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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电子设备加速可靠性试验 

有限元分析应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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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综述有限元分析在加速可靠性试验中的最新应用成果，分析了航空电子设备加速可靠性试验技

术的基本现状和存在的挑战。主要从航空电子设备可靠性试验现状、有限元理论基本概念和应用方法以及

有限元在电子设备可靠性试验的工程运用现状等方面进行了综述分析。首先对有限元理论的基本概念、原

理和主要应用方法进行了阐述。其次，结合有限元分析在航空电子设备加速可靠性试验的应用研究现状，

总结了其优缺点。研究发现，有限元分析能较好地解决航空电子设备加速可靠性试验中试验成本高、操作

复杂的问题，可以较好地完成对加速可靠性试验的仿真模拟。最后对有限元分析应用于航空电子设备加速

可靠性试验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提出了将有限元分析与传统可靠性理论相结合的几点研究思路，为未

来航空电子设备加速可靠性试验方法提供整体发展思路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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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Accelerated Reliability Test for Avionics 

ZHANG Xin1,2, HAN Jian-li1, ZHANG Xin-ming2, LIU Jian-min2 

(1.Naval Aviation University, Yantai 264001, China; 2.The 91614th Unit of PLA, Dalian 116044, China) 

ABSTRACT: Through reviewing the latest applications of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in accelerated reliability test results, this pa-

per mainly analyzes the basic situation of avionics accelerated reliability test technology and the existing challenges, from the 

aspects of aviation electronic equipment reliability test present situation, the basic concept and application of finite element the-

ory and finite element method in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status quo of electronic equipment reliability test, etc, First of all, the 

paper expounds the basic concept of finite element theory, the principles and the main application methods, Secondly, combin-

ing with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in avionics accelerated reliability test application research status quo, the paper sums up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can well solve the problems of high cost,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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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in the avionics accelerated reliability test, and can better help simulation of accelerated reliability test; Finally, the re-

search direc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in the accelerated reliability test of avionics is prospected, and sev-

eral research ideas of combining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with traditional reliability theory are put forward, and it provide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idea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accelerated reliability test method of avionic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avionics;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accelerated reliability test; simulation test 

航空电子设备包括机载或弹载的通信、导航、仪

表及自动控制系统设备与部件，其研究通常具备以下

特点：1）为保证研究价值和意义，目标对象通常为

现役产品，可获取样本少，样本获取途径难；2）电

子设备自身制造成本高，可替代产品少，属于典型高

价值电子设备。随着电子设备更新换代速度加快，也

对航空电子设备加速可靠性试验提出了高效性、经济

性的要求。与此同时，各类科研机构对各类产品可靠

性信息的需求也促进了针对加速可靠性试验技术的

探索。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探索将仿真分析手段应

用于加速可靠性试验的研究中，其中基于有限元分析

的仿真试验方法因为其在物理学、热传导、结构力学、

断裂力学和材料力学等领域展示出的实用性和有效

性引起了从事可靠性研究学者的兴趣，并在一些产品

的可靠性相关试验中取得了应用。 

近几年在材料级的研究中，北京工业大学吴

奇 [1]将有限元分析应用于某型号铝合金焊接接头拉

伸试验以及母材的热循环过程中，通过建立基于温

度、温度历史及应变强化效应的接头可靠性模型和对

焊接接头残余应力的有限元模拟值进行对比，验证了

接头可靠性模型的有效性。西北工业大学魏坤龙等[2]

为研究三维编织复合材料单轴拉伸渐进损伤与失效

强度，考虑了材料内部结构，建立了复合材料单胞有

限元模型，通过探究其损伤演化规律，采用有限元法

结合周期性边界条件模拟了材料细观损伤起始、演化

与失效过程，并成功预测了材料轴向拉伸强度。在器

件级的研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田茹玉[3]将有限元分

析应用于某电子器件极限条件下的焊点可靠性分析，

通过有限元建模分析陶瓷球栅阵列焊点在热冲击载

荷下的应力应变分布规律，基于疲劳失效模型，预测

了焊点疲劳寿命。华北电力大学邓二平 [4]为研究

IGBT 器件内部的压力分布情况，运用有限元计算模

型对器件的结构功能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组件加工误

差以及器件布局设计和压力分布之间的关系。国防科

技大学袁杰红 [5]设计了基于有限元分析的弹箭连接

机构准静载加载试验的仿真试验，在仿真试验过程

中，模拟了准静载荷载作用下箭弹连接结构的失效机

理，并通过和实际试验作对比，验证了有限元模型的

正确性。 

以上成果表明，有限元分析能够较好地应用于可

靠性试验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因此探索基于有限元

分析的航空电子设备加速可靠性试验方法应该具有

良好的可行性。文中主要从航空电子设备可靠性试验

现状、有限元理论基本概念和应用方法以及有限元在

电子设备可靠性试验的工程运用现状等方面进行了

综述分析，为开展基于有限元技术开展电子设备可靠

性试验的研究，提供整体发展思路与建议。 

1  航空电子设备加速可靠性试验分析 

1.1  目的及类型 

加速可靠性试验即采用加速应力的可靠性试验，

在电子设备研制和生产过程中是完善设计、评估性能

的必要手段，主要目的包括发现产品设计、材料工艺

方面的缺陷，评估产品可靠性水平以及获取产品的故

障信息。此外，结合统计学手段，还可以获取产品在

应力作用下的响应特征、产品薄弱环节和产品性能变

化趋势等，使人们更全面掌握电子设备的可靠性信

息，从而有助于电子设备的使用、维修以及后续的改

进[6]。 

目前正在研究和应用于电子设备的加速可靠性试

验按照试验场地、应力施加原则、应用阶段、试验目

的等可分为很多种类。比如按试验场地不同，将可靠

性试验分为实验室可靠性试验和现场可靠性试验[7]。

在文中主要探讨的实验室试验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可靠性强化试验（Reliability Enhancement Testing，

RET）[8]、高加速寿命试验 （Highly Accelerated Life 

Testing，HALT）[9]、加速寿命试验（Accelerated Life 

Testing， ALT） [10-11] 、高加速应力筛选（ Highly 

AcceleratedStress Screening，HASS）[12]、高加速应力

试验（Highly Accelerated Stress Testing，HAST）[13]

等。在进行加速可靠性试验时，为快速获取产品可靠

性信息，一般采用加速应力的方式进行试验。为避免

产品失效机理发生改变，一方面需合理确定加速应力

范围；另一方面，需要了解产品在任务剖面中所受应

力类型与其失效机理的关系。 

1.2  航空电子设备敏感应力与失效机理 

加速可靠性试验为缩短试验时间和保证加速速

率，一般会在满足工作极限范围前提下，采取足够高

的加速应力，对航空电子设备性能状态的影响较大。

因此，不管是选择单一应力、组合应力还是综合应力，

应力类型应基于设备主要故障模式和故障机理，且试

验应力水平不应改变设备的失效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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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空军航空电子系统工程研究数据表

明，温度和振动在导致电子设备失效的环境因素中

占比达到 55%和 20%[14]（见图 1）。因此，针对电子

设备的加速可靠性试验中，应力类型选择以温度和振

动为主。 
 

 

图 1  航空电子设备失效因素 
Fig.1 Failure factors of electronics 

 

根据资料显示，电子设备在温度循环和振动环境

下的主要失效机理为疲劳失效[15]。另据贝尔实验室和

IBM 公司对电子产品的疲劳分析研究发现，电子产品

的不合理结构设计、元器件质量和生产工艺水平也会 

成为引发产品失效的因素[16]。以某型号航空电子设备

典型部件为例，其中包含电感、电容、电阻、二极管

等多种类型电子元器件，元器件的装配方式包括了焊

接、封装和表面粘贴，研究其在温度与振动应力作用

下的失效模式与失效机理汇总见表 1。 

根据以上研究分析，针对航空电子设备的加速可

靠性试验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设备在任务剖面中的性能主要受温度和振动

的影响，因此目前围绕电子设备的可靠性试验应当以

温度和振动应力为主。在这两种应力作用下，电子设

备会因为元器件的性能退化而产生退化失效或突发

失效。 

2）从设备整体层面来看，产品在生产设计过程

中的工艺水平、构造设计也会成为引发失效的原因。

主要表现在由于材料热膨胀系数不一，导致温度变化

过程中元器件、焊点或装配连接处产生应力集中，从

而引发失效。 

 

表 1  温度和振动应力作用下航空电子设备典型失效模式与失效机理 
Tab.1 Typical failure modes and failure mechanism of avionics under the action of temperature and vibration stress 

敏感应力 主要失效模式 失效机理 

元器件脱落或相对位移 振动超出装配工艺强度极限 

元器件失效 应力集中导致元器件疲劳破坏 振动 

焊点脱落 塑性应变积累 

元器件相对位移 不同材料热胀冷缩程度不一 

元器件性能退化或失效 温度导致元器件性能改变，高温加速老化 

焊点脱落 结构体随温度变化而发生形变 
温度 

元器件或电源板破裂 低温导致材料变硬、变脆 

 

1.3  加速可靠性试验需要解决的问题 

工程领域中，为提高电子设备的可靠性，各类可

靠性试验广泛应用于产品的设计、研发以及后期维修

使用的各个阶段。另外，对各类电子设备的应用需求

也刺激了其研发设计工作，使得可靠性试验不仅仅存

在于以往的研发设计部门和高水平实验室，众多的

企业、院校甚至产品使用单位也需要依靠可靠性试

验获取产品的各类可靠性信息。然而相比较广泛的

需求，可靠性试验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显现出来，

亟需克服。 

1）试验成本问题。与研发设计部门的可靠性试

验不同，一些以评估或验证为目的开展的可靠性试验

在面对诸如以军用、航天等高价值电子设备为对象

时，会受到试验成本的制约。尤其是电子设备，在可

靠性试验过程中，持续或间歇性受到加速应力的作

用，可能引发的失效及造成的累积损伤也会带来不小

的风险成本。比如以产品失效为研究目的的高加速寿

命试验和以失效统计为研究目的的加速寿命试验，更

是需要以产品的破坏失效为代价取得试验数据。如果

试验对象为高价值电子设备，对资金支持不足的研究

机构来说，实操试验的巨大成本会制约研究的开展。

如前文所述，航空电子设备因为其高价值、小样本的

产品特点，在面对试验成本问题时，矛盾尤为突出。 

2）试验操作问题。针对电子设备的可靠性试验，

需要实验室具备相应的设备和条件。以目前广泛运用

与寻找电子设备潜在故障并改善可靠性的可靠性强

化试验为例，就需要依赖于提供较大温变速率和振动

频率的可靠性强化试验箱，对温控范围、应力误差范

围都有较高的要求，而能够满足试验要求的设备目前

主要由美国 QualMark 公司生产[17]。此外，不论是研

究产品失效而给出的失效判据，还是研究产品性能随

某种应力的变化，试验过程中都会涉及对电子设备性

能的测试。简单如电压、电流的获取，复杂的还有涉

及检波滤波、信号输出、工作频率等参数的测量，在

施加温度或震动应力的同时，对电子设备性能参数进

行测量，对设备安装、实验室条件和人员素质都存在

一定的风险和难度。为解决电子设备加速可靠性试验

中存在的困难，很多学者寻求基于有限元理论的仿真

试验方法来模拟电子设备可靠性试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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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限元理论在加速可靠性试验的应

用思路 

2.1  有限元基本原理 

有限元法（Finite Element Method）是求解微分

方程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数值分析方法， 早应用于 20

世纪 50 年代航空制造工程的飞机结构矩阵分析中[18]。

其基本的原理是将一个结构分解为有限个力学小单

元，对每一单元假定一个较简单的近似解，然后求解

其满足条件，从而得到 终问题的解。在求解过程中，

用分片函数去逼近原函数，把无限自由度问题转化为

有限自由度的问题，再求解一个线性方程组，得到原

方程的近似解，通过不断缩小满足问题收敛要求的单

元尺寸，并增加求解区域内单元的数目，会得到不断

趋向精确的解，它是用较简单的问题代替复杂问题后

再求解思想的产物[19]。虽然应用有限元法求得的解是

近似解，但大多数情况下实际问题是难以得到准确解

的。相比较而言，有限元不仅可以求解复杂形状的目

标，而且计算精度相对较高，因而在几十年内不断有

学者将其应用于新的领域，至今其应用范围已经由机

械结构问题扩展到了弹性力学乃至塑性力学问题，由

求解平面问题扩展到三维立体空间问题，由简单静力

学问题扩展到复杂动力学问题，并在固体力学、流体

力学、热力学和电磁学问题等领域也展示出较好的适

应性，成为一种应用广泛并且实用高效的数值分析方

法[20-22]。 

计算机技术的进步更加提高了有限元分析的计

算效率，使其在电子设备加速可靠性试验中取得了广

泛应用。根据有限元的基本原理，可以通过仿真分析

软件对电子设备进行三维建模，将研究对象离散化为

一个与原结构近似的数学模型，经过一定的步骤实现

对设备内部应力、应变和产生的位移等参数的求解，

达到模拟设备在不同可靠性试验方案下状态变化的

目的。目前主流的几款有限元分析软件主要有

ANSYS、ABAQUS、LS-DYNA、DYTRAN、ADINA、

Nastran 和 MARC 等，各种软件在针对不同类型的问

题求解时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其中 ANSYS 作为通

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功能强大，操作简便，因此广受

好评。在中国有一百多所院校将 ANSYS 软件作为进

行有限元分析的标准教学软件，并广泛运用于电子产

品温度和振动分析中[23]。 

2.2  基于 ANSYS 的有限元分析应用思路 

根据木桶原理，产品的寿命往往取决于其薄弱环

节，在加速寿命试验中，也常常根据这一原则开展试

验分析，有限元理论可以与加速寿命试验相结合，通

过分析产品在应力作用下的薄弱环节，找到产品易失

效的危险位置。吕长志等[24]将有限元分析应用于某机

载武器 DC/DC 电源模块的加速寿命试验失效机理研

究，利用 ANSYS 软件对模块表面温度分布进行模拟，

通过对模块可靠性的统计数据，得出影响其可靠性的

关键器件为某型号效应晶体管和肖特基势垒二极管，

是通过有限元分析与可靠性统计相结合获取部件薄

弱环节的典型应用。在获取产品薄弱环节的基础上，

通过有限元仿真试验中敏感应力作用下的试验件状

态变化，与相应的加速失效模型结合，分析危险位置

的加速寿命试验数据可以预估产品寿命，从而简化因

产品结构复杂而带来的可靠性试验数据分析难题。例

如张弦[25]、马岩[26]就建立了谐波减速器整机瞬态动

力学有限元分析模型和某型号航天器精密组件的温

度、振动有限元分析模型，准确预估了产品的疲劳失

效寿命。 

此外，可以通过有限元分析开展电子产品加速可

靠性试验中的失效模式与失效机理研究，通过模拟产

品在不同应力作用下的性能退化情况，分析各种应力

对试验产品的影响程度，结合给定的阈值确定是否产

生失效。如马喜宏[27]以某型导弹弹载加速度计为研究

对象，开展了基于 ANSYS 有限元分析软件的微加速

度计封装结构加速应力环境下受力情况仿真试验，通

过分析，证明了在弹载高速旋转环境下，加速度计的

失效模式为疲劳失效与磨损失效，并排除了其他失效

模式发生的可能。 

在针对失效模式与失效机理比较明确的研究对

象时，可以模拟试验产品在应力作用下的状态变化，

通过结合已知失效模式下的产品状态，推导工作极限

和寿命等可靠性数据。如彭勃[28]以航空电子设备中常

用的传导冷却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为对象，用有限元

方法对激光器巴条互连界面在–55~125 ℃加速温度

应力条件下的热失效行为进行了仿真模拟试验，提取

了仿真试验过程中激光器随温度变化的应变数据，结

合之前对互连界面结构在温度载荷条件下的失效机

理研究，预测了不同位置和不同材料的互连界面在高

低温交变条件下的寿命。陈星[29]以广泛应用于导弹制

导的某两种型号红外焦平面探测器为研究对象，用有

限元方法分析比较了这两者在低温环境条件下的形

变程度和热应力情况，并通过对产品失效形变程度的

分析解释了模块断裂等可靠性问题。对一些具有复杂

结构的电子产品，由于结构和形状等因素无法通过具

体试验测量其内部工作状态变化的，也可以基于有限

元分析来实现。如高成[30]为解决某航空器电连接器在

加速可靠性试验中内部温度难以准确测量的问题，设

计了基于 ANSYS 的热电耦合仿真分析方案，利用

solidworks 软件建立电连接器的三维模型，对模型开

展温度应力仿真试验，得到了电连接器在不同环境温

度下的内部温升情况及温度分布规律，为确定电连接

器在加速可靠性试验中的性能变化规律提供了依据。  

通过以上应用成果的总结，可将有限元分析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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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试验仿真中的应用类型分为结构分析和温度分

析[31-32]两大类。前者主要针对振动应力状态下电子设

备的应变分析，后者主要分析温度应力的作用效果。

其中结构分析类型又包括作用应力分析、模态分析、

随机振动分析与跌落分析等 4 种；温度分析类型又可

分为温度场分析、温度循环分析和热应力分析。因此，

基于 ANSYS 软件有限元分析，能够满足对航空电子

设备振动、温度和温度循环应力试验的仿真模拟[33]。  

2.3  仿真试验方案设计思路  

通过总结文献[18-33]，可以得到以 ANSYS 软件

作为有限元分析手段的步骤，一般可以分为前处理、

求解和后处理 3 个阶段，其具体步骤见图 2。 
 

 

图 2  有限元仿真试验设计思路 
Fig.2 Design idea of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experiment 

 

前处理需要对目标对象内部机构进行分析，基于

三维建模软件如 CAD、Solidworks、CATIA 等工程

制图软件建立三维模型，再通过接口导入 ANSYS 中，

选取有线体单元、板壳单元、实体单元和质量单元等

合适的单元类型，利用 ANSYS 软件模拟自由度约束、

力、表面载荷、体积载荷、惯性载荷和耦合场载荷等

6 种载荷对物体的影响。在定义各种材料参数的前提

下，基于计算机语言，按照试验方案要求，将各种应

力载荷施加于三维模型，模型的位移边界条件则可保

证分析结果的合理性。前处理是电子设备加速可靠性

试验中有限元分析过程的 关键部分，在前处理结束

后，可基于 ANSYS 设定的不同求解器求解分析结果。

如果研究对象包括某些特定类型结构，根据分析需

要，可以按照试验方案应力作用效果，利用特殊求解

工具直接选择不同分析类型。例如静态分析、模态分

析、谐响应分析和谱响应分析等，同时在计算机操作

求解控制对话框时，设定其他针对性分析选项，满足

不同求解需求。求解结束要进行后处理，主要是根据

仿真分析的结论对仿真试验中设定的载荷是否有效、

试验设计是否正确、网格划分是否合理等问题进行检

查，可以判定在一定失效模式范围内试验件是否失

效，输出需要的仿真试验可靠性试验数据等。 

3  有限元仿真试验应用效果分析 

从文中所述研究成果来看，当前主要在 4 个方面

（材料选择、结构优化、工作特性和敏感应力影响因

素分析）采用有限元法分析航空电子设备加速可靠性

试验，可以实现振动和温度应力载荷下试验件状态性

能的分析，并结合可靠性相关理论，发现生产设计中

存在的薄弱环节。相比于实操试验，基于有限元分析

的仿真实验可操作性强，试验成本低，对于高成本、

小样本的电子设备加速可靠性试验更具有应用价值。

主要有以下优点。 

1）形象直观。基于有限元分析开展电子设备可

靠性加速试验，对目前试验中影响电子设备性能的振

动和温度应力都有成熟的分析理论，通过对电子设备

材料结构的分析，能方便地获取各类材料的物理性能

参数，借助计算机手段，可较为真实地展现出电子设

备在应力载荷作用下的状态响应。某航空电子设备组

件在模拟不同环境应力下的试验温度分布如图 3 所

示，根据组件温度分布情况，可以直观发现组件的薄

弱环节。 

2）适应性强。基于有限元分析开展航空电子设

备可靠性加速试验，可以克服试验设备的制约，对研

究开展极限应力条件下的试验件状态提供了较为简

单可行的手段。同时，有限元仿真能比较真实地反映

试验件在极限应力下可能出现的破坏失效，克服了实

操试验因为试验件损耗带来的额外成本和风险，是一

种可行性很强的仿真试验方法。 

有限元理论作为一种仿真分析手段，在应用于航

空电子设备可靠性试验模拟与仿真时，也会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首先，有限元仿真无法模拟电子元器件内

部的性能退化或损坏，对于构造复杂、由数量巨大各

类电子元器件构成的电子设备，其可能产生的意外失

效通过仿真手段是无法预知或获取的。因此，在涉及

产品寿命的问题上，有限元仿真需要和可靠性理论相

结合，才能推导出产品的可靠性信息。另外，有限元

仿真分析依赖于对电子设备内部构造的精确掌握，尤

其是材料属性、结构布局等数据的真实性，才能保证

仿真试验的可信度，对三维建模的工程应用水平也有

较高的要求。 

从当前的工程应用来看，有限元分析在航空电子

设备可靠性试验中验证了其有效性和可行性。总结有

限元分析在航空电子设备可靠性试验中应用的优势

和不足，笔者认为，未来还应加强有限元分析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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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航空电子设备组件温度分布 
Fig.3 Temperature profile of avionics components: a) low temperature; b) high temperature; c) testing; d) flight 

 

可靠性理论相结合的研究，具体方向有： 

1）研究有限元分析在综合应力作用下的仿真分

析方法。通过与电子设备失效模式与失效机理分析方

法相结合的手段，解决综合应力条件下竞争失效问题

的模拟与仿真。 

2）研究有限元分析过程中网格划分的原则，分

析模型各结构特征与加速可靠性试验应力的联系，指

导构建更高效的网格划分机制，提升对模型特征的利

用效率，改善软件分析的运行速度和精度。 

3）研究基于可靠性模型的有限元分析，通过有

限元分析，确定产品内部温度及等效应力分布情况。

在确定薄弱环节的情况下，结合零部件失效分布模型

和性能退化模型，开展试验件的寿命预测或失效统计

分析。 

4）通过综述有限元分析在加速可靠性试验中的

应用现状，发现研究对象主要以材料级和部件级为

主，是否可以考虑开展整机级有限元分析值得未来

探讨。 

4  结论 

针对近年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和自身工程运用经

验，分别综述了有限元分析在可靠性研究、加速可靠

性试验以及航空电子设备加速可靠性试验中的 新

应用成果，并结合航空电子设备加速可靠性试验的特

点，通过总结介绍有限元理论的原理和应用的一般步

骤，对于电子设备可靠性试验方案的设计和可靠性研

究都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1）分析了电子设备加速可靠性试验中存在的困

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了现有成果中有限元分析

应用于电子产品加速可靠性试验仿真模拟的主要技

术方法，总结了仿真试验的设计思路，为如何基于有

限元分析解决加速可靠性试验中的的技术难题提供

了借鉴参考。 

2）通过对现有文献成果的分析，对有限元仿真

试验的应用效果进行了分析，总结了这种仿真试验方

法的优缺点，认为有限元分析作为一种仿真试验手段

应用于电子设备加速可靠性试验还存在着一定的局

限性，许多问题有待于深入研究，比如三维模型的简

化方法、电子元器件内部性能退化的检测等。总体来

看，有限元分析应用于电子设备加速可靠性试验能帮

助工程人员达到节约成本、便于操作的目的，并且根

据有限元分析在加速可靠性试验的应用现状和短板

形成了几点启示，为未来有限元分析的研究提供了新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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