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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18844《滑动轴承 液体动压金属轴承的损坏类型、外观特征和原因分析》由以下两部分

组成:
———第1部分:通则;
———第2部分:气蚀及对策。
本部分是GB/T18844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18844—2002《滑动轴承 损坏和外观变化的术语、特征及原因》。与GB/T18844—

2002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全面调整了标准结构,按照损坏类型进行分类;
———增加第4章“轴承损坏类型、特征和原因”;
———增加第5章“损坏分析指南”;
———增加部分失效类型典型示例图;
———修改GB/T18844—2002中图错误[图30b)图片旋转180°、图45轴旋向方向相反]。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7146-1:2008《滑动轴承 液体动压金属轴承的损坏类型和外

观 第1部分:通则》。
本部分与ISO7146-1:2008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部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

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8844.2代替ISO7146-2。
———4.3中损坏外观形式增加“p)衬背开裂”;表1及表A.1增加“衬背开裂”和可能的损坏原因“微

动磨损”,以补充国际标准中微动磨损损坏外观未包含的外观形式;
———将我国行业内典型失效案例中的典型外观补充进“动压过载”、“润滑不良”、薄壁轴瓦“氢扩散”

典型损坏外观描述(6.3.1、6.6.1、6.10.1);图18~图20增加轴旋向和箭头;图57b)“特征(2)”
增加“上下瓦相反”;增加部分失效类型典型示例图[图16b)、图16c)、图16d)、图49a)、
图50b)、图50c)、图50d)],以方便行业失效分析人员参考;

———“可能的损坏原因”中:6.3.2补充“由各种原因造成的附加载荷,例如在突起部位产生的高压力

区域,以及高温及边缘加载等,会加剧疲劳的危险。”;6.10.2补充增加“铝合金”,为行业失效分

析人员分析提供指导;
———图57g)“原因”增加“定位舌周边变形”,为行业失效分析人员分析提供指导。
本部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滑动轴承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36)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成都圣三强铁路配件有限公司、烟台大丰轴瓦有限责任公司、临安东方滑动

轴承有限公司、上海核威实业有限公司、温州华康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本部分由全国滑动轴承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884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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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实践中,轴承损坏往往是由几种机理同时作用的结果。损坏可能是由不恰当的装配或维修,或者是

轴承、轴承座或相配合的表面制造缺陷造成的。在某些情况下,损坏也可能是由于考虑经济利益的折中

设计或者无法预见的运行条件造成的。由于损坏是设计、制造、组装、运用、维护保养等多方面因素的综

合结果,非正常工况,因此要确定原发性原因往往是很困难的。
在轴承极度损坏或轴承被破坏时,证据很可能消失,将不可能鉴别损坏是如何发生的。
在任何情况下,了解轴承安装、运行实际状况以及维护保养历史记录,对于分析失效原因是至关重

要的。
本标准中所建立的轴承损坏的分类,主要以滑动表面和其他部位可见的特征为基础。为了确切地

判定轴承损坏的原因,需要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因素。
由于在运行表面上造成类似效应的原因不止一种,只描述外观对判定损坏原因往往是不够的。在

这种情况下,还必须考虑运行工况情况。因此,第4章再细分成几个分别包含损坏外观和损坏类型的分

条款。
第5章对损坏分析程序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在第6章和第7章中,给出了与损坏外观相关联的所有具有代表性的损坏类型。

Ⅱ

GB/T18844.1—2018



滑动轴承 液体动压金属轴承
损坏类型、外观特征和原因分析

第1部分:通则

1 范围

GB/T18844的本部分对液体动压润滑的金属滑动轴承和轴颈在使用中发生的损坏类型进行了定

义、描述和分类。这有助于了解可能发生的各种损坏类型。
本部分仅考虑具有明确定义的损坏外观,并且能够归因于高度确定原因的损坏;各种损坏外观均以

图片和示意图进行说明。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8844.2 滑动轴承 液体动压金属轴承的损坏类型、外观特征和原因分析 第2部分:气

蚀及对策(GB/T18844.2—2018,ISO7146-2:2008,MOD)
ISO4378-1 滑动轴承 术语、定义、分类与符号 第1部分:设计、轴承材料及其性能(Plainbear-

ings—Terms,definitions,classificationandsymbols—Part1:Design,bearingmaterialsandtheir
properties)

ISO4378-2 滑动轴承 术语、定义、分类与符号 第2部分:摩擦与磨损(Plainbearings—
Terms,definitions,classificationandsymbols—Part2:Frictionandwear)
ISO4378-3 滑动轴承 术语、定义、分类与符号 第3部分:润滑(Plainbearings—Terms,defi-

nitions,classificationandsymbols—Part3:Lubrication)
ISO4378-4 滑动轴承 术语、定义、分类与符号 第4部分:基本符号(Plainbearings—Terms,

definitions,classificationandsymbols—Part4:Basicsymbols)

3 符号和单位

ISO4378-1、ISO4378-2、ISO4378-3、ISO4378-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滑动轴承损坏 damagetoplainbearings
轴承损坏 bearingdamage
在工作期间,滑动轴承内外表面发生的所有对轴承性能有害的外观变化。

4 轴承损坏类型、特征和原因分析

4.1 损坏

4.1.1 概述

滑动轴承损坏是它们的摩擦学功能变坏的现象,通常伴随着外观的变化。损坏始于引起损坏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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