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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机械  清洁度测定方法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测定分离机械清洁度的基本原则 要求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分离机械产品  

 

2  引用标准 

    GB 679   工业酒精 

    GB 1922  溶剂油 

GB 6004  试验筛用金属丝编织方孔筛网 

 

3  术语 

3.1  清洁度 

    清洁度是指检测对象所含脏物 如金属屑 金属未 砂子 灰尘 纤维 漆皮等 的程度  

3.2  清洁度限值 

    清洁度限值是指检测对象所含脏物的最大允许值  

3.3  滤膜 

    具有许多均匀的微孔 与过滤液体不起化学反应 由硝酸纤维素或醋酸纤维素制成的过滤材料  

3.4  恒重 

    将被测物反复烘干 称重 使其重量达到恒定  

3.5  运行的液压系统 

    运行的液压系统指系统的所有元件都处于工作状态 运行不少于 30 min使污染物的颗粒均布后  

才能取样的系统  

3.5  清洁度检测室 

    供过滤 烘干 称重 分析用 其降尘量 温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封闭房间  

3.6  洁净物 

    经过有效清洗 洗涤 保存在防尘器具内的物品  

3.7  取样部位 

其清洁度直接影响产品可靠性的特定部位  

 

4  一般规定 

4.1  以规定的清洗液和清洗方式对零件的取样部位测得的清洁度表征该零件的清洁度  

4.2  以规定的分离机械的取样部位测定的清洁度表征分离机械的清洁度  

4.3  测定分离机械清洁度的全过程应保持操作一致 严格按本标准操作 使其测定结果准确  

 

5 抽样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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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零件 

    在零件机械加工生产线末端最终清洗之后涂油之前随机抽取 也可在装配线上清洗之后装配之

前随机抽取  

5.2  部件 

    在装配线末端清洗之后入库之前随机抽取  

5.3  整机 

在装配线末端经检验其他项目合格后入库前随机抽取 也可在成品库中抽取  

 

6  检测基本要求 

6.1  操作者及测量环境要求 

6.1.1  检测清洁度时 环境应清洁 其清洁程度应与检测的要求相适应  

6.1.2  清洁度检测人员应是经过培训 熟悉被测物的结构并掌握清洁度测定技术的专职人员 检测

清洁度时 检测人员的衣 帽和双手应清洁  

6.2  测量器具及准备 

6.2.1  检测清洁度时所用器具应清洁 目测无异物  

6.2.2  滤膜 

6.2.2.1  测量用滤膜采用孔隙度 5 m 直径 50 mm 厚度 150 m 重量小于 90 mg的白色滤膜  

6.2.2.2  滤膜恒重时 应用镊子将滤膜放入洁净的 NY-120 溶液中清洗两面后 置于已恒重的蒸发

器中 将瓶盖半开放入已升温至 90 5 的烘箱中 经 60 min 盖好瓶盖取出 置于干燥器中冷却

30 min后取出 连同蒸发器一起称重 如此反复烘干称重 直至连续两次差值不大于 0.4mg为止

并作记录  

6.2.3  滤网 

6.2.3.1  测量用滤网采用 SSWO.063 0.045  GB 6004 相当于 235目 英寸 的不锈钢丝网或铜

丝网  

6.2.3.2  滤网恒重时 应将滤网放入洁净的 NY-120 溶剂油中清洗两面 取出滤网 待表面清洗液

微干后 放入已升温至 105 5 的烘箱中 经 60min后取出 置于干燥器中冷却 30min后取出称量

如此反复烘干称重 直至连续两次差值不大于 0.4mg为止 并作记录  

6.2.4  清洗液 

    用作清洗液的 NY-120 GB 1922 溶剂油或酒精 GB 679 使用前应用 SSWO.032 0.028  GB 6004

相当于 423目 英寸 清洁滤网进行过滤  

6.2.5  滤膜过滤装置 

滤膜过滤装置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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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滤膜过滤装置及清洗器具 称量盘在使用前应用合成洗涤剂温水溶液充分清洗 然后用温水洗

刷两次 用蒸馏水洗刷 3次并烘干  

6.2.6  烘箱 

    烘箱应采用远红外线干燥箱或电热鼓风干燥箱 最高温度为 130 工作室尺寸按需要选取

烘箱应远离挥发性 可燃性气体 箱内应保持清洁  

6.2.7  分析天平 

    分析天平应采用最大称量 200g 分度值 0.1mg 自动加码 称重盘直径不小于 80 mm 天平应

安装在无强磁源 震动源 腐蚀性气体的清洁度检测室内稳固的工作台上 使用时打开前门 20 min

后开始工作  

6.2.8  颗粒计数器 

颗粒计数器的操作应符合有关操作规程的规定  

 

7  检测对象及检测方法 

    分离机械清洁度的检测方法按照检测对象的不同可分别采用目测 手感法 颗粒计数法和重量

法三种方法  

7.1  检测对象 

7.1.1  各类型分离机械的液压系统和非液压系统 如螺旋差速器 变速器 轴承座等 应根据寿命

和可靠性的要求确定清洁度限值 并在相应技术要求中作出规定  

    用颗粒计数法或重量法定期进行抽查 正常装配过程中用目测 手感法检查主要零件 部件的

内外表面和孔槽以及一般零件的配合面 工作面等 不得有脏物  

7.2  目测 手感法 

    目测 手感法是指通过视觉和手的触觉来评定检测对象清洁度的方法  

7.3  重量法 

    重量法是指通过测定检测对象所含赃物的重量来评定其清洁度的方法  

    检测一般包括采集脏物 过滤 烘干 称重等步骤  

7.3.1  采集脏物 

7.3.1.1  将分离机械液压传动系统中的油品用 SSWO.063 0.045  GB 6004 相当于英制  235目

英寸 的不锈钢丝网或铜丝网过滤 并计量过滤后的全部脏物重量  

7.3.1.2  将油品倒出后对分离机械的液压传动系统用规定的清洗液进行清洗 收集全部脏物和带脏

物的清洗液 清洗可采用手工清洗或压力清洗的方式  

7.3.1.3  清洗器具及装置 

    清洗时 一般使用下列器具及装置  

    a 尼龙刷 画笔 绸布 磁铁和镊子等  

    b 注射器 油枪 冲洗装置等  

    C 搪瓷或塑料的盘 盆及带盖的桶等  

7.3.1.4  清洗要求 

    清洗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清洗前向机械传动系统加一定量的润滑油 使其适当运转 并收集全部润滑油  

    b 用洁净的清洗液刷洗或冲洗所有接触取样部位脏物的用具  

    c 非取样部位的脏物不得进入所收集的清洗液 并应防止清洗液散失  

7.3.2  过滤 

7.3.2.1  清洗液过滤时采用已恒重的孔隙度为 5 m的滤膜 将混浊的清洗液注入微孔滤膜过滤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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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中 当混浊液过稠时 可用洁净的清洗液稀释 稀释液用量以能较快通过滤膜为限  

7.3.2.2  过滤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过滤元件 滤膜或滤网 使用前应进行恒重  

    b 过滤时可开动真空泵加快过滤速度  

    c 滤膜如被堵塞或破损应及时更换  

    d 全部混浊清洗液滤完后 用至少 50mL 的洁净清洗液冲洗漏斗的内壁 使全部脏物转移到滤

膜上  

    e 用镊子小心地取下带赃物的滤膜 置于已恒重蒸发器中 准备烘干称重  

    f 当滤液有润滑脂时应脱脂后进行过滤  

    g 运转后的润滑油也应进行过滤  

7.3.2.3  油品的过滤采用粗滤和抽样过滤并用的方法  

7.3.2.3.1  用经恒重的滤网过滤全部带脏物的油品 并计量过滤后全部油品的体积  

7.3.2.3.2  在盛装粗滤后全部油品的容器底部放置搅拌器 使其偏离中心一定距离 其转速以不使

油品溅出为限 搅拌时间约为 1h  

7.3.2.3.3  在不停止搅拌器的情况下抽取经搅拌 500mL 低于 500mL的全检 的油品 并计量其体 

积  

7.3.2.3.4  按本标准第 7.3.2.l条和 7.3.2.2条的规定对抽样的油品进行过滤  

7.4  颗粒计数法 

7.4.1  颗粒计数法测定的清洁度以单位体积油液中所含污染物颗粒尺寸大于 5 m和大于 15 m的 

浓度表示 采用代号方式表示的污染物的颗粒浓度见表 1  

7.4.2  本标准规定用两个代号以分数形式组成液压系统的清洁度 第一组代号表示每毫升油液中颗

粒尺寸大于 5 m的全部颗粒数 置于分子位置 第二组代号表示每毫升油液中颗粒尺寸大于 15

m的全部颗粒数 置于分母位置 例如 18/15  

 

表 1 

颗  粒  浓  度 
颗粒/mL 

代号 颗  粒  浓  度 
颗粒/mL 

代号 颗  粒  浓  度 
颗粒/mL 

代号 

10000000 30 5000 19 2.5 8 

5000000 29 2500 18 1.3 7 

2500000 28 1300 17 0.64 6 

1300000 27 640 16 0.32 5 

640000 26 320 15 0.16 4 

320000 25 160 14 0.08 3 

160000 24 80 13 0.04 2 

80000 23 40 12 0.02 1 

40000 22 20 11 0.01 0 

20000 21 10 10 0.005 0.9 

10000 20 5 9   

7.4.3  取样要求 

7.4.3.1  从运行的液压系统油箱中距油面 2 3处 油箱吸油侧 抽取试样 其容量不少于取 200mL

容器的容量应达到试样容量的 150%以上 取样容器必须清洗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7.4.3.2  用任何产生真空的抽样装置 通过所连接的清洁软管 抽取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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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3  取样之前 先要用被抽油箱的油液冲洗取样管子后才能取样 其体积约为 5倍的取样管子

内的体积 不得将该冲洗的液体作为试样  

7.4.3.4  典型取样方法见图 2 取下取样容器时注意封盖严密 取样的全部过程中注意不要再重复

污染  

 
图 2 

7.4.4  取样容器的清洁度及其测定 

7.4.4.1  取样容器的清洁度一般要求 11 8 其测定方法为 把 50 容器容量的清洁液 清洁液的

清洁度要求一般为 5 2 倒入容器内 盖上塑料薄膜和瓶盖 并以油液分析用的同样方法搅拌溶液

然后进行自动颗粒计数 将数值乘以倒入容器的溶液量与容器总容积之比即为该容器的清洁度  

7.4.5  试样测定 

7.4.5.1  试样测定的仪器必须经校准合格后方可使用 其测定方法按所使用的 仪器使用说明书

进行 试样测定结果如有争议 以自动颗粒计数器所得结果为准  

7.4.5.2  在试样测定分析中 油液颗粒处于两个相邻污染颗粒数之间 清洁度应取较高污染颗粒数

所对应的那个代号  

7.4.5.3  判定清洁度指标时 清洁度代号中的两个代号中任一代号超标 即视为清洁度超标  

7.4.5.4  一台产品由几个液压系统合用一个油箱时 清洁度指标应按较高压力系统的清洁度指标作

为产品的清洁度指标 分开使用油箱时 该产品的所有油箱均需取样测定 并且都要达到标准要求

7.5  烘干 称重 

    把装有带脏物滤膜的称重瓶放入烘箱中 按 6.2.2.2 条的要求烘干称重 把装有带脏物滤网放

入烘箱中 按 6.2.2.2条的要求烘干称重  

7.6  计算 

    用重量法检测清洁度时 检测对象的清洁度按下式计算  

    对液压系统  

( ) ( )
1

3456121
10001000
V

mm
V

mmmmX •−+•−+−= 1  

    对非液压系统  

( )562 mmX −= 2  

式中 X1 单位体积的油品中所含脏物的重量 mg L  

      X2 非液压系统中所含脏物的重量  mg  

      m1 过滤油品前洁净的滤网恒重重量 mg   

      m2 过滤油品后带有脏物的滤网恒重重量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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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3 过滤抽样的油品前洁净的滤膜恒重重量 mg  

      m5 过滤抽样的油品后带有脏物的滤膜恒重重量  mg  

      m5 过滤清洗液前洁净的滤膜恒重重量 mg  

      m6 过滤清洗液后带有脏物的滤膜恒重重量  mg  

      V 液压系统中油品的总体积 mL  

      V1 抽样过滤的油品的体积 mL  

7.7  清洁度测定及分析报告 

    按附录 A 参考件 的内容 将结果填入清洁度测定及分析报告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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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清洁度测定及分析报告 

参考件  

产品名称                                            滤膜空隙度  
产品型号                                            滤网空隙度  
产品编号                                            清洗液种类  
                                                     清洗液用量  
 
序  号 零 件 名 称 清 洗 部 位 清 洁 度 测 定 值 

    
    
    
 
结论及建议  

        
 
测定人            日期             审核人             日期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全国分离机械标准化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机械电子工业部合肥通用机械研究所归口并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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