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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滚动接触疲劳试验，盐雾试验rp等级

试验方法

 

   确定齿轮接触疲劳强度应在齿轮试验机上进行试验齿轮的负荷运转试验。当齿面出现接触疲劳失效
或齿面应力循环次数达到规定的循环基数N。而未失效时（以下简称“越出”），试验终止并获得齿面
在试验应力下的一个寿命数据。当试验齿轮及试验过程均无异常时，通常将该数据称为“试验点”。根
据不同的试验目的，选择小列不同的试验点的组合，经试验数据的统计处理，确定试验齿轮的接触疲劳
特性曲线及接触疲劳极限应力。

（1）常规成组法

    常规成组法用于测定试验齿轮的可靠度-应力-寿命曲线（即R-S-
N曲线），求出试验齿轮的接触疲劳极限应力。

试验时取4～5个应力级，每个应力级不少于5个试验点（不包括越出点）。高应力有中的各试验点的齿面
应力循环次数不少于1×106。高应力级与次高应力级的应力间隔为总试验应力范围的40%～50%，随着应
力的降低，应力间隔逐渐减少。低应力级至少有一个试验点越出。

（2）少试验点组合法

    少试验点组合法通常用于测定S-N曲线或仅测定极限应力。

试验时试验点总数为7～16个。测定S-N曲线时，应力级为4～10个，每个应力级取1～4个试验点。

测定极限应力时可采用升降法。



采用正交法进行对比试验时，每个对比因素至少有3个试验点。

试验条件及试验齿轮

（1）齿轮接触疲劳强度试验按下述规定的试验条件和试验齿轮进行（对比试验的研究对象除外），上此
可确定试验齿轮的接触疲劳极限应力σHlim。

1、试验条件

A、试验机

试验应使用功率流封闭式结构的齿轮试验机，试验机的性能校核见表A（补充件）。试验机的中心距一
般为90～150mm，试验齿轮线速度为8～16m/s。试验机的精度应不低于试验齿轮所要求的精度，试验机
应具有以下基本功能：

a.齿轮断齿时自动停机；

b.有保证齿轮良好润滑的循环喷油润滑系统；

c.有润滑油油墨度控制装置，回油温度控制在60℃以下；

d.有循环次数记录装置，其记录误差不大于±0.1%。

5.1.1.2润滑油

按ZB J17 003进行润滑油的选择的保养。一般情况下试验机连续运转三个月应进行润滑油的取样检查。

B、试验齿轮

试验齿轮模数的选择应保证在试验中不出现弯曲疲劳断齿，通常取m=3～8mm。螺旋角β=0°,齿数比u=
1.2～1.5(小齿轮为主动轮)，试验齿轮副材料相同，工作齿宽b＞0.05a（中心距，mm），表面粗糙度RZ=2
～5μm，精度为GB10095的4～6级，基本齿廓应符合GB1356的规定。

试验齿轮的材料、热处理及加工检测见附录B（补充件）。

2、齿轮接触疲劳强度试验也可在试验条件和试验齿轮参数与产品齿轮工况和参数一致或相近的条件下进
行。

接触疲劳失效判据

一、失效判别方法

齿轮接触疲劳强度试验是以齿面点蚀损伤程度作为接触疲劳失效的判据。判别方法有以下两种：

a.单齿点蚀面积率

RS=AS/ASW⋯⋯⋯⋯⋯⋯⋯⋯⋯⋯（1）



式中：RS——单齿点蚀面积率，%；

AS——试验齿轮单个齿面上点蚀面积之和，mm2；

ASW——试验齿轮单个齿面的工作表面积，mm2。

b.齿轮副点蚀面积率

RT=A1T/A1TW+A2T/A2TW⋯⋯⋯⋯⋯⋯⋯⋯⋯⋯（2）

式中：RT——齿轮副点蚀面积率，%；

A1T——试验齿轮副主动轮全部点蚀面积之和，mm2；

A2T——试验齿轮副被动轮全部点蚀面积之和，mm2；

A1TW——试验齿轮副主动轮各齿工作表面积之和，mm2；

A2TW——试验齿轮副被动轮各齿工作表面积之和，mm2.

二、失效判别准则

1、非表面硬化齿轮，点蚀一般总是在所有齿面上出现。当试验齿轮副的硬度相等或相近时，它们的点蚀
损伤极限为：

RT=2%⋯⋯⋯⋯⋯⋯⋯⋯⋯⋯（3）

当试验齿轮齿轮副点蚀面积率达到式（3）的点蚀损伤极限时，即判定该齿面失效。

2、表面硬化齿轮，包括渗碳、渗氮、碳氮共渗、火焰或感应淬火的齿轮，点蚀一般在少数齿上出现。它
们的点蚀损伤极限为：

RS=4%⋯⋯⋯⋯⋯⋯⋯⋯⋯⋯⋯⋯（4）

或

RT=0.5%⋯⋯⋯⋯⋯⋯⋯⋯⋯⋯（5）

当试验齿轮点蚀面积率达到式（4）或式（5）的点蚀损伤极限时，即判定该齿面失效。

3、非表面硬化的试验齿轮循环基数N0=5×107。表面硬化的试验齿轮循环基数N0≥5×107。当齿面应力
循环次数达到循环基数N0，而齿面点蚀损伤速度未达到点蚀损伤极限时，试验停止，判定该试验点越出
。

试验步骤

7.1试验前准备

7.1.1按5.1条进行试验时，试验前应按附录A（补充件）的规定进行齿轮试验机的性能校验。



7.1.2清洗试验齿轮后目测检查，齿面不得有腐蚀，锈蚀或其它形式的损伤。对试验齿轮、轮齿及齿面进
行编号。

7.1.3试验齿轮安装后应检查齿面接触情况，按5.1条进行试验时，试验机加载至试验载荷，齿面沿工作齿
宽方向接触斑点不小于90%，沿齿高方向接触斑点不小于80%。

7.2预备性试验

预备性试验是为了确定试验的应力级，一般可通过测定一条S-
N曲线来估计疲劳区的应力范围和极限应力，并根据4.1条的要求确定应力级。

7.3试验过程的监控

7.3.1试验中应经常检查试验机的运转情况并控制油温。对静态加载的试验机应根据卸载情况确定重新加
载的时间间隔，并作详细记录。

7.3.2根据试验齿轮的接触应力大小确定齿面检查时间间隔。试验初期限可用10倍放大镜观察齿面，发现
齿面点蚀损伤后应及时根据损伤形貌及扩展趋势缩短检查的时间间隔，以便准确记录达到齿面点蚀损伤
极限时的循环次数，若检查齿面时点蚀面积率已超过点蚀损伤极限，则取该段时间隔的一半作为该间隔
达到齿面失效时的时间。

7.3.3对点蚀损伤的形貌，在齿面上的位置、该齿面的齿序号及应力循环次数进行跟踪检查，并作描述和
记录。必要时进行复膜或照相。

7.3.4在试验过程中，若没有出现齿面点蚀面出现了其它损伤，如非正常磨损、胶合等，则应仔细记录它
们的变化情况，并应改善润滑条件及运转条件。当出现中等磨损、中等胶合工出现轮齿断齿时，应判为
非接触疲劳失效，该数据不能作为试验点。

7.4补充试验点

同一应力级的试验点做完后应时行分布检验[见附录C（补充件）]，若分布函数的线性相关系数不能满足
小值的要求时，需补充试验点。

7.5失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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