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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设计定型环境鉴定试验是地面雷达设计定型的主要依据，文中对地面雷达设计定型环境鉴定试

验的实施全过程进行了总结，阐述了设计定型环境鉴定试验大纲对编制、试验过程的监督管理以及定型试

验报告对编写等阶段的总结等工作内容，同时针对目前地面雷达设计定型环境鉴定试验中存在的问题，进

行了分析并归零整改。

关键词：地面雷达；设计定型；环境鉴定试验；试验大纲；试验报告

中图分类号：TN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242（2012）03－0075-03

Analysis of Design Finalization Environmental Qualification Test of Ground Ra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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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nvironmental qualification test is the main gist of ground radar equipment′s design finaliz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design finalization environmental qualification test of ground radar was summarized. The work content in
test outline, test process supervising, and writing test report were introduc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design finalization
environmental qualification test of ground radar were analyzed and corr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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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鉴定试验是为了考核装备（产品）的环境适

应性是否满足要求，在规定的条件下，对规定的环境

项目按一定顺序进行的一系列试验。是装备（产品）

定型（鉴定）试验的组成部分，试验结果是产品定型

的依据之一

[1]

。地面雷达装备的设计定型试验通常

包括性能测试、电磁兼容试验、环境鉴定试验、部队

试验以及软件测评等，是验证雷达装备环境适应性

的手段和重要组成部分。

设计定型环境鉴定试验工作一般包括定型环境

鉴定试验大纲的编制、审查、试验前的准备、试验实

施、编写试验报告及试验总结等5个基本环节。

1 试验大纲的编制

环境鉴定试验大纲是环境鉴定试验实施的依

据。依据GJB 4239—2001《装备环境工程通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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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应制定具体产品的环境试验大纲并经军方批准

或认可。环境鉴定试验大纲的内容至少应包括以下

内容：试验件的技术状态及数量，试验项目分组，各

试验项目顺序安排，各试验项目的试验方法，试验设

施要求，设备、仪器、仪表及其精度的要求，试验数据

记录的要求，试验件故障的判别准则，试验过程组织

管理和监督的制度，试验报告的要求。

编制设计定型环境鉴定试验大纲，最关键的是

确定试验项目、试验条件以及产品合格与否的判别

准则。

1.1 编制依据

编制环境鉴定试验大纲的首要依据是雷达装备

的研制总要求。雷达的环境适应性要求已经作为一

个重要的指标，纳入了其研制要求和研制合同中。

研制总要求中通常只规定了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

对砂尘、淋雨、振动、冲击、盐雾以及微生物等环境因

素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需结合实际情况和有关的

标准、技术文件进行综合考虑。

另一个重要依据是产品相关的军用标准，GJB

74A—1998《军用地面雷达通用规范》应作为设计定

型环境鉴定试验的依据。GJB 74A—1998中对于环

境适应性的规定是以GJB 150—1986《军用电子设备

环境试验方法》为参考。因此，两个标准应同时作为

编制大纲的依据。

1.2 试验项目的确定

GJB 74A—1998中规定雷达的鉴定试验必做项

目有高低温、湿热、振动、冲击、跑车和淋雨等，低气

压、霉菌、盐雾、砂尘和太阳辐射等为选作项目

[2]

。

如果明确雷达装备的部署地域，就可以根据部

署地域的环境特点进行试验项目的选择。如部署地

域为高原，低气压和太阳辐射项目就应该作为必做

项目；部署在西北地区的装备，砂尘项目即为必做项

目；部署在东南沿海的装备，盐雾、霉菌和太阳辐射

即为必做项目。如果部署地域不确定，在试验项目

的选择上就要全面考虑。

1.3 判据的确定

判据是判断产品是否合格的一系列定性或定量

的依据、准则或标准，它是判断产品能否通过试验并

满足产品研制总要求或研制合同中规定的战术、技

术指标要求的依据。

GJB 150给出了环境试验通用的失效判据

[3]

，在

实际实施过程中须根据装备的战术、技术要求和相

关的规范进行细化。霉菌、盐雾、湿热等“三防”试验

项目会对产品的外观造成较为明显的腐蚀效应，除

了功能、性能上要满足技术指标的要求外，更侧重于

外观变化要满足使用要求，如霉菌试验要依据长霉

等级，盐雾、湿热试验要依据腐蚀程度来对产品做出

合格与否的判定。

1.4 试验样品的确定

地面雷达通常体积庞大、结构复杂，国内尚没

有条件进行整机的实验室环境试验，气候类项目如

温度、湿度试验可以进行到方舱级，力学类项目如

振动、冲击试验只能进行到机柜级，低气压、太阳辐

射、砂尘、淋雨、霉菌、盐雾等试验项目只能进行到

设备级或组件级。因此在选择试验样品时，应充分

了解各型号雷达装备的组成和特点，做到有的放

矢。

地面雷达装备的设计定型试验不仅包括实验室

验证试验，还包括以考核“五性”（可靠性、维修性、保

障性、安全性、测试性）为主的外场部队使用试验

[4]

。

因此，对于能在实验室完成的项目必须在实验室完

成，以保证试验数据公正、试验结果可复现；对于实

验室内无法完成的项目，要首先选取受影响最大的

关键器件进行实验室试验，整机可以结合外场的部

队使用试验进行定性考核。

2 设计定型环境鉴定试验的实施

2.1 试验总要求

设计定型试验应由承试单位严格按照批准的

试验大纲组织实施。新研产品的设计定型应该按

照先试验室试验、后外场试验，先部件试验、后整机

试验的顺序实施；改进型雷达的设计定型环境鉴定

试验实施有其特殊性，考虑到产品是在以前型号的

基础上进行的性能方面或功能方面的改进，因此，

试验的实施主要采用已有的试验结果和试验验证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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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采用已有的试验结果

对于一些试验项目如高低温、湿热、振动、冲击试

验等，能采用以前型号雷达试验结果的尽量采用以前

的结果，以缩短定型周期并节省试验经费。采用的条

件是：首先，产品的技术状态一致，试验条件和改进后

雷达的试验大纲中要求的试验条件一致；其次，试验

过程在军代表监督下进行，试验结果经军代表认可确

认；最后，试验在有认可资质的实验室进行。

2.3 试验验证

对于改进型雷达的关键分机或设备开展验证试

验。试验过程是在承制方协助下，在军代表的监督

下，严格按照评审后的试验大纲的要求进行。

对于盐雾、霉菌等试验项目，考虑到产品的“三

防”适应性与产品工艺控制严密相关，这两个试验项

目必须重新验证。试验样品可以选取典型工艺的结

构样件，如印制电路板、线缆、插头等。

3 试验报告的编写

设计定型环境鉴定试验报告针对雷达装备是否

通过了试验大纲中规定的试验项目考核，证明装备

的环境适应性能否满足研制总要求或研制合同中规

定的环境要求所给出的结论，是设计定型的决策性

依据之一。环境鉴定试验结束后，应根据试验情况

及时出具雷达装备的设计定型环境鉴定试验报告，

并对试验工作进行分析和总结，不断提高试验技术

和管理水平。环境鉴定试验报告的内容通常应包

括：试验目的，试验依据或引用文件，试验场所、时间

及参试人员，试验样品的描述，试验项目及试验条件

的描述，试验的合格判据，试验设备及测试仪器的说

明，试验过程描述，试验数据，故障处理的描述，试验

结论，试验评价及改进建议（必要时）。

试验报告应如实记录试验数据，反映试验情况，

结论明确、文字简练。试验工作分析和总结报告一

般作为实验室持续改进的依据，是一些试验技术、试

验故障的处理方法、试验过程的控制、试验结果的评

价以及试验管理等方面的总结提炼。

雷达装备的承制单位应对试验过程中发生的故

障情况及时归零，对发生在产品技术状态上的变更

进行报批，并落实到产品相应的技术文件中。对于

产品可能存在的其他潜在问题应进行分析，查明原

因制定预防措施，并验证预防措施的有效性。

4 存在的问题

在对采用承制单位提供的试验结果的审核过程

中，发现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3个方面。

1）实验室管理不规范。对于改进型雷达装备

的设计定型环境鉴定试验，采用了许多以前研制过

程已获得的试验结果。被采用试验结果的试验实施

单位大多为雷达装备的研制单位自有实验室，还有

少数研制单位的外协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很少具有

国家计量认证或实验室认可的资质，因此在试验过

程的控制、试验设备的管理、试验人员的管理以及试

验技术水平上均存在一定的缺陷。

2）试验实施过程中存在不规范现象。经过对

研制单位提供的试验报告进行审核发现，在试验实

施的过程中存在一些共性的不符合鉴定试验要求的

做法，如试验过程中对样品施加的环境应力监测数

据记录不完整，性能测试记录表不规范；试验应力的

施加方法不符合标准或技术规范的规定；试验过程

不规范；试验设备未经鉴定或不在鉴定有效期内；试

验人员没有试验资格。

3）试验报告不规范。通过对每个型号雷达拟

采用试验项目的环境试验报告的审核发现，许多单

位的试验报告内容不完整，包括试验条件的表述模

糊不清、没有军代表签字认可、故障处理情况没有说

明等。

对于不符合要求的试验项目一律不予采用，必

须重新补做。

5 结论

环境鉴定试验是雷达设计定型试验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决定雷达装备能否最终定型的重要把关手

段。环境鉴定试验大纲是最重要的环境鉴定试验文

件，是整个试验实施的总依据。试验实施过程的规范

管理及有效控制是保证试验成功的关键，因此必须加

强试验人员技术培训及实验室质量管理。在雷

（下转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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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销毁设计，以达到价值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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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均会影响到实际运用的效果，因此本方法的精

度还需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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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设计定型环境鉴定试验实施过程中，应严格执行

航空军工产品设计定型文件的规定，正确、规范、有

效地开展试验，详细、认真、负责地审查文件，真实、

客观地出具试验报告，为雷达的设计定型试验严把

质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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