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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系统可靠性预测方法研究 

陈胜军 

(南京师范大学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2) 

[摘要] 阐述了工业机器人系统可靠性研究的意义和基本思路，将传统的可靠性理论与机器人系统的设计阶段相结合，给出 

了工业机器人系统可靠性的预测模型和计算方法．实例分析表明提出的可靠性预测方法较好地解决了工业机器人这一复杂系 

统的可靠性预测问题，计算结果与实际统计情况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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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eliability Prediction M ethod of Industrial Robot System 

Chen Shengjun 

(School of Electrical and Automation Engineering，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42，China) 

Abstract：The significance and the basic thought of studying robot system reliability are put forward．Reliability predic- 

tion models and calculation methods of robot system are established by combining tradition reliability theories and the de． 

sign of robot system．Example analysis shows that reliability prediction theory of the paper fairly well resolves the prob- 

lem of complex robot system of reliability prediction，and that the calculated results are basically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ractical statistics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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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具有自由度多、运动范围大、结构复杂和较强的独立性等特点．这一方面使机器人具有高度的 

灵活性 l引，同时也使得在机器人运动的包络范围内每一处都成为潜在危险区，一旦失效或发生故障，将造 

成难以预测的后果．机器人实用化和商品化的关键在于它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因此，研究机器人系统的可 

靠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机器人含机械、光电、电气、液压、计算机等多种类型的元器件和控制 

软件在内的复杂系统来说，研究其可靠性问题相对比较困难，关于这方面的报道还非常罕见⋯．正因为如 

此，努力开展这方面的基础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1 工业机器人系统可靠性预测方法 

1．1 可靠性数学模型 

可靠性数学模型的一般表达式为 ： 

R (t)=f[R。(t)，R2(t)，⋯，R (t)]， (1) 

式中，R (t)为系统的可靠度；R (t)为元件i的可靠度(i=1，2，⋯，n)；n为元件的总数量．针对某种具体 

机器人系统，公式(1)还有具体的表达形式．不失一般性，假设：(1)机器人各子系统之间不存在工作替代 

关系且无冗余，即若某一个子系统发生故障或失效，则整个机器人系统就无法正常工作；(2)组成各子系 

统的元件之间也不存在工作替代关系且无冗余，即若某一个元件发生故障或失效，则整个子系统无法正常 

工作．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可知：机器人的各子系统以及整个系统均为可靠性串联模型 ．因此，机器人串 

联系统可靠性的一般数学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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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A (f)， (2) 

(f) (f)=exp[一J．。tA (f)df]， (3) 

MTBF =J R(t)dt， (4) 

Ri(z)=exp【一 A (z)dz]， (5) 

式中，A (t)为元件 的瞬时失效率；MTBF 为系统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MTBF 为元件 的平均无故障工作 

时间． 

1．2 寿命分布 

在公式(2)～(3)中并没有涉及元件和各系统的寿命分布问题，但这一问题难以回避．假设：在组成 

机器人系统的所有 凡个元件中，寿命服从指数分布(以偶然故障为主)的元件有 m个，其失效率用 A (i= 

1，2，⋯，m)表示；寿命服从非指数分布(以耗损故障为主)的元件则为(凡一m)个，其瞬时失效率用 A (t) 

( =m+1，m+2，⋯，n—m)表示． 

则有： 

A．=∑A ， (6) 

A =∑AJ(f)， (7) 

A =A +A =∑A +∑A (f)， (8) 

一p【一 z)dt]=唧{一【 小 n-m
． 
z)dt)， (9) 

式中，A．为寿命服从指数分布的元件失效率之和；A：为寿命服从非指数分布的元件瞬时失效率之和；A 为 

系统失效率； (t)为系统可靠度． 

电子元件的寿命按指数分布处理．由于机械零部件一般均经过磨合才正常工作，基本处于偶然失效 

期，为简化计算，也认为其失效率基本保持一定 ]． 

1．3 系统失效率的计算 

1．3．1 计算公式 

机器人系统失效率的计算公式为： 

A =∑A (1o) 

式中，A。为系统失效率； 为子系统的数目；A 为第 i子系统的失效率． 

A =∑ A ， (1 1) 

式中，m为第 子系统中的元件型号数目；n 为相同型号元件的数目；A，为第 i子系统的第 种型号元件的失 

效率．值得指出的是，在机器人系统设计的不同阶段年，A 的计算方法是不同的，下面予以分别考虑． 

(1)在机器人系统的方案论证和初步设计阶段，可以按元件计数法的思路进行计算．即： 

A』=Aq丌 7r kj， (12) 

式中，Aq为在某种使用环境下第 种元件的通用失效率；7r 为第 种元件的质量等级；7r k『为第 种元件的 

环境因子．当整个机器人系统的各元件在同一环境下工作时，7r ，取值为 1，下同． 

(2)在机器人系统的详细设计阶段(画出了原理图，选出了元部件后)，可按故障率预计法的思路进行 

计算．即： 

A =A 7r ， (13) 

式中，A bJ为第 种元件的基本失效率；7rkJ为第 种元件的环境因子； 为第 种元件的减额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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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计算出机器人系统的失效率后，在机器人系统寿命服从指数分布的情况下可得： 

R (t)：e ， 

MTBFs= 1
， 

式中符号意义同前． 

1．3．2 数据的获取 

在缺乏数据的情况下，以下几条途径是可 

行的．(1)借鉴国外相似产品的有关失效数据， 

根据国内的制造工艺水平、使用环境条件、电流 

电压等情况进行修正．(2)借鉴国内相似产品 

的有关失效数据，根据各自的制造工艺水平、使 

用环境条件、电流电压等情况进行修正．(3)查 

阅有关的可靠设计手册(见表 1) 

2 实例分析 

表1 可靠性预测数据及来源 

Table 1 Prediction date＆ source of reliability 

(14) 

(15) 

可靠性数据 数据来源 

MIL—HDBK一217系列《电子设备可靠性预计手册》 美国 

《非电子零部件可靠性数据》 美国国防部情报分析中心 

《英国电子元器件可靠性数据手册》 英国 

《法国电子设备可靠性预计手册》 法国 

GJB／Z299((电子设备可靠性预计手册》 中国 

现要设计一台6自由度的全关节示教再现式直流电动点焊机器人．试对该机器人系统进行可靠性预 

计，并对预计结果进行分析． 

解 本例要求对机器人系统进行可靠性预计，故按公式(10)～(12)进行计算． 

2．1 建立可靠性模型 

点焊机器人系统大体可分为：机器人本体、 -_J机器人L_一计算机及L_一电动伺服L_J焊机L  
计算机及控制、电动伺服和点焊机4部分．由于 l查竺 坌l I兰 竺坌I l 坌 I 

各子系统均无冗余且相互之间无替代关系，故它 图1点焊机器人系统的可靠性模型 

们之间是可靠性串联关系．点焊机器人系统的可 ng· Re b Hty mod of spo‘一w d g 。bo‘sy。‘哪 

靠性模型如图 1所示． 

在点焊机器人系统中，由于各子系统的元件之间无冗余且相互之间也无替代关系，故所有子系统之问 

也是可靠性串联模型． 

2．2 子系统失效率的计算 

为简化计算步骤，将计算机、控制部分和电动伺服 

部分合称为控制子系统，一起进行预计．机器人各子系 

统的初步组成方案及其失效率预计计算分别见表2～ 

4．表2～4中的数据主要来源于《现代仪器仪表创新 

设计与先进技术应用手册》(1～4卷)(中国知识出版 

社，2006)，部分数据来源于《现代机械设计手册》(机 

械工业出版社，2006)． 

2．3 系统可靠性指标计算 

由公式(10)得 ：A =A +A 2+A 3= 

669 893(fit)=669 893×10 (1／h) 

由公式(15)得：MTBF =1／A =1 493(h) 

由公式(14)得：R (t)=exp(一A t)= 

exp(一669 893 X 10一。f) 

2．4 结果分析 

(1)计算结果表明：控制子系统的失效率最大，机 

器人本体次之，焊机的失效率最小．这是因为机器人本 

体和焊机主要由机械零部件组成，控制子系统主要由电 

子元件组成，而电子元件的失效率要大于机械零部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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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机器人本体子系统失效率预计表 

Table 2 Crash rate anticipate of robot noumenon subsystem 

名称 数量 Ac c(fit)累积失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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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效率．焊机因结构简单元件少故失效率相对较小． 
表3 焊机子系统失效率预计表 

Table 3 Crash rate anticipate of welding machine subsystem 

表4 控制子系统失效率预计表 

Table 4 Crash rate anticipate of control subsystem 

(2)由表 1可知：轴承、电机和微动开关对机器人本体可靠性的影响较大；由表2可知：集成电路、继 

电器、电位器、汽缸控制阀等对焊机可靠性的影响较大；由表3可知：集成电路、计算机系统、继电器、伺服 

单元等对控制子系统可靠性的影响较大．要想提高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就要在详细设计阶段采取措施提高 

上述关键元器件和零部件的可靠性． 

(3)整个点焊机器人系统的MTBF 约为 1 493 h，接近80年代末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到90年代中期， 

世界工业机器人的 MTBF 一般在2 000～3 000 h之间 7 J．由此可见，国内工业机器人的可靠性水平还有待 

提高． 

3 结语 

本文将可靠性的基本理论应用于工业机器人的设计阶段，给出了机器人这一特殊复杂系统的可靠性 

预测计算模型 ，并通过实例给出了具体的分析方法与步骤 ，计算结果与实际统计情况 基本一致 ，该方法 

具有一定的工程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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