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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设备管理中计划性维修的探讨 

王青天 

（资阳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摘  要：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现在许多企业，在实际生产环节都使用了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设备，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因此，设备的良好程度直接关系着企业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设备计划维修保养将有效预防设备故障的发生率，为企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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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划性维修的概述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为了防止设备的故障的发生，按照预定的

计划进行一系列计划性维修，保障设备正常运行和良好运转，延长

设备的使用寿命。 

计划性维修要根据设备的磨损规律而制定，设备 磨损有三个阶

段（见附图 1），第一阶段为初期磨损阶段（I 阶段），是设备采购、

安装、调试后，初期使用磨合阶段，在此阶段，设备零部件之间接

触面磨损通常较为剧烈，在设备运转过程中，能很快的消除设备零

部件表面粗糙部分，最终形成最佳零部件表面粗糙度；第二阶段为

正常磨损阶段（II 阶段），在此阶段，设备通常以恒定的速度磨损；

第三阶段为急剧磨损阶段（III 阶段），在此阶段，设备零部件磨损

已经到达一定程度，已经到达影响设备正常运转。按照以上三阶段

磨损规律设备计划性维修应该在 III 阶段之前，从而减少设备故障的

发生。 

 

图一：设备磨损三阶段 

2.计划性维修分析 

2.1 检查后维修 

通过专业人员的定期技术检查，确定设备的使用状态，根据设

备的使用状态确定设备的维修程度及部位。此阶段的工作质量主要

取决于专业检查人员的技术水平和检查仪器、技术的先进程度，判

断的结果具有主观性，对技术复杂程度比较高的设备，有时很难作

出正确的判断。 

2.2 经验维修 

通过专业人员的经验，预判设备的维修时间，进而制定维修计

划，按照规计划维修时间进行强制性维修和更换设备零部件。此阶

段主要靠专业技术人员的经验预判，存在了一定的不科学性，有可

能造成维修过早或维修过迟，增加了设备的维修成本或故障停机等

待时间。 

2.3 定期维修 

通过分析研究设备的机构特征、运行情况、工作环境等主要因

素，分析设备的磨损规律，研判设备的维修周期和零部件更换周期，

确保设备的正常使用。此阶段需要不断的分析总结设备的磨损规律，

根据不同设备和零部件的性能和使用，研判最佳的设备维修周期和

零部件更换周期。 

3.计划性维修具体实施 

3.1 确定维修周期 

在设备使用一定时间后，按照既定的计划进行检查、保养和维

修，维修主要分为大修、小修、中修。对于不同类型的设备，按照

设备零部件表面的磨损程度和设备需要维修工作量的不同，结合工

作实际，由专业人员确定不同的设备维修类别和先后顺序、维修间

隔时间。设备的维修周期结构，可以用阿拉伯数字代码和英文字母

表示，如：以 1-2-6-9 表示一台设备的维修周期结构，意思是 1 次

大修（K）、2 次中修（C）、6 次小修（M）、9 次检查保养（O）。不

同设备的维修周期不同。如：普通车床在一个大修周期内，共有 18

次定期维修，其比例为 K:C:M:O=1:2:6:9，维修周期的确定需要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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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前期使用过程中，不断总结归纳，确保最优维修周期。 

3.2 确定维修系数 

如何确定设备的维修难易程度，把控设备维修过程和成本核算，

就需要核算设备的维修系数，设备的维修系数主要与维修劳动量的

时间定额、材料消耗定额、日常保养定额、维修费用定额、停机时

间定额等要素有关。一般来说，设备结构越复杂、精准度越高、规

格尺寸越大、自动化程度等方面越高，设备维修将系数越大。确定

设备维修系数是一项繁琐的工作，对不同类型的常用设备，先给出

标准维修系数，再由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同类型设备的比较，结合经

验公式来计算，进而推导出同类型的设备维修系数。通常有三种方

法，分别为部件分析比较法、工时比较法、整台设备比较法。也可

以通过经验公式计算，以车床为例计算维修系数 R。 

R=a（k1h+k2L+k3n） 

a——结构特征系数，如普通车床结构特征系数为 1，精密车床

结构特征系数为 1.25； 

h——车床车身至顶尖的系数； 

k1、k2、k3——车床的加权系数，k1 为 0.028，k2 为 0.002、k3

为 0.2（有变速器）、0.1（无变速器）； 

L——顶尖距；n 是主轴变速级数。 

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在相关标准中查阅到不同设备的维修系数，

也可以结合维修实际，不断的总结优化维修系数。 

3.3 具体实施维修 

根据设备的维修周期和维修系数，确定计划维修专业技术人员，

提前准备好耗材以及需要更换的零部件，根据实际生产工作安排，

最大程度的减少停机等待时间，按照计划开展计划性维修。同时要

按照技术文件管理规范、维修质量标准，按照三级检查（自检、互

检、专检）原则，确保计划维修的质量，最好采用系统软件管理，

生产车间维修管理系统具体操作见附图二。 

 

附图二：生产车间维修管理系统 

4.总结提升 

在计划维修过程中，对不同设备计划维修过程的归纳总结，分

析好的一面和欠缺的地方，及时提升，具体来将。一是对与不同设

备的计划维修，要分析计划维修的周期是否合理，是否是零部件最

佳磨损点才更换或维修，对于设备的提前和滞后维修要及时的反馈，

及时优化设备的计划维修周期。二是分析不同厂家的零部件使用寿

命，有些易耗件需要经常更换的，要结合生产实际和使用寿命，对

比不同厂家的零部件性价比，为今后采购提供有力支撑。三是为部

分零部件储备提供有力支持，根据设备维修需要更换的零部件周期，

为采购提供较合理的采购周期，减少库存浪费，降低采购成本。四

是编制维修作业指导书，对于好的计划维修经验，要及时编制维修

作业指导书或者操作要领，有条件的可以采取录制操作视频的方式

留存，以便后来者学习提升和再提升，不断优化计划维修要领。五

是优化维修系数，设备的维修系数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科技

的发展、检测维修工具更新、软件系统自动检查、维修技术人员的

技能的提升不断的由负责变简单，要与时俱进更新设备维修系数，

以便更好的开展计划维修。六是制定完善相关计划性维修制定体系，

包括检查后维修制定、标准维修制度、定期维修制度、日常保养制

度等，用制度管人管事。 

5.结束语 

计划性维修以设备的磨损规律为依据，在长期的设备使用过程

中不断的总结，达到将设备的故障隐患排除在萌芽状态，避免造成

更大的设备故障和损失，最大程度的确保设备使用效率和使用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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