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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根据国家技术监督局标发〔１９９６〕３２号文件《摩擦学名词术语》国家标准制定计划制定。
本标准的目的是规范我国摩擦学基本术语及其对应的英文，协调、统一各术语所指称的概念，并与

世界发达国家的标准或习惯用法一致，以适应我国与国外愈来愈广泛的摩擦学学术交流和国内普及，满

足摩擦学研究和应用迅速发展的需要。
本 标准吸纳了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ＡＳＴＭ）有关术语标准中的词条，也吸

纳了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ＯＥＣＤ）早期编纂的《摩擦学术语和定义汇编》中的部分词条。
本标准注重摩擦学术语的发展和演变，尽量从与摩擦学有关的近期出版物中确立新术语和更新某

些老术语的定义。
本标准除第一章“范围”外，术语内容共分 １０章，包含了固体表面及其接触、摩擦、磨损、冲蚀、润滑、

润滑剂、摩擦学材料及摩擦学试验方面的术语 ８４２条。
摩擦学属边缘学科，涉及面非常广，且发展迅速，作为第一次制定的该学科术语国家标准会有不完

善的地方，计划在试行一段时间后再进行修订。
本标准的附录 Ａ、附录 Ｂ、附录 Ｃ均为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科学院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董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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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本标准确定了摩擦学常用术语及其定义或定义性说明。
本标准适用于摩擦学及其相关领域的技术标准、技术文件、教材、书刊的编写和翻译，以及摩擦学科

研、应用、教学和学术交流。

 基本术语 ┃┇━┉┇│┈

 摩擦学 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
关于作相对运动的相互作用表面的科学和技术，包括摩擦、润滑、磨损和冲蚀。
注：摩擦学在我国台湾省称为“磨润学”。

 摩擦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外摩擦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抵抗两物体接触表面在外力作用下发生切向相对运动的现象。

 润滑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在摩擦表面之间加入某种物质以减少其摩擦和磨损的措施。

 磨损 ｗｅａｒ；磨耗 ａｔｔｒｉｔｉｏｎ（不赞成）
固体表面和其接触的物体作相对运动时，该固体接触表面的物质不断损失、产生残余变形或其他

损伤。
 冲［侵］蚀 ｅｒｏｓｉｏｎ；冲［侵］蚀磨损 ｅｒｏｓｉｖｅｗｅａｒ

固体表面因与流体、多元流体（即流体中含有固体粒子或液滴）、液滴或固体颗粒之间的机械相互

作用而造成该表面材料不断损失或其他损伤。
 摩擦物理学 ｔｒｉｂ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研究相对运动物体接触表面间力的相互作用与固体表面、界面物理现象间关系的科学与技术。
 摩擦化学 ｔｒｉｂ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研究在机械能（摩擦或冲击）作用下，物质发生的化学和物理化学变化的科学与技术。
 摩擦力学 ｔｒｉｂ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研究摩擦过程中相对运动接触表面力的相互作用在固体表面、界面发生的微观、亚微观过程的科

学与技术。
 金属摩擦学 ｍｅｔａｌ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

研究作相对运动的相互作用金属表面的科学和技术。
 陶瓷摩擦学 ｃｅｒａｍｉｃ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

研究作相对运动的陶瓷表面及其对摩面相互作用的科学和技术。
 塑料摩擦学 ｐｌａｓｔｉｃ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

研究作相对运动的塑料表面及其对摩面相互作用的科学与技术。
 生物摩擦学 ｂｉｏ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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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作相对运动相互作用的生物体（如人体关节或人工关节）表面的科学与技术。
 微观摩擦学 ｍｉｃｒｏ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

在超微载荷（ｎＮ级），极小接触面积和分子级润滑膜条件下，从原子、分子或纳米级尺度研究两

个相对运动表面之间相互作用的科学与技术。其目标是实现零磨损。
 纳米摩擦学 ｎａｎｏ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

研究纳米结构表面或纳米晶粒材料表面作相对运动相互作用的科学与技术。其研究对象、研究方

法、研究目标和微观摩擦学相同。参见微观摩擦学。
 分子摩擦学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

从分子尺度和分子特性研究两个相对运动表面之间相互作用的科学与技术，其研究对象、研究方

法、研究目标和微观摩擦学相同。参见微观摩擦学。
 系统摩擦学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

用系统的观点研究、处理摩擦学中的问题，即认为材料摩擦学性能不是材料固有的特性，而是整

个系统（包含各种影响因素）的特性。
 摩擦学设计 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ｄｅｓｉｇｎ

在机械设计中，利用摩擦学知识和已知数据，系统分析所有因素，从而对零件选材、结构尺寸、加

工工艺、润滑条件、工况监控等进行优化设计，使摩擦学系统达到最小能耗、最低维护费用和最长

使用寿命的设计方法。

 固体表面及其接触 ┈┄━┈┊┇┈┃┉┇┄┃┉┉

 初生表面 ｎａｓｃｅｎｔｓｕｒｆａｃｅ；未污染表面 ｖｉｒｇｉｎｓｕｒｆａｃｅ
完全无污染的表面，例如在理想真空中断裂的表面。

 净化表面 ｄｅｎｕｄ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
用最有效方法（如真空蒸发、离子轰击等）清洁的表面。

 次表面 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
固体表面之下紧靠表面的部分，但无明确尺寸界定。

 重叠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ｍｕｔｕａｌｏｖｅｒｌａｐ
两摩擦物体较小的摩擦表面面积对较大的摩擦表面面积的比。

 表面轮廓 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ｒｏｆｉｌｅ
在表面几何形貌测量中，用垂直于表面的平面与被测表面相交所得的曲线。

 表面形貌 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表面织构 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ｘｔｕｒｅ
固体表面的微观几何形状。尤其与沿垂直高度的微观变量有关。

 （表面）粗糙度 （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固体表面上较小间距由峰谷所组成的表面微观几何形状特征的量度，其大小一般由加工方法和其

他因素决定。
 原始表面织构 ｐｒｉｍａｒｙｔｅｘｔｕｒｅ

切削加工中，加工工具正常作用在表面形成的微观几何形状。
 表面波纹度 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ｖｉｎｅｓｓ

切削加工中，主要由于机床—夹具—刀具—工件系统的振动而在零件表面上形成的有一定周期性

的高低起伏。
 次生表面织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ｔｅｘｔｕｒｅ

由原始表面织构复制或产生出来的表面织构，如经过毛化的轧辊压延出来的钢材表面织构。
 表面光洁度 ｓｕｒｆａｃｅｆｉｎｉｓｈ

表面粗糙度的另一种表述法。由于光洁度是从人的视觉角度而言，而粗糙度是从几何误差而言，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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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后者更具客观性。
 微凸体 ａｓｐｅｒｉｔｉｅｓ

表面上微小的不规则凸起。
 微凸体曲率半径 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ｏｆａｓｐｅｒｉｔｙ

微凸体顶部的曲率半径。
 基准面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ｕｒｆａｃｅ

用以评定表面粗糙度参数的给定表面。它具有几何表面（理想表面）的形状，其方位和实际表面在

空间总的走向一致，并可由数学方法（如最小二乘法）确定。
 基准线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ｌｉｎｅ

用于评定表面粗糙度参数给定的线。
注：该线不一定在基准面上。

 取样长度 爧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ｌｅｎｇｔｈ爧
测量表面粗糙度特征时所规定的一段基准线长度，其值按粗糙度高度或粗糙度级别选取。

 轮廓偏距 牁 ｐｒｏｆｉｌｅ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牁
表面轮廓线上的点与基准线之间的距离。

 轮廓最小二乘中线 牔 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ｍｅａｎ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牔
在粗糙度测量中，划分轮廓的基准线。在取样长度内使轮廓线上各点与该线偏距的平方和为最

小。
注：简称中线。

 轮廓算术平均中线 ｃｅｎｔｒｅ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ａｌｍｅａｎ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
在粗糙度测量中，在取样长度内与轮廓走向一致的基准线，由该线划分轮廓使上下两边的面积相

等。
注：算术平均中线近似于最小二乘中线。

 轮廓峰顶线 ｌｉｎｅｏｆｐｒｏｆｉｌｅｐｅａｋｓ
在取样长度内，通过轮廓最高点并平行于基准线的直线。

 轮廓谷底线 ｌｉｎｅｏｆｐｒｏｆｉｌｅｖａｌｌｅｙｓ
在取样长度内，通过轮廓最低点并平行于基准线的直线。

 轮廓峰高 牁ｐ ｐｒｏｆｉｌｅｐｅａｋｈｅｉｇｈｔ牁ｐ

中线至轮廓峰最高点之间的距离。
 轮廓谷深 牁ｖ ｐｒｏｆｉｌｅｖａｌｌｅｙｄｅｐｔｈ牁ｖ

中线至轮廓谷最低点之间的距离。
 轮廓最大高度 爲ｙ ｍａｘｉｍｕｍｐｅａｋｔｏｖａｌｌｅｙｈｅｉｇｈｔ爲ｙ

在取样长度内，轮廓峰顶线和轮廓谷底线之间的距离。
 微观不平度十点高度 爲ｚ ｔｅｎｐｏｉ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ｉｅｓ爲ｚ

在取样长度内，轮廓的五个最大峰高和五个最大谷深平均值之和。

爲ｚ＝ １
５ ∑

５

牏＝１
牁ｐ牏＋ ∑

５

牏＝１
牁槏 槕ｖ牏

式中：牁ｐ牏——第 牏个最大轮廓峰高；
牁ｖ牏——第 牏个最大轮廓谷深。

 轮廓算术平均偏差 爲ａ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ｍｅａｎ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爲ａ

在取样长度（爧）内，轮廓偏距（牁）绝对值的算术平均值。

爲ａ＝ １
爧∫

１

０
燏牁（牨）燏ｄ牨

近似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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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ａ＝ １
牕∑

牕

牏＝１
燏牁牏燏

式中：牕——测量次数。
 轮廓均方根偏差 爲ｑ ｒｏｏｔ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爲ｑ

在取样长度（爧）内，轮廓偏距（牁）的均方根值。

爲ｑ＝ １
爧∫

１

０
牁２［ ］（牨）ｄ牨

１
２

 轮廓支承长度 犣ｐ ｐｒｏｆｉｌ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ｌｅｎｇｔｈ犣ｐ
在取样长度内，一平行于中线的线与轮廓相截所得到的各段截线长度之和。

 轮廓支承长度率 牠ｐ ｐｒｏｆｉｌ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ｌｅｎｇｔｈｒａｔｉｏ牠ｐ
轮廓支承长度（犣ｐ）与取样长度（爧）之比。

牠ｐ＝
犣ｐ
爧

牠ｐ是对应于不同水平截距（爞）的值。

 轮廓支承长度率曲线 ｃｕｒｖ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ｌｅｎｇｔｈｒａｔｉｏ
表示轮廓支承长度率与轮廓水平截距之间相互关系的曲线。

 轮廓水平截距 爞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爞
轮廓峰顶线和平行于它并与轮廓相交的截线之间的距离，它可用微米或轮廓最大高度（爲ｙ）的百

分数表示。
 吸附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来自环境的外来原子、分子或离子由于物理或化学作用粘附于固体表面上的现象。
 物理吸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分子或原子借助范德瓦尔斯力被吸附在固体表面。
 化学吸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分子或原子通过键合（类似化学反应）被吸附在固体表面。
 脱附；解吸 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与吸附作用相反的过程。
 机械活化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用机械方法使固体表面增加活性，从而促进化学反应。
 列宾捷尔效应 Ｒｅｈｂｉｎｄｅｒｅｆｆｅｃｔ

固体与表面活化剂相互作用使固体表面或近表面处的机械性能发生变化的现象。
 克雷默效应 Ｋｒａｍｅｒｅｆｆｅｃｔ

新变形或断裂表面释放出电子的现象。克雷默称这些电子为外激电子。
 罗素效应 Ｒｕｓｓｅｌｌｅｆｆｅｃｔ

初生表面暴露于水蒸汽和氧中形成过氧化氢的现象。
 表面膜 ｓｕｒｆａｃｅｆｉｌｍ

摩擦表面上形成的氧化膜、吸附膜或化学反应膜的总称。
 氧化膜 ｏｘｉｄｅｆｉｌｍ

金属表面与大气中的氧反应形成的薄膜。
 吸附膜 ａｄｓｏｒｂａｔｅｆｉｌｍ

固体表面因物理吸附或化学吸附而形成的表面膜。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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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染膜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ｆｉｌｍ
固体表面受环境污染而粘附的无序杂质。

 单分子层 ｍｏｎｏｌａｙｅｒ
厚度相当一个分子层的表面膜。

 贝氏层 Ｂｅｉｌｂｙｌａｙｅｒ
结晶固体经机械抛光时，在其表面上形成由非晶材料组成的变态层。
注：它是早期由乔治·贝比（ＧｅｏｒｇｅＢｅｉｌｂｙ）提出的一种推测，近期的研究证实这种层并不存在，因此这个词应

予以废弃而不再使用。

 变形层 ｄｅｆｏｒｍｅｄｌａｙｅｒ
表层之下由机械加工或摩擦等作用形成的应变强化层。分重变形层和轻变形层，总厚度可达几百

微米。
 膜强度 ｆｉｌｍ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表面膜抵抗微凸体刺入或变形破坏的能力。
 釉面 ｇｌａｚｅ

摩擦过程中（尤其在高温下）所形成的陶瓷质表面或其他硬而光滑的表面膜。
 釉化 ｇｌａｚｉｎｇ

形成釉面的效应和过程。
 接触面积 ａｒｅａｏｆｃｏｎｔａｃｔ

两固体接触表面之间的面积。可分为名义接触面积、轮廓接触面积和真实接触面积。参见各该条。
注：建议应用时说明是哪种面积。

 名义接触面积 爛ｎ ｎｏｍｉｎａｌａｒｅａｏｆｃｏｎｔａｃｔ爛ｎ；表观接触面积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ａｒｅａｏｆｃｏｎｔａｃｔ
两固体接触表面之间由接触边界确定的面积。

 轮廓接触面积 爛ｃ ｃｏｎｔｏｕｒａｒｅａｏｆｃｏｎｔａｃｔ爛ｃ

两固体接触表面波纹度峰顶被压平部分所形成面积的总和，真实接触面积处于轮廓接触面积范

围内。参见真实接触面积。
 真实接触面积 爛ｒ ｒｅａｌａｒｅａｏｆｃｏｎｔａｃｔ爛ｒ

两固体接触表面微凸体顶部被压平部分所形成面积的总和，即真实传递载荷的面积。
 相对接触面积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ａｃｔａｒｅａ

真实接触面积与名义接触面积之比。
 赫兹接触面积 爛ｈ Ｈｅｒｔｚｉａｎｃｏｎｔａｃｔａｒｅａ爛ｈ

按赫兹弹性变形方程计算两个非共形接触固体在载荷作用下的接触面积。
 接触点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ｐｏｔ

真实接触面积的单元，即两物体产生真正接触的点。
 静接触 ｓｔａｔｉｃｃｏｎｔａｃｔ

没有相对运动的两物体在法向载荷作用下的接触。
 弹性接触 ｅｌａｓｔｉｃｃｏｎｔａｃｔ

两固体表面的微凸体的真实接触区处于弹性变形状态。
 塑性接触 ｐｌａｓｔｉｃｃｏｎｔａｃｔ

两固体表面的微凸体的真实接触区处于塑性变形状态。
 弹塑性接触 ｅｌａｓｔ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ｃｏｎｔａｃｔ

两固体接触表面一部分处于弹性接触，而另一部分处于塑性接触的状态。
 接触角 ｃｏｎｔａｃｔａｎｇｌｅ

液滴表面切线与其所在固体表面之间的交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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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曲表面 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曲率中心位于界面同一侧的两接触表面。

 异曲表面 ｎｏ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ｏｒｍ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曲率中心位于界面两侧的两接触表面。

 接触电阻 ｃｏｎｔａｃｔ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两接触物体之间的电阻。它是集中电阻和表膜电阻之和。

 集中电阻 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电流集中通过两接触物体界面微小接触面积产生的电阻。

 表膜电阻 ｆｉｌ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两接触物体表面上的膜（如氧化膜或污染膜）产生的电阻。

 接触压力 ｃｏｎｔａｃ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固体接触表面变形区所承受的压力。

 名义压力 ｃｏｎｔｏｕ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名义接触面积上的压力。

 赫兹接触压力 Ｈｅｒｔｚｉａｎｃｏｎｔａｃ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按赫兹弹性变形方程计算的接触压力。

 接触应力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ｔｒｅｓｓ
固体接触表面和表面下所产生的应力。

 牵引应力 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
在滚动接触中通过界面传递的切向应力。

 残余应力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ｔｒｅｓｓ
卸除外作用以后固体内部残留的应力。
注：残余应力通常由机械加工、热处理和摩擦作用产生。

 应力集中 ｓｔｒｅｓ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摩擦副零件截面尺寸变化处或摩擦表面层宏观缺陷处出现的局部高应力。

 应力集中系数〔因子〕 ｓｔｒｅｓ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
局部高应力与平均应力的比值。

 牵引力 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ｆｏｒｃｅ
接触表面上切向应力的总和。

 名义单位载荷 ｎｏｍｉｎａｌｕｎｉｔｌｏａｄ
单位名义接触面积上的法向载荷。

 真实单位载荷 ｒｅａｌｕｎｉｔｌｏａｄ
单位真实接触面积上的法向载荷。

 表面温度 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摩擦表面的平均温度。

 闪温 ｆｌａｓ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两物体相对运动时，一些接触点上产生的局部瞬时最高温度。

 导热性 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反映材料摩擦热传导速率的性能。

 变形各向异性 ｄｅｆｏｒｍｅｄ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
固体由于摩擦变形在不同方向上产生不同的物理和力学性能的特性。

 机械特性梯度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摩擦副材料机械特性（如硬度、强度等）沿摩擦表面法线方向变化的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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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观切面 ｍｉｃｒｏｓｅｃｔｉｏｎ
垂直于被研究试样表面剖切的截面，作微观检验用。

 斜截面 ｔａｐ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与表面倾斜切开的截面，可使截面放大，作微观检验用。

 冶金相容性 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在冶金学中评定两固态金属互溶性的量度。

 最佳粗糙度 ｏｐｔｉｍｕｍ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保证摩擦副最有效的磨合和最大耐磨性，或最佳密封性的表面粗糙度。

 综合粗糙度 犲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ｌ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犲

摩擦副两表面轮廓均方根偏差（犲１，犲２）之平方和的平方根值，即 犲＝ 犲２
１＋犲槡 ２

２。
注：综合粗糙度常用于流体润滑计算中。

 摩擦 ┇┉┄┃

 摩擦副 ｒｕｂｂｉｎｇｐａｉｒ
接触表面作相对运动的两个物体组成的系统。

 摩擦面 ｔｒｉｂｏｓｕｒｆａｃｅ
和另外的表面处于运动状态接触或受到冲击或气穴作用的任何固体表面。

 摩擦组元 ｔｒｉｂｏｅｌｅｍｅｎｔ
构成滑动、滚动或与磨粒接触的两个或多个固体中的一个，或者受到冲击或气穴作用的物体。每个

摩擦组元可含一个或多个摩擦面。
注：相互接触的摩擦组元可以是直接接触也可以由润滑剂、氧化物或其他影响其摩擦学相互作用的膜隔开。

 摩擦系统 ｔｒｉｂｏｓｙｓｔｅｍ；摩擦学系统 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含有一个或多个摩擦组元并包括与摩擦学相关的所有机械、化学和环境因素的系统。参见摩擦组

元。
 对摩〔磨〕面 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ｍｕｔｕａｌｒｕｂｂｉｎｇ〔ｗｅａｒ〕

两物体相互摩擦的表面互为对摩面。
 最佳摩擦副 ｏｐｔｉｍｕｍｒｕｂｂｉｎｇｐａｉｒ

保证零件在给定条件下具有最佳摩擦学特性的摩擦配偶。
 滑动 ｓｌｉｄｉｎｇ

摩擦副接触面上两表面速度的大小和（或）方向不同的相对切向运动。
 宏观滑动 ｍａｃｒｏｓｌｉｐ；全面滑动 ｏｖｅｒａｌｌ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ｌｉｐ

相互接触表面的所有点在平行于界面的方向相对另一表面运动。
 预位移 ｅｌａｓｔｉｃ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两接触物体受力产生滑动或滚动前的微观弹性位移。
 微观滑动 ｍｉｃｒｏｓｌｉｐ；蠕〔潜〕滑 ｃｒｅｅｐ

ａ）摩擦副界面接触区内局部发生的微小相对切向位移，这时接触区界面的其余部分仍相对静

止。
ｂ）在铁路工程中，蠕滑指车辆前进速度（爼）与车辆圆周速度（牜犽）之差，它由轮轨接触处变形产

生，蠕滑是传递切向牵引力不可缺少的。
 滚动 ｒｏｌｌｉｎｇ

摩擦副接触面上两表面速度的大小和方向至少有一点相同的相对运动。
 滑滚运动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ｓｌｉｄｉｎｇａｎｄｒｏｌｌｉｎｇ

物体接触面同时发生滑动和滚动的相对运动。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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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旋 ｓｐｉｎ
两接触物体环绕其接触表面法线的相对运动。

 往复滑动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ｔｉｎｇｓｌｉｄｉｎｇ
周期性改变方向并平行于界面的滑动。

 微动 ｆｒｅｔｔｉｎｇ
两固体接触表面之间的微小距离的往复切向运动。
注

１ 微动仅指一种运动而不涉及磨损或其他损伤；

２ ｆｒｅｔｔｉｎｇ这个词以前常表示微动磨损、微动腐蚀等由微动引起的损伤，因易引起含混，故不推荐这种用法。

 微动振幅 ｆｒｅｔｔｉｎｇ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微动往复运动的单程距离。

 微动频率 ｆｒｅｔｔｉｎｇ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每秒钟微动循环的次数。

 滑动速度 ｓｌｉｄｉｎｇ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两表面滑动时接触点的速度差。

 滚动速度 ｒｏｌｌｉｎｇ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滚动物体的圆周速度。

 滑动率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ｌｉｄｉｎｇ
两相对运动固体表面速度代数差对其代数和之比。

 蠕〔潜〕滑率 ｃｒｅｅｐｒａｔｉｏ
蠕滑速度对滚动速度之比，常用百分数表示。

 滑滚率 ｓｌｉｄｉｎｇｒｏｌｌｉｎｇｒａｔｉｏ
滑动速度对滚动圆周速度之比。

 ＰＶ值（压力速度值） ＰＶｆａｃｔｏｒ
摩擦副间的压力（Ｐａ）和表面速度（ｍ燉ｓ）之乘积。

 ＰＶ极限（压力速度极限） ＰＶｌｉｍｉｔ
摩擦副间允许使用的最大 ＰＶ值。
注：ＰＶ极限常用于评价非流体润滑轴承性能。

 滑动摩擦 ｓｌｉｄｉｎｇ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两物体接触面滑动或有滑动趋势时的摩擦。

 滚动摩擦 ｒｏｌｌｉｎｇ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两物体接触面滚动或有滚动趋势时的摩擦。

 滑滚摩擦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ｓｌｉｄｉｎｇａｎｄｒｏｌｌｉｎｇ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两物体接触面同时具有滑动和滚动时的摩擦。

 自旋摩擦 ｓｐｉｎ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两接触物体环绕其接触表面的法线相对旋转时的摩擦。

 静摩擦 ｓｔａｔｉｃ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两物体接触面受切向外力作用产生预位移但尚未发生宏观相对运动时的摩擦。

 极限〔最大〕静摩擦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ｍａｘｉｍｕｍ〕ｓｔａｔｉｃ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相对运动开始前瞬间的静摩擦。

 动摩擦 ｄｙｎａｍｉｃ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相对运动两表面之间的摩擦。

 内摩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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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物体内各部分相对位移产生的摩擦。
 润滑摩擦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两固体的摩擦表面之间有任何润滑剂存在的摩擦。
 流体摩擦 ｆｌｕｉｄ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由流体的粘性阻力或流变阻力引起的摩擦。
 边界摩擦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具有无体积特性的流体层隔开的两固体相对运动时的摩擦，即边界润滑状态的摩擦。
 混合摩擦 ｍｉｘｅｄ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流体摩擦和边界摩擦（或干摩擦）或边界摩擦和干摩擦同时发生的摩擦。
 干摩擦 ｄｒ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在完全不存在其他介质的清洁表面间的摩擦。常用于表示名义上无润滑的摩擦。
 无润滑摩擦 ｕｎ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未加润滑剂，但又不一定处在完全干燥情况下的摩擦。
注：实际中干摩擦和无润滑摩擦常混用，均表示未加润滑剂的摩擦。

 库伦摩擦 Ｃｏｕｌｏｍｂ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摩擦力正比于法向载荷的摩擦。参见阿蒙顿定律、库伦定律。

 摩擦力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ｅ
相互接触的两物体当一个相对于另一个切向相对运动或有相对运动趋势时，在接触面上发生的

阻碍该两物体相对运动的切向力。
 静摩擦力 ｓｔａｔｉｃ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ｅ

相互接触的两物体在外力作用下，接触面上产生相对运动的趋势，但尚未发生相对运动时的摩擦

力。
 最大〔极限〕静摩擦力 ｍａｘｉｍｕｍ〔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ｃ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ｅ

相互接触的两物体在外力作用下相对运动开始前瞬间的摩擦力。
 动摩擦力 ｄｙｎａｍｉｃ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ｅ

两物体相对运动时的摩擦力。
 摩擦力分子分力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ｅ

物体表面接近并相对运动时分子或原子相互作用引起的摩擦力。
 摩擦力机械分力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ｅ

摩擦副由于表面粗糙点的相互啮合和表面层变形引起的摩擦力。
 摩擦系数 犨，（牊）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ｆｒｉｃｔｉｏｎ犨，（牊）；动摩擦因数 犨，（牊） ｄｙｎａｍｉｃ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犨，

（牊）
滑动物体的摩擦力（爡）与法向力（爫）之比，即

犨＝ 爡
爫

 静摩擦系数 犨ｓ，（牊ｓ） ｓｔａｔｉｃ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ｆｒｉｃｔｉｏｎ犨ｓ，（牊ｓ）；静摩擦因数 犨ｓ，（牊ｓ） ｓｔａｔｉｃ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犨ｓ，（牊ｓ）
静止物体的摩擦力与法向力的最大比值。

 滚动摩擦系数 犨ｒ，（牊ｒ） ｒｏｌｌｉｎｇ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犨ｒ，（牊ｒ）
滚动摩擦因数 犨ｒ，（牊ｒ） ｒｏｌｌｉｎｇ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犨ｒ，（牊ｒ）
滚动物体的驱动力距（爩）与法向力（爫）之比，即

犨ｒ＝ 爩
爫 ＝ 爡爲

爫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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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爡——通过滚动中心的驱动力；
爲——滚动体的半径。

注

１ 滚动摩擦系数有长度量纲；

２ 式中的 爩 亦称为滚动摩擦力矩。

 制动静摩擦系数 ｓｔａｔｉｃ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ｂｒａｋｉｎｇ
摩擦副制动时相对滑动速度达到零值瞬间的摩擦系数。

 粘着系数（１）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１）
分开两粘着表面所需之法向力与使其接触而发生粘着所施加的法向力之比。

 粘着系数（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２）；牵引力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在铁路工程中，粘着系数定义为粘着力（或称牵引力）和法向载荷的比值。

 摩擦角 ａｎｇｌｅｏｆ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固体放在一个可以逐渐增大倾角的平面上，当倾角的正切大于最大静摩擦系数时，固体将向下滑

动，将开始滑动时的倾角称为摩擦角，即

牊ｍａｘ＝ ｔｇ犼
式中：犼——摩擦角；

牊ｍａｘ——最大静摩擦系数。
注：当倾角小于或等于摩擦角时，物体将保持静止，这一现象称为“自锁”。

 摩擦锥 ｃｏｎｅｏｆ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以物体支承面法线为对称轴，半顶角为摩擦角的锥面。
注：只要力的作用线在摩擦锥内，物体将保持静止，这一现象称为“自锁”。

 摩擦传动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ｄｒｉｖｅ
利用物体间的摩擦力来传递运动或功，如摩擦轮、离合器、皮带轮等的功能均属摩擦传动。

 阿蒙顿定律 Ａｍｏｎｔｏｎｓ′ｌａｗｓ
１６９９年阿蒙顿提出的两摩擦定律：
ａ）摩擦力与法向力成正比；
ｂ）摩擦力与两物体接触面积的大小无关，即

爡＝ 牊爫
式中：爡——摩擦力；

爫——法向力；
牊——摩擦系数。

 库伦定律 Ｃｏｕｌｏｍｂ′ｓｌａｗｓ
即阿蒙顿定律。
注

１ １７８１年库轮证实阿蒙顿定律并指出：动摩擦明显低于静摩擦，且动摩擦几乎与相对运动速度无关。有时把此

原理当作摩擦第三定律。

２ 阿蒙顿定律有时称为阿蒙顿库伦定律。

 莫林定律 Ｍｏｒｉｎ′ｓｌａｗｓ
即阿蒙顿定律。
注：１８３３年莫林再次证明库伦定律。

 减摩性 ａｎｔｉ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材料在摩擦过程中保持低摩擦系数的性能。

 摩擦自锁 ｓｔｉｃｔｉｏｎ
摩擦阻力足以防止宏观滑动的状态。参见摩擦角、摩擦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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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擦颤动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张弛振动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摩擦系统的摩擦系数随相对运动速度增大而减小时引起的颤动。

 粘滑 ｓｔｉｃｋｓｌｉｐ
摩擦副在滑动时，其摩擦力和相对速度循环波动的现象，它通常与摩擦系统的弹性和滑动开始或

滑动速度增加时摩擦系数减少引起的张弛振动有关。
 摩擦热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ｈｅａｔ

摩擦过程产生的热。
 摩擦热脉冲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ｍｐｕｌｓｅ

非稳定摩擦的摩擦装置（如制动器、离合器等）工作时的热振荡。
 摩擦升华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ｕｂｌｉｍａｔｉｏｎ

材料表面因摩擦由固态直接转变为气态的现象。
 摩擦裂解 ｔｒｉｂｏｃｒａｃｋｉｎｇ

高沸点石油产品受摩擦热作用的分解过程。
 摩擦聚合物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ｐｏｌｙｍｅｒ

摩擦使介质发生聚合反应生成的有机沉积物。
 摩擦噪声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ｎｏｉｓｅ

摩擦副相互作用时，摩擦振动引起的噪声。
 颤振 ｔｒｅｍｏｒ

摩擦副在工作过程中产生振动和噪声的现象。
 摩擦功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

摩擦力与其同向相对运动位移的乘积。
 摩擦功率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ｗｅｒ

摩擦力与其同向相对运动速度的乘积。
 摩擦力矩 爩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ｍｅｎｔ爩；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ｔｏｒｑｕｅ

ａ）在转动摩擦体中，转动体外径的摩擦力与其半径的乘积。
ｂ）在摩擦离合器和制动器中，由摩擦力产生的力矩（爩），以下式表示：

爩 ＝ 牊牘爛１牂爲ｅ

式中：牊——摩擦系数；
牘——接触压力；
爛１——一个摩擦面的接触面积；

牂——摩擦面数；
爲ｅ——有效半径。

 摩擦矩稳定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ｍｅｎｔ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摩擦副的平均摩擦力矩对最大摩擦力矩之比。

 摩擦矩波动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ｍｅｎｔ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摩擦副的最小摩擦力矩对最大摩擦力矩之比。

 制动效率 ｂｒａｋ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制动力与作用力之比。

 制动效率损失 ｌｏｓｓｏｆｂｒａｋ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制动摩擦副使用过程中受热引起摩擦系数下降所造成的效率损失。

 制动率 ｂｒａｋｉｎｇｒａｔｉｏ
制动减速度与重力加速度之比。

 制动容量 ｂｒａｋ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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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器的制动力、吸收能量、吸收功率等的许用极限。
 摩擦相容性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配副材料在摩擦磨损过程中抵抗粘着的性能。摩擦相容性好，则抗粘着性能好，反之亦然。
 （摩擦）工况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ｄｕｔｙ

摩擦副相对运动时的载荷、速度、环境温度、介质等工作参数。

 磨损和冲蚀 ┌┇┃┇┄┈┄┃

 正常磨损 ｎｏｒｍａｌｗｅａｒ
摩擦副在设计允许范围内的磨损。

 轻微磨损 ｍｉｌｄｗｅａｒ
以极细小的磨屑为特征且磨损率很低的磨损。
注

１这是一个不确切的术语，没有反映磨损的本质，只是与严重磨损比较而言。

２金属摩擦副产生轻微磨损，其磨屑通常主要由氧化物组成。

 严重磨损 ｓｅｖｅｒｅｗｅａｒ
以较大的碎片或颗粒状磨屑为特征且磨损率很高的磨损。
注

１ 这是一个不确切的术语，没有反映磨损的本质，只是与轻微磨损比较而言。

２ 对于金属来说，严重磨损的磨屑通常以金属为主。

 破坏性磨损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ｗｅａｒ；毁坏性磨损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ｉｃｗｅａｒ
摩擦表面急速破坏或形状改变和噪声、振动增加，致使零件寿命显著缩短或失效的磨损。

 干磨损 ｄｒｙｗｅａｒ
名义上无润滑的摩擦副的磨损。

 机械磨损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ｗｅａｒ
由于滑动、滚动或重复冲击的机械作用而产生的磨损。

 机械化学磨损 ｍｅｃｈａｎ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ｗｅａｒ
机械和化学两因素都起主导作用的磨损，通常是两因素互相促进。

 氧化磨损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ｗｅａｒ
摩擦表面与氧或氧化介质相互作用形成氧化膜，磨损仅发生在氧化膜内或氧化膜不断被磨掉又不

断形成的一种磨损过程。
注：氧化磨损通常属轻微磨损，但当在强氧化介质中摩擦时，可能因腐蚀作用而发生严重磨损。

 腐蚀磨损，磨蚀 ｃｏｒｒｏｓｉｖｅｗｅａｒ；化学磨损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ｗｅａｒ
材料与环境的化学或电化学反应起重要作用的磨损。
注：腐蚀磨损一般是机械和化学交互作用加速磨损过程。

 磨料磨损 ａｂｒａｓｉｖｅｗｅａｒ
由硬颗粒或硬突体对固体表面挤压和沿表面运动而造成的磨损。

 两体（磨料）磨损 ｔｗｏｂｏｄｙｗｅａｒ〔ａｂｒａｓｉｏｎ〕
一种磨料磨损型式，其磨粒仅与一个表面相互作用而对该表面产生磨损。

 三体（磨料）磨损 ｔｈｒｅｅｂｏｄｙｗｅａｒ〔ａｂｒａｓｉｏｎ〕
一种磨料磨损型式，当在摩擦副之间存在一定量的硬质颗粒（磨粒）时，磨粒同时与摩擦副两表面

相互作用而产生磨损。
 固定磨料磨损 ｆｉｘｅｄａｂｒａｓｉｖｅｗｅａｒ

一种磨料磨损型式，其磨料为相对固定的硬颗粒或硬突体，它们主要与固体表面相对滑动而对其

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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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散磨料磨损 ｌｏｏｓｅａｂｒａｓｉｖｅｗｅａｒ
一种磨料磨损型式，其磨料为松散的、或彼此联结强度很差的硬颗粒，它们与固体表面相对滚动

兼滑动而对其磨损。
 腐蚀磨料磨损 ａｂｒａｓｉｏｎ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磨料磨损和腐蚀协同作用过程，这时两者交互作用，从而加速表面损伤。
 磨粒 ａｂｒａｓｉｖ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在磨料磨损中起磨料作用的硬颗粒。
 磨粒性 ａｂｒａｓｉｖｉｔｙ

材料或物质所能造成磨料磨损的能力。
 粘（ｚｈāｎ）着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两固体摩擦时，由于接触表面间分子力的作用或原子间的键合使其产生局部固态连接（冷焊）的

现象。
注：在铁路工程中，粘着常常表示轮轨间传递动力时产生的蠕滑现象，类似摩擦。

 粘着力 ａｄｈｅｓｉｖｅｆｏｒｃｅ
两固体摩擦时接触表面间因粘着产生的连接力。
注：在铁路工程中，将轮轨接触区的切向牵引力称为“粘着力”。

 粘着连接强度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分开相互粘着接触表面单位面积所需法向力的大小。

 粘着磨损 ａｄｈｅｓｉｖｅｗｅａｒ
由于粘着作用使材料由一表面转移至另一表面或脱落所引起的磨损。

 疲劳磨损 ｆａｔｉｇｕｅｗｅａｒ
固体表面因材料疲劳断裂而引起的磨损。

 滚动接触疲劳 ｒｏｌｌｉｎｇｃｏｎｔａｃｔｆａｔｉｇｕｅ
受到重复滚动接触载荷的摩擦组元，因表面或次表面疲劳裂纹萌生和扩展，最终积累而使表面出

现片状剥落形成小坑的损伤过程。
 滚动磨损 ｒｏｌｌｉｎｇｗｅａｒ

两固体接触表面之间因相对滚动造成的磨损。参见滚动。
注：滚动磨损不是滚动接触疲劳的同义词，后者可认为是滚动磨损的一种形式。

 滑动磨损 ｓｌｉｄｉｎｇｗｅａｒ
两固体接触表面之间因相对滑动造成的磨损。参见滑动。

 扩散磨损 ｄｉｆｆｕｓｉｖｅｗｅａｒ
相对运动两接触表面由于物质扩散而引起的磨损。

 原子磨损 ａｔｏｍｉｃｗｅａｒ
两相对运动的接触表面受温度、应力、电磁作用、成分梯度等影响，一些原子从一表面移栖至另一

表面的磨损。
 热磨损 ｔｈｅｒｍａｌｗｅａｒ

摩擦副材料在滑动或滚动过程中由于受热软化、熔化或蒸发而造成的磨损。
注：高温时原子从一固体析出扩散至另一固体所造成的磨损有时亦称为热磨损。

 氢磨损；氢致磨损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ｗｅａｒ
含氢金属材料在摩擦过程中，氢向表层偏析，或金属摩擦表面从环境中和摩擦化学反应中吸收的

氢在表面层中扩散，使表层出现大量裂纹源，进而形成细小而分散的粉末状磨屑的过程。
 锤击磨损 ｐｅｅｎｉｎｇｗｅａｒ；冷硬化磨损 ｃｏｌｄｈａｒｄｅｎｉｎｇｗｅａｒ

固体表面极小面积上受反复冲击而使材料脱落所造成的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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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击磨损 ｉｍｐａｃｔｗｅａｒ
两固体表面之间因反复垂直相对运动而相互碰撞所产生的磨损。

 微动磨损 ｆｒｅｔｔｉｎｇｗｅａｒ
由微动作用使摩擦副表面产生的磨损。参见微动。
注：微动磨损过程中包含粘着、磨料、氧化、疲劳等磨损机制，因此是一种复合磨损类型。

 微动腐蚀 ｆｒｅｔｔｉｎｇ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微动在腐蚀环境中发生，腐蚀起重要作用的微动磨损。

 微动疲劳 ｆｒｅｔｔｉｎｇｆａｔｉｇｕｅ
微动作用导致表面萌生裂纹，使承受交变应力的部件疲劳强度降低或断裂。
注

１ 微动疲劳的后果是疲劳强度降低或断裂，但其裂纹起源于微动作用，因而是微动磨损效应或微动和疲劳应力

联合作用的结果；

２ 微动磨损和疲劳应力可同时作用于零件，也可能零件先受微动作用后受疲劳应力；

３ 微动疲劳裂纹萌生时可能伴有表面材料流失，但危害处于次要地位。

 微动损伤 ｆｒｅｔｔｉｎｇｄａｍａｇｅ
微动磨损、微动腐蚀、微动疲劳等因微动作用造成的材料破坏，统称为微动损伤。

 布氏压痕 ｂｒｉｎｅｌｌｉｎｇ
固体表面，尤其是滚动轴承表面由静止或冲击过载荷造成的以一个或多个塑性凹坑为特征的损

伤。参见伪布氏压痕。
 伪布氏压痕 ｆａｌｓｅｂｒｉｎｅｌｌｉｎｇ

固体轴承表面出现类似于布氏压痕的损伤，但该压痕不是因过负载导致的塑性变形造成，而是其

他原因如微动腐蚀等所致。参见布氏压痕。
 划伤 ｓｃｒａｔｃｈｉｎｇ

由相对滑动对磨面的微凸体和（或）磨粒作用使表面材料脱落或迁移。
 刮伤 ｓｃｏｒｉｎｇ

在摩擦表面滑动方向上形成广泛的沟槽和划痕的严重磨损形式。
 咬合；咬伤 ｇａｌｌｉｎｇ

滑动固体表面局部出现肉眼可见的变粗糙和凸起的损伤，这种损伤常伴随有塑性流动或（和）材

料转移。
注：出现咬合的接触压力通常须超过某一门槛值，咬合可能是出现咬死或失效的先兆，但对咬合的辨认带有一

定主观性，即使专家中也无统一标准。

 胶合；粘焊 ｓｃｕｆｆｉｎｇ
相对运动表面之间由于固相焊合，从较软表面撕下材料，产生面积较大、较深的破坏。

 咬死；咬卡 ｓｅｉｚｕｒｅ
摩擦表面产生严重粘着或转移，使相对运动停止或断续停止的现象。
注：产生咬死的根本原因是大面积粘着，但粘着能否造成咬死还与相对运动摩擦副的间隙和牵引力有关。

 塑性流动〔变形〕 ｐｌａｓｔｉｃｆｌｏｗ〔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在摩擦的机械应力作用下，表面所产生的不可逆变形。

 涂抹 ｓｍｅａｒｉｎｇ
转移或塑性流动的材料以薄层形式附着于摩擦表面上的现象。涂抹层一般为较软的材料，它可能

附着于摩擦副一表面或两表面上。
 犁削；犁沟 ｐｌｏｕｇｈｉｎｇ（ＡＥ：ｐｌｏｗｉｎｇ）

相对运动两表面的较软表面因塑性变形而形成沟槽的损伤。
 微切削 ｍｉｃｒｏｃｕｔ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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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料磨损中磨粒或对磨面的硬微凸体切削表面材料的过程。
 凿削 ｇｏｕｇｉｎｇ

硬磨粒或硬凸起从表面凿削下大颗粒材料，使表面形成较深但不连续的沟槽。
 （材料）转移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ｉｃｋｕｐ

摩擦副在滑动或滚动过程中，撕开摩擦面间因粘着形成的连接，使材料由一表面扯下而留在另一

表面上。
 选择性转移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在摩擦副材料和润滑剂适合的条件下（例如铜合金钢在不会使铜氧化的润滑剂中），摩擦时所产

生的一种其合金成份有选择性地转移的特殊金属转移效应。
注：选择性转移常伴随有摩擦系数降低和（或）磨损减少。

 结疤 ｓｃａｂｂｉｎｇ
摩擦表面因转移、焊着等原因所造成的局部隆起。

 积屑瘤 ｂｕｉｌｔｕｐｅｄｇｅ；刀瘤 ｋｎｉｆｅｋｎｏｂ
切削加工过程中，从被加工工件转移和堆积到刀具切削刃附近的材料所形成的楔状块。
注：现在有时泛指滚动、滑动和切削过程中，从一表面转移和堆积到另一表面的材料。

 点蚀 ｐｉｔｔｉｎｇ
因疲劳、局部粘着或气穴作用导致材料流失，在表面留下小凹坑的磨损形式。

 初始点蚀 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ｉｔｔｉｎｇ
滚动运转初期，因局部高应力区接触点疲劳所产生的点蚀。

 沟蚀 ｆｌｕｔｉｎｇ
有规律地产生凹坑而连成沟槽的一种点蚀形式。

 剥落 ｓｐａｌｌｉｎｇ
摩擦表面分离出鳞片状磨屑的磨损，这种磨损常出现于滚动轴承组元和齿轮的齿面，但也可发生

在受冲击表面。
 剥层；脱层 ｄｅｌ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摩擦过程中，摩擦面在循环应力作用下表层附近塑性不断积累，使其次表面萌生裂纹并平行于表

面扩展，最后裂纹折向表面使材料以薄片状脱落的磨损形式。
注：这是美国 Ｎ．Ｐ．Ｓｕｈ于 １９７３年提出的理论。

 焊着 ｗｅｌｄｉｎｇ；冷焊 ｃｏｌｄｗｅｌｄ
在摩擦学中，指直接接触的金属表面于任何温度下形成的键合。

 电点蚀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ｐｉｔｔｉｎｇ；电火花侵蚀 ｓｐａｒｋｅｒｏｓｉｏｎ
由于界面放电使金属脱落而形成凹坑或烧伤的现象。

 热疲劳 ｔｈｅｒｍａｌｆａｔｉｇｕｅ
由于热循环引起的应力所导致的疲劳破坏。

 疲劳裂纹 ｆａｔｉｇｕｅｃｒａｃｋ
摩擦表面受交变或脉动载荷或循环热应力作用而产生的裂纹。

 烧伤 ｂｕｒｎｉｎｇ；热斑 ｈｅａｔｓｐｏｔ
在氧化气氛中运转的滑动摩擦副表面因局部摩擦过热而产生热变质或氧化。

 冶金烧伤 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ｉｃａｌｂｕｒｎ
因摩擦温度过高引起接触表面层冶金组织改变。参见烧伤。

 起氧化皮 ｓｃａｌｌｉｎｇ
因摩擦发热使金属表面形成厚氧化物层。
注：起氧化皮与生锈不同，后者还包括形成氢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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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龟裂 ｃｒａｚｅｃｒａｃｋｉｎｇ；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因摩擦产生的加热、冷却循环而引起的不规则表面裂纹。

 加工硬化 ｗｏｒｋｈａｒｄｅｎｉｎｇ；冷作硬化 ｃｏｌｄｈａｒｄｅｎｉｎｇ
塑性变形使材料特性和状态（组织、残余应力特性等）改变而引起的表面硬化。

 磨合（１）；跑合（１） ｒｕｎｉｎ；ｂｒｅａｋｉｎ；ｗｅａｒｉｎ
新构成的摩擦副在运转初期的过渡阶段，这时其摩擦系数和（或）磨损率均具有暂态特征，而和该

摩擦学系统的长期表现不同。
 磨合（２）；跑合（２） ｒｕｎｉｎ；ｂｒｅａｋｉｎ；ｗｅａｒｉｎ

采用一组特殊的操作参数，对新构成的摩擦学系统进行初期运转，以便改善该系统的摩擦和磨损

特性。
注：跑合通常在低操作规范，即低摩擦功、低速和低载荷的固定条件下进行。

 磨合性 ｒｕｎｎｉｎｇ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摩擦副在摩擦初期改善接触表面特性，使其摩擦系数、磨损率和摩擦热减小的能力。

 顺应性；可变形性 ｄｅｆｏｒｍａｂｉｌｉｔｙ
轴承材料补偿对中误差或轴挠曲和顺应其他几何误差的能力。

 嵌藏性 ｅｍｂｅｄａｂｉｌｉｔｙ
摩擦副材料（常指轴承或轴瓦材料）嵌藏磨屑和其他外来颗粒以降低它们刮伤、划伤对磨面或磨

料磨损倾向的能力。
 起泡 ｂｌｉｓｔｅｒｉｎｇ

摩擦副（常指轴承合金）表层或镀层表面上呈现肉眼可见的凸起或气泡，或气泡破裂而呈现的表

面剥落。
 热析；发汗 ｓｗｅａｔｉｎｇ

高温引起摩擦副合金（最常见的是轴承合金）的低熔点成分或润滑剂渗出的现象。
 固体冲蚀 ｓｏｌｉｄｉｍｐ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ｅｒｏｓｉｏｎ；固体粒子冲蚀 ｓｏｌｉ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ｅｒｏｓｉｏｎ；硬粒子冲蚀 ｈａｒｄ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ｅｒｏｓｉｏｎ
固体表面因受到固体粒子连续冲击而使材料逐渐流失。

 液体冲蚀 ｌｉｑｕｉｄｉｍｐ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ｅｒｏｓｉｏｎ
固体表面因受到液滴或射流连续冲击而使材料逐渐流失。

 携带流体 ｃａｒｒｉｅｒｆｌｕｉｄ
运载固体粒子或液滴并给他们动量使其冲击固体表面的流体介质。

 攻击角 ａｎｇｌｅｏｆａｔｔａｃｋ
在冲蚀过程中，冲击液体或固体粒子的运动方向与被冲击表面切线之间的夹角。

 入射角 ａｎｇｌｅｏｆ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在冲蚀过程中，冲击液体或固体粒子的运动方向与被冲击表面法线之间的夹角。

 冲击角 ｉｍｐａｃｔａｎｇｌｅ
在冲蚀过程中，液体或固体粒子对表面冲击的角度。它既可指攻击角也可指入射角，因此易引起

混淆，使用时应具体说明或仅在不致引起混淆时使用。
 冲击速度 ｉｍｐａｃ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冲击的液体或固体粒子和被冲击的固体表面之间的相对速度。
注：为了完整地描述这种速度，除速度的数值外，还必须指明粒子相对固体表面运动的方向。也可采用如下术

语：

ａ）绝对冲击速度（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ｉｍｐａｃ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冲击速度的数值；

ｂ）法向冲击速度（ｎｏｒｍ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冲击速度在固体表面冲击点上的垂直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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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蚀率 ｅｒｏｓｉｏｎｒａｔｅ
单位冲蚀时间造成被冲蚀表面材料流失量。
注：冲蚀率一般由累计冲蚀—时间曲线上的斜率确定，因为这些线通常不是直线，故应指明从该曲线测得数值

的具体性质，如：平均冲蚀率、瞬时冲蚀率、区间冲蚀率、最终冲蚀率等。参见各该条。

 冲蚀率—时间曲线 ｅｒｏ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ｔｉｍｅｃｕｒｖｅ
瞬时冲蚀率对冲蚀时间的曲线，通常由累积冲蚀—时间曲线的数字或图解微分求得。参见冲蚀率

—时间模式。
 冲蚀率—时间模式 ｅｒｏ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ｔｉｍｅｐａｔｔｅｒｎ

按照构成冲蚀率—时间曲线的不同阶段的形状定性地描述冲蚀过程的模式。
注：在气穴或流体冲蚀中，典型的模式可由下列的“期”或“阶段”的某些或全部构成；孕育期；加速期；最大速率

期；减速期；最终期；偶尔还有破坏期。

 瞬时冲蚀率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ｅｒｏｓｉｏｎｒａｔｅ
在累积冲蚀—时间曲线的一特定点上切线的斜率。

 区间冲蚀率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ｅｒｏｓｉｏｎｒａｔｅ
在累积冲蚀—时间曲线上连接两个特定点连线的斜率。

 最大冲蚀率 ｍａｘｉｍｕｍｅｒｏｓｉｏｎｒａｔｅ
在气蚀或液体冲蚀试验中，出现的最大瞬时冲蚀率，出现这个最大值后冲蚀率逐渐减小。参见冲

蚀率—时间模式。
注：出现这种最大值是很多气蚀和液体冲蚀中的典型表现，在一些情况下，它以瞬时最大值出现，而在另一些情

况下，它作为稳态最大值保持一定时间。

 最终冲蚀率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ｅｒｏｓｉｏｎｒａｔｅ
在气蚀或液体冲蚀中，冲蚀率从最大值下降后，所达到（一般是渐近地）的最后稳态冲蚀率。

 累积冲蚀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ｏｓｉｏｎ
在气穴冲蚀或冲击冲蚀中，从材料的新精整表面开始受到气蚀或冲蚀至结束的整个时间内，固体

表面材料损失的总量。可用更具体的词表达材料损失量，如累积质量损失；累积体积损失或累积

平均冲蚀深度。参见累积冲蚀—时间曲线。
注：在未加说明时，累积冲蚀意味着在整个时间内冲蚀条件不变，而被冲蚀表面也未重新精整。

 累积冲蚀率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ｏｓｉｏｎｒａｔｅ；平均冲蚀率 ａｖｅｒａｇｅｅｒｏｓｉｏｎｒａｔｅ
在冲蚀试验中，某一指定点上的累积冲蚀量除以相应的冲蚀时间，即在累积冲蚀—时间曲线上从

原点到指定点的连线的斜率。
 累积冲蚀—时间曲线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ｏｓｉｏｎｔｉｍｅｃｕｒｖｅ

在气蚀和冲击冲蚀中，累积冲蚀量对累积冲蚀时间的曲线。通常由定时中断试验和称量试样测

定。这是冲蚀试验的原始记录，大多数试验特征，如孕育期、最大冲蚀率、最终冲蚀率、冲蚀率—时

间曲线等均从该曲线导出。
 平均冲蚀深度 ｍｅａｎｄｅｐｔｈｏｆｅｒｏｓｉｏｎ

在气蚀和冲击冲蚀中，从一特定表面区域除去材料的平均厚度，通常由体积损失除以相应的面积

计算出，而体积则由测定的质量损失除以材料密度求得。
 脆性冲蚀表现 ｂｒｉｔｔｌｅｅｒｏｓ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被冲蚀表面具有脆性断裂特征，即基本上没有塑性流动发生，而是裂纹形成和相交产生冲蚀碎

片。参见延性冲蚀表现。
注：在固体冲蚀中，有一个特点有助于区分脆性表现还是延性表现，即材料的体积损失随攻击角变化，在脆性冲

蚀时，最大的体积损失发生在 ９０°攻击角附近，而延性冲蚀则发生在 ２０°～３０°角范围。

 延性冲蚀表现 ｄｕｃｔｉｌｅｅｒｏｓ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被冲蚀表面具有延性断裂特征，即在表面材料流失之前或同时伴随着明显塑性变形，材料可能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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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削或撕裂方式脱离表面，或通过加工硬化导致裂纹形成最终成为脆性断裂。参见脆性冲蚀表

现。
注：在固体冲蚀中，两个易观察到的特点有助于辨别是延性还是脆性冲蚀。第一个特点是材料的体积损失随攻

击角变化，延性冲蚀的最大体积损失发生在 ２０°～３０°角范围，而脆性冲蚀则发生在 ９０°附近。延性冲蚀的第

二个特点是在低攻角时，被冲蚀表面出现波纹形貌。

 冲蚀腐蚀 ｅｒｏｓｉｏｎ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由冲蚀和腐蚀对表面联合作用的过程，这时两者相互影响，因而多数情况下会加速表面破坏。

 冲击腐蚀 ｉｍｐ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冲蚀腐蚀的一种型式，一般指含有空气泡的高速液流对固体表面冲击造成破坏。

 气穴（现象）；空化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在流体力学中，指液体中含有蒸气或（和）气体的空穴或气泡形成和溃灭的过程。
注

１ 气穴现象通常由液体自身运动或它沿固体边缘运动时造成的局部流体静压力减小引起；

２ “气穴”这个词本身并不用于表明它对固体表面造成的损伤或冲蚀。气穴造成的破坏可称为“气穴损伤”（ｃａｖｉ

ｔａｔｉｏｎｄａｍａｇｅ）或“气穴冲蚀”（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ｒｏｓｉｏｎ）。气泡或空穴在固体表面上或表面附近溃灭时才能对该表

面造成破坏。

 气穴冲蚀；气蚀；空蚀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ｒｏｓｉｏｎ
固体表面因连续处于气穴环境中，受反复气穴作用而造成表面材料不断流失。

 振动气穴 ｖｉｂｒａｔｏｒｙ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由浸入液体中的固体表面振动引起液体内部压力波动而造成的气穴。

 流动气穴 ｆｌｏｗ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由流动液体速度变化导致静压力降低引起的气穴，这种气穴通常可因液体围绕障碍物流动或通

过收缩段或相对于叶片、箔片等流动造成。气穴云或气穴涡流一 般从邻近障碍物或收缩段的某

点顺流延伸到一定距离，常常是在一个部位形成气泡而在另一部位爆裂。
 净正吸头 ＮＰＳＨ ｎｅｔ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ｕｃｔｉｏｎｈｅａｄＮＰＳＨ

液流中的总压力和蒸气压力之差，由液体的相等高度或“头”表示，即

ＮＰＳＨ＝ （爮０燉爾）＋ （爼２燉２牋）－ （爮ｖ燉爾）
式中：爮０——静压力；

爮ｖ——蒸气压；

爼——流速；
爾——液体的比重；
牋——重力加速度。

这种参数常用于泵的设计中，以确定泵入口发生气穴的倾向，它可和气穴数相联系。参见气穴数。
 气穴数 犲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犲

确定液流中发生气穴倾向的一个无量纲数，由下式得出：

犲＝ （爮０－ 爮ｖ）燉１
２犱爼２

０

式中：爮ｖ——蒸气压；
爮０——流体中静压力；

爼０——流体流速；

犱——液体密度。
注：气穴数与净正吸头（ＮＰＳＨ）有如下关系：

ＮＰＳＨ＝ （犲＋ １）爼２
０燉２牋

式中：牋—— 重力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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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穴云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ｌｏｕｄ
大量气穴泡聚集形成云状体，云中气泡极小（直径通常小于 １ｍｍ），被气蚀表面常被气穴云遮

蔽。
 孕育期 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

气蚀和冲击冲蚀过程中的初始阶段。这阶段中冲蚀率为零或与较后各阶段相比可忽略不计。
 加速期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累积期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

气蚀和液体冲蚀过程中孕育期之后的阶段。这阶段中冲蚀率从接近零增加到最大值。
 减速期 ｄｅ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衰减期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

气蚀和液体冲蚀过程中加速期或最大速率期之后的阶段。这阶段中虽然会出现波动但冲蚀率有

全面减小的趋势。
 最终期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ｐｅｒｉｏｄ

在气蚀或液体冲蚀过程中，减速期之后的阶段。在这阶段中冲蚀率比前期的最大值低得多，达到

稳态的恒定值（有时伴随一定波动）。最终期在气蚀和液体冲蚀试验中可能出现，但不是必然出

现。
 最大速率期 ｍａｘｉｍｕｍｒａｔｅｐｅｒｉｏｄ

在气蚀或液体冲蚀过程中，紧接加速期之后的阶段。这阶段中冲蚀率保持恒定（或近似恒定）的

最大值。参见冲蚀率时间模式。
 毁坏期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ｉｃｐｅｒｉｏｄ

在气蚀或液体冲蚀中，冲蚀率急剧地增加，以致使被冲蚀表面严重破坏或有毁坏迹象的阶段。它

常在一些脆性材料被冲蚀时出现，但不是不可避免的。它若发生，则可在通常的冲蚀率时间模

式的任何阶段出现。
 磨损转型效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ｗｅａｒｅｆｆｅｃｔｓ

从轻微磨损转变为严重磨损或从严重磨损转变为轻微磨损的现象。
注：从轻微磨损转变为严重磨损的特征通常是磨损率急剧增大，反之则相应急剧减小。

 磨损量 ｗｅａｒｅｘｔｅｎｔ；ｗｅａｒｌｏｓｓ
磨损过程中相对运动表面材料的损失量。分体积磨损、质量磨损、线磨损等。

 磨损率 ｗｅａｒｒａｔｅ
磨损量对于产生磨损的时间或行程之比。磨损率通常可用三种方式表示：
ａ）单位时间的材料磨损量；
ｂ）单位滑动距离的材料磨损量；
ｃ）每转或每一往复的材料磨损量。

 比磨损率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ｗｅａｒｒａｔｅ
单位载荷（Ｎ）及摩擦行程（ｍ）的磨损体积（ｍｍ３燉Ｎ·ｍ）。

 相对磨损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ｗｅａｒ
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试验材料的磨损量与标准材料或对比材料的磨损量之比。

 相对磨损率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ｗｅａｒｒａｔｅ
试验材料磨损率与在相同条件下的标准材料磨损率之比。

 磨损系数 爦ｗ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ｗｅａｒ爦ｗ

摩擦副材料的体积磨 损（爼）和 较 软 材 料 屈 服 应 力（爮ｍ）之 乘 积 对 摩 擦 功（滑 动 距 离（爳）与 载 荷

（爮）的乘积）之比的无量纲数，即

爦ｗ ＝ 爼爮ｍ

爮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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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料磨损指数 ａｂｒａｓ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表示矿石类磨料与硬度为 ５００ＨＢ的金属材料对磨时有效划痕硬度的一种参数。

 磨损因子 爦ｗｅａｒｆａｃｔｏｒ爦；轴承比磨损率 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ｗｅａｒｒａｔｅ
滑动轴承的径向线磨损（牎）除以名义接触压力（牘）与行程（牞）的乘积，即

爦＝ 牎
牘牞＝

牎
牘牤牠

式中：牤——滑动速度；
牠——运动时间。

 抗咬性 ａｎｔｉｓｅｉｚｕｒ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抗焊着性 ａｎｔｉｗｅｌ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在润滑膜被破坏瞬间摩擦面材料抗咬死的能力。

 耐磨性 ｗｅａｒ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材料在一定摩擦条件下抵抗磨损的能力，以相应磨损率的倒数来评定。

 相对耐磨性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ｗｅａｒ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试验材料的耐磨性与标准材料在相同条件下的耐磨性之比。

 磨损图 ｗｅａｒｍａｐ
根据计算或磨损试验结果，将在不同条件（如载荷、滑动速度、温度、润滑剂等）下，磨损机制或磨

损率基本相同的范围用过渡线或带分成若干区域的二维或多维图，以表征每种磨损机制的相关

条件或磨损率的范围及其变化趋势。
注：磨损图分为磨损机制图（ｗｅａ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ｍａｐｓ）和磨损率图（ｗｅａｒｒａｔｅｍａｐｓ）。

 影响层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ｌａｙｅｒ
摩擦磨损过程中，由于温升、变形等导致材料表层和近表层的化学成分、组织、物理和力学性能

发生变化的部分。
 磨痕 ｗｅａｒｓｃａｒ

固体表面经摩擦磨损后在摩擦面上留下的损伤痕迹，是评定磨损类型的重要依据。
 磨屑 ｗｅａｒｄｅｂｒｉｓ；ｄｅｂｒｉｓ

磨损或冲蚀过程中从表面上脱落下来的微粒。
 磨损失效 ｗｅａｒｆａｉｌｕｒｅ

因磨损而使系统的正常工作能力被破坏，不能继续工作或不能满足原设计规定的性能。

 润滑 ━┊┇┉┄┃

 润滑类型 ｔｙｐｅｓｏｆ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指润滑剂在摩擦副表面间存在的条件和状态。可分为流体润滑（气体动力润滑、气体静力润滑、液

体动力润滑、液体静力润滑、液体动静力润滑、弹性流体动力润滑、塑性流体动力润滑、流变动力润

滑、磁流体动力润滑等），边界润滑，混合润滑，固体润滑，相变润滑等类型。
 流体润滑 ｆｌｕｉｄ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两个作相对运动的摩擦表面被流体润滑剂隔开的润滑，是气体、液体润滑的总称。
 气体润滑 ｇａｓ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两个作相对运动的摩擦表面被气体润滑剂隔开的润滑。
 液体润滑 ｌｉｑｕｉｄ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两个作相对运动的摩擦表面被液体润滑剂隔开的润滑。
 气体动力〔压〕润滑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由两个摩擦表面的形状和相对运动自行产生气体压力，使两摩擦表面完全隔开的气体润滑。
 气体静力〔压〕润滑 ａｅ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气体压力润滑 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ｅｄｇａｓ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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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对运动或处于静止状态的摩擦表面籍外部供入的气体静压力，使两摩擦表面完全隔开的气体

润滑。
 液体动力〔压〕润滑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由两个摩擦表面的形状和相对运动自行产生液体压力，使两摩擦表面完全隔开的液体润滑。
 液体静力〔压〕润滑 ｈｙｄ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两相对运动或处于静止状态的摩擦表面籍外部供入的液体静压力，使两摩擦表面完全隔开的液体

润滑。
 液体动静力〔压〕润滑 ｈｙｂｒｉｄ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由液体动力润滑和液体静力润滑两者混合组成的液体润滑。
 弹性流体动力润滑；弹流润滑 ｅｌａｓｔｏ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两相对运动表面之间的摩擦和流体润滑膜的厚度取决于摩擦副材料的弹性性能和润滑剂流变特

性的流体动力润滑。
 部分弹性流体动力润滑；部分弹流润滑 ｐａｒｔｉａｌｅｌａｓｔｏ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当弹性流体动力润滑膜的厚度减薄至一定值（膜厚比＜３～４），摩擦表面出现少数轮廓峰点接触

时的润滑。
 微观弹性流体动力润滑；微观弹流润滑 ｍｉｃｒｏｅｌａｓｔｏ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从局部出发研究单个微峰与微峰或微谷相遇过程中效应的部分弹流润滑。
注：微观弹流和部分弹流润滑均是指有表面轮廓峰点接触的弹流润滑，前者从局部出发，后者则从全局出发研

究表面的整体效应。

 塑性流体动力润滑 ｐｌａｓｔｏ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两相对运动表面之间的摩擦和流体润滑膜的厚度取决于摩擦副材料的塑性性能及润滑剂流变特

性的流体动力润滑。
 流变动力润滑 ｒｈ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两相对运动表面之间的摩擦和流体润滑膜的厚度主要取决于润滑剂流变（非牛顿）特性的流体动

力润滑。
 磁流体动力润滑 ｍａｇｎｅｔｏ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以磁流体为润滑剂并有外磁场控制的流体动力润滑。
 边界润滑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两相对运动表面之间的摩擦和磨损不是取决于润滑剂的体相特性（如粘度等），而是靠摩擦表面

和润滑剂的表面活性生成边界膜的润滑。
 边界膜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ｆｉｌｍ

润滑剂中的有机极性化合物在摩擦过程中吸附在金属表面或与金属表面作用生成起边界润滑作

用的表面膜。
 混合润滑 ｍｉｘｅｄ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半 流 体 润 滑 ｓｅｍｉｌｉｑｕｉｄ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不 完 全 流 体 润 滑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ｌｉｑｕｉｄ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流体润滑和边界润滑同时存在的润滑。润滑性能既取决于润滑剂的体相特性，又取决于摩擦表

面和润滑剂的表面活性。
 膜厚比 ｒａｔｉｏｏｆｆｉｌｍ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润滑膜厚度与两摩擦表面综合粗糙度的比值。
 薄膜润滑 ｔｈｉｎｆｉｌｍ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润滑膜厚度为纳米级，介于弹流润滑与边界润滑之间的润滑状态，其不仅具有宏观流体效应，且

具有与边界润滑相关的分子作用的润滑。
 极压润滑 ｅｘｔｒｅｍ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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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对运动表面之间的摩擦和磨损取决于润滑剂与摩擦表面产生化学作用形成低剪切强度的金

属化合物膜的润滑。
 相变润滑 ｐｈａ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两相对运动的表面藉润滑剂熔化或软化来实现隔开的润滑。
 润滑方式 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向 摩擦副表面供给润滑剂的方式。可分为间歇润滑、连续润滑、单程润滑、循环润滑、手工给油

〔脂〕润滑、压力润滑等。
 间歇润滑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向摩擦表面周期地供给润滑剂的方式。
 连续润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向摩擦表面连续地供给润滑剂的方式。
 单程润滑 ｏｎｃ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润滑剂间歇地或连续地供给摩擦表面而不流回润滑系统的润滑方式。
 循环润滑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用机械方法（如泵）使润滑剂循环地流过摩擦表面的润滑方式。
 压力润滑 ｆｏｒｃｅｆｅｅｄ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在压力作用下向摩擦表面供给润滑剂的润滑方式。
 重力润滑 ｇｒａｖｉｔｙｆｅｅｄ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在润滑剂的重力（如高置油箱）作用下经管道向摩擦表面供给润滑剂的润滑方式。
 手工给油润滑 ｈａｎｄｏｉｌ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由操作工人定期用油壶或油枪向油孔、油咀、油杯加油，油通过孔进入摩擦表面的润滑方式。
 滴油润滑 ｄｒｏｐｆｅｅｄ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润滑油通过油杯在重力或压力作用下间歇而规律地或连续地滴至摩擦表面的润滑方式。
 油绳润滑 ｏｉｌｗｉｃｋ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润滑油通过由纤维材料制成的油绳，利用其虹吸和毛细作用进入摩擦表面的润滑方式。
 油垫润滑 ｏｉｌｐａｄ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润滑油通过由毡或其他毛织品制成的接触式油垫，利用其毛细作用进入摩擦表面的润滑方式。
 油浴〔池〕润滑 ｏｉｌｂａｔｈ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浸油润滑 ｄｉｐｆｅｅｄ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摩擦表面部分地或完全地、持续地或间歇地浸入润滑油池〔箱〕的润滑方式。
 飞溅润滑 ｓｐｌａｓｈｆｅｅｄ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靠浸入油池的运动件将润滑油飞溅到摩擦表面的润滑方式。
 油环润滑 ｏｉｌｒｉｎｇ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靠套在水平轴上并随轴一起转动比轴径大的环将油池中的油带到摩擦表面的润滑方式。
 油盘润滑 ｏｉｌｔｒａｙ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靠固定在轴上并随轴一起转动的盘将油池中的油带到摩擦表面的润滑方式。
 油链润滑 ｏｉｌｃｈａｉｎ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靠套在轴上并随轴一起转动的链条将油池中的油带到摩擦表面的润滑方式。
 油雾润滑 ｏｉｌｆｏｇ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ｉｓｔ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将气体送入油雾发生器使油雾化，再经喷嘴喷射到摩擦表面的润滑方式。
 喷油润滑 ｏｉｌｓｐｒａｙ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利用喷油器直接均匀地将油喷射到摩擦表面的润滑方式。
 油气润滑 ｏｉｌｇａｓ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用压缩气体作动能介质，将润滑油以连续的滴状送到摩擦表面的润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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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油气润滑为一种新型润滑方式，它和油雾润滑的区别是油不雾化。

 手工给脂润滑 ｈａｎｄｇｒｅａｓｅ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由操作工人通过脂杯、脂枪等向摩擦表面施加润滑脂的润滑方式。

 脂杯润滑 ｇｒｅａｓｅｒ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采用不同结构的脂杯间歇或连续地向摩擦表面施加润滑脂的润滑方式。

 脂枪润滑 ｇｒｅａｓｅｇｕｎ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由操作工人通过压杆式或手推式脂枪向摩擦表面施加润滑脂的润滑方式。

 集中供脂润滑 ｃｅｎｔｒｅｆｅｅｄｇｒｅａｓｅ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由脂容器、泵、管道、给脂器等构成一个集中供脂系统，定时、定量地将润滑脂施加到设备的各润

滑点的润滑方式。
 流变学 ｒｈｅｏｌｏｇｙ

研究物质，特别是流体的非牛顿流动和固体塑性流动的变形和流动的学科。
 层流 ｌａｍｉｎａｒｆｌｏｗ

流体质点作层状流动且互不干扰的流动状态。
 紊〔湍〕流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ｆｌｏｗ

当雷诺数增至一定值后，流体质点呈现不规则的紊乱运动，流体微团间发生动量交换的流动状

态。
 牛顿流体 Ｎｅｗｔｏｎｉａｎｆｌｕｉｄ

遵循牛顿粘性定律的流体，即剪切应力与剪切应变速率成正比的流体。
 非牛顿流体 ｎｏｎＮｅｗｔｏｎｉａｎｆｌｕｉｄ

不遵循牛顿粘性定律的流体，即剪切应力与剪切应变速率不成正比的流体。
 斯特里贝克曲线 Ｓｔｒｉｂｅｃｋｃｕｒｖｅ

基于滑动轴承试验得出的润滑状态随工况条件改变的过渡过程曲线（见图 １）。
图中 牊为摩擦系数，犣牤燉牘为无量纲参数，其中 犣为动力粘度，牤为相对滑动速度，牘为单位投影面

积上的载荷。

牎—油膜厚度；爲ａ—表面粗糙度

图 １
 纳维斯托克司方程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粘性流体的运动方程。
 雷诺方程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流体润滑的基本方程。可直接由纳维斯托克司方程根据流体润滑特点所引入的一系列假设简化

后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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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诺数 爲牉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ｎｕｍｂｅｒ爲牉
为惯性力与粘性力的比值，是一个无量纲数。常用以判断粘性流体的流动状态是层流还是紊流和

用于相似分析。

爲牉＝ 犱牤牎
犣

式中：犱——流体密度；
牤——流体速度，对压力流动为平均流速，对速度流动为相对滑动速度；
牎——流体层厚度；
犣——流体动力粘度。

 弗鲁德数 爡牜 Ｆｒｏｕｄｅｎｕｍｂｅｒ爡牜
为惯性力与重力的比值。常用以判断重力是否可以忽略和用于相似分析。

爡牜＝ 爼
牋牎

式中：爼——流体速度；
牋——重力加速度；
牎——流体层厚度。

 承载能力 ｌｏａｄ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摩擦副正常运转时所能承受的最大载荷。

 承载能力系数 犢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ｌｏａｄ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犢
为无量纲承载能力一种表达形式。如轴承承载能力系数为

犢＝ 爾犼２

犣爼爜
式中：爾——作用在轴承上的载荷；

犼——轴承间隙比；
犣——动力粘度；
爼——相对滑动速度；
爜——轴承有效宽度。

 索莫菲尔德数 爳 Ｓｏｍｍｅｒｆｅｌｄｎｕｍｂｅｒ爳
为轴承无量纲承载能力的另一种表达形式。

爳＝ 犣牕
牘

爲槏 槕牅

２

式中：犣——动力粘度；
牕——轴颈转速（ｒ燉ｓ）；
爲——轴承孔半径；
牅——轴承半径间隙；

牘——单位投影面积上的载荷，牘＝ 爾
爟爜（爟为轴承孔直径；爜为轴承长度；爾 为载荷）。

 压缩数 牼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ｎｕｍｂｅｒ牼
计算气体润滑的无量纲数。如对气体轴承

牼＝ 犣爼爲
爮ａ牅２

式中：犣——动力粘度；
爼——相对滑动速度；
爲——轴承孔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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牅——轴承半径间隙；
爮ａ——环境压力。

 挤压数 犲 ｓｑｕｅｅｚｉｎｇｎｕｍｂｅｒ犲
计算气体挤压膜润滑的无量纲数，

犲＝ 犣牊爜２

爮ａ牎２

式中：犣——动力粘度；
牊——挤压频率；
爜——有效宽度；
牎——膜厚；

爮ａ——环境压力。
 哈特曼数 爣 Ｈａｒｔｍａｎｎｕｍｂｅｒ爣

计算磁流体润滑的无量纲数。

爣 ＝ 爜牎槏 槕犲
犣

１
２

式中：爜——磁感应强度；
牎——膜厚；
犲——电导率；
犣——动力粘度。

 努森数 爦 Ｋｕｎｄｓｅｎｎｕｍｂｅｒ爦
气体润滑中表征气体平均自由程影响的无量纲数，

爦＝ 爧ｐ

牎
式中：爧ｐ——气体分子自由程；

牎——膜厚。
 索莫菲尔德变换 Ｓｏｍｍｅｒｆｅｌ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在解雷诺方程时，索氏提出的角度变换式，

ｃｏｓ犼＝ 犡＋ ｃｏｓ犺
１＋ 犡ｃｏｓ犺

式中：犡——偏心率；
犺，犼——变换角。

 彼得洛夫方程 Ｐｅｔｒｏｆｆ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彼得洛夫（Петров）１９８３年推导出的同心径向滑动轴承中的摩擦力（爡）公式，

爡＝ ２π犣爼爜爲
牅

式中：犣——动力粘度；
爼——相对滑动速度；
爜——轴承有效宽度；
爲——轴承孔半径；
牅——轴承半径间隙。

 马丁方程 Ｍａｒｔｉ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马丁 １９１６年基于雷诺方程，对两刚性圆柱接触表面作相对运动时，导出的油膜厚度方程。

 格鲁宾方程 Ｇｒｕｂｉ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格鲁宾（Грубин）１９４９年将雷诺理论和赫兹理论联系起来建立的弹性圆柱接触表面作相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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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油膜厚度方程。
 道森希金森方程 ＤｏｗｓｏｎＨｉｇｇｉｎｓ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１９５９年至 ６０年代中期，道森希金森等对等温线接触弹流进行系统数值计算，提出的更适合实

际应用的油膜厚度方程。
 润滑状态区域图 ｒｅｇ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为了方便计算，采用统一的无量纲参数，按各种润滑状态下线接触弹流的油膜厚度计算公式及其

适用范围绘制的曲线图。
 几何参数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摩擦副摩擦表面的结构、形状和各部位的几何尺寸。
 运行参数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指摩擦副承受的载荷，两摩擦表面的相对运动速度，润滑剂的性能及进入摩擦副的温度、压力、周

围的工作环境等。
 润滑特性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通常是指摩擦副的静特性（承载能力、摩擦功耗、润滑剂流量和温升）、动力特性（润滑膜的刚度、
阻尼）和稳定性。

 润滑膜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ｉｌｍ
将两摩擦表面隔开的润滑剂层。

 油膜 ｏｉｌｆｉｌｍ
将两摩擦表面隔开的油层。

 气膜 ｇａｓｆｉｌｍ
将两摩擦表面隔开的气体层。

 挤压油膜 ｓｑｕｅｅｚｅｏｉｌｆｉｌｍ
两摩擦表面沿法向接近时，由于挤压作用形成的油膜。

 动力油膜 ｄｙｎａｍｉｃｏｉｌｆｉｌｍ
在动载轴承中，轴颈绕轴承中心转动产生的流体动力油膜。

 压力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ｗｅｄｇｅ
具有一定粘性的流体流入楔形间隙而产生的压力梯度。

 楔效应 ｗｅｄｇｅｅｆｆｅｃｔ
具有一定粘性的流体流入楔形间隙形成压力楔的现象。

 热楔 ｔｈｅｒｍａｌｗｅｄｇｅ
由于摩擦表面受热变形或两摩擦表面间润滑剂受热膨胀而引起的压力增加。

 挤压效应 ｓｑｕｅｅｚｅｅｆｆｅｃｔ
两摩擦表面沿法向接近时，间隙中的润滑剂受到挤压作用而产生压力的效应。

 边界条件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在润滑性能计算中采用的温度、压力等的起始或（和）终止边界的条件（表达式或数值）。

 油膜压力分布 ｏｉ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两摩擦表面间油膜由于挤压或楔效应形成的压力场。

 油膜破裂 ｏｉｌｆｉｌｍｓｐｌｉｔ〔ｒｕｐｔｕｒｅ〕
摩擦副界面油膜出现不连续的现象。

 气穴效应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
当油膜间隙发散或摩擦表面分离时，油膜压力降低而出现负压，油膜中空气逸出形成气穴使油膜

破裂的现象。
 （轴承）半径间隙 爞 ｒａｄｉｕｓ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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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孔半径（爲）与轴颈半径（牜）之差，即 爞＝爲－牜。
 （轴承）间隙比 犼 ｇａｐｒａｔｅ犼

轴承半径间隙与轴承孔半径之比。
 偏心距 牉 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ｔｙ牉

轴颈中心相对轴承中心或瓦孤中心的径向位移。
 偏位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ｇｌｅ

轴颈中心和轴承中心的连线与固定坐标轴（牨，牪轴）之间的夹角。
 载荷角 ｌｏａｄａｎｇｌｅ

载荷矢量与固定座标轴（牨，牪轴）之间的夹角。
 偏心率 犡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ｔｙ犡

偏心距与轴承半径间隙之比。
 轴心轨迹 ｌｏｃｕｓ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

轴颈中心相对轴承中心或轴颈静平衡位置的运动轨迹。
 最小油膜厚度 ｍｉｎｉｍｕｍｏｉｌｆｉｌｍ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两摩擦表面间油膜厚度的最小值。
 临界油膜厚度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ｏｉｌｆｉｌｍ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可将两摩擦表面完全隔开的最小油膜厚度。
 油膜动力特性 ｏｉｌｆｉｌｍ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通常指油膜刚度和油膜阻尼。
 油膜刚度 ｏｉｌｆｉｌｍ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油膜力对轴心位移的导数。
 油膜阻尼 ｏｉｌｆｉｌｍｄａｍｐｉｎｇ

油膜力对轴心变位速度的导数。
 油膜刚度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ｏｉｌｆｉｌｍ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基于轴心小扰动和线性化假设，将流体润滑轴承油膜力增量表达式中具有刚度量纲的导数称为

油膜刚度系数。
 油膜阻尼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ｏｉｌｆｉｌｍｄａｍｐｉｎｇ

基于轴心小扰动和线性化假设，将流体润滑轴承油膜力增量表达式中具有阻尼量纲的导数称为

油膜阻尼系数。
 油膜失稳 ｏｉｌｆｉｌｍ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在油膜动力特性的作用下使轴心偏离平衡位置，亦即丧失了动力稳定性的状态。
 油膜涡动 ｏｉｌｗｈｉｒｌ

在径向轴承中，当轴颈中心在油膜动力特性作用下偏离静平衡位置，并绕平衡位置运动，这种运

动称油膜涡动。
 半速〔频〕涡动 ｈａｌｆ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ｗｈｉｒｌ

对于高速轻载流体动力润滑轴承，在动力特性作用下产生油膜涡动时的速度〔频率〕约为轴颈转

动速度〔频率〕之半，且其涡动方向与轴颈的旋转方向一致，故称半速〔频〕涡动。
 临界转速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ｓｐｅｅｄ

系统共振时发生主响应特征的转速。
 油膜振荡 ｏｉｌｗｈｉｐ

当轴颈涡动转速与转子轴承系统的临界转速相重合发生共振时，轴颈振幅急剧增大而发生振

荡，且振动频率基本上不随轴颈转速上升而增加。因其振荡是由油膜力所激发，故称为油膜振

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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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勒涡流 Ｔａｙｌｏｒｖｏｒｔｉｃｅｓ
在径向轴承中，位于两同心圆柱面之间环形区的流体在一定转速下，由层流变成的环状涡流。

 海绵效应 ｓｐｏｎｇｅｅｆｆｅｃｔ
多孔含油零件受挤压作用而提供润滑的现象。

 油垫 ｏｉｌｐａｄ
在流体静力润滑中，支承运动件的封油面和油腔的总称。

 补偿作用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
流体静力润滑中，在供油和进油之间安装补偿元件，利用该元件的节流作用控制进油流量以使

油腔中压力恒定的措施。
 贫油；油不足 ｏｉｌｓｔａｒｖａｔｉｏｎ

摩擦副在润滑剂供应不足的情况下运转的一种润滑状态。
 气沟效应 ｃｈａｎｎｅｌｉｎｇ

轴承或齿轮传动系统中，润滑脂或油膜破裂形成空气沟的现象。
 气击 ａｉｒｈａｍｍｅｒ

气体静力润滑轴承工作过程中发生的共振现象。

 润滑油脂特性 ━┊┇┃┉┅┇┄┅┇┉┈

 润滑性 ｌｕｂｒｉｃｉｔｙ
润滑剂减少摩擦和磨损的能力。

 油性 ｏｉｌｉｎｅｓｓ
润滑油在金属表面上的吸附能力。
注：一些资料上认为油性即润滑性。

 摩擦改进性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润滑剂在边界润滑状态下降低摩擦的能力。

 抗磨性 ａｎｔｉｗｅａ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润滑剂减轻磨损的能力。

 极压性 ｅｘｔｒｅｍ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润滑剂在极端工况下提高承载能力的特性。

 润滑剂相容性；润滑剂配伍性 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几种润滑剂或润滑剂的几种成分能够混合，在使用或贮藏过程中不发生不良影响（如性能降低，形

成沉淀物等）的性能。
 剪切安定性 ｓｈｅａｒ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润滑油脂抵抗由于剪切引起粘度下降的性能。
 润湿性 ｗｅｔ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润滑油脂在金属表面上展开的性能。
 热氧化安定性 ｔｈｅｒｍｏ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润滑油脂在高温通空气或氧气的条件下抵抗生成酸和漆状物的特性。
 润滑油压缩性 ｏｉ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润滑油均匀受压时体积减小的特性，其大小用单位压力引起的体积变化表示。
 润滑油氧化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ｏｉｌ

润滑油与氧相互作用，反应生成氧化产物，改变其物理化学性质的过程。
 润滑油粘着性 ａｄｈｅ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ｏｉｌ

润滑油粘着于被润滑表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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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净性 ｄｅｔｅｒｇｅｎｃｙ
润滑油清洗、溶解、分散内燃机在高温时形成的漆膜、积炭等氧化产物而保持清净的能力。

 润滑油导热性 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ｏｉｌ
润滑油传导热的能力。

 润滑油吸水性 ｈｙｄ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ｉｔｙｏｆ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ｏｉｌ
润滑油从周围介质中吸收水蒸汽或水的能力。

 闪点 ｆｌａｓｈｐｏｉｎｔ
油品在规定条件下，加热到其蒸气与周围空气形成的可燃混合气体，与火焰接触时闪火的最低温

度。
 燃点 ｋｉｎｄｌ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油品在规定条件下，闪火后持续燃烧 ５ｓ以上的最低温度。
 自燃点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将油品加热到与空气接触而氧化，自行燃烧时的最低温度。参见闪点，燃点。
 酸值 ａｃｉｄｖａｌｕｅ；ａｃｉｄｎｕｍｂｅｒ

中和 １ｇ润滑油中的酸所需的氢氧化钾毫克数。
 灰分 ａｓｈｃｏｎｔｅｎｔ

油品在试验条件下灼烧后剩留的不燃物，以占油品总质量的百分数表示。
 残炭值 Ｃｏｎｒａｄｓｏｎｃａｒｂｏｎｖａｌｕｅ

油品在规定条件下受热蒸发后剩下的黑色残留物称为残炭，残炭占油品总质量的百分数称为残

炭值。
 起泡沫 ｆｏａｍｉｎｇ

液体润滑剂表面产生并聚集泡沫的现象。
 倾点；流点 ｐｏｕｒｐｏｉｎｔ

润滑油在规定试验条件下能够流动的最低温度。参见凝点。
 凝点 ｓｏｌ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

润滑油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冷却，将试管倾斜 ４５°保持 １ｍｉｎ，试样液面不移动的最高温度。
注：凝点和倾点均为油品低温流动性的指标，两者无原则区别，只是测试方法不同。

 滴点 ｄｒｏｐｐｏｉｎｔ；ｄｒｏｐｐ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润滑脂在标准条件下加热，自特定小孔滴下第一个液滴时的温度。
注

１ 滴点表示润滑脂在受热时溶化，变成液体，因而容易流失的特性。

２ 滴点的高低反映润滑脂的工作温度极限高低，但滴点不一定表示润滑脂的最高工作温度。

 浊点；雾点 ｃｌｏｕｄｐｏｉｎｔ
矿物油在指定条件下冷却时，开始出现浑浊的最高温度。

 泵送效率 ｐｕｍｐ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轴承在油温为 １８０℃，偏心率为 １的情况下运转时，润滑油的实际流量与最大理论流量之比。

 碘值 ｉｏｄｉｎｅｎｕｍｂｅｒ
１００克被测试油吸收碘的克数。
注：用碘滴定测量油品中不饱和有机物含量，碘值越高，不饱和烃含量越多，油品氧化稳定性越差，反之化学性

质稳定，适于长期贮存。

 苯胺点 ａｎｉｌｉｎｅｐｏｉｎｔ
在规定条件下，油品与等体积的苯胺互相溶解成单一相的最低温度。

 抗乳化度 ａｎｔｉｅｍｕｌｓｉｆｙ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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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定的条件下使油和水混合乳化，再在一定温度下静置，油、水完全分离所需要的时间（ｍｉｎ），
它主要用来评定汽轮机油的脱乳化能力。

 粘度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当流体（如润滑油）内部发生相对运动时，阻碍其相对运动之内摩擦力叫做粘性，对粘性的量度称

为粘度。
注：粘度表示方法分为动力粘度（即绝对粘度）、运动粘度和条件粘度；条件粘度又分为恩氏粘度、赛氏粘度和雷

氏粘度。参见各该条。

 绝对粘度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相对条件粘度而言的粘度，主要指动力粘度。参见粘度。

 动力粘度 犣 ｄｙｎａｍｉｃ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犣
动力粘度是液体流动的内摩擦系数，其数值等于液体流动的剪切应力（犳）与剪切速率之比，方程

式为：

犣＝ 犳燉ｄ爼
ｄ牨

式中：爼——流动速度；
ｄ爼
ｄ牨——速度梯度（或剪切速率）。

注

１ 动力粘度常简称为粘度。

２ 在国际单位制（ＳＩ）中，动力粘度单位为 Ｐａ·ｓ；在物理单位制（ＣＧＳ）中，动力粘度单位为泊（Ｐ）或厘泊（ＣＰ）。

 运动粘度 犵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犵；静粘度 ｓｔａｔｉｃ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在同一温度下某液体的动力粘度（犣）和该液体密度（犱）的比值，即

犵＝ 犣
犱

参见粘度、动力粘度。
注：在 国 际 单 位 制（ＳＩ）中，运 动 粘 度 的 单 位 为 ｍ２燉ｓ；在 物 理 单 位 制（ＣＧＳ）中，运 动 粘 度 的 单 位 为 斯（ｓｔ）或 厘 斯

（ｃｓｔ）。

 条件粘度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在规定的温度下，以一定量的润滑油穿过规定孔道的时间来计量的粘度。参见粘度、恩氏粘度、赛

氏通用粘度、雷氏粘度。
 赛氏通用粘度 Ｓａｙｂｏｌ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６０ｍＬ液体在规定条件下从赛氏通用粘度计小孔流出所需要的时间（ｓ）。
 雷氏粘度 Ｒｅｄｗｏｏｄ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５０ｍＬ液体在规定温度下流过直径 １５ｍｍ，长 １０ｍｍ的管子（雷氏粘度计）所需要的时间（ｓ）。
 恩氏粘度 Ｅｎｇｌｅｒ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在规定温度下从恩氏粘度计小孔中流出 ２００ｍＬ被试液体所需的时间与流出 ２００ｍＬ２０℃的蒸

馏水所需时间之比。
 边界粘度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边界润滑层的流体润滑剂的粘度。
 相对粘度；比粘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一种流体的粘度与在同温度下水的粘度的比值。
 非牛顿粘度 ｎｏｎＮｅｗｔｏｎｉａｎ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剪切应力与剪切率不成正比的材料的表观粘度。参见牛顿流体。
 表观粘度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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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牛顿流体流动时其内部阻力特性的量度，其值为在规定的剪应变率下，剪应力与剪应变率之

比。
 润滑脂相似粘度 ｇｒｅａｓｅ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即润滑脂的表观粘度，为润滑脂运动时内摩擦的量度，是集中供脂系统计算的主要依据。
 粘度比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ｒａｔｉｏ

同一润滑油在较低温度下的运动粘度值与较高温度下的运动粘度值之比。
注：粘度比是我国石油产品规格标准中评定润滑油粘温性能的主要指标，通常以 ５０℃作为较低温度，以 １００℃

作为较高温度，即粘度比为 犵５０燉犵１００。

 粘温系数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同种润滑油在 ０℃和 １００℃时运动粘度（犵）之差与该油在 ５０℃时运动粘度的比值，即

粘温系数 ＝ 犵０－ 犵１００
犵５０

 粘度指数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ｘ
润滑油粘度随温度变化程度与标准油粘度随温度变化程度比较所得的相对值。
注：粘度指数高的油，其粘温特性好，粘度随温度变化小，反之则变化大。

 粘—温方程 ＡＳＴＭ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由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ＡＳＴＭ）推荐的表示运动粘度（犵）与温度（爴）的关系式：

ｌｏｇ燈ｌｏｇ（犵＋ ０．６）＝ 牔ｌｏｇ爴＋ 爞
式中：犵——运动粘度，厘斯（ｃＳｔ）；

爴——绝对温度；
牔——粘—温斜率；
爞——取决于油品的常数。

 粘—温斜率 ＡＳＴＭ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ｌｏｐｅ
由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ＡＳＴＭ）推荐的粘—温方程所得曲线的斜率。参见粘—温方程。

 巴鲁斯方程 Ｂａｒｕ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压粘关系式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润滑油的动力粘度与压力的关系式，即

犣牘＝ 犣ｏｅ犜牘

式中：犣牘——压力为 牘时的动力粘度；
犣ｏ——常压下的动力粘度；

犜——压粘特性系数。
 压粘系数 犜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犜

粘度与压力对数曲线的斜率，其值因油品和温度条件而异。参见巴鲁斯方程。
注：应用压力粘度系数是假设粘度与压力为线性关系。

 泊 Ｐ ｐｏｉｓｅＰ
厘米·克· 秒制的动力粘度单位。
注

１泊的单位为 ｇ燉ｃｍ·ｓ；

２泊的 １燉１００称厘泊（ｃＰ），其单位为 ｇ燉ｃｍ·ｓ×１０－２。

 斯 Ｓｔ ｓｔｏｋｅＳｔ
厘米·克· 秒制的运动粘度单位。
注

１斯的单位为 ｃｍ２燉ｓ；

２斯的 １燉１００称厘斯（ｃＳｔ），其单位为 ｍｍ２燉ｓ。

 宾汉流体 Ｂｉｎｇｈａｍｆｌｕｉｄ；塑性流体 ｐｌａｓｔｉｃｆｌｕ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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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不遵循牛顿粘性流动规律的流体，它在开始流动或变形之前需要克服一定的剪应力（屈服

应力），但一旦超过此剪应力，剪应力就与剪应变率成正比。
注：润滑脂可近似看作宾汉流体。

 假塑性 ｐｓｅｕｄ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非宾汉塑性 ｎｏｎＢｉｎｇｈａｍ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流体粘度随剪应变率增加而下降的特性。
注：假塑性流体通常由无规则取向、无联系结构的长分子组成。

 （润滑脂）分油 ｓｙｎｅｒｅｓｉｓ（ｏｆａｇｒｅａｓｅ）
润滑脂经长期存放或在较高温度的环境中存放或使用，其基础油从该脂的胶体结构中析出的现

象。反映脂分油难易的指标称为胶体安定性。
 （润滑脂）稠度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ｏｆａｇｒｅａｓｅ）

润滑脂受力时抵抗变形的能力。
 触变性 ｔｈｉｘｏｔｒｏｐｙ

流体受到恒定的剪切力后，表观粘度随时间而变小，降至最低值，剪切力消失后粘度可恢复，这种

性质称为触变性。
 弹性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对于非牛顿流体，当施以低于极限值的恒定应力时，仅产生恒定变形而不发生流动，当应力卸除

后又恢复到变形前形状的特性。
 粘弹性 ｖｉｓｃ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润滑剂在一定条件下（低温或高压），对应力的响应兼有弹性固体和粘性流体的双重特性。
 （润滑脂）锥入度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ｇｒｅａｓｅ）

表明润滑脂稠度的指标，以标准针锥沉入脂的深度量度。
注

１ 标 准 针 锥 在 规 定 重 量（１５０±０．２５ｇ）、时 间（５ｓ）和 温 度（２５℃）的 条 件 下 锥 入 标 准 杯 内 润 滑 脂 的 深 度，以 每

０１ｍｍ的深度作为锥入度的单位。

２ 锥入度单位愈大表示润滑脂稠度愈小，则润滑脂愈软，反之则稠度愈大。

 锥阻值 ＣＲＶ ｃｏｎ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ｖａｌｕｅＣＲＶ
用针锥静沉陷方法测定的润滑脂屈服应力值。
注：它所测定的是平衡时锥入的深度，而不是规定时间内的锥入深度，后者称为锥入度。

 润滑脂时效硬化 ａｇｅｈａｒｄｅｎｉｎｇｏｆｇｒｅａｓｅ；润滑脂硬化 ｈａｒｄｅｎｉｎｇｏｆｇｒｅａｓｅ
润滑脂的稠度随贮藏时间的延长而增大的现象。

 渗析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油或其他液体从润滑脂中析出的现象。

 润滑脂机械安定性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ｇｒｅａｓｅ
润滑脂在机械作用条件下抵抗稠度变化的能力。
注：机械安定性取决于稠化剂纤维本身的强度、纤维接触点的吸附力和稠化剂浓度。

 剪切稀化 ｓｈｅａｒｔｈｉｎｎｉｎｇ
某些非牛顿流体受剪切应力作用时粘度降低的效应。

 剪切增稠 ｓｈｅａｒｔｈｉｃｋｅｎｉｎｇ
某些非牛顿流体受剪切应力作用时粘度增大的效应。

 膨胀增稠；膨胀性 ｄｉｌａｔａｎｔ
某些非牛顿流体受剪切应力作用时粘度随剪切应力增大而可逆地增大。

 重力流动性；粘稠性 ｓｌｕｍ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容器内的润滑脂在重力作用下流入泵或油桶的能力。

 供入能力 ｆｅｅｄａｂｉ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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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滑脂的泵吸流动性能。
 油泥；低温油泥 ｓｌｕｄｇｅ

内燃机油的氧化产物、碳粒、水分和外界固体物质，在低温时形成的油膏状凝聚物。
 漆膜 ｌａｃｑｕｅｒ

在润滑中，燃料和润滑剂受高温作用发生氧化或聚合粘附在摩擦表面上的棕色或黑色的漆状物。
注：较软的沉积物称为胶质。

 胶质 ｇｕｍ
在润滑中，由于燃料和润滑油氧化和（或）聚合产生的一种黑色或深棕色橡胶状粘性沉积物。

 积炭 ｃａｒｂｏｎｄｅｐｏｓｉｔ
在润滑中，燃料和润滑油或轴承材料的有机组分，在高温和氧的作用下，氧化和碳化产生的褐色

或黑色的沉积物（固体碳物质）。
 分馏 ｃｕｔ

润滑剂在制备工艺中，在规定温度范围内蒸馏得到蒸馏物的过程。
 轻馏分 ｌｉｇｈｔ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其终馏点一般在 ２５０℃以下的常压或减压蒸馏物。
 高碱化 ｏ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ｇ

增加润滑剂碱性，使之形成高碱润滑剂的工艺。
注：高碱润滑剂常用于柴油发动机，有助于中和酸性氧化物，以便减少腐蚀磨损。

 裂化 ｃｒａｃｋｉｎｇ
石油加工工艺中，用加热或催化作用将长链碳氢化合物转化成较短分子链的一种工艺过程。

 复配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ｉｎｇ
将添加剂掺入矿物油内的工序。

 掺和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为获得所需粘性而将几种矿物油混合起来的工序。

 润滑油脂 ━┊┇┉┃┄━┃┇┈

 润滑剂 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
加入到两个相对运动表面之间，用于减少摩擦和磨损的物质。

 液体润滑剂 ｌｉｑｕｉｄ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
能保护相对运动表面，减少其摩擦和磨损的液体。

 气体润滑剂 ｇａｓｅｏｕｓ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
能保护相对运动表面，减少其摩擦和磨损的气体。

 干润滑剂 ｄｒｙ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
即固体润滑剂。参见固体润滑剂。

 边界润滑剂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
适用于边界润滑条件的润滑剂。

 石油润滑剂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
用石油炼制成的润滑剂。

 动物润滑剂 ａｎｉｍａｌ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
用动物油或动物脂肪制成的润滑剂。

 植物润滑剂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
用植物油制成的润滑剂。

 合成润滑剂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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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化学合成（而不是炼制）方法制得的润滑剂。
 硫化润滑剂 ｓｕｌｐｈｕｒｉｚｅｄ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ｓｕｌｐｈｕｒｉｚｅｄｏｉｌ

含有硫或硫化物的润滑剂，它在高温时与摩擦表面反应形成保护膜。参见氯化润滑剂、极压润滑

剂、硫氯化润滑剂。
注：硫化润滑剂与黑色金属反应形成的硫化膜的剪切强度比基体金属的剪切强度低，但比氯化润滑剂反应形成

的氯化膜的剪切强度高。

 氯化润滑剂 ｃｈｌｏｒｉｎａｔｅｄ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
含有氯化物的润滑剂。高温时氯化物与摩擦表面反应形成保护膜。
注

１ 硫化润滑剂和氯化润滑剂的功能是在摩擦表面形成金属硫化物或氯化物膜。如果这些膜的厚度超过临界厚

度，则滑动时的剪切都发生在膜内，这样将防止表面严重破坏或咬死，并能降低摩擦系数。

２ 硫化物膜降低摩擦没有氯化物膜显著。

３ 硫化物膜抗咬死的临界温度比氯化物膜高。硫化物膜约于 １０００℃出现严重咬死，而氯化物膜约于 ５００℃出现

严重咬死。但是，在有湿气的条件下硫化物膜抗咬性能却很差。

 硫氯化润滑剂 ｓｕｌｐｈｏｃｈｌｏｒｉｎａｔｅｄ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
含有氯化物和硫化物的润滑剂。高温时它们与摩擦表面反应生成保护膜。参见极压润滑剂、硫化

润滑剂、氯化润滑剂。
注：硫氯化润滑剂比硫化润滑剂或氯化润滑剂单独反应形成的膜有更好的综合效果。

 极压润滑剂 ｅｘｔｒｅｍ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
含有极压添加剂的润滑油或润滑脂。
注：极压添加剂通常含有硫、卤素和磷。

 拉制润滑剂 ｄｒａｗｉｎｇ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具有极压特性，适用金属拉制、挤压加工的润滑剂。

 润滑剂载体 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ｃａｒｒｉｅｒ
在金属加工中，用于增加摩擦表面润滑剂的涂层或膜，如磷酸盐膜。

 基础油 ｂａｓｅｏｉｌ
润滑油、脂的主要成分，包括炼制和精制的矿物油和合成油二类。基础油加添加剂则为润滑油，基

础油加添加剂再加稠化剂则为润滑脂。
 添加剂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掺加到润滑剂中，用来赋予或改善润滑剂的某些性能，或用来消除或减弱某种有害影响的物质。
注：常用的添加剂有清净剂和分散剂、抗氧抗腐剂、极压抗磨剂、油性剂和摩擦改进剂、抗氧剂和金属减活剂、粘

度指数改进剂、防锈剂、降凝剂、抗泡沫剂等。参见各该条。

 清净剂 ｄｅｔｅｒｇｅｎｔ
由亲油、极性和亲水三个基团构成的物质，主要用于内燃机油中，清洗表面的沉积物。

 分散剂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ｎｔ
极性物质，用于内燃机油中，可使不溶于油的沉积物分散和悬浮在油中，防止形成积炭、漆膜和油

泥。
注

１ 清净剂和分散剂均具有清净和分散两种作用，区别在于各有侧重。

２ 我国专业标准（ＺＢ）和 行 业 标 准（ＳＨ）将 清 净 剂 和 分 散 剂 归 为 一 类。参 见 ＳＨ０３８９—１９９２《石 油 添 加 剂 的 分

类》。

 抗氧抗腐剂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能减缓油品氧化，在金属表面形成保护膜防止腐蚀，也有一定减摩作用的一种多效添加剂。

 极压抗磨剂 ｅｘｔｒｅｍ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ａｎｔｉｗｅａｒ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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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硫、氯及磷等活性元素或硼氮等非活性元素的有机化合物，其主要作用是减少金属之间的摩

擦与磨损，改善油品的极压抗磨性的添加剂。
 油性剂 ｏｉｌｉｎｅｓｓ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系表面活性物质，分子的一端具有油溶性的烃基基团，分子的另一端带有极性基团，极性基团能

强有力地吸附在金属表面上，形成定向吸附膜，防止摩擦副表面的直接接触。
 摩擦改进剂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ｒ

减小摩擦的添加剂，其性能和作用与油性剂相同。
注：我国行业标准将油性剂和摩擦改进剂归为一类。参见 ＳＨ０３８９。

 抗氧剂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用于抑制油品氧化，延长油品使用寿命的添加剂。

 金属减活剂；金属钝化剂 ｍｅｔａｌｄ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
钝化金属的催化作用或被覆于对润滑油氧化有促进作用的金属表面，降低油品氧化速度的添加

剂。
注：我国行业标准将抗氧剂和金属减活剂归为一类。参见 ＳＨ０３８９。

 粘度指数改进剂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ｉｍｐｒｏｖｅｒ
为油溶性的链状高分子聚合物，低温时在油中呈团状，高温时伸展开，增大油的粘度，从而使油品

具有好的粘温性能。
 防锈剂 ｒｕｓｔ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减少金属锈蚀的添加剂，其作用是在金属表面形成牢固的吸附膜，以抑制氧及水与金属表面接

触。
 降凝剂 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ｄｅｐｒｅｓｓａｎｔ；倾〔流〕点降低剂 ｐｏｕｒｐｏｉｎｔｄｅｐｒｅｓｓａｎｔ

其主要作用是降低油品的凝固点，改进油品低温流动性的添加剂。
 抗泡剂 ａｎｔｉｆｏａｍ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其特点是不溶于油，表面张力比润滑油小，其作用主要是抑制泡沫的产生和消除泡沫，以免在油

面形成稳定泡沫的添加剂。
 复合添加剂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由多种添加剂按不同比例复合而成，用于调制油品，起抗磨、抗氧、防锈、降凝、抗泡等多种作用的

添加剂。
 多效添加剂 ｍｕｌｔｉｐｕｒｐｏｓｅ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一种具有多种功能的添加剂。
 表面活性剂 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

能形成吸附界面膜，降低表面张力的物质。
 抑制剂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延迟或停止化学反应的物质。
 稠化剂 ｔｈｉｃｋｅｎｅｒ

为配制润滑脂而分散在润滑油中的固体材料，又称增稠剂，它能形成结构骨架，使基础油固定在

其中，而形成半固体的润滑脂。
注：金属皂和有机物是常用的稠化剂，其他如碳黑、膨润土、硅胶、地蜡等亦可用作稠化剂。

 填料 ｆｉｌｌｅｒ
添加到润滑脂中以提高其稠度或增强润滑性等的固体物质，如石墨、二硫化钼、滑石、云母和铜粉

等。
 润滑油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ｏｉｌ

作为润滑剂用的油（如石油馏出物或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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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物油 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ｉｌ；石油润滑油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ｏｉｌ
从石油原油中提炼出来经过精制而成的润滑油，它基本上由碳氢化合物组成。

 纯矿物油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ｉｌ
没有添加剂的精制烃油。

 磨合油 ｒｕｎｉｎｏｉｌ
加速摩擦副磨合过程并防止摩擦表面在此过程中出现擦伤、粘着的润滑油。

 防锈油；抗蚀油 ｓｌｕｓｈｉｎｇｏｉｌ
含有添加剂防止机器零件生锈的矿物油。

 多效油 ｍｕｌｔｉ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ｉｌ
适合几种不同润滑要求的油。

 合成油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ｏｉｌ
不是从石油炼制而是用化学合成的方法得到的润滑油。

 复合油；配制油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ｅｄｏｉｌ
含有动物油或植物油或其他添加剂的矿物油。

 清净油；去垢油 ｄｅｔｅｒｇｅｎｔｏｉｌ
含有清净添加剂的润滑油。
注：清净油主要用于内燃机。

 纯净油 ｎｅａｔｏｉｌ
没有稀释的，有添加剂或没有添加剂的烃油。
注：该术语专用于金属切削，以便与乳化油相区别。

 中性油 ｎｅｕｔｒａｌｏｉｌ
用溶剂或白土处理过的，不含酸性物质的石油馏分润滑油。

 吹气氧化油 ｂｌｏｗｎｏｉｌ
经加热并吹空气或氧气搅拌使之部分氧化，增加了粘度的脂肪油。

 多级润滑油 ｍｕｌｔｉｇｒａｄｅｏｉｌ
覆盖两个粘度级别（冬季、夏季）的内燃机油及车辆齿轮油。

 减压渣油 ｖａｃｕｕｍｒｅｓｉｄｕｅ
原油减压蒸馏而得的残留物，是制取润滑油的原料。

 光亮油 ｂｒｉｇｈｔｓｔｏｃｋ
减压渣油经适当精制而得到的高粘度基础油。
注：可以用其纯原料油品，或是与轻质及精制过的馏分润滑油相混合，来润滑航空发动机及冶金工厂的压延装

备。

 馏分润滑油 ｄｉｓｔｉｌｌａｔｅｏｉｌ
原油在不同温度下的减压蒸馏油料经脱腊、精制后所得的各种润滑油。

 骨油 ｂｏｎｅｏｉｌ
将动物骨头用沸水煮出或用溶剂抽提出来的油。
注：骨油具有很高的润滑能力及低的凝固点，用以润滑钟表及其他精密机械。

 蓖麻油 ｃａｓｔｏｒｏｉｌ
从蓖麻籽榨出的一种无色或淡色非干性油。可配制润滑剂、表面活性剂等。
注：蓖麻油的比重和粘度较任何植物油都大，凝点低，且对天然橡胶没有溶胀作用。

 机械油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ｏｉｌ；全损耗系统用油 ｔｏｔａｌｌｏｓｓ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ｉｌ
为普通机械润滑油。由天然石油润滑油馏份经脱腊及溶剂精制并经白土处理制得。
注

１ 这类油因未加油性、抗磨添加剂，只用于润滑工作条件不太苛刻的摩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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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这类通用 机 械 油 因 在 机 器 中 停 留 时 间 不 长 即 流 失 而 损 耗，不 作 反 复 循 环 使 用，故 称 全 损 耗 型 油。参 见

ＧＢ４４３—１９８９《ＬＡＮ全损耗系统用油》。

 （车）轴油；轮轴油 ａｘｌｅｏｉｌ
铁路车辆滑动轴承专用润滑油。
注：曾称 ２３号、４４号车轴油，又称黑轴油、地轴油。

 食品机械油 ｆｏｏ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ｏｉｌ
不含毒性的机械油。主要用于食品加工中不直接接触食品的润滑部位。

 空气压缩机油 ａｉｒ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ｏｉｌ
气体压缩机润滑油，适用于有油润滑的活塞式和滴油、喷油回转式空气压缩机等。

 冷冻机油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ｏｉｌ
制冷压缩机的专用润滑油，主要用于活塞式和螺杆式制冷压缩机的汽缸、活塞等传动部件的润滑

和密封。
 真空泵油；机械泵油 ｐｕｍｐｉｎｇｆｌｕｉｄ

各种机械真空泵的润滑和密封用油，棕黄色透明液体。
 扩散泵油 ｄｉｆｆｕｓｅｒｃａｓｉｎｇｐｕｍｐｏｉｌ

高真空油扩散泵的工作液，为白色或浅黄色透明液体。
 增压泵油 ｂｏｏｓｔｅｒｐｕｍｐｏｉｌ

增压泵的工作液，为白色或浅黄色透明液体。
注：本油极限压强比扩散泵油高，故不能代替扩散泵油或与之混用。

 轴承油 ｂｅａｒｉｎｇｏｉｌ
主轴、轴承和有关离合器用润滑油。具有抗氧、防锈、抗磨作用。

 仪表油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ｏｉｌ
低温操作的仪表润滑和防护用油，也用于载荷轻、装配间隙小的精密机件润滑。

 导轨油 ｇｕｉｄｅｗａｙｏｉｌ
各种精密机床的纵向导轨，垂直导轨，工作台水平导轨的润滑，以防止导轨爬行的专用润滑油，也

可用于有冲击负荷的摩擦部位润滑。
 内燃机油 ｅｎｇｉｎｅｏｉｌ

用于各种发动机主要部件（主轴承、连杆轴承、凸轮挺杆、汽缸壁等）的润滑油，分为汽车用汽油机

油，二冲程汽油机油，航空汽油机油，汽车、拖拉机用柴油机油，铁路机车柴油机油和船用柴油机

油六种。参见 ＧＢ燉Ｔ７６３１３—１９９５《内燃机油分类》。
 汽油机油 ｇａｓｏｌｉｎｅｅｎｇｉｎｅｏｉｌ

汽油机用润滑油。适用于汽车、拖拉机的汽化器，发动机润滑。有 ＬＥＳＢ，ＬＥＳＣ，ＬＥＳＤ，ＬＥＳＥ，
ＬＥＳＦ，ＬＳＧ，ＬＳＦ等牌号。前两种为普通和中档润滑油，后五种为高档润滑油。
注：各牌号均参照美国汽车工程师学会（ＳＡＥ）内燃机油粘度分级标准。

 柴油机油 ｄｉｅｓｅｌｅｎｇｉｎｅｏｉｌ
柴油发动机用润滑油。一般以石油润滑油，合成润滑油或混合润滑油为基础，加入数种添加剂。有

ＬＥＣＡ，ＬＥＣＣ及 ＬＥＣＤ，ＬＣＥ，ＬＣＦ等牌号，末位字母排序较后，则表明是较新出产的高档

油。
 铁路内燃机油 ｒａｉｌｒｏａｄｅｎｇｉｎｅｏｉｌ

用作大功率内燃机车增压柴油机，以及其他强化程度较高或使用条件较苛刻的柴油发动机的润

滑油。
 车辆齿轮油 ｖｅｈｉｃｌｅｇｅａｒｏｉｌ

用于汽车、拖拉机手动传动箱，蜗轮蜗杆，螺旋伞齿轮，双曲线齿轮及其他各种齿轮的润滑油。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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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ＧＬ１～５五个等级，以适用于不同类型和工作条件的齿轮。
 工业齿轮油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ｇｅａｒｏｉｌ

用于不同载荷的直齿轮，螺旋齿轮，蜗轮蜗杆，斜齿轮、双曲线齿轮等润滑的润滑油。
注：工业齿轮油的类型有防锈抗氧矿物油，极压齿轮油，复合油，开式齿轮油等。

 液压油〔液〕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ｏｉｌ〔ｆｌｕｉｄ〕
液压传动系统实现能量转换、传递和控制的工作介质，同时还起着润滑、冷却、防锈和减震等作

用。
 制动液；刹车油 ｂｒａｋｅｏｉｌ

汽车液压制动系统传递动力的介质。为浅绿色或浅黄色的透明液体。
 液力传动油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ｉｌ

液力偶合器和液力变扭器的传动介质。
 汽轮机油；透平轴；蜗轮机油 ｔｕｒｂｉｎｅｏｉｌ

蒸汽轮机用润滑油，也用于水轮发电机组的润滑。
 工业白油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ｗｈｉｔｅｏｉｌ

一种无色、无嗅油状液体。用于化纤纺织、合成纤维的集束、平滑精纺及变形工艺和棉纺、缝纫等

机械润滑。
 （饱和）汽缸油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ｓｔｏｃｋ；蒸汽机油 ｓｔｅａｍｅｎｇｉｎｅｏｉｌ

用于蒸汽机车、蒸汽机船舶、蒸汽泵、蒸汽锤等与蒸汽接触的汽缸润滑。
 过热汽缸油 ｓｕｐｅｒｈｅａｔｅｄ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ｓｔｏｃｋ

用于使用过热蒸汽的活塞式蒸汽机的润滑和密封的液体。
 阻尼油 ｄａｍｐｉｎｇｏｉｌ

用在仪表中，减缓零件摆动的液体。
 复印机油 ｘｅｒｏｘｏｉｌ

合成型精密仪表润滑油，用于复印机导轨等部位润滑。
 录音机润滑油 ｒｅｃｏｒｄｅｒｏｉｌ

合成型精密仪表润滑油，浅黄色透明液体，用于各种录音机、录像机、电冰箱、吸尘器等家用电器

润滑。
 精密仪表油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ｏｉｌ

合成油与矿物油混合的润滑油，浅黄色至黄褐色透明液体，用于航向仪，地平仪，陀螺磁罗盘，转

速表和计时钟等航空、航海仪表，精密仪器仪表的润滑。
 硫化切削油 ｓｕｌｐｈｒｉｚｅｄｃｕｔｔｉｎｇｏｉｌ

金属切削加工用油，棕红色油状液体，粘度小，冷却和洗涤性能好，油中硫在摩擦高温高压下能与

金属反应生成保护性的低剪切强度膜。
 防锈切削油 ｓｌｕｓｈｉｎｇｃｕｔｔｉｎｇｏｉｌ

金属切削加工用油，棕黄色油状液体，有抗氧防腐剂，适用各种钢材的切削加工，能保证加工件表

面光洁。
 合成切削液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ｃｕｔｔｉｎｇｆｌｕｉｄ

金属切削加工用液，浅褐色至暗褐色均匀半流体油液，以合成脂肪酸钠皂与润滑油及添加剂配制

而成。
注：用于各种金属切削加工过程作冷却、润滑，一般与水配制成不同浓度的乳化液使用。

 轧制油 ｒｏｌｌｉｎｇｏｉｌ
金属成型加工用油，用于轧制金属板、箔片时润滑、冷却用，由矿物油，油性剂，乳化剂和防锈剂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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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化油 ｅｍｕｌｓｉｆｉａｂｌｅｏｉｌ；可溶性油 ｓｏｌｕｂｌｅｏｉｌ
乳化型金属切削加工用油，系加有乳化剂和添加剂的矿物油，棕黄色至浅褐色半透明油状液。与

水配成乳化液用于各种切削加工的冷却和润滑。
 润滑脂 ｇｒｅａｓｅ

将稠化剂均匀地分散在润滑油中得到的半流体或粘稠膏状物质。
 皂基润滑脂 ｓｏａｐｇｒｅａｓｅ

由金属皂（脂肪酸盐）稠化制得的润滑脂。
 非皂基润滑脂 ｎｏｎｓｏａｐｇｒｅａｓｅ

不是金属皂做稠化剂的润滑脂。
注：非皂基脂的稠化剂分为烃基稠化剂，无机稠化剂和有机稠化剂三类。

 触凝润滑脂 ｒｈｅｏｐｅｃｔｉｃｇｒｅａｓｅ
受剪切时其稠度持久增大的润滑脂。

 有机润滑脂 ｏｒｇａｎｉｃｇｒｅａｓｅ
用有机化合物稠化制成的润滑脂。

 无机润滑脂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ｇｒｅａｓｅ
用无机化合物稠化制成的润滑脂。
注：常用无机稠化剂有膨润土、二氧化硅凝胶、炭黑等。

 钙基润滑脂 ｃａｌｃｉｕｍｂａｓｅｇｒｅａｓｅ；软黄油 ｓｏｆｔｇｒｅａｓｅ
以动植物油钙皂稠化矿物油并含少量水作胶溶剂制成，浅黄至暗褐色均匀油膏。

 钠基润滑脂 ｓｏｄｉｕｍｓｏａｐｇｒｅａｓｅ
以动植物油钠皂稠化矿物油制成，深黄色至暗褐色均匀油膏。
注：用于一般轻载荷工农业机械设备润滑。

 锂基润滑脂 ｌｉｔｈｉｕｍｂａｓｅｇｒｅａｓｅ
以天然脂肪酸锂皂或十二羟基硬脂酸锂皂稠化精制的矿物油并加入添加剂制成的润滑脂。

 钙钠基润滑脂 ｃａｌｃｉｕｍｓｏｄｉｕｍｂａｓｅｇｒｅａｓｅ；轴承脂；滚珠黄油 ｂｅａｒｉｎｇｇｒｅａｓｅ
以脂肪酸钙钠皂稠化中等粘度矿物油制成，黄色至深棕色软膏。主要用于中速、中负荷的滚动轴

承润滑。
 铝基润滑脂 ａｌｕｍｉｎｉｕｍｂａｓｅｇｒｅａｓｅ

以硬脂酸铝皂稠化中等粘度矿物油制成，浅黄色至暗褐色光滑透明油膏。
 钡基润滑脂 ｂａｒｉｕｍｂａｓｅｇｒｅａｓｅ

以脂肪酸钡皂稠化精制中等粘度矿物油制成的润滑脂。
 合成润滑脂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ｇｒｅａｓｅ

基础油是合成油或者稠化剂是非皂基有机物的润滑脂。
 烃基润滑脂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ｇｒｅａｓｅ

以石油脂和提纯的蜡稠化机械油并加少量氢氧化钠制成的润滑脂。用于保护金属制品。
 膨润土基润滑脂 ｂｅｎｔｏｎｉｔｅｂａｓｅｇｒｅａｓｅ

非皂基润滑脂，以烷基铵盐对膨润土进行有机阳离子交换，使表面活化改质处理后稠化高粘度

矿物油制成的高温脂。
 二硫化钼锂基润滑脂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ｄｉｓｕｌｐｈｉｄｅｌｉｔｈｉｕｍｇｒｅａｓｅ

以天然脂肪酸锂皂稠化中等粘度润滑油，并加抗氧剂和胶体二硫化钼制成的润滑脂。
 石墨钙基润滑脂 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ｄｃａｌｃｉｕｍｇｒｅａｓｅ

钙皂基润滑脂，以动植物油钙皂稠化机械油并加鳞片石墨制成的黑色均匀油膏。极压性好，能在

与水接触条件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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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料润滑脂 ｐｉｇ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ｅａｓｅ
用有机颜料（阴丹士林、酞菁染料等）作稠化剂制成的润滑脂。

 硅胶润滑脂 ｓｉｌｉｃａｇｅｌｇｒｅａｓｅ
用硅胶作稠化剂制成的润滑脂。

 聚合物润滑脂 ｐｏｌｙｍｅｒｂａｓｅｇｒｅａｓｅ
用高分子化合物（聚乙烯、聚丙烯、聚四氟乙烯等）作稠化剂制成的润滑脂。

 羊毛脂 ｄｅｇｒａｓ
附着于羊毛上的油状分泌物，用水洗涤液洗下后精制成淡黄色油膏，用于制备润滑油，抗蚀油

等。
 毛填料润滑脂 ｈａｉｒｇｒｅａｓｅ

混有马毛或羊毛纤维的润滑脂。
 纱填料润滑脂 ｙａｒｎｇｒｅａｓｅ

含有羊毛线或棉纱线的润滑脂。
 纤维脂 ｆｉｂｒｅｇｒｅａｓｅ

具有明显纤维结构的润滑脂。
 低温润滑脂 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ｇｒｅａｓｅ

可在－４０℃以下温度工作的润滑脂。
 抗化学润滑脂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ｉｎｇｇｒｅａｓｅ

含氟合成润滑脂，白色均匀油膏，化学性能稳定，适用于强氧化、强腐蚀介质的阀门密封和润滑。
 光学仪器极压脂 ｏｐｔ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ｇｒｅａｓｅ

以合成油和矿物油为基础油的锂基润滑脂，黑色均匀油膏。适用于光学仪器极压部位的润滑，如

蜗轮、齿轮、轴、燕尾槽等。
 滚珠轴承润滑脂 ｂａｌｌｂｅａｒｉｎｇｇｒｅａｓｅ

混合皂基润滑脂，黄色至深褐色均匀油膏，以篦麻油钙皂稠化中等粘度矿物油制成，适用于车

辆、电机、发动机等的滚珠轴承润滑。
 弹簧润滑脂 ｓｐｒｉｎｇｇｒｅａｓｅ

减少钢板弹簧摩擦的润滑脂。
 压延机润滑脂 ｃａｌｅｎｄｅｒｇｒｅａｓｅ；ｒｏｌｌｅｒｍｉｌｌｇｒｅａｓｅ

用于压延机轧辊轴承的润滑脂。
 多效润滑脂 ｍｕｌｔｉｐｕｒｐｏｓｅｇｒｅａｓｅ

在－３０℃～１７０℃温度范围内适用于多种机构工作的润滑脂。
 石油脂 ｐｅｔｒｏｌａｔｕｍ

含有相当数量矿物油的微结晶蜡。
 润滑脂块 ｂｌｏｃｋｇｒｅａｓｅ

有足够硬度能保持块状的润滑脂。
 皂 ｓｏａｐ

脂肪酸与金属或金属化合物反应生成的化合物。
 触凝材料 ｒｈｅｏｐｅｃｔ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在恒定剪切应力作用下粘度随时间延长而增大的材料。剪切应力卸除后，其粘度又缓慢地恢复

到初始值。
 乳化液 ｅｍｕｌｓｉｏｎ

两种互相不溶解或不完全溶解的液体，其中一种以细小的液滴分散在另一种液体中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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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１ 液滴在其中分散的液体称为分散介质，而成为悬浮液滴的液体称为分散内相；

２ 石油乳化液分为两种：亲水的（水包油）及憎水的（油包水）。

 切削液 ｃｕｔｔｉｎｇｆｌｕｉｄ
切削加工过程中冷却、润滑切削工具和工件的液体。

 冷却液 ｃｏｏｌａｎｔ
在金属加工或切削过程中用于带走热量的液体。

 固体润滑 ┈┄━━┊┇┉┄┃

 固体润滑 ｓｏｌｉｄ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利用固体粉末、薄膜等，隔离相互接触的摩擦面，以达到减少表面间摩擦与磨损和防止咬合的目

的。
 固体润滑剂 ｓｏｌｉｄ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ｓ

能保护相对运动表面，起固体润滑作用的各种固体粉末或薄膜等。
 干膜润滑 ｄｒｙｆｉｌｍ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以干膜、粘结膜或软金属膜润滑的统称。
 蜡笔润滑 ｗａｘｐｅｎｃｉｌ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粉笔润滑 ｃｈａｌｋ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将固体润滑剂粉末与硬脂酸、石蜡等的混合物压制成笔杆状，用其与摩擦表面反复摩擦，以使固体

润滑剂涂敷到摩擦表面上起润滑作用的润滑方法。
注：当硬脂酸、石腊或其他粘合剂含量极少时称为“粉笔”。

 喷粉润滑 ｇａｓｅｎｔｒａｉｎｅｄ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用气体将固体润滑剂粉末吹入摩擦面的润滑方式。

 粉浴润滑 ｄｕｓｔｉｎｇｂａｔｈ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使摩擦副处于飞扬固体润滑剂粉末空间的润滑方式。

 敷层润滑 ｌｉｎｅｄ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在摩擦表面上敷贴一层自润滑复合材料的固体润滑方式。

 镶嵌润滑 ｉｎｓｅｒｔ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嵌入润滑 ｅｍｂｅｄ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将固体润滑剂粉末或其中含有某些填料的混合粉末的压制物，以一定的分布镶嵌在摩擦面上的孔

穴中，靠其磨损和转移而润滑摩擦表面的润滑方法。
 转移膜润滑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ｆｉｌｍ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自耗润滑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ｌｆ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

靠自润滑复合材料或固体润滑剂的压制物的磨损产物转移到摩擦面上起润滑作用的润滑方法。
 一次润滑 ｏｎｅｓｈｏｔ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终身润滑 ｌｉｆｅｔｉｍｅ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摩擦副在设计寿命期内只加一次润滑剂的润滑方法。
 粘结膜 ｂｏｎｄｅｄｆｉｌｍ

将固体润滑剂（如 ＭｏＳ２、石墨等）掺入有机或无机粘结剂中形成悬浮胶体，然后用喷涂、浸涂或刷

涂等工艺粘附至摩擦面上形成的固体润滑膜。
 干膜 ｄｒｙｆｉｌｍｓ

通过机械作用擦涂、物理气相沉积或化学气相沉积等方法，在固体表面形成的固体润滑剂膜或软

金属膜。
 二硫属化合物 ｄｉｃｈａｌｃｏｇｅｎｉｄｅｓ

钨、钼、铌、钽与硫族（ＶＩＡ）中的硫、硒和碲形成的二硫、二硒、二碲化物的统称。它们均具有层状

结构和润滑性能，其中 ＭｏＳ２、ＷＳ２、ＷＳｅ２、ＮｂＳｅ２是常用的固体润滑剂。
 二硫化钼 ＭｏＳ２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ｄｉｓｕｌｆｉｄｅＭｏＳ２

灰黑色无光泽粉末，不溶于水，六方晶系层状结构，具有良好润滑性的常用固体润滑剂。可用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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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重载荷、高温、高真空及有化学腐蚀等工作条件下运转的设备。空气中最高使用温度 ３５０℃。
 二硫化钨 ＷＳ２ ｔｕｎｇｓｔｅｎｄｉｓｕｌｆｉｄｅＷＳ２

深灰色粉末，具有鳞片状外观，主要由人工合成，结构和其润滑性均与二硫化钼相似，空气中最高

使用温度 ４４０℃。
 石墨 ｇｒａｐｈｉｔｅ

层状结构的碳结晶体，化学稳定性极高，是常用的一种固体润滑剂。水蒸汽或其他气体吸附物对

石墨润滑性影响极大，在真空中，石墨将失去润滑作用。空气中最高使用温度 ５００℃。
 氟化石墨 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ｆｌｕｏｒｉｄｅ

碳与氟在高温下反应形成的稳定高分子化合物，化学式：（ＣＦ）ｎ，由于氟化程度不同，可呈现为黑

色、灰色或白色，作为固体润滑剂性能优于石墨。
 氟化钙 ＣａＦ２ ｃａｌｃｉｕｍｆｌｕｏｒｉｄｅＣａＦ２

高温固体润滑剂，工作温度可达 ８００℃以上，常做成干膜使用。
 氟化钡 ＢａＦ２ ｂａｒｉｕｍｆｌｕｏｒｉｄｅＢａＦ２

高温固体润滑剂，常和氟化钙按一定比例做成干膜使用。
 氮化硼 ＢＮ ｂｏｒｏｎｎｉｔｒｉｄｅＢＮ

氮化硼具有多种结构，作为固体润滑材料使用的为六方晶系，与石墨及二硫化钼类似。热稳定性

好，常用作高温固体润滑剂。
 一氧化铅 ＰｂＯ ｌｅａｄｍｏｎｏｘｉｄｅＰｂＯ

高温固体润滑剂，使用温度最高 ６００℃左右。结晶构造有正方晶体和斜方晶体两种，但润滑性相

近。
 软金属膜 ｓｏｆｔｍｅｔａｌｆｉｌｍｓ

软 金属有剪切强度低和易成薄膜的特性，常用作固体润滑膜。例如铅（Ｐｂ）、铟（Ｉｎ）、镓（Ｇａ）、锡

（Ｓｎ）、锌（Ｚｎ）、银（Ａｇ）、钡（Ｂａ）和金（Ａｕ）等。
 滑石 ｔａｌｃ

分子式 Ｍｇ３Ｓｉ４Ｏ１０（ＯＨ）２，白色或淡黄色，单斜晶系，常成鳞片状，极软，有滑腻感，常用作高温固

体润滑剂。
 云母 ｍｉｃａ

复杂的硅酸盐类物质，品种多，单斜晶系，成鳞片状，玻璃光泽，耐热耐蚀，常用作高温固体润滑

剂。
 酞青 ｐｈｔｈａｌｏｃｙａｎｉｎｅ

一种有机颜料固体润滑剂，层状结构，它在各个结晶方向均柔软，能很好保护摩擦面，但使用温度

不高。
 聚四氟乙烯 ＰＴＦＥ ｐｏｌｙｔｅｒａｆｌｕｏｒｏ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ＰＴＦＥ

俗称塑料王，化学稳定性好，摩擦系数很低（００５～０．１０），在－２３０℃～２６０℃的宽温度范围内仍

可保持其低摩擦系数，是最常用的一种聚合物固体润滑材料。可涂敷或喷涂于摩擦表面起固体润

滑作用，亦可单独或加其他填料制成自润滑复合材料。
 尼龙 ＰＡ ｎｙｌｏｎＰＡ；聚酰胺 ＰＡ ｐｏｌｙａｍｉｄｅｓＰＡ

常用的聚合物自润滑和耐磨材料之一。有较低的摩擦系数（０１５～０．３５）和良好的耐磨性，机械强

度高。充填 ＭｏＳ２，ＰＴＦＥ等材料后摩擦系数更低。工程用有尼龙 ６，尼龙 ６６，尼龙 ６１０，尼龙 １０１０
等。

 金属基自润滑复合材料 ｍｅｔａｌｍａｔｒｉｘｓｅｌｆ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以金属为基体加入固体润滑剂的粉末制成的自润滑复合材料。常见的有铁基、铜基、银基等自润

滑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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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瓷基自润滑复合材料 ｃｅｒａｍｉｃｍａｔｒｉｘｓｅｌｆ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在陶瓷材料中加入固体润滑剂粉末制成的自润滑复合材料。

 聚合物〔塑料〕基自润滑复合材料 ｐｏｌｙｍｅｒｍａｔｒｉｘｓｅｌｆ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以聚合物，如聚四氟乙烯、聚酰亚胺、聚酰胺等为基体，加入固体润滑剂粉末，或同时加入其他填

料制成的自润滑复合材料。
 自润滑复合材料填料 ｆｉｌｌｅｒｏｆｓｅｌｆ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自润滑复合材料增强剂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ｏｆｓｅｌｆ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加入自润滑复合材料中，以改善其物理、力学性能和摩擦学性能的粉末或纤维状物质。

 干粉 ｄｒｙｐｏｗｄｅｒｓ
固体润滑剂粉末。

 糊剂 ｐａｓｔｅ
固体润滑剂含量高的膏状体。

 固体润滑剂分散液 ｓｏｌｉｄ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ｓ；固体润滑剂悬浮液 ｓｏｌｉｄ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微细固体润滑剂颗粒在水、油或各种溶剂中的胶体分散体系。微细颗粒称作分散相，分散介质称

作载体。帮助微细颗粒分散的物质称作分散剂（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ｎｇａｇｅｎｔｓ）。
 导入性 ｆｅｅ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固体润滑剂进入摩擦面的难易程度。
 防粘剂 ａｎｔｉｓｅｉｚｉｎｇ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含固体润滑剂的油脂。用于高温紧固件如螺钉、螺帽，以易于装卸。
 压配润滑剂 ｐｒｅｓｓｆｉｔｔｉｎｇ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ｓ

含固体润滑剂的油脂。用以降低装卸压配件所需要的压力。
 底材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固体润滑膜所依附的基体材料。
 膜粘结强度 ｆｉｌｍａｄｈｅ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固体润滑膜〔层〕与底材之间的结合强度。
 絮凝 ｆｌｏｃ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固体润滑剂胶体粒子沉淀凝集的现象。对稳定分散液来说是一种不希望的现象。相反的现象叫

抗絮凝（ｄｅｆｌｏｃ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协同作用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ｍ

固体润滑剂或添加剂间效果相互增进的作用。
 对抗作用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ｍ

固体润滑剂或添加剂间效果相互抵消的作用。

 摩擦学材料 ┉┇┄━┄┎│┉┇━┈

注：摩擦学材料包括摩擦材料，减摩、耐磨材料和润滑材料等，由于各种润滑剂已单列，本章仅包括摩擦材料、减摩、
耐磨材料和有关处理工艺。

 摩擦学材料 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应用于摩擦学系统中的材料，包括摩擦材料，减摩、耐磨材料，润滑材料和其他有关材料。

 摩擦材料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摩阻材料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ｄｒａ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利用摩擦作用传送能量或将动能转化为热能，并加以吸收，降低对摩偶件相对运动速度的专用材

料。主要用于制造制动、传动部件。
注

１ 摩擦材料工作时一般具有较大且稳定的摩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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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摩擦材料用于制作刹车片、制动器、离合器、减振器等。

 石棉摩擦材料 ａｓｂｅｓｔｏｓ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石棉纤维添加适量填料，以树脂为粘结剂，采用热压工艺制成的摩擦材料。

 烧结摩擦材料 ｓｉｎｔｅｒｅｄ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以金属粉末为基体添加适量润滑组分和摩擦组分，采用烧结的方法制成的摩擦材料。

 半金属摩擦材料 ｓｅｍｉｍｅｔａｌ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以石棉纤维、金属增强纤维、高碳铁粉、填料和树脂粘结剂，采用热压工艺制成的摩擦材料。

 纸基摩擦材料 ｐａｐｅｒ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以石棉、纸浆等为基体，添加适量填料，以树脂为粘结剂，采用造纸和热压工艺制成的摩擦材料。

 金属摩擦材料 ｆｕｌｌｍｅｔａｌ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用铸铁或钢板制成的摩擦材料。

 碳基摩擦材料 ｃａｒｂｏｎ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以碳素粉末或碳纤维为基体，添加适量有机粘结剂及填料，采用热压成型工艺制成的摩擦材料。

 编织摩擦材料 ｗｏｖｅｎ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用石棉布或其他纤维织成的布浸胶浆或树脂经烘干、热压后所得的摩擦材料。

 模压摩擦材料 ｍｏｌｄｅｄ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在封闭的模腔内通过加热、加压而成型的摩擦材料。

 摩擦添加物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摩擦材料中调整摩擦副的摩擦系数，防止粘着和咬死的组分。
注：常用的摩擦添加剂有：氧化硅、氧化铝、氧化铬、碳化硅、碳化硼、硼化铬、硼化钛、硼化钨、硼化锆、石棉、莫

来石、蓝晶石等材料。

 减摩材料 ａｎｔｉ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具有低摩擦系数，供支承或导向零件（如滑动轴承、导轨等）用的材料。这类材料一般也具有较好

的耐磨性。
 （减摩）轴承材料 （ａｎｔｉ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ｂｅａｒ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具有滑动轴承所需要的减摩耐磨性、承载能力等性能的材料。有粉末冶金材料、非金属材料和金

属材料（轴承合金）三大类。
 （减摩）轴承合金 （ａｎｔｉ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ｌｌｏｙｓ

用于制造滑动轴承或滑动轴承摩擦表面的合金，如轴承青铜、巴比特合金、锌基合金等。
 复合轴承材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由固体润滑剂和承载金属母体组成的轴承材料。主要有两类：
ａ）在轴承合金中添加非金属微粒（如石墨粉）制成的新型轴承材料，如铝石墨、青铜石墨等；
ｂ）以钢为基体，多孔性青铜为中间层，塑料为表面层的三层复合材料，这种材料具有良好的自

润滑和减摩特性。
 双相合金 ｄｕｐｌｅｘａｌｌｏｙｓ

由两相组成的轴承合金，其中一相通常比另一相软得多。
 巴比特合金；巴氏合金 Ｂａｂｂｉｔｔｍｅｔａｌ

巴比特研制的以锡和铅为基体的软合金，它是最老的轴承材料。
注：现在该术语表示一系列含有不同量的锑、铜、铅、锡的铅基、锡基合金。

 白合金 ｗｈｉｔｅｍｅｔａｌ
由于锡基和铅基巴氏合金呈浅白色，故又被称为白合金。

 轴承青铜 ｂｅａｒｉｎｇｂｒｏｎｚｅｓ
用作轴承材料的青铜。除常用的锡青铜、磷青铜和铅青铜外，铝青铜、锰青铜、硅青铜也可用作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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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合金。
 锡青铜 ｔｉｎｂｒｏｎｚｅ

以铜和锡为主要成分的合金，用作轴承材料的多为其中加有适量的锌、铅、镍、磷的多元合金。
 铜铅轴承合金 ｃｏｐｐｅｒｌｅａ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ｌｌｏｙ；铅青铜 ｌｅａｄｅｄｂｒｏｎｚｅ

含铅 ９０～３３．０％，含锡量小于 １１０％的一类铜基合金，主要用作轴承材料。
 磷青铜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ｂｒｏｎｚｅ

含有少量磷的锡青铜有时亦称为磷青铜。
 硅青铜 ｓｉｌｉｃｏｎｂｒｏｎｚｅ

含有少量硅（≤３．５０％）和锰或镍的铜合金，有良好的耐磨性、耐蚀性，受冲击时不产火花并能耐

低温。用于制造要求耐蚀和耐磨的零部件。
 铝青铜 ａｌｕｍｉｎｉｕｍｂｒｏｎｚｅ

铜和铝的二元合金及其中再加入锰、铁、镍等的多元合金的总称，具有高的强度和硬度，良好的

耐磨性和耐蚀性，用于制作强度高、耐蚀耐磨的零件，是无锡青铜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
注：有铸造铝青铜和变形铝青铜两类。

 铍青铜 ｂｅｒｉｌｌｉｕｍｂｒｏｎｚｅ
铜和铍的二元合金及其中再加入钴、镍、铝、硅、铁等的多元合金的总称，具有高的硬度和强度，
高的耐磨性和耐蚀性。适合于制作要求高强度的耐磨耐蚀零件。

 锰青铜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ｂｒｏｎｚｅ
含锰量为 ４５％～５．５％的铜合金，有良好的力学性能，抗高温氧化并具有较高的热强性，适合

于制作在高温条件下工作的零件。
 铝基轴承合金 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ｌｕｍｉｎｉｕｍｂａｓｅａｌｌｏｙ

用作轴承材料的铝基合金。按添加元素分类，可分为铝锡合金，铝硅合金，铝铅合金，铝锑合金，
铝镍合金，铝铜合金等。

 铝锡合金 ａｌｕｍｉｎｉｕｍｔｉｎａｌｌｏｙ
用作轴承材料的铝锡合金，按其中的锡含量可分为两类：
ａ）低锡铝合金，其含锡量小于 ９％；
ｂ）高锡铝合金，其含锡量高于 １７％。

 高锡铝合金 ｈｉｇｈｔｉｎａｌｕｍｉｎｉｕｍａｌｌｏｙ
含锡量高于 １７％和含 １％左右铜的轴承铝锡合金。

 铝硅合金 ａｌｕｍｉｎｉｕｍｓｉｌｉｃｏｎａｌｌｏｙ
用作轴承材料的铝硅合金，现主要有二种：
ａ）含 １１％硅，１％铜的铝基合金，又称高硅铝合金；
ｂ）含 ４％硅，１％镉的铝硅镉合金。

 铝铅合金 ａｌｕｍｉｎｉｕｍｌｅａｄａｌｌｏｙ
用作轴承材料的铝铅合金，它的最低含铅量一般在 １０％左右。

 锌基合金 ｚｉｎｃｂａｓｅａｌｌｏｙ
用作轴承材料的锌合金，现用的轴承锌基合金含 ８％～３０％铝和少量的铜与镁等。
注：当该合金中含铝量较高时，亦称锌铝合金。

 自润滑材料 ｓｅｌｆ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不使用润滑剂而具有低摩擦特性的任何固体材料。

 减摩塑料 ａｎｔｉ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ｓｔｉｃ
具有低摩擦特性的塑料。常用于制造滑动轴承和减摩零件以代替青铜。

 减摩铸铁 ａｎｔｉ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ｃａｓｔｉｒ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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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低摩擦系数的铸铁。一般也具有较好的耐磨性。常用于制造载荷较小的轴承，衬套及类似

的滑动摩擦副。
 层状点阵材料 ｌａｙｅｒｌａｔｔｉｃ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具有层状晶体结构的材料。其中许多具有很好的固体润滑特性，如石墨、二硫化钼、二硫化硒、氮

化硼等，它们常用作固体润滑剂。
 耐磨材料 ｗｅａｒ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具有高耐磨性的各种金属、非金属或表面改性材料的总称。
 耐磨钢 ｗｅａｒ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ｓｔｅｅｌｓ

具有较好耐磨性的钢，同时也有较高的强度和韧性，适合制作在冲击载荷下工作的耐磨件。应用

最广的是高锰钢和低合金钢，也有一些中、高合金钢。合金元素主要是锰、硅、铬、钼、镍等。其中

铸钢应用较多，在国内外牌号亦较多。
 高锰钢 ｈｉｇｈ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ｓｔｅｅｌｓ

含锰量为 １１％～１４％的一类铸钢，铸态组织为奥氏体加碳化物。水韧处理后为单相奥氏体或奥

氏体加少量碳化物，有很高的塑性、韧性和加工硬化能力。特别适用于冲击磨料磨损工况，广泛

应用于制造矿山、建材、冶金、电力、铁路等机械中的耐磨件。
 耐磨铸铁 ｗｅａｒ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ｃａｓｔｉｒｏｎｓ

具有高耐磨性的铸铁，主要有白口铁、灰铸铁、球墨铸铁、冷硬铸铁等。
 白口铁 ｗｈｉｔｅｃａｓｔｉｒｏｎｓ

广泛应用的耐磨料磨损铸铁，价廉。金相组织为网状渗碳体和硬度较低的珠光体基体，韧性较

差。
 稀土镁球铁 Ｒ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ｎｏｄｕｌａｒｉｒｏｎ

应用较广的低合金球墨铸铁，有稀土镁钒钛球铁和稀土镁中锰球铁等。多应用于制作耐磨料磨

损部件，如球磨机磨球、衬板、犁铧、耙片等。
 冷硬铸铁 ｃｈｉｌｌｅｄｃａｓｔｉｒｏｎｓ

一种通过激冷工艺方法使铸件激冷层的碳保持化合碳形式而形成白口或麻口的铸铁。适于制造

既要有很高表面硬度和耐磨性又要有柔韧的芯部能承受一定工作应力的零件。
 镍硬铸铁 Ｎｉｈａｒｄｃａｓｔｉｒｏｎｓ

一种含镍铬合金元素的白口铁，具有很高硬度和耐磨性，广泛用于抗磨料磨损或冲蚀磨损场合。
根据含碳量和合金元素的不同，适用于制作不同冲击负荷和疲劳性能的部件，如轧辊、衬板、磨

煤机的磨辊和磨环等。
 高铬铸铁 ｈｉｇｈｃｈｒｏｍｉｕｍｃａｓｔｉｒｏｎｓ

含铬量大于 １２％的一类铸铁，主要用于抗磨料磨损，也耐冲蚀磨损，或用作高温或者腐蚀环境

中的耐磨材料。通过调节碳和铬的含量和（或）添加合金元素（如 Ｎｉ，Ｍｏ，Ｖ等），可以改变其碳

化物类型和基体组织，从而提高其在特殊工况下的耐磨性。
 低铬铸铁 ｌｏｗｃｈｒｏｍｉｕｍｃａｓｔｉｒｏｎｓ

主要用于耐磨料磨损的一种低合金白口铸铁，含铬量在 ５％以下。其耐磨性低于高铬铸铁而高

于普通白口铁，常用来制球磨机磨球、衬板等。
 高磷铸铁 ｈｉｇｈ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ｃａｓｔｉｒｏｎ

含磷为 ０３％～０８％的低合金灰铸铁，常用的有磷铬钼铸铁，磷铬钼铜和磷锑等合金铸铁，合

金元素总含量在 ５％以下，磷共晶在铸铁中以网状分布形成坚硬骨架，具有好的耐磨和减磨性

能，常用于制作汽缸套、活塞环、机床导轨等。
 斯太立合金 ｓｔｅｌｌｉｔｅａｌｌｏｙ

中、高碳钴基耐磨合金，根据成分不同有几种类型，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和耐热、耐蚀性能。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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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高温耐磨料磨损部件，也用于抗冲蚀、气蚀、干摩擦或边界润滑条件，有的类型还适合制作

高质量的刃具。可以锻造、铸造或粉末冶金成型，也可用作表面堆焊材料。
 海纳 ２５ Ｈａｙｎｅｓ２５

一种钴基耐磨合金，由于含碳量低（＜０．１％），含钨量较高（１４％～１６％），可用于高温及强烈腐

蚀的磨损工况。
 巨巴罗合金 Ｔｒｉｂａｌｏｙａｌｌｏｙ

七十年代发展出来的一类低碳钴基、镍基耐磨合金，由硬的金属间化合物（Ｌａｖｅｓ相）弥散分布

在较软的含高铬、钼的钴基或镍基共晶体或固溶体基体上，具有优良的耐磨、耐擦伤和耐蚀性

能。可以铸造、锻造成型或用粉末冶金法成型，也用作耐磨工件的表面堆焊材料。
 硬质合金 ｈａｒｄａｌｌｏｙ

由金属的碳化物（如碳化钨、碳化钛、碳化铬、碳化钽、碳化铌和碳化钒等）以钴或镍作粘结剂，用

粉末冶金方法制成的合金。具有很高硬度，耐磨损、腐蚀、高温。广泛用于金属加工刀具、模具、
采掘钻探、石料加工等领域。

 钢结硬质合金 ｓｔｅｅｌｂｏｎｄｈａｒｄａｌｌｏｙ
用铁粉、低合金粉、不锈钢或高速钢粉粘结碳化物制成的硬质合金。是介于钢和硬质合金之间的

一类材料，既具有可加工性、可热处理性，又具有高硬度和高耐磨性。
 金属陶瓷 ｃｅｒｍｅｔ

金属与金属碳化物、硼化物、氧化物等粉末的共混物烧结制成的复合材料，可用于耐热和耐高温

磨损或高温自润滑材料。
 碳石墨 ｃａｒｂｏｎｇｒａｐｈｉｔｅ

部分石墨化的碳素材料。耐磨性好，导热和导电性高，耐热耐蚀，摩擦系数适中（０２～０．３５），常

用于密封元件、轴套、飞机和化工设备中的摩擦零件。
注：碳石墨材料中有时渗入树脂、金属等作润滑剂或增强剂。

 精细陶瓷 ｆｉｎｅｃｅｒａｍｉｃｓ
先进陶瓷材料，为传统陶瓷的发展。如以氧化物、碳化物、氮化物、硼化物、硅化物制成单一陶瓷

或陶瓷合金。其特点是硬度高，耐磨、耐蚀、耐热、比重小，但脆性大限制了应用。目前主要应用

于高温磨损场合，如涡轮增压器转子，内燃机汽缸套内衬、汽缸头活塞顶，进排气阀门等，也用于

滚动轴承元件。
 氮化硅 Ｓｉ３Ｎ４ ｓｉｌｉｃｏｎｎｉｔｒｉｄｅＳｉ３Ｎ４

一种六方晶体结构的陶瓷材料，机械性能好、耐热冲击、耐蚀、硬度高、耐磨、研磨光滑的表面摩

擦系数低，常用作高温轴承、喷嘴、热压模具等。
 耐磨处理 ａｎｔｉｗｅａ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提高材料耐磨性的表面化学处理或热处理等工艺。
 表面改性 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表面强化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改善或改变表面性能的各种技术，即利用各种物理的、化学的或机械的工艺方法使材料表面获

得特殊的成分、组织结构与性能，以提高其耐磨、耐蚀等性能。
 （表面）化学热处理 ｃｈｅｍｉｃ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将被处理的工件置于气体、固体或液体介质中并加热和保温，使介质分解产生的活性原子被工

件吸附并渗入工件内部一定深度，以改变表层的化学成分和组织，是广泛用于提高耐磨抗蚀性

能的表面改性技术，如渗碳、渗氮、渗钒等。
 渗金属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ｃ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使金属元素扩散渗入零件表面改变其合金成分，以改善其物理化学性能的化学热处理工艺。许

多铁、非铁金属和合金的表面扩散渗入其他金属元素，可提高其表面强度、强度和耐磨、耐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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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硫化；渗硫 ｓｕｌｐｈｕｒｉｚｉｎｇ

使硫渗入钢铁零件表面层的化学热处理工艺。硫化层有特别好的抗擦伤性或（和）抗粘着性，常

用于刀具、液压件等。
 磷化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ｉｎｇ

在含有磷酸盐的溶液中，使金属表面形成磷化膜的处理工艺。磷化膜可提高零件的减摩性和磨

合性能。
 氮化；渗氮 ｎｉｔｒｉｄｉｎｇ

使氮原子渗入零件表面层形成稳定氮化物（氮化铝、氮化铁、氮化铬等）的化学热处理工艺。氮化

表面具有高硬度、高疲劳强度、耐磨、耐蚀，常用于处理缸套、齿轮和轴等零件。
 渗碳 ｃａｒｂｕｒｉｚｉｎｇ

使活性碳原子渗入金属表面层并和铁发生反应的化学热处理工艺，有固体、液体和气体渗碳等

方法。渗碳可以提高表面层的硬度和耐磨性，常用于处理齿轮，传动零件和活塞销等。
 渗硼 ｂｏｒｉｄｉｎｇ

使活性硼原子渗入零件表面层的化学热处理工艺。渗硼可提高零件的硬度、耐蚀性、热稳定性和

高温耐磨性。常用于处理普通碳钢和低合金钢。
 碳氮共渗 ｃａｒｂｏｎｉｔｒｉｄｉｎｇ

将碳、氮同时渗入零件表面层而以渗碳为主的化学热处理工艺。经碳氮共渗的钢，其性能兼有渗

碳和渗氮的优点。
 氰化；液体碳氮共渗 ｃｙａｎｉｄｉｎｇ

在一定温度的氰化盐盐浴中使钢零件表面层同时渗入碳和氮的化学热处理工艺。
注：氰化通常表示在盐浴中处理，而碳氮共渗通常表示在气体中扩散处理。

 硫碳氮共渗；硫氰共渗 ｓｕｌｆｏｃａｒｂｏｎｉｔｒｉｄｉｎｇ
使零件表面同时渗入硫、碳、氮的化学热处理工艺。硫碳氮共渗可以提高摩擦表面的抗咬能力、
抗擦伤性和耐磨性，还可以提高铸铁和钢的疲劳强度。

 离子氮化；离子渗氮 ｉｏｎｉｔｒｉｄｉｎｇ
在充氮低气压容器中，利用辉光放电使工件表面渗入氮原子的化学热处理工艺。该工艺的特点

是渗氮速度快，工件变形小，并具有较高疲劳极限。
 镀渗复合处理 ｐｌａｔｉｎｇｃ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在工件表面上先镀一层金属或合金层，然后进行热扩散处理的工艺。热扩散处理可提高基体和

表层的结合强度并通过物理冶金反应在表面形成各种强化相。
 堆焊 ｓｕｒｆａｃｉｎｇ（ｗｅｌｄｉｎｇ）；ｈａｒｄｆａｃｉｎｇ

利用热源（电弧、火焰、高能粒子或光束）将具有特定性能的金属或合金溶化并涂敷在基材表面

上，以达到耐磨耐蚀等目的的技术。在堆焊过程中，基材也熔化并与焊层在一定厚度上混合，形

成冶金结合过渡区。
 气体堆焊 ｇａｓｆｌａｍｅｈａｒｄｆａｃｉｎｇ

用气体火焰作为热源的堆焊工艺。
 电弧堆焊 ａｒｃｈａｒｄｆａｃｉｎｇ

用电弧作为热源的堆焊工艺。
 等离子喷焊 ｐｌａｓｍａ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ｗｅｌｄｉｎｇ

利用等离子弧熔化合金粉末，并用气流雾化、喷射到工件表面的堆焊工艺。该工艺是喷涂和堆焊

的复合工艺，具有等离子喷涂和堆焊的优点，广泛用作耐磨、耐蚀处理。
 金属喷镀 ｍｅｔａｌ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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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热源（如火焰、电弧等）将特定性能的合金熔化并用高压气体将其雾化和喷射涂敷在基材表

面，但基材不熔化，仅焊层熔化并形成涂层的技术。它可在表面形成微米级钎焊式的扩散结合。
 热喷涂 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用高温高速气流将材料（金属、陶瓷或高分子材料等）熔化或半熔化并雾化，经过加速喷射到已

预处理的基材表面，以形成具有耐磨耐蚀等功能涂层的技术。
注：热喷涂通常指电弧喷涂、火焰喷涂、等离子喷涂、爆炸喷涂。参见各该条。

 电弧喷涂 ａｒｃ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两根接于电源两端的金属或合金丝在自动输送时，两端接近并放电形成连续电弧将丝端熔化，
由压缩气体将熔化金属雾化、喷射到已预处理的工件表面形成涂层的工艺。

 火焰喷涂 ｆｌａｍｅ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以可燃气体和助燃气体混合后燃烧的火焰为热源，将粉末或丝材熔化或半熔化并喷射至已预处

理的基材表面，形成涂层的工艺。
注：火焰喷涂可以喷涂金属、陶瓷或塑料等。

 等离子喷涂 ｐｌａｓｍａ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在等离子喷枪中，由压缩电弧将气体（氩、氮、氢等）电离，形成稳定的等离子焰，通过该焰的粉末

或丝材被熔化或半熔化并喷射至已预处理的基材上形成涂层的工艺。
注：等离子喷涂可以喷涂的材料最为广泛，包括金属、陶瓷、塑料等。

 爆炸喷涂 ｄｅｔｏｎ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火焰喷涂的一种。断续、定量地将氧、燃气（如乙炔）送入混合室并断续点火（每秒 ３～４次）引爆

燃气产生高温冲击波，将粉末熔化或半熔化并高速冲击至预处理的基体上形成涂层的工艺。
注：爆炸喷涂产生的涂层致密，和基体结合强度高，已在航空叶片上获得大量应用，但这种工艺较难掌握，应用

不普遍。

 真空熔结涂层 ｖａｃｕｕｍｆｕｓｉｎｇｃｏａｔｉｎｇ
在真空条件下，对预涂敷于零件表面的自熔合金粉末加热、溶化、凝结形成的涂层。

 硬面材料 ｈａｒｄｆａｃ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指用于通过热喷涂、喷焊、电弧及火焰堆焊、真空熔结等工艺以提高表面耐磨性的一类材料，主

要有钴、镍、铁基等自熔合金。
 自熔合金 ｓｅｌｆｆｌｕｘｉｎｇａｌｌｏｙ

指含有硼和（或）硅元素，熔点较低，在喷焊时有良好的浸润性并于熔融过程中靠合金中的硼、硅

脱氧、造渣、除气能使涂层受到保护的一类合金。
注：自熔合金有 ＮｉＣｒＢＳｉ（Ｎｉ基），ＦｅＣｒＢＳｉ（Ｆｅ基），ＣｏＣｒＷＢＳｉ（Ｃｏ基）等几个体系多种牌号。

 自粘结材料 ｓｅｌｆｂｏｎｄ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主要指镍铝复合粉末或线材，在喷涂过程中它们能发生突发的放热反应，形成 Ｎｉ和 Ａｌ金属间

化合物，放热产生的高温使涂层致密并和基材形成准冶金结合。
 激光表面处理 ｌａｓ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利用高能量密度的激光束对表面照射使局部快速加热，强化表面的工艺，包括表面相变强化；形

成微晶和非晶；表面合金化和表面涂覆等。
 电镀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ｌａｔｉｎｇ

通过电解方法在固体表面上获得金属沉积层的技术。电镀可改善材料的表面性能，包括耐磨减

摩性。
 镀铬 ｃｈｒｏｍｉｕｍｐｌａｔｉｎｇ

获得铬沉积层的电镀技术。镀铬层有极好的耐磨性，作为摩擦学应用主要是镀硬铬和松孔镀铬。
 镀硬铬 ｈａｒｄｐｌａ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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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变电镀液浓度、较低温度及高电流密度条件下获得较高硬度镀铬层的技术。耐磨硬铬镀层

厚度一般为 １０μｍ～３００μｍ。
 松孔镀铬 ｌｏｏｓｅｃｈｒｏｍｉｕｍｐｌａｔｉｎｇ；网纹镀铬 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ｈｒｏｍｉｕｍｐｌａｔｉｎｇ

通过对铬镀层化学或电化学处理使其表面产生一定深度和宽度的网纹以达到储油目的的工艺。
松孔镀铬常用于内燃机汽缸套、密封环，其寿命高于镀硬铬。

 （电）刷镀 ｂｒｕｓｈｐｌａｔｉｎｇ
原理和电镀相同，但不需镀槽，而使用专门镀液并利用一个与阳极接触的垫或刷（镀笔）提供所

需电解液，镀笔在接电源阴极的工件表面上移动而获得镀层的方法。
 化学镀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ｌａｔｉｎｇ；无电镀 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ｅｓｓｐｌａｔｉｎｇ

在没有外电流的情况下，通过溶液中还原剂的作用，依靠异相表面自催化还原反应，使溶液中的

金属不断被还原沉积在基体表面形成镀层的工艺。
注：化学镀既可在金属表面也可在非金属表面沉积，多数沉积的是合金，镀层厚度均匀，孔隙率低。

 复合镀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ｐｌａｔｉｎｇ；弥散镀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ｎｇｐｌａｔｉｎｇ
在电镀或化学镀的溶液中加入硬固体微粒（如 Ａｌ２Ｏ３，ＳｉＣ等）、纤维、晶须或石墨、ＭｏＳ２等固体

润滑材料，使其悬浮分散而共沉积在施镀表面上得到复合材料沉积层的技术。
 静电喷涂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由电荷作用直接将雾化微粒沉积至工件表面的一种喷涂方法。
 气相沉积 ｖａｐｏｒ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从气相中析出固相并沉积在基材表面，以形成具有特殊性能的金属或化合物覆层的表面镀膜技

术。分为化学气相沉积（ＣＶＤ）和物理气相沉积（ＰＶＤ）两大类。
 化学气相沉积 ＣＶ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ｖａｐｏｒ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ＶＤ

利用气相化学反应在基材表面上析出金属或化合物成核、长大和成膜的气相沉积技术。
 物理气相沉积 ＰＶ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ｖａｐｏｒ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ＰＶＤ

用加热或放电等物理方法使固态涂层材料蒸发，同时利用辉光放电产生等离子体，通过电场驱

动使材料凝结在基材表面成膜的气相沉积技术。
 真空（蒸）镀 ｖａｃｕｕｍｖａｐｏｒｐｌａｔｉｎｇ；ｖａｃｕｕｍ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在真空中将材料加热蒸发或升华，并使其沉积于工件表面上而获得薄膜的技术。
 离子溅射 ｉｏｎｓｐ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在真空室内通入 ０１Ｐａ～１．０Ｐａ的惰性气体，使蒸镀材料接阴极，基材接阳极，正负极间施加

高电压，从阴极发射的电子使气体电离产生辉光放电，正离子在强电场作用下轰击阴极，使表面

原子被溅射出来并沉积在基体上成膜的技术。
 离子镀 ｉｏｎｐｌａｔｉｎｇ

将真空蒸镀和离子溅射结合起来的镀膜技术。在真空室中通过加热使成膜材料气化，然后向该

室中通入 ０１Ｐａ～１．０Ｐａ的氩气，在基体相对于膜材间加负高电压，使蒸发材料产生离子辉光

放电，在外电压下轰击基体并沉积在基体上成膜。
 离子注入 ｉｏｎ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在高真空室内，将选定的元素电离成离子，在高静电场作用下，经加速的离子以高速冲击被处

理的表面并注入内面以形成极薄的近表面合金层的方法。离子注入可提高材料硬度，减少摩擦

和提高耐磨性。
 电泳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

利用电场使悬浮在液体中的带电粒子移向工件（电极）表面，并放电而形成沉积层。
 耐磨覆〔涂〕层 ｗｅａｒ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ｃｏａｔｉｎｇ

为提高零件摩擦表面的耐磨性而在其上面附加的材料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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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化膜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ｃｏａｔｉｎｇ
用化学或电化学方法处理金属表面得到的含有该金属化合物的表面膜层。

 电镀层 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ｐｏｓｉｔ
利用电解作用获得的金属沉积层。

 电泳涂层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ｔｉｃｃｏａｔｉｎｇ
利用电泳作用获得的沉积层。
注：电泳直接形成沉积层只是粒子的聚集，还须进行烧结或熟化处理才能形成牢固而致密的涂层。

 减摩镀层 ａｎｔｉ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ｄｅｐｏｓｉｔ
指锡、铅、铟等软金属的镀层。在滑动表面镀这类金属可降低摩擦和改善其磨合作用。

 溅射膜 ｓｐ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ｆｉｌｍ
利用离子溅射作用获得的表面膜。

 摩擦学试验 ┉┇┄━┄┎┉┈┉┈

 摩擦计 ｔｒｉｂｏｍｅｔｅｒ
测量相对运动表面间的法向力和摩擦力及其相互关系的仪器或试验装置。

 摩擦力测量术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测量摩擦力的一系列方法的总称。

 摩擦试验机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ｅｒ
用于试验和鉴定摩擦材料的摩擦性能包括热稳定性能和热冲击刹车性能的试验机。

 定速式摩擦试验机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ｓｐｅｅｄ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ｅｒ
将摩擦材料试片压在以一定速度旋转的圆板或圆环上，以测定摩擦力和磨损量等的试验机。为了

调节摩擦面的温度，此类试验机都具有加热和冷却装置。
 惯性式摩擦试验机 ｉｎｅｒｔｉａｔｙｐｅ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ｅｒ

通过摩擦材料和对偶材料的摩擦，吸收具有设定惯性力矩的飞轮的旋转动能，以评价有关摩擦磨

损性能的试验机。
 静摩擦试验机 ｓｔａｔｉｃ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评定摩擦副静摩擦系数的试验装置。也可用于研究粘—滑现象。
 粘—滑试验机 ｓｔｉｃｋｓｌｉｐｔｅｓｔｅｒ

研究摩擦副相对滑动时的跳跃运动行为的试验装置。
注：摩擦副的接触形式多采用销—平面和平面—平面两种。

 磨损测量术 ｗｅａｒ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测量磨损量的一系列方法的总称。

 两球磨损试验机 ｔｗｏｂａｌｌｗｅａｒｔｅｓｔｅｒ
以两个钢球组成摩擦副，用以模拟边界润滑状态下的滚动、滑动和滑滚运动的磨损试验机。见图

２。
注：两个钢球绕各自的轴线旋转，速度不相同，但方向可以相同，也可以不相同。

图 ２
 四球试验机 ｆｏｕｒｂａｌｌｔｅｓｔｅｒ

由四个钢球组成滑动摩擦副，上面一个转动的钢球和下面三个静止钢球相对滑动的试验机。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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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注：该机主要用于测定润滑剂的极限承载能力，也可用于研究试样（球）材料的磨损特性。

图 ３
 滚动四球试验机 ｒｏｌｌｉｎｇｆｏｕｒｂａｌｌｔｅｓｔｅｒ

由四个钢球组成滚动摩擦副，下面三个钢球可随上面钢球在润滑油杯的滚道上滚动的接触疲劳

磨损试验机。
注：该机主要用于研究接触疲劳磨损特性以及滑滚条件下的润滑特性。

 销—平面往复试验机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ｎｇｐｉｎｏｎｆｌａｔｔｅｓｔｅｒ
由圆销和平面试样组成摩擦副，销端在平面上往复滑动的摩擦磨损试验机。见图 ４。
注：圆销工作端多采用半球形。

图 ４
 球—平面往复试验机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ｔｉｎｇｂａｌｌｏｎｆｌａｔｔｅｓｔｅｒ

由钢球和平面试样组成点接触往复滑动摩擦副的摩擦磨损试验机。见图 ５。

图 ５
 平面—平面往复试验机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ｔｉｎｇｆｌａｔｏｎｆｌａｔｔｅｓｔｅｒ

由两个平面试样组成往复摩擦副的摩擦磨损试验机。见图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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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销—盘试验机 ｐｉｎｏｎｄｉｓｋｍａｃｈｉｎｅ

由一个或多个圆柱销和圆盘组成摩擦副，销端面和圆盘面相对滑动的试验机。见图 ７。
注

１ 圆销工作端可以是半球头也可以是平面；

２ 销静止，盘转动，销亦可沿转动盘的径向运动和（或）绕自身轴线转动；

３ 圆盘平面上也可覆盖砂布（纸），进行固定磨料磨损试验。

图 ７
 球—盘试验机 ｂａｌｌｏｎｄｉｓｋｍａｃｈｉｎｅ

由钢球和盘组成摩擦副，其钢球和盘平面相对滑动的摩擦磨损试验机。见图 ８。

图 ８
 销—环试验机 ｐｉｎａｎｄｒｉｎｇｔｅｓｔｅｒ

由圆销和圆环组成摩擦副，其环周面和销端面相对滑动的摩擦磨损试验机。见图 ９。

图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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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环试验机 ｆｌａｔｒｉｎｇｓｔｅｓｔｅｒ
由两个圆环组成摩擦副，两端面相对滑动的摩擦磨损试验机。见图 １０。
注：两个端面之间可以连续滑动或往复滑动。

图 １０
 交叉圆柱试验机 ｃｒｏｓｓｅｄ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ｓｔｅｓｔｅｒ

由两个交叉圆柱组成滑动摩擦副的摩擦磨损试验机。见图 １１。
注

１ 两圆柱交叉角一般采用 ９０°。

２ 运动形式为一圆柱沿自身轴线转动，另一圆柱沿其轴线或自身轴线滑动或静止。或两圆柱同时旋转并作轴

向滑动。

图 １１
 球—柱试验机 ｂａｌｌｏｎ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ｄｅｖｉｃｅ

由圆球和圆柱组成摩擦副，其圆球和圆柱面相对滑动的摩擦磨损试验机。见图 １２。

图 １２
 圆盘滚动接触试验机 ｒｏｌｌｉｎｇｃｏｎｔａｃｔｄｉｓｋ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由两圆盘组成滚动接触摩擦副的磨损试验机。见图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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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环—块磨损试验机 ｒｉｎｇｂｌｏｃｋｗｅａｒ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

以一平面压于旋转圆环的外圆上，试验材料或润滑剂摩擦磨损性能的一类试验机。见图 １４。
注：这类试验机国内外型号均较多。

图 １４
 阿姆斯勒试验机 Ａｍｓｌｅｒｍａｃｈｉｎｅ

一种可研究滑动、滚动和滑滚运动时的磨损行为的多功能磨损试验机。摩擦副为环—环或环—
块。

 梯姆肯试验机 Ｔｉｍｋｅｎｍａｃｈｉｎｅ
一种环块式润滑剂试验机。也可用来进行材料的摩擦磨损试验。

 发莱克斯摩擦磨损试验机 Ｆａｌｅｘ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ｅａｒｔｅｓｔｍａｃｈｉｎｅ
一种以两个 Ｖ型块夹住一个圆柱销组成摩擦副的滑动摩擦磨损试验机，用于评价润滑剂摩擦

磨损及极压性能，也可用来测定固体润滑膜或表面覆盖层的抗咬极限。
 ＳＲＶ摩擦磨损试验机 ＳＲＶ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ｗｅａｒｔｅｓｔｅｒ

评定材料及润滑介质摩擦磨损性能的往复运动试验机，可在常温和高温条件下试验。
 接触疲劳试验机 ｃｏｎｔａｃｔｆａｔｉｇｕｅｔｅｓｔｅｒ

研究材料在有润滑滚动或滑滚复合运动条件下，由于表面接触疲劳而出现点蚀的双滚子试验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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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试验机所用的试样形状和接触方式和圆盘滚动接触试验机基体相同，但试验参数和试验目的不同。

 橡胶轮（式）磨料磨损试验机 ｒｕｂｂｅｒｗｈｅｅｌａｂｒａｓｉｏｎｔｅｓｔ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由具有橡胶轮缘的圆盘旋转曳带磨粒滑过紧压在轮缘上的试样表面，从而使试样产生磨料磨损

的试验机。
注：目前有干砂橡胶轮磨料磨损试验机和湿砂橡胶轮磨料磨损试验机两类。

 冲击磨料磨损试验机 ｉｍｐａｃｔａｂｒａｓｉｏｎｔｅｓｔ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通过试样冲击磨料（砂砾或岩块等），用来研究材料在有冲击载荷作用下磨料磨损特性的试验

机。
 块—滑 轨 式 磨 料 磨 损 试 验 机 ｂｌｏｃｋｔｒａｃｋａｂｒａｓｉｏｎｔｅｓｔ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平 面 磨 料 磨 损 试 验 机

ｐｌａｎｅａｂｒａｓｉｏｎｔｅｓｔｅｒ
磨料装入有环形滑轨的容器中，试样压在滑轨平面上作相对滑动，磨料进入滑轨和试样平面之

间，实现磨料磨损的试验机。
 旋转式磨料磨损试验机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ｂｒａｓｉｏｎｔｅｓｔｅｒ；罐式磨料磨损试验机 ｔａｎｋｔｙｐｅａｂｒａｓｉｏｎ

ｔｅｓｔｅｒ
磨料装入容器中，试样在磨料中旋转从而产生磨料磨损的试验机。见图 １５。
注：此类试验机可进行干式、湿式磨料磨损或腐蚀磨料磨损试验。

图 １５
 分布冲击试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ｉｍｐａｃｔｔｅｓｔ

在冲击冲蚀试验中，由液体或固体在试样表面上产生按空间分布冲击的装置或方法。
注：这类试验的例子是用液体喷射或模拟雨场。如果冲击均匀地分布在表面上，则可用“均匀分布冲击试验”这

个术语。

 重复冲击冲蚀试验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ｃｔｅｒｏｓｉｏｎｔｅｓｔ
在冲击冲蚀试验中，由均匀大小、形状和碰撞速度的液滴或固体粒子在试样的相同部位上，产生

可控制或可计数冲击的装置或方法。
 液滴大小 ｄｒｏｐｓｉｚｅ

在液体冲蚀中，指液滴的尺寸，如果液滴近似球形，指液滴直径，否则必须指明其近似形状和相

应的尺寸。
 收集效率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在冲蚀粒子流中，含有粒子的未干扰液体的横截面积除以固体表面的投影面积，这两个面积均

垂直于固体表面和未干扰液体中粒子之间相对运动的方向。
注

１ “未干扰液体”意指该液体离固体表面足够远，而未受固体表面周围流动的干扰。例如，液流可以携带粒子朝

向静止的固体表面运动，或固体表面通过悬浮的粒子运动。不是所有向固体表面方向运动或位于它的路径

上的粒子都能冲击到固体表面，因为一些粒子将在液体围绕固体流动时被带走；

２ 在文献中可能发现一些和本术语含义相同的术语，如冲击效率（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捕获效率（ｃａｐｔｕｒｅ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ｃｙ）；汇集 效 率（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碰 撞 效 率（ｉｍｐａ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等，但“收 集 效 率”这 个 词 用 得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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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因而最好采用这个术语。

 粒子浓度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粒子和流体的混合体中，液体或固体粒子含量的量度。可采用如下更具体的术语：
ａ）雨密度（ｒａｉｎｄｅｎｓｉｔｙ）——实际或模拟雨场中每单位体积混合物中液体的质量；
ｂ）固体含量率（ｓｏｌｉｄｓｌｏａｄｉｎｇｒａｔｉｏ）——固体冲蚀环境中，每单位体积混合物中固体粒子的质

量；
ｃ）体积浓度（ｖｏｌｕｍ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每单位体积混合物中液体或固体粒子的体积；
ｄ）质量（ｑｕａｌｉｔｙ）——液体蒸汽同成分的两相流体中，每单位质量中蒸汽相的质量；
ｅ）质量浓度（ｍａｓ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见该条。

 质量浓度 ｍａｓ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在多组分或多相混合体中，该混合体的单位体积或质量中所含的某一特定组分或相的质量。参

见粒子浓度。
注：本术语的含义既可以是无量纲（每单位质量中的质量），也可以是有量纲（每单位体积中的质量），因此在使

用时应明确其含义。若有量纲，应指明其单位。

 合理化冲蚀率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ｅｒｏｓｉｏｎｒａｔｅ
在冲击冲蚀中，用无量纲形式表示的冲蚀试验的冲蚀率，即在相同的面积上，单位体积的液体或

固体粒子冲击造成的材料损失体积。
 液体射流 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

一种处于喷射运动状态的液体，通常近似圆柱形（如液体通过小孔喷出）。在液体冲蚀试验中，常

用如下两种射流：
ａ）连续射流（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ｊｅｔ）——液体的喷射形式为连续流；
ｂ）断续射流（ｓｌｕｇｏｒｓｅｇｍｅｎｔｊｅｔ）——液体以短圆柱的形式喷射，圆柱的长度通常为其直径的

几倍，其运动方向近似和它的长度平行。
 气穴冲蚀试验；气蚀试验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ｒｏｓｉｏｎｔｅｓｔ

固体表面在特定的或可测量的，至少是可重复的条件下受气穴作用的过程。
注：这种试验可分为流动气蚀和振动气蚀两个主要类型。

 超声气蚀试验机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ｄｅｖｉｃｅ
一种振动气蚀试验装置，该装置的振动频率在超声波范围，即频率为 ２０ｋＨｚ或更高。
注：对于较低的频率，则应称为“振动气蚀试验机”，参见该条。

 振动气蚀试验机 ｖｉｂｒａｔｏｒｙ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ｄｅｖｉｃｅ
通过和液体接触的固体表面振动，在该液体中诱发气穴作用的试验装置。这种装置通常由磁致

伸缩器或压电转换器驱动，其频率约为 １０ｋＨｚ～３０ｋＨｚ。
注：振动气蚀试验装置可分为两类：

ａ）试样本身是振动体并在它的表面附近发生气穴；

ｂ）试样本身静止，气穴由其他振动体引发。在未说明的情况下，一般指的前者。

 脉冲气蚀试验 ｐｕｌｓｅｄ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
一种使气穴间歇地发生的振动气蚀试验。试验时，振动期和静止期按规定的时间交替进行。
注：这种试验比其他的振动气蚀试验时间要长，因此更接近实际气蚀的时间规模。因为气蚀脉冲能够除去表面

保护膜而暴露新生表面，使其在静止期受化学作用，所以这种试验对研究气蚀时的化学效应很有用。

 磁致伸缩气蚀试验器 ｍａｇｎｅｔｏ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ｄｅｖｉｃｅ
由磁致伸缩换能器驱动的振动气蚀试验装置。

 气蚀隧道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ｔｕｎｎｅｌ
一种流动气蚀试验装置。在这种装置中，液体被泵压进一管道或隧道，在内面液流通过一收缩段

或一个障碍物或两者，使该处试样发生气穴。
７５

﹩﹣燉 —



 转盘气蚀试验装置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ｎｇｄｉｓｋｄｅｖｉｃｅ
一种流动气蚀试验设备。在这种设备中，一个圆盘在充满液体的箱中转动，由盘上的孔或突起产

生气穴涡流。气蚀试样试验面和盘表面齐平地固定于预测是气泡溃灭的部位。
 铁谱技术 ｆｅｒｒｏｇｒａｐｈｙ

在磁场作用下，从使用过的润滑油样中分离出磨屑，并使磨屑按照尺寸大小有序地沉积到一块

玻璃基片（铁谱片）上，然后进行显微观察、检测和分析的一种技术。该技术主要用于设备的监

测，故障诊断及磨损机制研究。
 铁谱仪 ｆｅｒｒｏｇｒａｐｈ

实现铁谱技术的基本仪器，有分析铁谱仪、直读铁谱仪、在线铁谱仪等。参见各该条。
 分析铁谱仪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ｆｅｒｒｏｇｒａｐｈ

使含有磨屑的润滑油样流经玻璃基片，在磁场作用下铁磁性磨屑沉积至基片上形成铁谱片以供

观察和分析的铁谱仪。
 直读铁谱仪 ｄｉｒｅｃｔｒｅａｄｉｎｇｆｅｒｒｏｇｒａｐｈ

使含有磨屑的润滑油样进入一沉积管，油样中的铁磁性磨屑在磁场作用下有序地沉积到管子底

部，通过光导纤维，光敏元件直接读出指定点磨屑浓度的铁谱仪。
 在线铁谱仪 ｏｎｌｉｎｅｆｅｒｒｏｇｒａｐｈ

安装在机器上，定期地直接显示运转机器的润滑油中磨屑浓度的铁谱仪。
 气动铁谱仪 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ｆｅｒｒｏｇｒａｐｈ

用压缩气体作动力，将含有磨屑的干磨料吹过玻璃基片，在磁场作用下使磁性磨屑沉积至基片

上形成铁谱片，以观察和分析干磨料磨损条件下，磨料中所含磨屑的粒度和浓度等的铁谱仪。
 磁塞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ｐｌｕｇ

一种简单的收集磨屑的工具。在润滑油油路、油箱或其他需要分析磨屑的部位放置磁铁（磁塞），
用以吸附油中磁性磨屑，隔一定时间将磁铁取出，对其所附磨屑进行分析。

 表面粗糙度检查记录仪 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ａｎｄ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表面轮廓仪 ｓｕｒ
ｆａｃｅｐｒｏｆｉｌｏｇｒａｐｈ
一种高精度电感式表面粗糙度测量仪器。其原理是感受器的测针沿被测表面滑行，表面轮廓峰

谷引起测针位移，位移使电感线圈电感量变化并被记录下来。
 重复性 ｒｅｐｅａ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用相同的方法，同一种试验材料，在相同的条件下获得的一系列试验结果之间的一致程度。
注：相同的条件指同一操作者、同一设备、同一实验室和短暂的时间间隔。

 再现性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ｉｂｉｌｉｔｙ
用相同的方法，同一种试验材料，在不同条件下获得的单个试验结果之间的一致程度。
注：不同的条件指不同的操作者，不同设备，不同实验室，不同的时间等。

 方差 爳２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爳２

观察值（牀牏）距离算术平均值（牀）的平均平方偏差。

爳２＝ １
牕牏

（牀牏－ 牀）２

式中：牕——观察或测量次数。
有时将上式中 牕值减去 １，即

爳２＝ １
牕－ １牏

（牀牏－ 牀）２

根据考虑的问题不同，可采用上式中任一个作为方差。
 标准偏差 爳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爳

方差的正平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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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异系数 爼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爼
标准偏差与算术平均的绝对值之比。常用百分数表示。

 硬度 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材料抵抗较硬物体压陷的能力。
常用的硬度量标有：布氏硬度、维氏硬度、洛氏硬度、肖氏硬度、努氏硬度、莫氏硬度、显微硬度。
参见各该条。

 布氏硬度 ＨＢ ＢｒｉｎｅｌｌｈａｒｄｎｅｓｓＨＢ
在布氏硬度计上以钢球或硬质合金球压入材料所测得的硬度。
注：在一定直径的淬火钢球或硬质合金球上，加规定载荷使其压入金属表面，经规定保持时间后卸除载荷，测

量压痕的直径，以载荷对压痕球形表面积之比，作为布氏硬度值。

 维氏硬度 ＨＶ ＶｉｃｋｅｒｓｈａｒｄｎｅｓｓＨＶ
在维氏硬度计上以金刚石棱锥压入材料所测得的硬度。
注：在相对面夹角为 １３６°的正四棱锥形金刚 石 压 头 上，加 规 定 载 荷 使 其 压 入 材 料 表 面，经 规 定 时 间 后 卸 除 载

荷，测量压痕对角线长度（ｍｍ），取其平均值。以载荷对压痕表面积之比，作为维氏硬度值。

 洛氏硬度 ＨＲ ＲｏｃｋｗｅｌｌｈａｒｄｎｅｓｓＨＲ
在洛氏硬度计上以金刚石圆锥或钢球压头压入材料，用其造成的残余压痕深度计算的硬度。
注：洛氏硬度有三种标尺：ＨＲＡ，ＨＲＢ，ＨＲＣ。ＨＲＡ和 ＨＲＣ使用为 １２０°的金刚石圆锥压头，ＨＲＢ使用直径为

１５８８ｍｍ的淬火钢球压头。

 肖氏硬度 ＨＳ ＳｈｏｒｅｈａｒｄｎｅｓｓＨＳ
一定重量的钢球或具有金刚石圆头的冲头，从规定高度（牎０）自由落到试件表面，以冲头被弹回

的高度（牎）与 牎０的比值计算的硬度值。
 努氏硬度 ＨＫ ＫｎｏｏｐｈａｒｄｎｅｓｓＨＫ

在显微硬度计上以不等棱长，截面为菱形的金刚石棱锥压入材料所测得的硬度。
注

１ 在长棱夹角为 １７２°３０′，短棱夹角为 １３０°的金刚石棱锥上，施加规定载荷，压入材料表面，经规定保持时间后

卸载，测量压痕对角线的长度，以载荷与压痕投影面积之比作努氏硬度值；
２ 努氏硬度与维氏硬度相近，主要用于测量显微硬度。

 莫氏硬度 Ｍｏｈｓ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根据莫氏建议的硬度标而测得的物体之硬度。莫氏硬度分十级，是由十种矿物组成的一套标准，
按硬度逐渐增大的次序排列是：①滑石；②石膏；③方解石；④萤石；⑤磷灰石；⑥长石；⑦石英；
⑧黄玉；⑨刚玉；滌滜金刚石。材料的硬度以它所相当的那个标准矿物的号数表示。

 显微硬度 ｍｉｃｒｏ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以微量载荷将金刚石压头压入试样表面所测得的合金显微组织或金属微体积的硬度。
注：常以维氏或努氏硬度法测定，而测量仪器采用显微硬度计。

 表观硬度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在多孔烧结表面任意部位测得的硬度值。

 硬度计 ｈａｒｄｏｍｅｔｅｒ
测量材料硬度的仪器。

 显微硬度计 ｍｉｃｒｏｈａｒｄｏｍｅｔｅｒ
测量材料薄表面层或组织的显微硬度的仪器。

 流变仪 ｒｈｅｏｍｅｔｅｒ
测量油脂的剪应力—剪切速率曲线的仪器。适用于润滑油脂，电流变流体的性能评定。

 粘度计 ｖｉｓｃｏｓｉｍｅｔｅｒ
测定燃料、润滑油及其他液体的内摩擦或粘度用的仪器。

 锥入度计 ｐｅｎｅｔｒｏｍｅｔｅｒ
用角锥在规定条件下沉入润滑脂以测定其稠度的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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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粉 ９３２…………………………………………
干膜 ９１２…………………………………………
干膜润滑 ９３………………………………………
干摩擦 ４３７………………………………………
干磨损 ５５…………………………………………
干润滑剂 ８４………………………………………
钢结硬质合金 １０５２………………………………
高铬铸铁 １０４５……………………………………
高碱化 ７７６………………………………………
高磷铸铁 １０４７……………………………………
高锰钢 １０３９………………………………………
高锡铝合金 １０２９…………………………………
格鲁宾方程 ６６６…………………………………

２６

﹩﹣燉 —



工业白油 ８７５……………………………………
工业齿轮油 ８７０…………………………………
攻击角 ５７６………………………………………
供入能力 ７６９……………………………………
沟蚀 ５５４…………………………………………
骨油 ８５２…………………………………………
固定磨料磨损 ５１３………………………………
固体冲蚀 ５７３……………………………………
固体粒子冲蚀 ５７３………………………………
固体润滑 ９１………………………………………
固体润滑剂 ９２……………………………………
固体润滑剂分散液 ９３４…………………………
固体润滑剂悬浮液 ９３４…………………………
刮伤 ５３９…………………………………………
罐式磨料磨损试验机 １１３１………………………
惯性式摩擦试验机 １１５…………………………
光亮油 ８５０………………………………………
光学仪器极压脂 ８１１３……………………………
硅胶润滑脂 ８１０５…………………………………
硅青铜 １０２３………………………………………
滚动 ４１１…………………………………………
滚动接触疲劳 ５２３………………………………
滚动摩擦 ４２６……………………………………
滚动摩擦系数 犨ｒ，（牊ｒ） ４４８………………………
滚动摩擦因数 犨ｒ，（牊ｒ） ４４８………………………
滚动磨损 ５２４……………………………………
滚动四球试验机 １１１１……………………………
滚动速度 ４１９……………………………………
滚珠黄油 ８９６……………………………………
滚珠轴承润滑脂 ８１１４……………………………
过热汽缸油 ８７７…………………………………

﹪

哈特曼数 爣 ６６１…………………………………
海绵效应 ６１０５……………………………………
海纳 ２５ １０４９……………………………………
焊着 ５５７…………………………………………
合成切削液 ８８４…………………………………
合成润滑剂 ８９……………………………………
合成润滑脂 ８９９…………………………………
合成油 ８４２………………………………………
合理化冲蚀率 １１３８………………………………
赫兹接触面积 爛ｈ ３５５…………………………

赫兹接触压力 ３６９………………………………
宏观滑动 ４８………………………………………
糊剂 ９３３…………………………………………
划伤 ５３８…………………………………………
滑动 ４７……………………………………………
滑动率 ４２０………………………………………
滑动摩擦 ４２５……………………………………
滑动磨损 ５２５……………………………………
滑动速度 ４１８……………………………………
滑滚率 ４２２………………………………………
滑滚摩擦 ４２７……………………………………
滑滚运动 ４１２……………………………………
滑石 ９２３…………………………………………
化学镀 １０９１………………………………………
化学磨损 ５９………………………………………
化学气相沉积 ＣＶＤ １０９５………………………
化学吸附 ３３４……………………………………
环—环试验机 １１１８………………………………
环—块磨损试验机 １１２２…………………………
灰分 ７２０…………………………………………
毁坏期 ５１０７………………………………………
毁坏性磨损 ５４……………………………………
混合摩擦 ４３６……………………………………
混合润滑 ６１８……………………………………
火焰喷涂 １０７８……………………………………



机械泵油 ８５９……………………………………
机械化学磨损 ５７…………………………………
机械活化 ３３６……………………………………
机械磨损 ５６………………………………………
机械特性梯度 ３８２………………………………
机械油 ８５４………………………………………
积炭 ７７３…………………………………………
积屑瘤 ５５１………………………………………
基础油 ８１６………………………………………
基准面 ３１４………………………………………
基准线 ３１５………………………………………
激光表面处理 １０８５………………………………
极限静摩擦 ４３０…………………………………
极限静摩擦力 ４４２………………………………
极压抗磨剂 ８２１…………………………………
极压润滑 ６２１……………………………………

３６

﹩﹣燉 —



极压润滑剂 ８１３…………………………………
极压性 ７５…………………………………………
集中电阻 ３６５……………………………………
集中供脂润滑 ６４５………………………………
几何参数 ６６９……………………………………
挤压数 犲 ６６０……………………………………
挤压效应 ６８０……………………………………
挤压油膜 ６７５……………………………………
加工硬化 ５６５……………………………………
加速期 ５１０３………………………………………
假塑性 ７５４………………………………………
间歇润滑 ６２４……………………………………
减摩材料 １０１２……………………………………
减摩镀层 １０１０６…………………………………
减摩塑料 １０３４……………………………………
减摩性 ４５８………………………………………
（减摩）轴承材料 １０１３……………………………
（减摩）轴承合金 １０１４……………………………
减摩铸铁 １０３５……………………………………
减速期 ５１０４………………………………………
减压渣油 ８４９……………………………………
剪切安定性 ７７……………………………………
剪切稀化 ７６５……………………………………
剪切增稠 ７６６……………………………………
溅射膜 １０１０７……………………………………
降凝剂 ８２８………………………………………
交叉圆柱试验机 １１１９……………………………
胶合 ５４１…………………………………………
胶质 ７７２…………………………………………
结疤 ５５０…………………………………………
接触点 ３５６………………………………………
接触电阻 ３６４……………………………………
接触角 ３６１………………………………………
接触面积 ３５０……………………………………
接触疲劳试验机 １１２７……………………………
接触压力 ３６７……………………………………
接触应力 ３７０……………………………………
解吸 ３３５…………………………………………
金属钝化剂 ８２５…………………………………
金属基自润滑复合材料 ９２８……………………
金属减活剂 ８２５…………………………………
金属摩擦材料 １０７………………………………
金属摩擦学 ２９……………………………………

金属喷镀 １０７５……………………………………
金属陶瓷 １０５３……………………………………
浸油润滑 ６３４……………………………………
精密仪表油 ８８１…………………………………
精细陶瓷 １０５５……………………………………
净化表面 ３２………………………………………
净正吸头 ＮＰＳＨ ５９９……………………………
静电喷涂 １０９３……………………………………
静接触 ３５７………………………………………
静摩擦 ４２９………………………………………
静摩擦力 ４４１……………………………………
静摩擦试验机 １１６………………………………
静摩擦系数 犨ｓ，（牊ｓ） ４４７…………………………
静摩擦因数 犨ｓ，（牊ｓ） ４４７…………………………
静粘度 ７３４………………………………………
巨巴罗合金 １０５０…………………………………
聚合物基自润滑复合材料 ９３０…………………
聚合物润滑脂 ８１０６………………………………
聚四氟乙烯 ＰＴＦＥ ９２６…………………………
聚酰胺 ＰＡ ９２７…………………………………
绝对粘度 ７３２……………………………………
龟裂 ５６４…………………………………………



抗焊着性 ５１１７……………………………………
抗化学润滑脂 ８１１２………………………………
抗磨性 ７４…………………………………………
抗泡剂 ８２９………………………………………
抗乳化度 ７３０……………………………………
抗蚀油 ８４０………………………………………
抗氧剂 ８２４………………………………………
抗氧抗腐剂 ８２０…………………………………
抗咬性 ５１１７………………………………………
可变形性 ５６９……………………………………
可溶性油 ８８６……………………………………
克雷默效应 ３３８…………………………………
空化 ５９５…………………………………………
空气压缩机油 ８５７………………………………
空蚀 ５９６…………………………………………
库伦定律 ４５６……………………………………
库伦摩擦 ４３９……………………………………
块—滑轨式磨料磨损试验机 １１３０………………
矿物油 ８３７………………………………………

４６

﹩﹣燉 —



扩散泵油 ８６０……………………………………
扩散磨损 ５２６……………………………………



拉制润滑剂 ８１４…………………………………
蜡笔润滑 ９４………………………………………
雷诺方程 ６５３……………………………………
雷诺数 爲牉 ６５４…………………………………
雷氏粘度 ７３７……………………………………
累积冲蚀 ５８７……………………………………
累积冲蚀率 ５８８…………………………………
累积冲蚀—时间曲线 ５８９………………………
累积期 ５１０３………………………………………
冷冻机油 ８５８……………………………………
冷焊 ５５７…………………………………………
冷却液 ８１２４………………………………………
冷硬化磨损 ５３０…………………………………
冷硬铸铁 １０４３……………………………………
冷作硬化 ５６５……………………………………
犁沟 ５４５…………………………………………
犁削 ５４５…………………………………………
离子氮化 １０６９……………………………………
离子镀 １０９９………………………………………
离子溅射 １０９８……………………………………
离子渗氮 １０６９……………………………………
离子注入 １０１００…………………………………
锂基润滑脂 ８９５…………………………………
粒子浓度 １１３６……………………………………
连续润滑 ６２５……………………………………
两球磨损试验机 １１９……………………………
两体（磨料）磨损 ５１１……………………………
列宾捷尔效应 ３３７………………………………
裂化 ７７７…………………………………………
临界油膜厚度 ６９３………………………………
临界转速 ６１０２……………………………………
磷化 １０６２…………………………………………
磷青铜 １０２２………………………………………
流变动力润滑 ６１４………………………………
流变学 ６４６………………………………………
流变仪 １１７１………………………………………
流点 ７２３…………………………………………
流点降低剂 ８２８…………………………………
流动气穴 ５９８……………………………………

流体摩擦 ４３４……………………………………
流体润滑 ６２………………………………………
硫化 １０６１…………………………………………
硫化切削油 ８８２…………………………………
硫化润滑剂 ８１０…………………………………
硫氯化润滑剂 ８１２………………………………
硫氰共渗 １０６８……………………………………
硫碳氮共渗 １０６８…………………………………
馏分润滑油 ８５１…………………………………
录音机润滑油 ８８０………………………………
铝硅合金 １０３０……………………………………
铝基润滑脂 ８９７…………………………………
铝基轴承合金 １０２７………………………………
铝铅合金 １０３１……………………………………
铝青铜 １０２４………………………………………
铝锡合金 １０２８……………………………………
氯化润滑剂 ８１１…………………………………
轮廓峰顶线 ３２０…………………………………
轮廓峰高 牁ｐ ３２２…………………………………
轮廓谷底线 ３２１…………………………………
轮廓谷深 牁ｖ ３２３…………………………………
轮廓接触面积 爛ｃ ３５２…………………………
轮廓均方根偏差 爲ｑ ３２７………………………
轮廓偏距 牁 ３１７…………………………………
轮廓水平截距 爞 ３３１……………………………
轮廓算术平均偏差 爲ａ ３２６………………………
轮廓算术平均中线 ３１９…………………………
轮廓支承长度 犣ｐ ３２８……………………………
轮廓支承长度率 牠ｐ ３２９…………………………
轮廓支承长度率曲线 ３３０………………………
轮廓最大高度 爲Ｙ ３２４…………………………
轮廓最小二乘中线 牔 ３１８………………………
轮轴油 ８５５………………………………………
罗素效应 ３３９……………………………………
洛氏硬度 ＨＲ １１６３………………………………



马丁方程 ６６５……………………………………
脉冲气蚀试验 １１４３………………………………
毛填料润滑脂 ８１０８………………………………
锰青铜 １０２６………………………………………
弥散镀 １０９２………………………………………
名义单位载荷 ３７６………………………………

５６

﹩﹣燉 —



名义接触面积 爛ｎ ３５１…………………………
名义压力 ３６８……………………………………
模压摩擦材料 １０１０………………………………
膜厚比 ６１９………………………………………
膜粘结强度 ９３９…………………………………
膜强度 ３４７………………………………………
摩擦 ２２……………………………………………
摩擦材料 １０２……………………………………
摩擦颤动 ４６０……………………………………
摩擦传动 ４５４……………………………………
摩擦副 ４１…………………………………………
摩擦改进剂 ８２３…………………………………
摩擦改进性 ７３……………………………………
（摩擦）工况 ４７９…………………………………
摩擦功 ４６９………………………………………
摩擦功率 ４７０……………………………………
摩擦化学 ２７………………………………………
摩擦计 １１１………………………………………
摩擦角 ４５２………………………………………
摩擦矩波动系数 ４７３……………………………
摩擦矩稳定系数 ４７２……………………………
摩擦聚合物 ４６６…………………………………
摩擦力 ４４０………………………………………
摩擦力测量术 １１２………………………………
摩擦力分子分力 ４４４……………………………
摩擦力机械分力 ４４５……………………………
摩擦力矩 爩 ４７１…………………………………
摩擦力学 ２８………………………………………
摩擦裂解 ４６５……………………………………
摩擦面 ４２…………………………………………
摩擦热 ４６２………………………………………
摩擦热脉冲 ４６３…………………………………
摩擦升华 ４６４……………………………………
摩擦试验机 １１３…………………………………
摩擦添加物 １０１１…………………………………
摩擦物理学 ２６……………………………………
摩擦系数 犨，（牊） ４４６……………………………
摩擦系统 ４４………………………………………
摩擦学 ２１…………………………………………
摩擦学材料 １０１…………………………………
摩擦学设计 ２１７…………………………………
摩擦学系统 ４４……………………………………
摩擦相容性 ４７８…………………………………

摩擦噪声 ４６７……………………………………
摩擦锥 ４５３………………………………………
摩擦自锁 ４５９……………………………………
摩擦组元 ４３………………………………………
摩阻材料 １０２……………………………………
磨耗 ２４……………………………………………
磨合（１） ５６６………………………………………
磨合（２） ５６７………………………………………
磨合性 ５６８………………………………………
磨合油 ８３９………………………………………
磨痕 ５１２２…………………………………………
磨粒 ５１６…………………………………………
磨粒性 ５１７………………………………………
磨料磨损 ５１０……………………………………
磨料磨损指数 ５１１５………………………………
磨蚀 ５９……………………………………………
磨损 ２４……………………………………………
磨损测量术 １１８…………………………………
磨损量 ５１０９………………………………………
磨损率 ５１１０………………………………………
磨损失效 ５１２４……………………………………
磨损图 ５１２０………………………………………
磨损系数 爦ｗ ５１１４………………………………
磨损因子 爦 ５１１６………………………………
磨损转型效应 ５１０８………………………………
磨屑 ５１２３…………………………………………
莫林定律 ４５７……………………………………
莫氏硬度 １１６６……………………………………



钠基润滑脂 ８９４…………………………………
纳米摩擦学 ２１４…………………………………
纳维斯托克司方程 ６５２…………………………
耐磨材料 １０３７……………………………………
耐磨处理 １０５７……………………………………
耐磨覆层 １０１０２…………………………………
耐磨钢 １０３８………………………………………
耐磨涂层 １０１０２…………………………………
耐磨性 ５１１８………………………………………
耐磨铸铁 １０４０……………………………………
内摩擦 ４３２………………………………………
内燃机油 ８６５……………………………………
尼龙 ＰＡ ９２７……………………………………

６６

﹩﹣燉 —



粘稠性 ７６８………………………………………
粘度 ７３１…………………………………………
粘度比 ７４４………………………………………
粘度计 １１７２………………………………………
粘度指数 ７４６……………………………………
粘度指数改进剂 ８２６……………………………
粘弹性 ７５９………………………………………
粘—温方程 ７４７…………………………………
粘温系数 ７４５……………………………………
粘—温斜率 ７４８…………………………………
镍硬铸铁 １０４４……………………………………
凝点 ７２４…………………………………………
牛顿流体 ６４９……………………………………
努森数 爦 ６６２……………………………………
努氏硬度 ＨＫ １１６５……………………………



跑合（１） ５６６………………………………………
跑合（２） ５６７………………………………………
配制油 ８４３………………………………………
喷粉润滑 ９５………………………………………
喷油润滑 ６４０……………………………………
膨润土基润滑脂 ８１０１……………………………
膨胀性 ７６７………………………………………
膨胀增稠 ７６７……………………………………
铍青铜 １０２５………………………………………
疲劳裂纹 ５６０……………………………………
疲劳磨损 ５２２……………………………………
偏位角 ６８８………………………………………
偏心距 牉 ６８７……………………………………
偏心率 犡 ６９０……………………………………
贫油 ６１０８…………………………………………
平均冲蚀率 ５８８…………………………………
平均冲蚀深度 ５９０………………………………
平面磨料磨损试验机 １１３０………………………
平面—平面往复试验机 １１１４……………………
泊 Ｐ ７５１…………………………………………
破坏性磨损 ５４……………………………………
ＰＶ极限（压力速度极限） ４２４…………………
ＰＶ值（压力速度值） ４２３………………………



漆膜 ７７１…………………………………………

起泡 ５７１…………………………………………
起泡沫 ７２２………………………………………
起氧化皮 ５６３……………………………………
气动铁谱仪 １１５２…………………………………
气沟效应 ６１０９……………………………………
气击 ６１１０…………………………………………
气膜 ６７４…………………………………………
气蚀 ５９６…………………………………………
气蚀试验 １１４０……………………………………
气蚀隧道 １１４５……………………………………
气体动力润滑 ６５…………………………………
气体动压润滑 ６５…………………………………
气体堆焊 １０７２……………………………………
气体静力润滑 ６６…………………………………
气体静压润滑 ６６…………………………………
气体润滑 ６３………………………………………
气体润滑剂 ８３……………………………………
气体压力润滑 ６６…………………………………
气相沉积 １０９４……………………………………
气穴冲蚀 ５９６……………………………………
气穴冲蚀试验 １１４０………………………………
气穴数 犲 ５１００……………………………………
气穴（现象） ５９５…………………………………
气穴效应 ６８４……………………………………
气穴云 ５１０１………………………………………
汽轮机油 ８７４……………………………………
汽油机油 ８６６……………………………………
铅青铜 １０２１………………………………………
牵引力 ３７５………………………………………
牵引力系数 ４５１…………………………………
牵引应力 ３７１……………………………………
潜滑 ４１０…………………………………………
潜滑率 ４２１………………………………………
嵌藏性 ５７０………………………………………
嵌入润滑 ９８………………………………………
切削液 ８１２３………………………………………
清净剂 ８１８………………………………………
清净性 ７１３………………………………………
清净油 ８４４………………………………………
侵蚀 ２５……………………………………………
侵蚀磨损 ２５………………………………………
轻馏分 ７７５………………………………………
轻微磨损 ５２………………………………………

７６

﹩﹣燉 —



氢磨损 ５２９………………………………………
氢致磨损 ５２９……………………………………
倾点 ７２３…………………………………………
倾点降低剂 ８２８…………………………………
氰化 １０６７…………………………………………
球—盘试验机 １１１６………………………………
球—平面往复试验机 １１１３………………………
球—柱试验机 １１２０………………………………
区间冲蚀率 ５８４…………………………………
取样长度 爧 ３１６…………………………………
去垢油 ８４４………………………………………
全面滑动 ４８………………………………………
全损耗系统用油 ８５４……………………………



燃点 ７１７…………………………………………
热斑 ５６１…………………………………………
热磨损 ５２８………………………………………
热喷涂 １０７６………………………………………
热疲劳 ５５９………………………………………
热析 ５７２…………………………………………
热楔 ６７９…………………………………………
热氧化安定性 ７９…………………………………
蠕滑 ４１０…………………………………………
蠕滑率 ４２１………………………………………
乳化液 ８１２２………………………………………
乳化油 ８８６………………………………………
入射角 ５７７………………………………………
软黄油 ８９３………………………………………
软金属膜 ９２２……………………………………
润滑 ２３……………………………………………
润滑方式 ６２３……………………………………
润滑剂 ８１…………………………………………
润滑剂配伍性 ７６…………………………………
润滑剂相容性 ７６…………………………………
润滑剂载体 ８１５…………………………………
润滑类型 ６１………………………………………
润滑膜 ６７２………………………………………
润滑摩擦 ４３３……………………………………
润滑特性 ６７１……………………………………
润滑性 ７１…………………………………………
润滑油 ８３６………………………………………
润滑油导热性 ７１４………………………………

润滑油吸水性 ７１５………………………………
润滑油压缩性 ７１０………………………………
润滑油氧化 ７１１…………………………………
润滑油粘着性 ７１２………………………………
润滑脂 ８８７………………………………………
（润滑脂）稠度 ７５６………………………………
（润滑脂）分油 ７５５………………………………
润滑脂机械安定性 ７６４…………………………
润滑脂块 ８１１９……………………………………
润滑脂时效硬化 ７６２……………………………
润滑脂相似粘度 ７４３……………………………
润滑脂硬化 ７６２…………………………………
（润滑脂）锥入度 ７６０……………………………
润滑状态区域图 ６６８……………………………
润湿性 ７８…………………………………………



赛氏通用粘度 ７３６………………………………
三体（磨料）磨损 ５１２……………………………
刹车油 ８７２………………………………………
纱填料润滑脂 ８１０９………………………………
闪点 ７１６…………………………………………
闪温 ３７９…………………………………………
烧结摩擦材料 １０４………………………………
烧伤 ５６１…………………………………………
渗氮 １０６３…………………………………………
渗金属 １０６０………………………………………
渗硫 １０６１…………………………………………
渗硼 １０６５…………………………………………
渗碳 １０６４…………………………………………
渗析 ７６３…………………………………………
生物摩擦学 ２１２…………………………………
石棉摩擦材料 １０３………………………………
石墨 ９１６…………………………………………
石墨钙基润滑脂 ８１０３……………………………
石油润滑剂 ８６……………………………………
石油润滑油 ８３７…………………………………
石油脂 ８１１８………………………………………
食品机械油 ８５６…………………………………
收集效率 １１３５……………………………………
手工给油润滑 ６３０………………………………
手工给脂润滑 ６４２………………………………
衰减期 ５１０４………………………………………

８６

﹩﹣燉 —



双相合金 １０１６……………………………………
顺应性 ５６９………………………………………
瞬时冲蚀率 ５８３…………………………………
斯 Ｓｔ ７５２…………………………………………
斯太立合金 １０４８…………………………………
斯特里贝克曲线 ６５１……………………………
四球试验机 １１１０…………………………………
松孔镀铬 １０８９……………………………………
松散磨料磨损 ５１４………………………………
塑料基自润滑复合材料 ９３０……………………
塑料摩擦学 ２１１…………………………………
塑性变形 ５４３……………………………………
塑性接触 ３５９……………………………………
塑性流动 ５４３……………………………………
塑性流体 ７５３……………………………………
塑性流体动力润滑 ６１３…………………………
酸值 ７１９…………………………………………
索莫菲尔德变换 ６６３……………………………
索莫菲尔德数 爳 ６５８……………………………
ＳＲＶ摩擦磨损试验机 １１２６……………………



泰勒涡流 ６１０４……………………………………
酞青 ９２５…………………………………………
弹簧润滑脂 ８１１５…………………………………
弹流润滑 ６１０……………………………………
弹塑性接触 ３６０…………………………………
弹性 ７５８…………………………………………
弹性接触 ３５８……………………………………
弹性流体动力润滑 ６１０…………………………
碳氮共渗 １０６６……………………………………
碳基摩擦材料 １０８………………………………
碳石墨 １０５４………………………………………
陶瓷基自润滑复合材料 ９２９……………………
陶瓷摩擦学 ２１０…………………………………
梯姆肯试验机 １１２４………………………………
添加剂 ８１７………………………………………
填料 ８３５…………………………………………
条件粘度 ７３５……………………………………
铁路内燃机油 ８６８………………………………
铁谱技术 １１４７……………………………………
铁谱仪 １１４８………………………………………
烃基润滑脂 ８１００…………………………………

铜铅轴承合金 １０２１……………………………
同曲表面 ３６２……………………………………
透平油 ８７４………………………………………
涂抹 ５４４…………………………………………
湍流 ６４８…………………………………………
脱层 ５５６…………………………………………
脱附 ３３５…………………………………………

〇

外摩擦 ２２…………………………………………
往复滑动 ４１４……………………………………
网纹镀铬 １０８９……………………………………
微动 ４１５…………………………………………
微动腐蚀 ５３３……………………………………
微动磨损 ５３２……………………………………
微动疲劳 ５３４……………………………………
微动频率 ４１７……………………………………
微动损伤 ５３５……………………………………
微动振幅 ４１６……………………………………
微观不平度十点高度 爲Ｚ ３２５…………………
微观滑动 ４１０……………………………………
微观摩擦学 ２１３…………………………………
微观切面 ３８３……………………………………
微观弹流润滑 ６１２………………………………
微观弹性流体动力润滑 ６１２……………………
微切削 ５４６………………………………………
微凸体 ３１２………………………………………
微凸体曲率半径 ３１３……………………………
维氏硬度 ＨＶ １１６２……………………………
伪布氏压痕 ５３７…………………………………
未污染表面 ３１……………………………………
紊流 ６４８…………………………………………
蜗轮机油 ８７４……………………………………
污染膜 ３４３………………………………………
无电镀 １０９１………………………………………
无机润滑脂 ８９２…………………………………
无润滑摩擦 ４３８…………………………………
雾点 ７２６…………………………………………
物理气相沉积 ＰＶＤ １０９６………………………
物理吸附 ３３３……………………………………



吸附 ３３２…………………………………………
９６

﹩﹣燉 —



吸附膜 ３４２………………………………………
稀土镁球铁 １０４２…………………………………
锡青铜 １０２０………………………………………
系统摩擦学 ２１６…………………………………
纤维脂 ８１１０………………………………………
显微硬度 １１６７……………………………………
显微硬度计 １１７０…………………………………
相变润滑 ６２２……………………………………
相对接触面积 ３５４………………………………
相对磨损 ５１１２……………………………………
相对磨损率 ５１１３…………………………………
相对耐磨性 ５１１９…………………………………
相对粘度 ７４０……………………………………
橡胶轮（式）磨料磨损试验机 １１２８………………
镶嵌润滑 ９８………………………………………
肖氏硬度 ＨＳ １１６４………………………………
销—环试验机 １１１７………………………………
销—盘试验机 １１１５………………………………
销—平面往复试验机 １１１２………………………
楔效应 ６７８………………………………………
协同作用 ９４１……………………………………
携带流体 ５７５……………………………………
斜截面 ３８４………………………………………
锌基合金 １０３２……………………………………
絮凝 ９４０…………………………………………
旋转式磨料磨损试验机 １１３１……………………
循环润滑 ６２７……………………………………
选择性转移 ５４９…………………………………



压力润滑 ６２８……………………………………
压力楔 ６７７………………………………………
压粘关系式 ７４９…………………………………
压粘系数 犜 ７５０…………………………………
压配润滑剂 ９３７…………………………………
压缩数 牼 ６５９……………………………………
压延机润滑脂 ８１１６………………………………
延性冲蚀表现 ５９２………………………………
严重磨损 ５３………………………………………
颜料润滑脂 ８１０４…………………………………
羊毛脂 ８１０７………………………………………
氧化膜 ３４１………………………………………
氧化磨损 ５８………………………………………

咬合 ５４０…………………………………………
咬卡 ５４２…………………………………………
咬伤 ５４０…………………………………………
咬死 ５４２…………………………………………
冶金烧伤 ５６２……………………………………
冶金相容性 ３８５…………………………………
液滴大小 １１３４……………………………………
液力传动油 ８７３…………………………………
液体冲蚀 ５７４……………………………………
液体动静力润滑 ６９………………………………
液体动静压润滑 ６９………………………………
液体动力润滑 ６７…………………………………
液体动压润滑 ６７…………………………………
液体静力润滑 ６８…………………………………
液体静压润滑 ６８…………………………………
液体润滑 ６４………………………………………
液体润滑剂 ８２……………………………………
液体射流 １１３９……………………………………
液体碳氮共渗 １０６７………………………………
液压液 ８７１………………………………………
液压油 ８７１………………………………………
一次润滑 ９１０……………………………………
一氧化铅 ＰｂＯ ９２１………………………………
仪表油 ８６３………………………………………
异曲表面 ３６３……………………………………
抑制剂 ８３３………………………………………
影响层 ５１２１………………………………………
应力集中 ３７３……………………………………
应力集中系数 ３７４………………………………
应力集中因子 ３７４………………………………
硬度 １１６０…………………………………………
硬度计 １１６９………………………………………
硬粒子冲蚀 ５７３…………………………………
硬面材料 １０８２……………………………………
硬质合金 １０５１……………………………………
油不足 ６１０８………………………………………
油池润滑 ６３４……………………………………
油垫 ６１０６…………………………………………
油垫润滑 ６３３……………………………………
油环润滑 ６３６……………………………………
油链润滑 ６３８……………………………………
油膜 ６７３…………………………………………
油膜动力特性 ６９４………………………………

０７

﹩﹣燉 —



油膜刚度 ６９５……………………………………
油膜刚度系数 ６９７………………………………
油膜破裂 ６８３……………………………………
油膜失稳 ６９９……………………………………
油膜涡动 ６１００……………………………………
油膜压力分布 ６８２………………………………
油膜振荡 ６１０３……………………………………
油膜阻尼 ６９６……………………………………
油膜阻尼系数 ６９８………………………………
油泥 ７７０…………………………………………
油盘润滑 ６３７……………………………………
油气润滑 ６４１……………………………………
油绳润滑 ６３２……………………………………
油雾润滑 ６３９……………………………………
油性 ７２……………………………………………
油性剂 ８２２………………………………………
油浴润滑 ６３４……………………………………
有机润滑脂 ８９１…………………………………
釉化 ３４９…………………………………………
釉面 ３４８…………………………………………
预位移 ４９…………………………………………
圆盘滚动接触试验机 １１２１………………………
原始表面织构 ３８…………………………………
原子磨损 ５２７……………………………………
云母 ９２４…………………………………………
运动粘度 犵 ７３４…………………………………
运行参数 ６７０……………………………………
孕育期 ５１０２………………………………………



载荷角 ６８９………………………………………
在线铁谱仪 １１５１…………………………………
再现性 １１５６………………………………………
凿削 ５４７…………………………………………
皂 ８１２０……………………………………………
皂基润滑脂 ８８８…………………………………
增压泵油 ８６１……………………………………
轧制油 ８８５………………………………………
粘焊 ５４１…………………………………………
粘—滑 ４６１………………………………………
粘—滑试验机 １１７………………………………
粘结膜 ９１１………………………………………
粘（ｚｈāｎ）着 ５１８…………………………………

粘着力 ５１９………………………………………
粘着连接强度 ５２０………………………………
粘着磨损 ５２１……………………………………
粘着系数（１） ４５０…………………………………
粘着系数（２） ４５１…………………………………
张弛振动 ４６０……………………………………
真空泵油 ８５９……………………………………
真空熔结涂层 １０８１………………………………
真空（蒸）镀 １０９７…………………………………
真实单位载荷 ３７７………………………………
真实接触面积 爛ｒ ３５３……………………………
振动气蚀试验机 １１４２……………………………
振动气穴 ５９７……………………………………
蒸汽机油 ８７６……………………………………
正常磨损 ５１………………………………………
脂杯润滑 ６４３……………………………………
脂枪润滑 ６４４……………………………………
直读铁谱仪 １１５０…………………………………
植物润滑剂 ８８……………………………………
纸基摩擦材料 １０６………………………………
制动静摩擦系数 ４４９……………………………
制动率 ４７６………………………………………
制动容量 ４７７……………………………………
制动效率 ４７４……………………………………
制动效率损失 ４７５………………………………
制动液 ８７２………………………………………
质量浓度 １１３７……………………………………
中性油 ８４６………………………………………
终身润滑 ９１０……………………………………
重力流动性 ７６８…………………………………
重力润滑 ６２９……………………………………
（轴承）半径间隙 爞 ６８５…………………………
轴承比磨损率 ５１１６………………………………
（轴承）间隙比 犼 ６８６……………………………
轴承青铜 １０１９……………………………………
轴承油 ８６２………………………………………
轴承脂 ８９６………………………………………
轴心轨迹 ６９１……………………………………
转化膜 １０１０３……………………………………
转盘气蚀试验装置 １１４６…………………………
转移膜润滑 ９９……………………………………
锥入度计 １１７３……………………………………
锥阻值 ７６１………………………………………

１７

﹩﹣燉 —



浊点 ７２６…………………………………………
自耗润滑 ９９………………………………………
自燃点 ７１８………………………………………
自熔合金 １０８３……………………………………
自润滑材料 １０３３…………………………………
自润滑复合材料填料 ９３１………………………
自润滑复合材料增强剂 ９３１……………………
自旋 ４１３…………………………………………
自旋摩擦 ４２８……………………………………
自粘结材料 １０８４…………………………………
综合粗糙度 犲 ３８７………………………………

阻尼油 ８７８………………………………………
最大冲蚀率 ５８５…………………………………
最大静摩擦 ４３０…………………………………
最大静摩擦力 ４４２………………………………
最大速率期 ５１０６…………………………………
最佳粗糙度 ３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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