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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ＳＯ１５２４３：２００４《滚动轴承　损伤和失效　术语、特征及原因》。

本标准等同翻译ＩＳＯ１５２４３：２００４。

为便于使用，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本文件”一词改为“本标准”；

———删除了国际标准的前言。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滚动轴承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９８）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洛阳轴承研究所、杭州兆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人本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飞雪、康乃正、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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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实际工况下，轴承的损伤或失效往往是几种机理同时作用的结果。失效可能是由于安装或维护

不当造成的，或是由于轴承或其相邻部件的加工质量未达到设计要求引起的。在某些情况下，失效也可

能是由于考虑经济效益、无法预见的运转条件而采取的折衷设计造成的。由于轴承失效是由设计、制

造、安装、操作、维护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因此，确定失效的主要原因，常常是十分困难的。

如果轴承损伤严重或突然失效，证据可能丢失，就不可能确定失效的主要原因了。在所有情况下，

有关安装和维护的历史记录以及对实际运转条件的了解都至关重要。

本标准对轴承失效的分类，主要是基于滚动体接触表面和其他功能表面的可视特征。为了准确地

判定轴承失效的原因，需要对每一个特征都加以考虑。由于不止一种过程可对这些表面造成相似的影

响，因此，在确定失效原因时，仅对外观进行描述有时是不充分的，此时，还需要考虑运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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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动轴承　损伤和失效

术语、特征及原因

１　范围

本标准对滚动轴承在使用中发生失效的特征、外观变化及可能的原因进行了定义、描述和分类，以

有助于对各种形式的外观变化和失效加以理解。

对于本标准，术语“滚动轴承失效”系指由于缺陷或损伤而使轴承不能满足预定的设计性能要求。

本标准仅对那些具有非常明确的外观，并且能够非常确定地归因于某一特定原因的外观变化和失

效模式加以考虑，并对反映轴承变化和失效的那些特别重要的特征加以描述。各种失效模式用照片和

图表说明，并且给出了最常见的原因。

在条标题中只给出了常见的失效模式名称，而其相似的表述或同义词，则在标题后面的括号中

给出。

滚动轴承失效示例以及失效原因、建议的改进措施参见附录Ａ。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６９３０—２００２　滚动轴承　词汇（ＩＳＯ５５９３：１９９７，ＩＤＴ）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６９３０—２００２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特征　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

由使用性能产生的可视外观。

注：在磨损（出现磨损）过程中出现的部分表面缺陷和几何形状改变的类型定义于ＧＢ／Ｔ１５７５７—２００２和ＩＳＯ６６０１。

４　滚动轴承失效模式分类

滚动轴承失效是严格按照其失效的主要原因进行划分的，但未必总是能够很容易地将原因和特

征（迹象）或者失效机理和失效模式区分开来，大量相关的文献也都证实了这一点。

随着摩擦学研究的发展，在描述失效机理和失效模式方面的新知识显著增长。本标准将失效模式

分为六个大类和不同的小类（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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