的实时性和可靠性

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复杂流程工业的控制级设备和仪

图 > 流程工业的一般网络体系

表通常分布在现场，周围环境比较恶劣。甚至有些远

离厂区的设备必须通过无线传输，这对网络的可靠性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 软件的可靠性

随着流程工业 ?@-A 的发展，企业的信息的采集、

存储、知识的加工和集成越来越依赖于庞大的软件系

统。软件可靠性不同于一般产品的可靠性，其失效率

随使用修改次数的增加呈极线式衰减，直至降低到失

效率为零。由于软件的技术含量很高，其测试手段又

相当复杂，全方位的测试运行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对软

件可靠性研究至今仍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对于复杂

流程工业的软件系统的可靠性设计应该从以下几个方

面着手：

$）在数据通信或采集过程中，为防止干扰信号的

窜入，除了在硬件上采取隔离与滤波措施之外，可以考

虑加上一定的软件滤波算法及防止信息丢失的信息冗

余算法。

>）从处理数据的可靠性、保密性、安全性和抗病

毒能力的角度选择适用的计算机操作系统。

<）流程工业涉及大量的分布式实时数据，要求数

据库管理系统适应动态数据的实时存取和分布式管理

的客观要求。

B）软件结构应严格使用模块化设计，接口定义要

简单明确，注释要清楚，调试记录要完备。程序代码要

避免使用运行有二义性的语句。

&）建立专用的数据结构类型。

< =B 设备硬件的可靠性

设备硬件的可靠性是系统整体可靠性的物质基

础，无论是电子模件还是机械零件都应该经过严格的

可靠性测试，要确保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另外一个

可能影响硬件可靠性的地方在于零部件的组装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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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过程。这中间要充分注意电磁屏蔽、光电隔离、安

全接地等问题，采用关键设备的冗余设计是提高系统

硬件可靠性的一种普遍采用的方法。

随着机械加工水平的日益提高，集成电路设计技

术的进步，只要企业严格把关，购进的设备的可靠性已

经不再是流程工业 !"#$ 整体可靠性的关键，制约其系

统可靠性因素转向大系统集成后带来的网络、人、软件

的可靠性问题上。

% 结 论

流程工业强调生产过程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具有

批量生产、物流和能流连续、物料传输密闭以及运行环

境恶劣的特点。!"#$ 的实施和维护需要巨大的人力、

物力和资金的投入，这决定了深入研究这类系统的可

靠性具有重大的意义。由于复杂流程工业不能完全满

足传统可靠性定义的隐含假设，因此对这类系统必须

开辟新的研究方法。笔者运用系统工程的观点从大系

统的角度提出了复杂流程工业可靠性研究的一般结构

模型，从这类系统中人、网络、软件及硬件设备 % 个方

面的可靠性进行了全面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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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吕赛英）

*1第 ,% 卷第 2 期 马笑潇 等： 复杂流程工业人机系统可靠性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