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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技术成熟度等级划分及定义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装备技术成熟度的等级划分及定义。 

本标准适用于装备技术成熟度评价。 

2 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有关条款通过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注日期或版次的引用文件，其后的任何修

改单(不包含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本都不适用于本标准，但提倡使用本标准的各方探讨使用其最新版本

的可能性。凡不注日期或版次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JB 431-1988 产品层次、产品互换性、样机及有关术语 

GJB 3206A-2010 技术状态管理 

3 定义和术语 

GJB 431-1988 和 GJB 3206A-2010 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技术成熟度  technology readiness 

技术满足预期的装备应用目标的程度。 

3.2 技术成熟度等级  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s 

用于衡量技术成熟程度的尺度。 

3.3 使用环境  operational environment 

产品实际使用时的环境，包括外部接口条件、环境条件和使用条件。 

3.4 相关环境 relevant environment 

模拟使用环境关键因素的试验环境，一般用于验证产品的关键性能或其主要组成部分的关键性能。 

3.5 实验室环境  laboratory environment 

仅演示技术原理和功能的试验环境 

3.6 原理样品  breadboard 

仅演示技术原理和功能，不考虑性能数据获取的试验品。其内部组成通常包括替代件、特殊件、新

研件，不考虑产品的最终形式。 

3.7 模型样品  brassboard 

对技术关键性能和功能进行测试的试验品。其内部组成尽可能是真正的配套件，并初步考虑了产品

的最终形式，具备部分工程特征。 

3.8 原型  prototype 

可演示最终产品功能特性和物理特性的模型。其外形、配合和功能接近产品的最终形式。 

4 技术成熟度等级划分及定义 

4.1 技术成熟度等级划分及定义见表 1。 

表 1  技术成熟度的等级划分及定义 

等级 定义 
1 提出基本原理并正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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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续) 
2 提出概念和应用设想 
3 完成概念和应用设想的可行性验证 
4 以原理样品或部件为载体完成实验室环境验证 
5 以模型样品或部件为载体完成相关环境验证 
6 以系统或子系统原型为载体完成相关环境验证 
7 以系统圆形为载体完成典型使用环境验证 
8 以实际系统为载体完成使用环境验证 
9 以实际系统为载体完成使用任务 

注 1：5 级的试验环境能体现使用环境典型特征，可验证技术的基本功能和性能 
注 2：6 级的试验环境接近于使用环境，可验证技术的主要功能和性能。 
注 3：7 级的试验环境能体现使用环境中可预测、可规范的内容，可验证技术的主要功能和性能。 

4.2 可在技术成熟度等级定义的基础上，设置等级条件作为判定等级的依据。附录Ａ给出了等级条件

的参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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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技术成熟度等级条件 

A.1  概述 

在衡量装备技术的成熟度时，除了了解技术的设计和验证情况，可能还需要了解制造和管理方面的

情况。因此，在成熟度等级定义的基础上，从技术、制造和管理三个方面进一步细化了等级的判定依据，

每一等级对应了若干项条件。这些条件为准确评判技术的成熟度等级提供了依据。 

技术类条件主要是指设计和验证方面的内容。设计方面主要是指技术研究开发时应完成的研究设计

内容，包括应用需求和使用环境的了解，研究假定和原理运用的明确，技术特性的确定，技术资料(含技

术报告、图样、标准规范、专利申请)的编制等；验证方面主要是指对技术研究开发成果进行验证的内容，

包括验证对象、验证环境、验证结果以及需强调的验证项目。 

制造类条件主要是指试制(生产)所涉及的工艺性设计、制造工艺、工艺设备等内容。 

管理类条件主要是指用户关系管理、风险管理、费用管理等内容。 

表 A.1~表 A.9 所示的等级条件，是以航空领域预期物化为系统的复杂技术为北京。其中，将等级条

件的适用技术类型分成硬件产品技术(以 H 为代号)和计算机软件技术(以 S 为代号)，并按适用技术、条

件类型依次分类排序。这些等级条件综合起来亦可适用于包含硬件产品技术和计算机软件技术的复杂技

术。 

根据项目需求，合理使用表 A.1~表 A.9 所示的等级条件，特别是制造类、管理类等级条件。表 A.1~A.9

所示的等级条件是按必须全部满足的原则而设定的。对于具体项目等级判定时的等级条件满足率的问题，

由项目需求确定。 

A.2  技术成熟度等级 1 

具体等级条件见表 A.1。 

表 A.1  1 级的条件 

序号 适用技术 条件内容 条件类型 

1 H、S 处于发散性的、无明确目标的环境 技术 

2 H、S 明确了用到的物理定律和假定 技术 

3 H、S 通过理论分析，证明了基本原理 技术 

4 H、S 通过实验，观察到了基本原理 技术 

5 H、S 在学术刊物、会议文集或技术报告上公布了观察结果 技术 

6 H、S 设定了研究的假设条件 技术 

7 H、S 知道对技术感兴趣的潜在客户 管理 

8 H、S 知道研究人员和研究地点 管理 

9 S 具有一些或许可用软件来实现的想法 技术 

10 S 利用通用术语表达了软件的功能需求 技术 

11 S 构建了数学表达式，说明了通过软件实现的想法 技术 

12 S 具有软件算法原理的基本设想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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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技术成熟度等级 2 

具体等级条件见表 A.2。 

表 A.2  2 级的条件 

序号 适用技术 条件内容 条件类型 

1 H、S 提出了将应用此技术的在研或潜在的装备或配套产品 技术 

2 H、S 通过理论分析，证明了技术应用的可行性 技术 

3 H、S 从理论上或经验上，提出了解决方案 技术 

4 H 提出了技术的基本元素 技术 

5 H、S 处于理论分析和计算机仿真的环境 技术 

6 H 给出了技术的大体实物构成并给出了部分特性 技术 

7 H 预测了每个技术元素的性能 技术 

8 H、S 初步分析了技术所需实现的主要功能 技术 

9 H 通过建模仿真，证明了基本原理 技术 

10 H、S 定义了预期系统的主要功能体系结构 技术 

11 H、S 通过深入分析，证明了基本原理 技术 

12 H、S 在学术期刊、会议文集或技术报告上公布了分析结论 技术 

13 H、S 
技术涉及的独立零部件能够工作(无需集成证明，一般是指县城的沿

用件) 
技术 

14 H、S 了解可用于演示技术的实验装置 技术 

15 H、S 了解所需开展的实验(试验)或了解研究方法 技术 

16 H、S 明确了技术的用户 管理 

17 H、S 知道该技术可以支持哪一个(些)装备研制项目 管理 

18 H、S 得到了用户对技术应用的关注 管理 

19 H、S 定义了用来管理用户需求波动的需求可追溯系统 管理 

20 H、S 编制了投资概算 管理 

21 H、S 知道研究人员和研究设施的能力和条件限制 管理 

22 H、S 定性分析了项目的风险区域(含费用、进度和性能) 管理 

23 H、S 具有粗略的技术市场化想法 管理 

24 S 编写了用来证明算法原理的代码 技术 

25 S 利用人工合成数据进行了实验(试验) 技术 

26 S 了解将加载软件的硬件产品 技术 

 

A.4  技术成熟度等级 3 

具体等级条件见表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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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3 级的条件 

序号 适用技术 条件内容 条件类型 

1 H、S 具备同行探讨的研究环境 技术 

2 H 通过分析研究，验证了技术元素的性能预测 技术 

3 H 根据已知科学，明确了技术功能性能的数学仿真及(或)计算机仿真的可行性 技术 

4 H 识别出并估计了预期系统的初步性能特性和指标 技术 

5 H 通过建模仿真，验证了技术元素的性能预测 技术 

6 H、S 通过实验，证明了技术应用的可行性 技术 

7 H 通过实验，验证了技术元素的性能预测 技术 

8 H、S 针对存在交叉重叠的其他在研技术(可能有)，初步识别了对本技术的影响 技术 

9 H、S 通过理论分析，证明了预期系统的部件能够一起工作 技术 

10  H、S 提出了技术的主要参数 技术 

11  H、S 启动了一定比例尺寸模型的研究 技术 

12  H、S 全面演示了技术概念的可行性 技术 

13  H、S 通过对当前技术发展水平的分析，证明了该技术可满足一定军事需求 技术 

14  H 仅通过基本的实验装置(尚未用真实的部件)，证明了基本原理 制造 

15  H 提出了预期系统的工艺性设计准则 制造 

16  H 评估了现有的制造概念 制造 

17  H 针对关键试验部件，提出了生产性要求 制造 

18  H、S 知道与研究团队协同工作的用户代表 管理 

19  H、S 在定义技术要求时，吸收了用户参与 管理 

20  H、S 用户提出了技术纳入装备多方案论证的可行时间 管理 

21  H、S 利用通用属于定义了项目的风险区域 管理 

22  H、S 提出了项目风险的规避策略 管理 

23  H、S 初步开展了最优价值分析(不含项目费用因子分析) 管理 

24  S 通过分析研究，验证了算法和软件性能预测 技术 

25  S 列出了算法的基本内容 技术 

26  S 初步编写了程序代码，证明了软件能够满足使用需求 技术 

27  S 以少量典型数据包进行了实验 技术 

28  S 在实验室的简化条件下在替代的处理器上运行了算法 技术 

29  S 了解现有可用的能够承担类似任务的软件 技术 

30  S 完成了现有软件的可重用性检查 技术 

31  S 完成了现有软件的局限性分析 技术 

 

A.5  技术成熟度等级 4 

具体等级条件见表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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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4 级的条件 

序号 适用技术 条件内容 条件类型 

1 H、S 针对存在交叉重叠的其他在研技术(可能有)，全面识别了对本技术的影响 技术 

2 H 在实验室里完成了独立部件的试验，或由供应厂家完成验收试验 技术 

3 H 利用建模仿真模拟了某些不可用部件以及部件间的接口 技术 

4 H、S 了解最终用户对预期系统的总体需求 技术 

5 H、S 确定了预期系统的性能参数 技术 

6 H、S 根据预期系统的总体要求，确定了其在实验室的技术要求 技术 

7 H 通过实验室试验，证明了可用部件能够协同工作(简化的试验回路) 技术 

8 H 通过含实物仿真或计算机仿真，确定了部件的相容性 技术 

9 H、S 在简化的环境里演示了技术的基本功能 技术 

10  H、S 编制了预期系统的设计方案初稿 技术 

11  H、S 实验室的试验条件是可控的，能够保证试验的可实现性、稳定性和可重复性 技术 

12  H、S 完成了一定比例的图样和其他技术文档 技术 

13  H、S 完成了预期系统的初步继承(如达到原理样品) 技术 

14  H、S 提出了预期系统的功能体系结构 技术 

15  H、S 说明了试验环境与使用环境的差异，并分析了差异对实际使用效果的影响 技术 

16  H 用特殊件、可用的试验部件代替预期系统的实际部件 制造 

17  H 完成了新研关键零部件的试制 制造 

18  H 可用部件已集成到预期系统的原理样品中 制造 

19  H 完成了比例尺寸模型的制作 制造 

20  H 针对已明确在局部应用的工艺性设计准则，进行了分析或仿真 制造 

21  H、S 开展了系统集成的初步研究 制造 

22  H 提出了关键生产工艺 制造 

23  H 在实验室里对关键生产工艺进行了评估 制造 

24  H 针对生产性不足，提出了规避策略 制造 

25  H、S 用户发布了需求文件 管理 

26  H、S 确定了技术研究项目的结束条件 管理 

27  H、S 提出了初始的项目经费驱动因子 管理 

28  H、S 在费用作为设计目标的模式下，设定了费用的目标 管理 

29  H、S 编制了系统工程管理计划的初稿 管理 

30  H、S 与用户达成协议，确定了技术转移的途径(例如通过先进技术演示项目) 管理 

31  H、S 正式组建了产品综合小组(IPT) 管理 

32  H、S 产品综合小组(IPT)成员包括了用户代表 管理 

33  H、S 正式开展了项目风险管理 管理 

34  H、S 进行了初步的故障模式及影响分析(FMEA)或风险展开分析 管理 

35  H、S 确定了技术的可用时间 管理 

36  S 启动了系统体系结构的正式开发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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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续) 
序号 适用技术 条件内容 条件类型 

1 S 完成了对软件功能(含特定功能)的详细分析 技术 

2 S 明确了每个功能模块的要求 技术 

3 S 完成了用伪代码描述算法 技术 

4 S 完成了数据需求和数据格式分析 技术 

5 S 依据系统的初步体系结构，基本完成了独立功能模块 技术 

6 S 利用典型数据包和“全尺度”问题进行了软件实验 技术 

7 S 在实验室的简化环境中，演示了独立功能模块 技术 

8 S 通过特别的集成，演示了功能模块可协同运行 技术 

9 S 通过正式的检查过程，验证了程序设计 制造 

10  S 完成了对软件规模(代码行或功能点)的估计 管理 

 

A.6  技术成熟度等级 5 

具体等级条件见表 A.5。 

表 A.5  5 级的条件 

序号 适用技术 条件内容 条件类型 

1 H、S 
针对存在交叉重叠的其他在研技术(可能有)，通过分析，识别并确定了对本

技术的影响 
技术 

2 H、S 了解预期系统的内外部接口要求 技术 

3 H、S 完成了预期系统的总体指标向下分配和传递 技术 

4 H、S 在预期系统的初步集成中，部件间或分系统间的接口是真实接口 技术 

5 H 出现了重大技术状态更改 技术 

6 H、S 
完成预期系统的基本集成，具备在真实的环境或典型的模拟环境下进行试验

的条件 
技术 

7 H 预期系统的集成达到模型样品状态 技术 

8 H 提交了三面图和电气接线图 技术 

9 H、S 实验室里的试验条件经过调整，近似使用环境 技术 

10  H 接近完成设计草图 技术 

11  H、S 提出了预期系统的初步总体指标(含目标值和门限值) 技术 

12  H、S 提出了预期系统的产品组成结构 技术 

13  H、S 说明了试验环境与使用环境的差异，并分析了差异对实际使用效果的影响 技术 

14  H、S 模型样品状态的预期系统在实验室里进行了试验验证 技术 

15  H、S 在实验室里完成了独立部件的试验验证 技术 

16  H 完成了主要部件的试制或采购 制造 

17  H 确定了产量提升的目标 制造 

18  H 通过权衡研究及试验，明确了关键生产工艺 制造 

19  H 初步制造出预期系统的原型 制造 

20  H 在实验室里演示了工艺设备 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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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适用技术 条件内容 条件类型 

21  H 针对重大的工艺性问题，确定了设计准则 制造 

22  H、S 考虑了质量与可靠性(无需确定目标) 制造 

23  H 可用的试验部件与特定目的部件组合在一起，完成预期系统的基本集成 制造 

24  H 进行了所需装配(线)的初步评估 制造 

25  H 在费用作为设计目标的模式下，确定了满足费用目标的质量目标 制造 

26  H 会同制造部门、工艺部门对制造工艺进行了审查 制造 

27  H 与最终用户的技术代表商议了技术物化后的外形、配合和功能 管理 

28  H、S 在系统工程管理计划初稿中考虑了集成方面的内容 管理 

29  H、S 在系统工程管理计划初稿中考虑了试验与评定方面的内容 管理 

30  H、S 在系统工程管理计划初稿中考虑了机械和电气接口的内容 管理 

31  H、S 在系统工程管理计划初稿中考虑了初步性能指标，以及最终性能指标 管理 

32  H、S 编制了风险管理计划 管理 

33  H、S 具有适当的技术状态管理计划 管理 

34  H、S 编制了技术状态管理计划 管理 

35  H、S 编制了试验与评定计划的初稿 管理 

36  H 编制了技术的系统工程报告初稿(或系统工程管理计划初稿) 管理 

37  H、S 得到了用户关于技术转移的认可 管理 

38  H、S 编制了含具体应用内容的技术转移计划初稿 管理 

39  H 进行了故障模式及影响分析(FMEA) 管理 

40  H、S 在价值分析中包含了多种备选技术及非材料代用的分析 管理 

41  H、S 在价值分析中包括了对全寿命周期费用的分析 管理 

42  S 确定了软件的体系结构 技术 

43  S 完成了外部接口的分析和说明 技术 

44  S 完成了内部接口的分析和说明 技术 

45  S 完成了独立功能模块的编程，并且完成了主要模块的集成 技术 

46  S 对功能单元进行了集成，变成模块 技术 

47  S 对独立功能单元进行了功能测试 技术 

48  S 对独立功能模块和功能单元进行了查错测试 技术 

49  S 在实验室的简化条件下，演示了集成后的功能模块 技术 

50  S 在考虑目标环境典型特征的条件下，在处理器上运行了算法 技术 

51  S 完成了对所有模块、构件的正式检查 管理 

 

A.7  技术成熟度等级 6 

具体等级条件见表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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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  6 级的条件 

序号 适用技术 条件内容 条件类型 

1 H、S 
针对存在交叉重叠的其他在研技术(可能有)，完成对交叉内容的测量及性能特

性的确认 
技术 

2 H、S 出现了频繁的设计更改 技术 

3 H、S 了解预期系统的最终使用环境 技术 

4 H、S 利用建模仿真模拟了预期系统在使用环境中的性能 技术 

5 H 根据实验室试验的条件设定，对实验用的预期系统进行了验收试验 技术 

6 H、S 在具备典型模拟环境条件的实验室里对系统原型进行了试验 技术 

7 H、S 在外场(并非最终的使用环境)对系统原型进行了试验 技术 

8 H、S 提出了比例尺寸模型(或模样)研究的遗留问题，并完成了支持性分析 技术 

9 H、S 系统原型的集成程度接近预定使用的系统，在外形、配合和功能方面基本一致 技术 

10 H、S 全面演示了技术的工程可行性 技术 

11 H、S 说明了试验环境与使用环境的差异，并分析了差异对实际使用效果的影响 技术 

12 H 接近完成全部设计草图 技术 

13 H、S 编制了预期系统的专用规范 技术 

14 H、S 编制了技术研究报告终稿 技术 

15 H、S 提出了专利申请 技术 

16 H 确定了质量与可靠性等级 制造 

17 H、S 启动了可靠性、维修性和保障性真实数据的收集 制造 

18 H 确定了制造工艺和工艺设备所需投资 制造 

19 H 基本确定了关键生产工艺规范 制造 

20 H 完成了大部分部件的试制或外购 制造 

21 H 已全面开展材料、工艺、工艺性设计准则和集成方法的应用 制造 

22 H 部件在功能上与最终使用的系统相容 制造 

23 H、S 完成集成的演示验证 制造 

24 H 识别出生产问题并解决了其中的重大问题 制造 

25 H 具备成熟的制造工艺和工艺设备 制造 

26 H 完成生产的演示验证 制造 

27 H、S 提出了定费用设计的目标 管理 

28 H、S 编制了试验与评定正式计划 管理 

29 H、S 编制了系统工程管理正式计划 管理 

30 H、S 更新了前期与用户达成的技术转移协议 管理 

31 H、S 初步建立了接口控制流程 管理 

32 H 最终用户和设计部门审查通过了生产计划初稿 管理 

33 H、S 与最终用户协商技术转移协议，并获得其批准 管理 

34 H、S 明确了技术状态管理的正式程序和要求 管理 

35 H、S 编制了含具体应用内容的技术转移计划终稿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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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续) 
序号 适用技术 条件内容 条件类型 

36 H、S 确定了装备研制项目的里程碑 管理 

37 H、S 在价值分析中包括了具体应用内容 管理 

38 H、S 价值分析中的技术备选方案，包括了无具体应用的选项 管理 

39 H、S 具有正式的需求文件 管理 

40 S 完成了外部接口清单 技术 

41 S 完成了时间同步约束的分析 技术 

42 S 完成了数据库结构和接口的分析 技术 

43 S 进行了处理大规模实际问题的功能演示 技术 

44 S 算法与现有营建或软件系统进行了部分集成 技术 

45 S 对功能模块进行了独立测试，证明了模块可协同工作 技术 

46 S 在实验室的简化环境中，演示了软件原型或代表性的软件系统 技术 

47 S 编制了软件规格书和部分其他软件文档 技术 

48 S 初步开展了软件的验证 管理 

49 S 发放了 α 版软件 管理 

 

A.8  技术成熟度等级 7 

具体等级条件见表 A.7。 

表 A.7  7 级的条件 
序号 适用技术 条件内容 条件类型 

1 H 用建模仿真模拟了极个别尚不可用的部件(这种情况很少出现) 技术 

2 H、S 
在超常和异常的条件下，对接口(内外部接口、设备与计算机软件的接口)进行

了独立测试 
技术 

3 H 设计更改显著减少 技术 

4 H、S 在使用环境中(可在替代平台上)进行试验 技术 

5 H 完成了设计草图 技术 

6 H、S 完成了比例尺寸模型研究 技术 

7 H 部件是生产样件 技术 

8 H、S 在典型的使用环境中，演示了系统原型的大多数功能 技术 

9 H、S 在典型的使用环境中，进行了系统原型的飞行试验 技术 

10 H、S 在典型的使用环境中，演示了全状态的系统原型 技术 

11 H、S 成功完成系统原型的外场试验 技术 

12 H、S 说明了试验环境与使用环境的差异，并分析了差异对实际使用效果的影响 技术 

13 H 已明确批量生产所用的材料、工艺、工艺性设计准则和集成方法 制造 

14 H 初步演示验证了材料、制造工艺和生产流程 制造 

15 H 在柔性工装上制造了系统原型 制造 

16 H 在生产环境里演示验证了流程工具和检测设备 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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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7(续) 
序号 适用技术 条件内容 条件类型 

17 H 工艺设备获得验证 制造 

18 H、S 收集的维修性、可靠性和保障性数据超过了所需数据量的 60% 制造 

19 H 材料、工艺、工艺性设计准则和集成方法得到一定发展和验证 制造 

20 H 具有可用的生产样件，数量可能有限 制造 

21 H 初步确定了西格玛质量等级 制造 

22 H 基本掌握了制造工艺 制造 

23 H 完成了生产计划的编制 制造 

24 H 系统原型达到生产样机的水平 制造 

25 H 已具备小批量生产条件 制造 

26 H 验证了定费用设计的目标 管理 

27 S 在使用环境中的处理器上运行了算法 技术 

28 S 解决了大多数的以及重大的软件缺陷 制造 

29 S 完成了软件的验证，软件满足软件规范的要求 管理 

30 S 反放了 β 版软件 管理 

 

A.9  技术成熟度等级 8 

具体等级条件见表 A.8。 

表 A.8  8 级的条件 

序号 适用技术 条件内容 条件类型 

1 H、S 部件的外形、配合和功能满足规定的要求，与系统相同 技术 

2 H、S 系统在外形、配合和功能方面与投入实际使用的状态一致 技术 

3 H、S 在最终配套的实际平台上，演示了系统的外形、配合和功能 技术 

4 H、S 完成了大部分培训文档并使其处于受控状态 技术 

5 H、S 完成了大部分维修文档并使其处于受控状态 技术 

6 H、S 提交了系统的体系结构图终稿 技术 

7 H、S 在模拟的使用环境下，演示了系统的全部功能 技术 

8 H、S 在真实平台上，完成系统的鉴定试验并通过审查，最终获得鉴定 技术 

9 H、S 系统达到了专用规范所规定的技术指标 技术 

10 H 在生产环境里演示了工艺设备 制造 

11 H 通过试生产线、小批生产或相似件生产，全面演示了制造工艺 制造 

12 H 生产速度达到可接受的等级 制造 

13 H 质量等级达到可接受的等级(4 西格玛或类似等级) 制造 

14 H 材料有稳定的供货渠道，并做好了上线准备 制造 

15 H、S 完成了维修性、可靠性和保障性数据的收集 制造 

16 H 已具备大批量生产条件 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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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8(续) 
序号 适用技术 条件内容 条件类型 

17 H 费用估算小于费用目标(小批生产的定费用设计目标)的 125% 管理 

18 H、S 完成了接口控制流程 管理 

19 S 全面调试了软件 技术 

20 S 完成了大部分用户文档并使其处于受控状态 管理 

21 S 完成了软件的确认，软件在实际使用环境中成功运行 管理 

22 S 完成了软件的认可，经审定软件可用在预期的装备里 管理 

 

A.10  技术成熟度等级 9 

具体等级条件见表 A.9。 

表 A.9  9 级的条件 

序号 适用技术 条件内容 条件类型 

1 H、S 军事应用设想得到成功实施 技术 

2 H、S 系统已安装部署在预定平台上 技术 

3 H、S 全面演示了系统 技术 

4 H、S 在预定的实际任务和使用条件下，完成了对系统的确认 技术 

5 H、S 完成了所有文档的编制 技术 

6 H、S 提出了国家军用标准或行业标准的编制申请 技术 

7 H 设计稳定，很少或没有设计更改 技术 

8 H 制造过程受控且达到 6 西格玛或相似等级 制造 

9 H 生产稳定 制造 

10 H 费用估算小于费用目标(定费用设计目标)110% 管理 

11 H 在批量生产，及在渐进研制模式的里程碑里，考虑了经济可承受性问题 管理 

12 H、S 明确并规避了安全性/危害性后果 管理 

13 H、S 实施了培训计划 管理 

14 H、S 实施了保障计划 管理 

15 H、S 实施了项目保护计划 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