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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测试性是装备的一种通用质量特性&有着与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一样重要的作用&通过将装备测试性影响因素之

间关系进行整理和剖析&对提升武器装备的使用保障性能力'战备完整度以及减少全寿命系统损耗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采用了

德尔菲方法得出
%(

种影响装备测试性的相关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引入解释结构模型 !

0FY

"&从而建立装备测试性相关影响

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以探求装备测试性各影响因素间的层次性和关联性$结果表明&装备测试性影响因素的关系结构可划分为

(

个层级与
$

个层次&运用 -手段
6

目的分析.方法识别出影响装备测试性的
-

个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并通过对装备系统复杂程

度'研制方技术及管理水平'研制经费'测试分系统间接口兼容性以及测试点选择合理性的分析&为提高装备测试性水平提供对

策建议%

关键词!装备测试性$解释结构模型$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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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测试性属于装备通用质量特性&是指装备能及时准确

地确定其状态 !可工作'不可工作或性能下降"&并有效隔

离其内部故障的一种设计特性&已经成为影响装备保障效

能发挥的重要因素(

%"

)

&良好的测试性设计可以电子装备故

障检测隔离效率&显著降低装备维修保障难度和全寿命周

期费用&对保证装备战备完好性和任务成功性具有重要

作用(

$*

)

%

测试性最早由
\[D5CSI

等人于
%&'-

年针对复杂电子及

机电设备的测试有效性问题在 +设备自动测试性设计,中

提出&并相继应用于自动测试系统'诊断设计优化等领

域(

-

)

%

"#

世纪
'#

年代开始&国外开始广泛重视测试性研

究&尤其以美军为主&其国防部于
%&)-

年颁布了测试性领

域总结性的标准
Y0D+F9.+"%(-

&规定了测试性是装备设计

中必须考虑的重要指标要求&并明确了各阶段的工作

要求(

(

)

%

国内于
"#

世纪
)#

年代末开始引进测试性理论&并逐渐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标准规范&典型的有
EZ(*$'+&#

+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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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解释结构模型的装备测试性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

(-

!!!

#

系统和设备的可测试性大纲,

(

'

)

'

>,Z$$)-+&)

+测试与诊断

术语,

(

)

)

'

>,Z"-*';

+装备测试性工作通用要求,

(

$

)等%此

外&北京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军械

工程研究所等单位学者也都开展了测试性研究&大大促进

了测试性工作的快速发展(

&%#

)

%

近年来&在武器装备研制过程中&研制单位已经越来

越重视测试性设计工作&装备管理和设计理念也在不断变

革&装备测试性研究已取得了较多学术成果(

%%

)

%不过&当

前的研究主要是针对诸如
\Ŷ R;

方法'故障注入技术'

测试性验证试验与评估等相对具体的技术和方法&而从宏

观出发&研究整个装备测试性设计研制过程中&影响装备

测试性水平因素的成果相对匮乏%

因此&有三个问题需要本文在研究中重点解决*一是

装备测试性的影响因素有哪些4 二是各影响因素之间具有

怎样的结构关系4 三是研制方如何针对关键性影响因素进

行装备测试性提升4 为回答上述研究问题&本文基于德尔

菲法提炼出影响装备测试性的
%(

个因素&并运用解释结构

模型 !

0FY

&

537KI

8

IK75PKQ7IS27SIKJCLKG

"方法&构建装备

测试性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可以清晰地厘清各影响

因素之间的规律关联性和结构层次性&并找出关键因素&

可为进一步提高装备测试性水平提供对策%

B

!

装备测试性影响因素分析

装备测试性设计研制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其影响因素

复杂多样&从不同角度可提炼出不同的影响因素%本文基

于装备测试性验证试验不同阶段的具体工作内容并结合相

关文献&初步确定装备测试性的相关影响因素&之后通过

德尔菲法&确定最终影响装备测试性的因素&主要从受试

装备自身'研制外部条件'具体实施方法和测试系统自身

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BDB

!

受试装备自身

装备的测试性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自身先决条件

的影响&装备的系统复杂程度以及装备的实时技术状态都

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

)

%

BDC

!

研制外部条件

研制外部条件包括研制经费'研制方技术水平'实验

室设备及环境条件和操作人员专业程度等(

*

)

&良好的外部

研制条件也是提升装备测试性水平的重要因素%

BDE

!

具体实施方法

具体实施方法是指在装备测试性研制过程中所需要用

到的资料和方法&包括
\Ŷ R;

报告质量水平'故障模式

筛选合理性'故障样本选取方法合理性'测试点选择合理

性'故障注入方法合理性以及指标评估方法合理性等(

%$

)

%

BDF

!

测试系统自身

测试系统自身主要是指其监视和测试能力以及分系统

间的兼容性&包括系统状态监视能力'人工检测能力'机

内测试能力和测试分系统间接口兼容性(

%*

)等%

考虑以上
*

个方面并参考近年的相关文献资料&筛定

了装备测试性水平的
%(

个相关影响因素 !见表
%

"%

表
%

!

装备测试性相关影响因素

序号 相关影响因素 符号表示

%

装备系统复杂程度
D

%

"

受试装备技术状态
D

"

$

研制经费
D

$

*

研制方技术及管理水平
D

*

-

实验室设备及环境条件
D

-

(

操作人员专业程度
D

(

' \Ŷ R;

报告质量水平
D

'

)

故障模式筛选合理性
D

)

&

故障样本选取方法合理性
D

&

%#

测试点选择合理性
D

%#

%%

故障注入方法合理性
D

%%

%"

指标评估方法合理性
D

%"

%$

系统状态监视能力
D

%$

%*

人工检测能力
D

%*

%-

机内测试能力
D

%-

%(

测试分系统间接口兼容性
D

%(

C

!

装备测试性影响因素的
HI)

模型构建

解释结构模型 !

0FY

&

537KI

8

IK75PKQ7IS27SI?GJCLKG

"是

美国
,[=[<?IH5KGL

教授在解析复杂技术系统层级构造问题

时所提供的一个静态结构分析方法%该模式主要是指学者

通过运用在该学科领域长期工作的经验认识和所学理论知

识去寻找对象体系的各种影响及其各种因素&进而逐渐明

确了其中各因素间存在的相互作用关系&并通过矩阵分析

和有向图法把该系统结构中各有关因素先后细分为各种特

征的构成层次&最后建立一种更为清晰明确的多层递阶结

构模型(

%-

)

%通过解释结构模型&可将影响装备设计过程的

各种因素分成了表面'中间层和深层三个维度&而各影响

元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关系及其影响范围&即可在该模型中

得以更清晰直接的表达&因此&运用
0FY

方法构建装备测

试性的影响因素模型较为合适%

根据解释结构模型的建模流程&装备测试性影响因素

的
0FY

模型构建主要包括以下
*

个过程*

CDB

!

建立装备测试性影响因素间的邻接矩阵

邻接矩阵是用来准确简单描述装备测试性各因素间基

本二元关系的矩阵%装备测试性中两个影响因素 !行因素

D

5

'列因素
D

?

"之间的相互具有传递性的关系即为二元关

系(

%(

)

&其中两个因素间的关系可用矩阵元素
D

5?

来表示&各

影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进行量化&用数字 -

%

.和 -

#

.表

示各影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如果行因素
D

5

对列因素
D

?

有影响&则
D

5?

d%

$如果行因素
D

5

对列因素
D

?

无影响&

则
D

5?

d#

%

为了使构建的装备测试性影响因素邻接矩阵更加具有

科学性和有效性&针对表
%

中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成

立由
%-

名领域专家所构成的研究小组开展了意见征询&考

虑到专家看法中可能会存在意见不一致的现象&该研究选

择了阈值为
#[)

来判断各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即在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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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队伍中如果有
%"

或以上科学家认为行因素
D

5

直接影响

了对应的列元素
D

?

&则可判定结果为
%

&否则为
#

%据此&

最终整理形成
%(m%(

的装备测试性影响因素的邻接矩阵
#

&

如公式 !

%

"所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 # # # # # # # # # # # % % % #

!

%

"

CDC

!

确定装备测试性影响因素间的可达矩阵

邻接矩阵充分地显示出装备测试性各因素间的直接关

系&但是它却很难体现各因素间的间接关系&而可达矩阵

可以直观地揭示装备测试性各因素间直接与间接的关系&

很好地弥补了这一不足%其方法是在邻接矩阵计算公式的

基础上加上一个单位矩阵&在推理与演算的过程中一般采

用布尔代数运算 !

#_#d#

&

#_%d%

&

%_%d%

&

#m#d#

&

#m%d#

&

%m%d%

"&从而求得可达矩阵%

基于布尔代数运算的幂运算求得的装备测试性影响因

素的可达矩阵
)

&如公式 !

"

"所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 # # # # # # % % # % % % % % %

!

"

"

CDE

!

对可达矩阵进行级别划分

求解出装备测试的相关影响因素的可达矩阵时&必须

按照可达集与先行集的等级划分&使各相关因素间的相互

联系可以比较清晰地表达&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解释结构

模型%具体做法为*首先&将因素
D

5

的可达集设定为
:

!

D

5

"&它是由可达矩阵中第
5

行中所有矩阵元素为
%

的列

对应的要素集合&与此同时&将因素
D

5

的先行集设定为
M

!

D

5

"&它是由可达矩阵中第
5

列中所有矩阵元素为
%

的行

对应的要素集合&如
:

!

D

-

"

d

/

-

&

)

&

&

&

%%

&

%"

&

%$

1&

M

!

D

-

"

d

/

%

&

$

&

*

&

-

1%

然后&在可达集和先行集已知的基础上&对装备测试

性的影响因素按照不同等级进行划分&将可达集
:

!

D

5

"

和先行集
M

!

D

5

"的共同集设定为
@

!

D

5

"&即
@

!

D

5

"

d

:

!

D

5

"

2

M

!

D

5

"%

装备测试性相关影响因素的可达集'先行集与共同集

如表
"

所示%

表
"

!

可达集'先行集与共同集

可达集合
:

先行集合
M

交集
@d:

2

M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备注*数字代表某要素&比如
"

代表
D

"

%

当集合满足
@

!

D

5

"

d :

!

D

5

"

2

M

!

D

5

"或
@

!

D

5

"

d :

!

D

5

"时就是最高一级因素集合%如表
"

所示&

@

!

D

%%

"

d:

!

D

%%

"&

@

!

D

%"

"

d:

!

D

%"

"&因此&最高级要素即终止集要素为
F

!

D

"

d

/

D

%%

&

D

%"

1%而后去掉这
"

个要素&再求剩余要素的可

达集'先行集及共同集&直到得出最低一级的集合&即起始

集%最后&在可达矩阵中先划去最高等级影响因素集合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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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解释结构模型的装备测试性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

('

!!!

#

的行和列&接着再在剩下的装备测试性影响因素可达矩阵里

寻找最高级的影响因素集合%

CDF

!

得到
HI)

模型

根据级位划分&进行层次分解&从而得到装备测试性影

响因素多级递阶结构模型&如图
%

所示%

图
%

!

装备测试性水平影响因素多级递阶结构模型

根据
0FY

的层次递阶结构理论&对装备测试性水平
%(

个影响因素进行更深层次的划分*

第一级和第二级为表层影响因素&是指可以直接作用于

装备测试性水平的具体因素&包括故障模式筛选合理性'故

障样本选取方法合理性'故障注入方法合理性和指标评估方

法合理性(

'

)

&这些因素可直接体现出测试性水平的高低&所

处层级也是最低的&容易受到更高层次的因素影响&稳定性

不强%

第三级和第四级为中层影响因素&这些因素既受深层影

响因素的影响&又能直接作用于表层影响因素&包括测试分

系统间接口兼容性'测试点选择合理性'实验室设备及环境

条件'操作人员专业程度'受试装备技术状态'

\Ŷ R;

报告

质量水平'系统状态监视能力'人工检测能力和机内测试能

力&主要起到联接表层和深层因素的纽带作用%

第五级和第六级为深层影响因素&包括装备系统复杂程

度'研制方技术及管理水平和研制经费&这些因素所处层级

最高&稳定性最强&是装备测试性水平的根本影响因素&是需

要重点考虑和提出相应改善建议的因素%

通过对
%(

个影响因素的深层次划分&可以找出其中在

相关影响因素中对装备测试性水平影响大&较基础的因素%

评判关键影响因素&本文采取 -手段
6

目的分析.网络方法&

以任一因素为起点&以装备测试性水平为终点&沿箭头寻求

路径到达&然后求得每个因素作为起点抵达终点的路径数&

最后计算各因素路径数的平均值&并按降序排列&高于平均

值为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见表
$

%

表
$

!

影响因素
0FY

-手段
6

目的分析.网络节点路径数

序号 相关影响因素
D

?

路径数

%

装备系统复杂程度
D

%

$#

"

研制方技术及管理水平
D

"

"-

$

研制经费
D

*

"#

*

测试分系统间接口兼容性
D

$

%-

-

测试点选择合理性
D

-

%#

(

实验室设备及环境条件
D

)

-

'

操作人员专业程度
D

%"

-

)

受试装备技术状态
D

&

-

& \Ŷ R;

报告质量水平
D

'

-

%#

系统状态监视能力
D

%*

-

%%

人工检测能力
D

%#

-

%"

机内测试能力
D

%%

-

%$

故障模式筛选合理性
D

%$

$

%*

故障样本选取方法合理性
D

%-

"

%-

故障注入方法合理性
D

(

%

%(

指标评估方法合理性
D

%(

%

平均路径数大约为
&

&可得到装备测试性指标的关键影

响因素为*装备系统复杂程度'研制方技术及管理水平'

研制经费'测试分系统间接口兼容性以及测试点选择合

理性%

E

!

评价与建议

EDB

!

分析方法评价

为了验证通过
0FY

分析方法找出的装备测试性关键影

响因素是否合理&还需要针对装备测试性影响因素的解释

结构模型进行评价分析&常用的评价方法有层次分析法'

网络分析法'模糊综合评判法'粗糙集等方法&本文采取

层次分析法进行评价(

%'

)

%

层次分析法 !

;E:

"&是
"#

世纪
)#

年代由美国运筹学

教授
9[D[FQ77

M

提出的一种快速'有效而又可靠的多要素

决策方法%其基本过程是*综合考虑研究对象的各种社会

性质和目标能力&提出一个能力总目标&然后逐步中将每

个具体问题目标分别按若干个功能层次予以分解&通过对

同一层次的诸多因素进行两两比较的方法&从而确定相对

于上层目标的各自权重系数%这样层层分析&最终按它们

各自针对总目标的重要性程度来进行最后的排序(

%)

)

%

运用
;E:

方法对装备测试性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

进行评价分析的基本思路为*将装备测试性水平提高作为

总目标&将受试装备自身'研制外部条件'具体实施方法

和测试系统自身作为中间层要素&将装备系统复杂程度'

受试装备技术状态等
%(

个影响因素作为底层要素&构建基

于装备测试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如图
"

所示%

然后通过对处于同一目标层次之间的各个影响因素进

行两两比较&确定它们相对于上一目标层的权系数%权系

数需要通过专业领域的专家小组成员进行评价&设总目标

为
'

&对每一指标相对重要程度&采用
%

!

&

标度法进行两

两比较%以总目标判断矩阵和具体实施方法判断矩阵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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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

!!!

#

图
"

!

装备测试性评价指标体系

如表
*

和表
-

所示%

表
*

!

总目标判断矩阵

@ J

%

J

"

J

$

J

*

J

%

% %

3

$ $ "

J

"

$ % " "

J

$

%

3

$ %

3

" % %

J

*

%

3

" %

3

" % %

表
-

!

具体实施方法判断矩阵

J

$

A

$%

A

$"

A

$$

A

$*

A

$-

A

$(

A

$%

% $ " %

3

* $ $

A

$"

%

3

$ % " %

3

- $ $

A

$$

%

3

" %

3

" % %

3

$ %

3

$ "

A

$*

* - $ % % -

A

$-

%

3

$ %

3

$ $ % % %

A

$(

%

3

$ %

3

$ %

3

" %

3

- % %

!!

;E:

法是各因素间两两比较&因而会出现判断不一致

的情况&为保证结果有满意的一致性&需要对一致性指标

进行检验%经检验&各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
R]

均小于

#[%

&因此满足一致性%

在各个判断矩阵的基础上&最终得到了装备测试性评

价指标体系权重总排序&如表
(

所示%其权重总排序柱状

图如图
$

所示%

通过运用
;E:

方法对装备测试性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评

价&最终得到了各个影响因素的权重总排序%结果表明&

装备系统复杂程度'研制方技术及管理水平'研制经费'

测试分系统间接口兼容性和测试点选择合理性这五个影响

因素的权重相对较高&属于关键影响因素&这与装备测试

性印象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所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因此&

运用
;E:

评价方法证明了装备测试性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

模型分析方法的合理性%

表
(

!

装备测试性评价指标体系权重!总排序"

目标层 权重 准则层 权重 指标层 权重 总排序权重

@ %Y####

受试装备自身
J

%

#Y%'#-

研制外部条件
J

"

#Y$*$$

具体实施方法
J

$

#Y"('*

测试系统自身
J

*

#Y"%)&

装备系统复杂程度
A

%%

#Y'()- #Y%$%#

受试装备技术状态
A

%"

#Y"$%- #Y#$&-

研制经费
A

"%

#Y"&%# #Y#&&&

研制方技术及管理水平
A

""

#Y$--- #Y%""#

实验室设备及环境条件
A

"$

#Y%)-( #Y#($'

操作人员专业程度
A

"*

#Y%('& #Y#-'(

FCDA@

报告质量水平
A

$%

#Y%'&& #Y#*)%

故障模式筛选合理性
A

$"

#Y%-"$ #Y#*#'

故障样本选取方法合理性
A

$$

#Y%$') #Y#$()

测试点选择合理性
A

$*

#Y"&(( #Y#'&$

故障注入方法合理性
A

$-

#Y%%(' #Y#$%"

指标评估方法合理性
A

$(

#Y%%(' #Y#$%"

系统状态监视能力
A

*%

#Y%&%* #Y#*%&

人工检测能力
A

*"

#Y%&%* #Y#*%&

机内测试能力
A

*$

#Y%&%* #Y#*%&

测试分系统间接口兼容性
A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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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解释结构模型的装备测试性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

(&

!!!

#

图
$

!

装备测试性评价指标体系权重柱状图

EDC

!

意见建议

本文通过对装备测试性影响因素分析&利用
0FY

方法&

构建了装备测试性相关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结果表

明装备测试性水平相关影响因素可分为
(

个层级&其中装

备系统复杂程度'研制方技术及管理水平'研制经费'测

试分系统间接口兼容性以及测试点选择合理性处于本质因

素层%因此&提高装备测试性水平&应注重以下
$

个方面%

%

"注重根据装备实际情况开展测试性设计%随着诸多

高新技术的出现&装备自身系统&尤其是电子系统&也朝

着复杂化和集成化的方向发展&使得系统的测试性评估和

电子装备故障诊断的难度越来越大(

%&

)

&然而对于系统的测

试时间'测试成本和测试效率等多项指标的要求在航天军

事等重要领域却越来越苛刻&装备系统的复杂性已成为了

影响装备测试性水平的最重要的因素&对此&我们在对装

备进行测试性研制设计时&应该充分考虑具体装备的任务

需求'所处环境条件等实际情况&针对装备系统的复杂程

度设计与之相适合研制方案&以此来切实提高装备测试性

水平%

"

"注重装备测试性的研制及投入%由于我国在装备测

试性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主要应用领域正在由航空

装备向航海和地面等装备慢慢推广&测试性知识尚不普及&

而测试性作为一种设计特性&是和可靠性'维修性和保障

性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

)

&因此&在下一代的装备研制中&

在保证其他设计特性达到要求的前提下&可适当增加针对

装备测试性设计的经费投入&同时也要注重研制单位和研

制人员的专业培养&发展以测试性为核心的装备综合诊断

技术来提升装备保障能力%

$

"注重测试性相关技术的创新与发展%伴随着科技的

进步以及装备测试性受重视程度的提高&许多新技术'新

方法都应用到了测试性之中&测试性经历了由外部测试到

机内测试性&将来还会到智能
Z09

和预测与健康管理的发

展过程&需要用到的诸如故障模式分析方法'故障注入技

术'测点优化技术等相关知识也在日益完善与发展(

"%

)

&因

此&在兼顾各测试分系统兼容性的同时&必须注重相关技

术方法的不断创新&提高装备测试性水平&以适应新型装

备不断提高的任务和性能要求&从而增强装备的战备完好

性和安全性%

F

!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装备测试性影响因素分析&利用
0FY

方法&

构建了装备测试性水平相关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运

用 -手段
6

目的分析.方法识别出装备系统复杂程度'研

制方技术及管理水平'研制经费'测试分系统间接口兼容

性以及测试点选择合理性的分析
-

个影响装备测试性最关

键的因素&并针对性提出了相关意见建议&为进一步提高

装备测试性水平提供对策%

同时&本文对于装备测试性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仍存

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例如&装备测试性影响因素

复杂且繁多&而本文仅从装备测试性验证试验一个方面去

分析装备测试性影响因素&使得研究稍欠缺些说服力%另

外&作为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解释结构模

型只是对装备测试性影响因素之间的互相关系进行了定量

地计算和定性地分层&对于各影响因素间的结构机理却并

未进行系统性深入研究%这使得往后的研究方向应着眼于

从多个维度深入研究装备测试性影响因素&并结合各类具

体装备测试性设计'试验和评估等多方面对各影响因素间

的作用机制及其相关机理进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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