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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4610《滚动轴承 振动测量方法》分为4个部分:
———第1部分:基础;
———第2部分:具有圆柱孔和圆柱外表面的向心球轴承;
———第3部分:具有圆柱孔和圆柱外表面的调心滚子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
———第4部分:具有圆柱孔和圆柱外表面的圆柱滚子轴承。
本部分为GB/T24610的第3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24610.3—2009《滚动轴承 振动测量方法 第3部分:具有圆柱孔和圆柱外表

面的调心滚子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与GB/T24610.3—2009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旋转频率900min-1的低频带的下截止频率(见表2,2009年版的表2);
———增加了“非设定旋转频率的频率范围示例”表(见表3);
———将“峰值测量”改为“脉冲和尖锐脉冲的测量”(见5.3,2009年版的5.3);
———修改了传感器设定位置的图示说明和双列圆锥滚子轴承的示意图(见图2,2009年版的图2);
———删除了“对操作者的要求”(见2009年版的6.4)。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15242-3:2017《滚动轴承 振动测量方法 第3部分:具有圆柱孔

和圆柱外表面的调心滚子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
与本部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1800.2—2009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极限与配合 第2部分:标准公差等级和

孔、轴极限偏差表(ISO286-2:1988,MOD)
———GB/T2298—2010 机械振动、冲击与状态监测 词汇(ISO2041:2009,IDT)
———GB/T4199—2003 滚动轴承 公差 定义(ISO1132-1:2000,MOD)
———GB/T6930—2002 滚动轴承 词汇(ISO5593:1997,IDT)
———GB/T24610.1—2019 滚动轴承 振动测量方法 第1部分:基础(ISO15242-1:2015,IDT)
本部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滚动轴承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98)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洛阳轴承研究所有限公司、浙江兆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永安轴承有限责

任公司、山东省宇捷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捷姆轴承集团有限公司、新昌县开源汽车轴承有限公司、八环轴

承(长兴)有限公司、重庆长江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凯美瑞轴承科技有限公司、聊城市人和精工轴承

有限公司、大连柏盛源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轴承试验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宋豫聪、孔辰寰、钱卫华、蔡梅贵、张天平、刘丹、牛建平、赵兴新、燕敬祥、

王英超、侯永强、杜晓宇、曹日起、李兴林。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24610.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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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滚动轴承旋转时的振动是其一个重要运转特性。振动会影响装有轴承的机械系统的性能。当振动

向运转的机械系统所处的环境传播时,会引起可闻噪声,进而会导致系统损伤,甚至会造成健康问题。
滚动轴承旋转时的振动是与运转条件有关的一种复杂的物理现象。在某一组条件下测量的单套轴

承的振动值并不一定表征不同的条件下或该轴承成为一较大部件中的一个零件时的振动值。评定装有

轴承的机械系统产生的声响就更加复杂,它还受界面条件、感应装置的位置和方向以及系统运转所处声

学环境的影响。空气噪声———GB/T24610(所有部分)定义为任何令人不愉快的、不希望有的声音,由
于术语“令人不愉快的、不希望有的”具有主观特性,因而其评定更加复杂。可以认为轴承的结构振动是

最终导致空气噪声产生的驱动源。GB/T24610(所有部分)仅列入了经过选择的轴承结构振动的测量

方法。
轴承振动可采用许多方法中的任一种来评定,不同的评定方法使用不同类型的传感器和测试条件。

没有任何一组表征轴承振动的数值能够对所有可能的使用条件下的轴承振动性能进行评定。最终,还
应根据已知的轴承类型、使用条件以及振动测试目的(例如,是作为制造过程诊断,或是作为产品质量评

定)等,来选择最适用的测试方法。因此,轴承振动标准的适用范围并不是通用的。然而,某些方法已确

立了十分广泛的适用范围,被认为是标准方法。
本部分详细规定了在测试装置上评定具有圆柱孔和圆柱外表面的调心滚子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振

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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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动轴承 振动测量方法
第3部分:具有圆柱孔和圆柱外表面的

调心滚子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

1 范围

GB/T24610的本部分规定了在所确立的测试条件下,接触角不大于45°的双列调心滚子轴承以及

单列和双列圆锥滚子轴承的振动测量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具有圆柱孔和圆柱外表面的双列调心滚子轴承以及单列和双列圆锥滚子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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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286-2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线性尺寸公差ISO代号体系 第2部分:标准公差等级和

孔、轴极限偏差表[Geometricalproductspecifications(GPS)—ISOcodesystemfortorleranceson
linearsizes—Part2:Tablesofstandardtolerancegradesandlimitdeviationsforholesandshafts]

ISO1132-1 滚动轴承 公差 第1部分:术语和定义(Rollingbearings—Tolerances—Part1:

Termsanddefinitions)

ISO2041 机械振动、冲击与状态监测 词汇(Mechanicalvibration,shockandconditionmonito-
ring—Vocabulary)

ISO5593 滚动轴承 词汇(Rollingbearings—Vocabulary)

ISO15242-1:2015 滚动轴承 振动测量方法 第1部分:基础(Rollingbearings—Measuring
methodsforvibration—Part1:Fundamentals)

3 术语和定义

ISO1132-1、ISO2041、ISO5593和ISO15242-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测量程序

4.1 旋转频率

旋转频率的设定值为900min-1(15s-1),其偏差为+1
-2%。

经制造厂与用户间协商,也可采用其他旋转频率和偏差。例如,对于较小尺寸段的轴承,可以采用

较高的旋转频率,以便获得合适的振动信号。反之,对于较大尺寸段的轴承,可以采用较低的旋转频率,
以避免滚子、挡边和滚道可能产生的损伤。

4.2 轴承轴向载荷

应对轴承施加轴向载荷,其设定值规定在表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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