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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齿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2)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湖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河南中豫远大重工科技有限

公司、郑州中机轨道交通装备科技有限公司、郑州江宇机械有限公司、江苏中工高端装备研究院有限公

司、中机智能装备创新研究院(宁波)有限公司、郑州高端装备与信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工

业大学、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昆山新浦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伟、王志刚、周长江、张坤、李海霞、姜传海、李纪强、都长海、刘忠明、丁英晖、

陈国民、陆军、王盈颖、张清朗、李优华、王长路、龙伟民、石照耀、张敬彩、张元国、王新波、吕泮功、郑明、
弓宇、管洪杰、范瑞丽、丁军、马聘天、张荣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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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齿轮的抗疲劳制造涉及齿轮生产的各个环节。其含义可做两方面解释:一是给定工况(如已知负

载)下尽可能延长齿轮的使用寿命,二是给定条件(如设定寿命)下尽可能提高齿轮完好性的可靠程度。
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参数(含精度)搭配、材料制备、热处理、机加工、表面强化、试验检测等生产环

节对于齿轮产品抗疲劳的贡献度,齿轮及其他相关专业人员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本标准是对这些工作

的一般性总结,目的是帮助本标准的使用者在齿轮制造过程的某个或某几个环节上提高零件的抗疲劳

制造水平。
对于一些已经建立了国家及行业标准(或规范)的齿轮制造环节,本标准将主要依据或参考的标准

和规范编列出来,供本标准的使用者参考;对于一些尚没有齿轮专业标准的制造环节,本标准有针对性

地给出了推荐的技术要求和操作说明。基本情况如下:
———关于齿轮的几何设计和强度计算:齿轮的几何与强度设计理论源于国外,目前我国以ISO标

准为主要参考规范,涉及齿轮(含圆柱齿轮、锥齿轮、蜗轮蜗杆)的名词术语、几何要素、符号代

号、齿形、强度计算等,已基本形成标准体系。
———关于齿轮的材料:目前我国参考多国(或组织)的标准,在化学成分、淬透性、纯度及冶炼、锻造

比、晶粒度、表面硬度、心部硬度、硬化层深度、表面含碳量、显微组织、表面裂纹、心部显微组织

等方面均有自建的规范,已基本形成标准体系。
———关于齿轮的精度设定与测量评价:目前我国以ISO标准为参考规范,已基本形成标准体系。
———关于齿轮的热处理:目前我国除参考ISO标准以外,还执行自建的国家和行业标准,已基本形

成标准体系。特别是硬齿面齿轮的热处理工艺,如渗碳、渗氮、感应淬火标准,在多年的应用中

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关于齿轮的试验:齿轮试验分为两大类:单齿轮试验(主要包括材料组织、机械性能、抗疲劳能

力等)和齿轮箱试验(主要包括啮合、效率、噪声、振动、润滑、寿命等)。目前我国除参考ISO
标准以外,部分项目还执行自建的国家和行业标准。

———关于齿轮的润滑:润滑作为齿轮设计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标准除引用了一些相关标准外,还对

润滑状态、润滑作用、润滑油品、润滑系统等方面做出了必要的说明。
———关于磨齿和磨齿损伤:磨齿是齿轮机加工过程中最重要的工序,而磨齿损伤(烧伤和裂纹)可能

伴随而来,本标准从检测、规避和补救等方面做出了必要的说明。
———关于齿轮的表面处理:适宜的轮齿表面处理工艺有助于提高齿轮抗疲劳能力,本标准重点对喷

丸工艺做出了必要的说明。
提醒本标准的使用者注意:
———齿轮的抗疲劳制造技术处于不断的发展中,例如,新的热处理工艺开始在齿轮制造方面得到应

用,包括高温真空渗碳、双频感应加热、激光表面强化、离子束表面强化等。这些新工艺今后完

全可能形成新的标准或规范。
———在齿轮的抗疲劳制造中人的因素必不可少。以齿轮设计为例:这是齿轮制造的基础,是齿轮产

品验收的依据,其工作连接着客户需求和制造工艺,需要考虑的、兼顾的问题非常多,这就要求

设计者既了解规范,又应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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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齿轮抗疲劳制造通用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高精度齿轮抗疲劳制造重要环节的一般技术要求,主要包括设计(含润滑)、材料与热

处理、机加工、表面处理、检测与试验等方面。
本标准适用于以下条件的齿轮,其他的金属齿轮产品亦可参考使用:
———模数:1mm~40mm;
———直径范围:20mm~2000mm;
———齿部精度:不低于6级[GB/T10095(所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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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699 优质碳素结构钢

GB/T2821 齿轮几何要素代号

GB/T3077 合金结构钢

GB/T3141 工业液体润滑剂 ISO黏度分类

GB/T3374(所有部分) 齿轮 术语和定义

GB/T3480 渐开线圆柱齿轮承载能力计算方法

GB/T3480.1 直齿轮和斜齿轮承载能力计算 第1部分:基本原理、概述及通用影响系数

GB/T3480.5 直齿轮和斜齿轮承载能力计算 第5部分:材料的强度和质量

GB/T3480.6 直齿轮和斜齿轮承载能力计算 第6部分:变载荷条件下的使用寿命计算

GB/T3481 齿轮轮齿磨损和损伤术语

GB5903 工业闭式齿轮油

GB/T6394 金属平均晶粒度测定方法

GB/T6402 钢锻件超声检测方法

GB/T6404(所有部分) 齿轮装置的验收规范

GB/Z6413(所有部分) 圆柱齿轮、锥齿轮和准双曲面齿轮 胶合承载能力计算方法

GB/T7232 金属热处理工艺 术语

GB/T7631.7 润滑剂和有关产品(L类)的分类 第7部分:C组(齿轮)

GB/T8121 热处理工艺材料 术语

GB/T10062(所有部分) 锥齿轮承载能力计算方法

GB/T10063 通用机械渐开线圆柱齿轮 承载能力简化计算方法

GB/T10087 圆柱蜗杆基本齿廓

GB/T10089 圆柱蜗杆、蜗轮精度

GB/T10095(所有部分) 圆柱齿轮 精度制

GB/T10096 齿条精度

GB11120 涡轮机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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