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润滑系统

所谓润滑系统，指的是向润滑部位供给润滑剂的一系列的给油脂、排油脂及

其附属装置的总称。润滑系统可分为五种，即循环润滑系统，集中润滑系统，喷

雾润滑系统，浸油与飞溅润滑系统，油和脂的全损耗性润滑系统。

一、简介

润滑系统的设计要根据各种机械设备的特点和使用条件而定，它总是由几种

主要元件如液压泵、油箱、过滤器、冷却装置、加热装置、密封装置、缓冲装置、

安全装置、报警器等所组成。

润滑系统的功用是向做相对运动的零件表面输送定量的清洁润滑油，以实现

液体摩擦，减小摩擦阻力，减轻机件的磨损。并对零件表面进行清洗和冷却。润

滑系统通常由润滑油道、机油泵、机油滤清器和一些阀门等组成。

燃料进入引擎燃烧后，将燃料的内能转换成“功”来使引擎运转，然而并不

是所有的“功”都用来驱动引擎的运转，因为引擎中机件间的摩擦会消耗引擎产

生的功，而将其转换为热能。为了降低摩擦来保护引擎，必须有一润滑系统来润

滑引擎。

二、系统要求

1.基本要求

一般而言，机械设备的润滑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1）保证均匀、连续地对各润滑点供应一定压力的润滑剂，油量充足，并

可按需要调节。

（2）工作可靠性高。采用有效的密封和过滤装置，保持润滑剂的清洁，防

止外界环境中灰尘、水分进入系统，并防止因泄漏而污染环境。

（3）结构简单，尽可能标准化，便于维修及高速调整，便于检查及更换润

滑剂，起始投资及维修费用低。

（4）带有工作参数的指示、报警保护及工况监测装置，能及时发现润滑故

障。

（5）当润滑系统需要保证合适的润滑剂工作温度时，可加装冷却及预热装

置以及热交换器。

在设计润滑系统时必须考虑以三种润滑要素，即：

①摩擦副的种类(如轴承、齿轮、导轨等类支承元件)和其运转条件(如速度、

载荷、温度以及油膜形成机理等)。

②润滑剂的类型(如润滑油、脂或固体、气体润滑剂)以及它们的性能。



③润滑方法的种类和供油条件等。

2.等级

（1）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对润滑油黏度等级规定简称 SAE，有 0W、5W、10W、

15W、20W、25W，为多级油在寒冷地区使用，数字越小，其低温性能越好。SAE20、

30、40、50 为黏度等级，它表示 100℃的黏度数，数字越大，黏度越大。如 15W40

表示此油在低温下符合 15W 的要求和 100℃的黏度符合 SAE40 的要求。

（2）美国石油协会对机油品质等级评定标准简称为 API。汽油机油的级别

以 S打头，字母越往后，级别越高：SA/SB/SC/SD/SE/SF/SG/SH/SJ。柴油机油以

C打头，CA/CB/CC/CD/CE/CF/CF—4CG/CG—4。例 SAE15W40APISG/CD 表示冬夏通

用南北适用的多级油，具有汽油、柴油两性能通用的机油。

三、系统分类

通常可按润滑剂的使用方式和情况分为分散润滑系统和集中润滑系统两大

类；同时这两类润滑系统又可分为全损耗性和循环润滑两类。

除以上分类外，还可根据所供给的润滑剂类型，将润滑方法分为润滑油润滑

或称稀油润滑，润滑脂润滑或称干油润滑，以及固体润滑、气体润滑等。

1.分散润滑

常用于润滑分散的或个别部件的润滑点。在分散润滑中还可分为全损耗(或

“一次结油润滑”)型和循环型两种基本类型，如使用便携式加油工具(油壶、油

枪、手刷、氯溶胶喷枪等)对油池、油嘴、油杯、导轨表面等润滑点手工加油，

以及油绳或油垫润滑、飞溅润滑、油环或油链润滑等。

2.集中润滑

使用成套供油装置同时对许多润滑点供油，常用于变速箱、进给箱、整台或

成套机械设备以及自动化生产线的润滑。集中润滑系统按供油方式可分为手动操

纵、半自动操纵以及自动操纵三类系统。它同时又可分为全损耗性系统、循环系

统、静压润滑系统。全损耗性系统指润滑剂送至润滑点以后，不再回收循环使用，

常用于润滑剂回收困难或无须回收、需油量很小、难以安置油泵或油池的场合。

而循环润滑系统的润滑剂送至润滑点进行润滑以后又流回油箱再循环使用。静压

润滑系统则是利用外部的供油装置，将具有一定压力的润滑剂输送到静压支承中

进行润滑的系统。

四、工业应用

1.机油的功用



机油在引擎中扮演润滑的角色。机油除了能润滑引擎降低摩擦外，还有防止

引擎金属腐蚀、消除进入引擎中的灰尘及其他污染物、在活塞与气缸壁间帮助燃

烧室气密、为活塞及轴承等零件冷却及消除引擎内不必要的产物。

2.机油的循环

引擎中大部分的机油都储存于油底壳中，机油的循环由随引擎转动之机油泵

浦驱动，自油底壳将机油吸出，经过机油滤清器滤掉杂质后，高压的机油从引擎

的机油流道流至引擎各处，润滑或冷却各个机件，最后在流回油底壳中。

引擎中会有极少量的机油进入燃烧室被燃烧，所以机油有少量的消耗是正常

的。然而若过量的机油由活塞与气缸壁的间隙往上进入燃烧室称为“上机油”，

而机油由气缸头之阀系间隙向下流入燃烧室中则称为“下机油”，二者都是所谓

的“吃机油”。引擎若是有吃机油的现象，当然机油会消耗很快，而且因为机油

大量燃烧的关系，会自排气管排出淡青色的烟，此时必须去保修场检查是“上机

油”或“下机油”，好对症下药。

3.机油的选用

机油依据其成分可分为全合成、半合成及矿物油，一般来说，全合成机油在

引擎中随引擎运转的衰退程度较低，而矿物油的衰退程度较高。但是若是车辆都

能在原厂指定之换油里程或时间内更换机油，就算使用矿物油，也不会对引擎造

成任何伤害。

机油除了有成分上的不同，也在“黏度指数”上有区别。黏度指数是指机油

黏度随温度改变的程度，目前最常使用的机油黏度分类是依照 SAE 号数分类，不

同的号数对应不同的黏度范围，号数越大代表黏度越大。SAE 编号后方加上 W者

指适用于寒冷气候的机油，其编号越小者黏性越小，引擎在寒冷的冬天越容易启

动。

机油号数除了SAE 50 (例) 或 SAE 10W (例) 等单级机油外，还有如10W-40

等之复级机油，复级机油能同时满足高温与低温的使用需求。复级机油于 W之前

的号数越低、后方的号数越高者，表示该机油能适用的气候范围较大。以台湾的

气候状况，10W-40 已经能满足，若引擎长时间以高负荷、高转速运转者，则可

选用黏度较高的机油。

五、日常使用

1.选择原则

在设计润滑系统时，应对机械设备各部分的润滑要求做全面的分析，确定所

使用润滑剂的品种，尽量减少润滑剂和润滑装置的类别。在保证主要总值件的良



好润滑条件下，综合考虑其他润滑点的润滑，要保证润滑质量。应使润滑系统既

满足设备运转中对润滑的需要，又应与设备的工况条件和使用环境相适应，以免

产生不适当的摩擦、温度、噪声及过早的失效。应使润滑系统供送的油保持清洁，

防止外界尘屑等的侵入造成污染，损伤摩擦表面，提高使用中的可靠性。复杂润

滑系统的主要元件如泵、分配阀、过滤器等应适当地组合在一起并尽可能标准化，

便于接近进行维护、清洗，降低设备运转与维修、保养费用，防止发生人身、设

备安全事故。

在选择润滑系统时，要注意该系统自动化程度和可靠性，注意装设指示、报

警和工况监控装置，预测和防止早期润滑故障，以提高设备开动率和使用寿命。

2.常见问题

（1）润滑系统问题分析

润滑系统中的润滑油有下面四个方面作用：减轻滑动部位的磨损，延长零件

寿命；减少摩擦功耗；冷却作用，可导走摩擦热，使零件的工作温度不过高，从

而保证滑动部分必要的运转间隙，防止接触面被烧伤。这些作用都与设备的效率

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在高温下润滑油会氧化，这些作用效果都会降低。且

会生成固体物，造成运行部件的磨损，导致被压缩气体的泄漏。

（2）处理方法

合理使用质量高的润滑油，这些润滑油必须在高温条件下有足够的黏度，以

便对各密封间隙能保持一定的密封能力；应有一定高的闪点；要有良好的化学稳

定性，较好的氧化安全性，并使胶质和积炭减少到最低限度。除此还要定期检查、

更换润滑油，要定期清洗油池、油管、油过滤器及注油器等，保证油路畅通。

2.保养方法



柴油发电机组润滑系统是发电机组重要部件之一，其良好的性能能够延长发

电机组的使用寿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减少柴油发电机组的耗油量，因此对

润滑系统的保养是非常重要的。

在启动新的柴油发电机前应通过加油口加注机油。加注时康明斯柴油发电机

组应置于水平位置并注意观察油位的变化。加完油要等一会儿再看油标尺上的油

位，即等机油都流入油底壳后所看到的油位才是正确值。每个机油滤清器处都应

加满清洁机油，然后才能装在发动机上。

在选择机油过程中，一要选择合适的机油黏度，二要符合美国石油协会(AH)

的性能等级。康明斯柴油发电机组要求使用多级黏度的机油，因为多级黏度机油

适合的工作温度范围较广且消耗率比单级黏度机油约低 30%。机油的性能等级代

表了机油添加剂的水平，对于重载荷的发动机，起保护作用的主要是机油中的添

加剂，由于添加剂随着时间的延续会逐渐消耗，只有选用足够等级的机油，才能

保证发动机在整个换油周期内都能得到可靠的保护。 做好以上两步后，后面所

需要做的保养工作就是检查机油油位，在检查机油位过程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呢？

（1）检查发动机曲轴箱机油油位，保持机油油位在机油油尺“发动机停车”

侧上的“加”和“满”的标记之间。

（2）每 250 h 抽取 S.O.S.油样，然后更换机油滤清器和机油。

（3）每周检查机油油位，维持正确的机油油位；启动发动机后检查机油压

力是否正常。

（4）每年检查机油油位，维持正确的机油油位；启动发动机后检查机油压

力是否正常；取机油油样(S.O.S)，更换。

（5）机油和机油滤清器。

（6）每 250 h 清洗曲轴箱呼吸器。

（7）检查下列零部件处有无泄漏：曲轴密封、曲轴箱、机油滤清器、机油

油道堵头、传感器和气门室盖。

（8）检查曲轴箱呼吸器上的管子、T形管和管夹箍。

保证了柴油发电机组润滑系统的稳定性，也使得柴油发电机组在使用过程中

更加轻松方便，大大增加柴油发电机组的使用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