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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系统通用技术条件(二） 

GB／T 3766—20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1—12—17批准     2002—06—01实施 

  

接液压系统通用技术条件（一） 

   

6 能量转换元件 

6．1 液压泵和马达 

6．1．1 保护措施 

    液压泵和马达应安装在对可预见的损害有防护的地方，或适当地安装防护装置。 

    应对所有驱动轴和联轴器采取适当的保护。 

6．1．2 机械安装 

     a)维修时易于接近； 

     b)不因负载循环变化、温度变化或所施加的压力载荷的结果，而产生轴线错位； 

     c)引起的轴向和径向的载荷在泵或马达的供应商规定的范围内； 

     d)传动联轴器和机座具有反复经受住所有工况下产生的最大转矩的能力： 

     e)利用具有充分阻尼作用的联轴器，限制扭转振动的传递和扩大。 

6．1．3 转速的考虑 

    转速不应超过供方的文件中规定的最高转速。 

6．1．4 泄油口、放气口和辅助油口 

    液压泵和马达泄油口的口径和封堵应符合元件供应商的规定。 

    泄油口、放气口和辅助油口的设置应不允许空气进入系统，并且它们的尺寸和设置应保证

不会产生过高的背压。应使高压放气口的设置对人员的危害性最小。 

6．1．5 壳体的预先注油 

    当液压泵和马达的壳体需要在起动之前预先注油时，应设置好注油点的位置和提供一种容

易采用的预先注油的手段，以保证空气不会被封闭在壳体内。 

6．1．6 工作压力范围 

    如果对泵和马达正常使用时的工作压力范围有限制，则应在供方提供的技术资料中做出规

定。 

6．1．7 液压安装 

     a)管路接口的连接应防止外泄漏；不应使用锥管螺纹或需要密封填料的连接结构； 

     b)在不工作时，应防止丧失吸油口的油液或壳体的润滑； 

     c)泵进口压力不应低于该泵供应商针对工况和系统用液压油液规定的最低值。 

6．2 液压缸 

6．2．1 适用性 

    液压缸应按下列特性设计和(或)选择： 

6．2．1．1 抗纵弯性 

    为避免液压缸的活塞杆在任一位置产生弯曲或纵弯，应注意行程长度、载荷和液压缸的安

装。 

6．2．1．2 负载和超载 

    在会遇到超载或其他外部负载的应用场合，液压缸的设计和安装应考虑最大的预期负载或

压力峰值。 

6．2．1．3 安装额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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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负载额定值应考虑安装型式。 

    注：液压缸的压力额定值仅能反映缸体的承压能力，而不能反映安装结构的力传递能力。

有关安装结构的额定值应询问供应商或制造商。 

6．2．1．4 结构负载 

    当液压缸被用作为实际的限位器时，如果由其限制的机件引起的负载大于液压缸正常工作

循环期间承受的负载，则液压缸应根据其承受的最大负载确定尺寸并选择机座。 

6．2．1．5 抗冲击和振动 

    任何安装在液压缸上或与液压缸连接的元件都应牢固，以防由冲击和振动引起松动。 

6．2．1．6 增压 

    在液压系统中应采取一种措施，防止由于活塞面积差引起的增压超过额定压力极限。 

6．2．2 安装和找正 

    液压缸宜采取的最佳安装方式，是使负载反作用沿液压缸的中心线发生。安装应尽量减少

(小)下列情况： 

     a)由于推或拉载荷引起的液压缸结构的过度变形； 

     b)引起侧向或弯曲载荷； 

     c)轴销安装型式的旋转速度，该速度可能使这种安装型式需要连续的外部润滑。 

6．2．2．1 安装布置 

    安装面不应使液压缸变形，并应留出热膨胀的余量。液压缸应安装得易于接近，以便维修、

调整缓冲装置和更换全套装置。 

6．2．2．2 安装紧固件 

    用于液压缸及其附件的安装紧固件的设计和安装，应能承受所有可预见的力。紧固件宜尽

量避免承受剪切力。脚架安装的液压缸应具有承受剪切载荷的机构，而不能依靠安装紧固件

承受。安装紧固件应足以承受倾覆力矩。 

6．2．2．3 找正 

    安装面的设计应能防止安装时液压缸变形。应以可避免工作期间的意外横向载荷的方式安

装液压缸。 

6．2．3 缓冲装置和减速装置 

    当使用内置缓冲器时，液压缸末端挡块的设计应考虑负载减速的影响。 

6．2．4 行程末端挡块 

    如果行程长度由外部行程末端挡块确定，应提供锁定该可调末端挡块的手段。 

6．2．5 活塞行程 

    活塞的行程应始终大于或等于它的标称行程。 

6．2．6 活塞杆 

    应选择活塞杆的材料和表面处理，使磨损、腐蚀和可预见的冲击损坏减至最低程度。 

    应保护活塞杆免受压凹、刮伤和腐蚀等可预见的损坏。可以设置防护罩。 

    为了装配，带有外螺纹或内螺纹端头的活塞杆上，应设置适合标准扳手的平面。当活塞杆

太小以致无法设置规定平面的情况下，可以省去。 

6．2．7 维修 

    活塞杆密封件、密封组件和其他减磨件应易于更换。 

6．2．8 单作用液压缸 

    单作用活塞式液压缸应设计放气口，并设置在适当的位置，以避免排出的油液喷射对人员

造成危险。 

6．2．9 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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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式液压缸是不合需要的，但当其被采用时，可能磨损的部件宜是可更换的。 

6．2．10 排气 

6．2．10．1 油口设置 

    只要可能，安装液压缸时应使油口位于最高位置。 

6．2．10．2 放气阀 

    安装液压缸应使它们能自动放气，或设置易于接近的外部放气阀。 

6．3 充气式蓄能器 

6．3．1 标识 

    除 5．2．1 的要求之外，下列标识应永久地标记在蓄能器上： 

     a)制造年份； 

     b)壳体总容积，以升(1)为单位； 

     c)制造商的系列号或批号； 

     d)允许的温度范围，以摄氏度(℃)为单位。 

    在蓄能器上或在蓄能器的标牌上应给出下列标识： 

    ——“警告一压力容器，拆卸前排出油液”； 

    ——额定充气压力； 

    ——“仅用……作为充气介质”(例如氮气)。 

6．3．2 对带有充气式蓄能器的液压系统的要求 

    带有充气式蓄能器的液压系统在关机时，应自动卸掉蓄能器的油液压力或可靠地隔离蓄能

器。 

    在机器关机后仍需要压力的特殊情况下，上述要求不必满足。 

    充气式蓄能器和任何配套的受压部件，应在压力、温度和环境条件的额定范围内使用。在

特殊情况下，可能需要防止在气体侧超压的保护装置。 

    带有充气蓄能器的液压系统应有警告标签，标明“警告一系统包含蓄能器。维修前，要使

系统减压”。同样的内容应标注在回路图上。 

    如果设计要求充气式蓄能器在系统关机时隔离油压，那么应在蓄能器上或其附近的明显之

处，注明安全保养的完整资料。 

6．3．3 安装 

6．3．3．1 安装位置 

    如果在充气式蓄能器系统中的元件或管接头损坏会引起危险，那么应对其采取适当的防护

措施。 

    充气式蓄能器应依据蓄能器供应商的说明书安装，并应便于接近和维修。 

6．3．3．2 支撑 

    充气式蓄能器和任何配套的受压元件，应依据该蓄能器供应商的说明书加以支撑。 

6．3．3．3 未经认可的改动 

    禁止利用加工、焊接或任何其他手段改动充气式蓄能器。 

6．3．4 维修 

6．3．4．1 充气 

    充气式蓄能器很可能需要的主要日常保养，是检查或调整充气压力。蓄能器充气应仅使用

供应商推荐的装置和程序。充气气体应是氮气或其他适用的气体。 

    压力检查应采用该蓄能器供应商推荐的方法进行，并应注意不能超过该蓄能器的额定压力。

在任何检查或调整之后，不应有气体泄漏。 

6．3．4．2 从系统中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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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维修而拆下蓄能器之前，该蓄能器中的油压应被降低至零(减压状态)。 

6．3．4．3 充气式蓄能器的维修资料 

    维修、大修和(或)更换零部件，仅应由适当的专业人员按照书面的维修程序并使用被证明

是按现行的设计规范制造的零件和材料来进行。在开始拆开充气式蓄能器之前，液体侧和气

体侧应完全释压。 

6．3．5 输出流量 

    充气式蓄能器的输出流量应与其预期的工作要求有关，但不应超过制造商规定的额定值。 

  

7 液压阀 

7．1 选择 

    液压阀的类型选择，应考虑正确的功能、密封性和抗御可预见的机械和环境影响的能力。

推荐尽量采用板式安装阀和(或)插装阀。 

7．2 安装 

7．2．1 一般要求 

    安装阀时应考虑以下几点： 

     a)独立于配套的液压管路或接头； 

     b)拆卸、修理或调整用的通道； 

     c)重力、冲击和振动对阀的影响； 

     d)操作扳手和(或)接近螺栓及连接电气所需的足够空间； 

     e)确保阀不致错误安装的措施； 

     f)位置尽量接近其控制的执行器； 

     g)安装时不会被操作装置损坏。 

7．2．2 管式安装阀 

    管式安装阀的连接应采用，符合 ISO 6149—1 的油口或符合 ISO 6162 或 ISO 6164 的四螺栓

法兰接头。 

7．2．3 板式安装阀 

    对板式安装阀宜采取措施，以保证： 

     a)对渗漏的阀或阀操作装置的检测； 

     b)消除背压有害影响； 

     c)为了使用防护导管，在相邻的阀之间留适当的间隔； 

     d)油路块或底板的安装面符合 GB／T 2514、GB／T 8098、GB／T 8100、GB／T 8101、GB

／T 17487 和 ISO 7790。 

7．2．4 插装阀 

    插装阀宜使用具有符合 GB／T 2877 和 JB／T 5963 规定的插装孔的油路块。 

7．3 油路块 

7．3．1 表面平面度和表面粗糙度 

    油路块安装面的平面度和粗糙度，应符合阀制造商的推荐值。 

7．3．2 变形 

    油路块在工作压力和工作温度下，不应产生会引起元件故障的变形。 

7．3．3 安装 

    油路块应牢固地安装。 

7．3．4 内部通道 

    内部通道的通流截面积，宜至少等于相关元件的通流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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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通道(包括铸造孔和钻孔)应无有害的杂质(如氧化皮、毛刺、切屑等)，这些杂质会限

制流动或被冲刷出来引起任何元件(其中包括密封件和填料)失灵和(或)损坏。 

7．4 电控阀 

7．4．1 电气连接 

    与电源的电气连接应符合适当的标准，例如：GB／T  5226．1。对于危险的工作条件，应

采用适当的电保护等级(例如防爆、防水)。与阀的电气连接宜采用符合 ISO 4400 或 ISO 6952

的可拆的、不漏油的插入式接头。 

7．4．2 接线盒 

    指定接线盒在阀上时，它们应按下列要求制做： 

     a)符合 GB 4208 的适当保护等级； 

     b)为永久设置的端子和端子电缆，其中包括附加的电缆长度，留有足够的空间； 

     c)防止电气检修盖丢失的拴系紧固件，例如带锁紧垫片的螺钉； 

     d)对于电气检修盖的适当的固定装置，例如链条； 

     e)带有张力解除功能的电缆接头。 

7．4．3 电磁铁 

    应选择符合 JB／T 5244 规定的，能够可靠地操作阀的电磁铁。电磁铁应按照 GB 4208 的规

定，防止外部流体和污垢进入。 

7．4．4 手动越权控制 

    当电控不能用时，如果为了安全或其他原因需要操作电控阀，那么它应配备手动越权装置。

该装置的设计和选择，应使其不会无意中被操作，并且当手动控制解除时应自动复位，除非

另有规定。 

7．5 符号标牌 

    在阀上应附有符号标牌，其表示的位置和控制方式与操作装置的运动方向一致。 

7．6 调整* 

    允许调整一个或多个受控参数的阀宜具有下列特性： 

     a)保证阀调整安全的措施； 

     b)当需方与供方商定时，锁定调整以防止未经认可的改变的措施； 

     c)监控正在调整的参数的措施。 

7．7 拆卸 

    无论阀采用何种连接方式，阀的拆卸不应要求拆卸任何关联的管路或管接头，但可松开关

联的管路或管接头，以便让出拆卸间隙。 

  

8 液压油液和调节元件 

8．1 液压油液 

8．1．1 技术条件 

    被推荐用于液压系统的液压油液应按其类型和特性来规定，而不能仅靠商品名称来规定。 

    液压油液宜按现行的国家标准来描述。存在起火危险之处，应考虑使用难燃液压液。 

8．1．2 相容性 

8．1．2．1 所有液压油液 

    使用的液压油液应与用于系统的所有元件、辅件、合成橡胶和滤芯相容，并符合系统或元

件供应商的推荐。 

8．1．2．2 难燃液压液 

    应采取附加的预防措施，防止由于难燃液压液与下列物质不相容而产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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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与系统配套的防护涂料和其他油液，例如油漆、加工和(或)保养液； 

     b)能与溢出或泄漏的难燃液压液接触的结构或安装材料，例如电缆、其他维修供应品和产

品； 

     c)其他液压油液； 

     d)密封件或填料。 

8．1．2．3 处理措施 

    液压油液或液压系统的供应商，应提供有关打算使用的液压油液的材料安全数据资料。如

果需要保证以下几点，应提供补充资料： 

     a)对于人工处理液压油液的保健要求； 

     b)毒性； 

     c)万一起火，可能出现的中毒或窒息的危险； 

     d)关于液压油液处理和废弃的建议资料； 

     e)具有生物降解能力。 

8．1．3 液压系统和润滑系统* 

    除非在供方与需方之间另有规定，液压系统和润滑系统宜分开。所有液压油液和润滑剂的

注入孔应做出清晰和永久的标记。 

8．1．4 保养 

    为了保持系统液压油液的性质，供方应提供对于系统液压油液取样和监测的手段及规程。 

    宜特别注意难燃液压液。 

8．1．5 注油和保持液位* 

   用于注油和保持液位所使用的液压油液应经过过滤。在灌注时，可通过系统内设的过滤器

或用需方自己的移动式过滤器来过滤，移动式过滤器的过滤精度应等于或优于系统所用过滤

器的过滤精度。 

8．2 油箱 

8．2．1 设计 

     a)当系统中没有安装热交换器时，油箱应能充分散发正常工况下液压油液的热量； 

     b)在正常工作或维修条件下，油箱宜容纳所有来自于系统的油液； 

     c)油箱应保持液位在安全的工作高度，并且在所有工作循环和工况期间有足够的油液通向

供油管 

路，以及留有足够的空间用于热膨胀和空气分离； 

     d)油箱宜提供缓慢的再循环速度，便于夹带的气体释放和重的污染物沉淀； 

     e)油箱宜利用隔板或其他手段，将回流油液与泵吸人口分隔开；如果使用隔板，则它们不

应妨碍油箱的彻底清理。 

    如果油箱是加压密闭式的，那么应考虑这种型式的特殊要求。 

8．2．2 结构 

8．2．2．1 一般要求 

    油箱宜与机器结构是分离的和可拆装的。 

8．2．2．2 溢出 

    应采取预防措施，阻止溢出的油液直接返回油箱。 

8．2．2．3 支撑结构 

     a)支撑结构宜将油箱的底部提高到距地基平面 150mn 以上的高度，以便于搬运、排放和

改善散热条件； 

     b)支撑结构宜有足够面积的支座，便于在装配和安装期间用垫片、斜楔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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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4 振动和噪声 

    应注意防止过度的结构振动和空气噪声，尤其当元件被安装在油箱内或直接装在油箱上时。 

8．2．2．5 油箱顶 

     a)油箱顶应牢固地固定在油箱体上； 

     b)如果油箱顶是可拆卸的，应设计成能防止污染物侵入； 

     c)油箱顶宜设计和制造成能避免形成聚集和存留外部固体、油液污染物及废弃物的区域。 

8．2．2．6 油箱配置要求 

     a)确定吸油管尺寸时，应使泵的吸油性能符合制造商的推荐； 

     b)吸油管的布置应做到，在处于最低工作液位时能保持足够的供油，并且能避免空气吸人

和油液中漩涡的形成； 

     c)进入油箱的回油管，宜在最低工作液位以下排油； 

     d)进入油箱的回油管，应以最低的可行速度排油，并可促进油箱内形成所希望的油液循环

方式；油箱内的油液循环不应引起空气的混入； 

     e)进入油箱内的任何管路都应有效地密封； 

     f)设计上宜考虑尽量减少系统液压油液中沉淀污染物的重新悬浮； 

     g)宜采用“盲孔”(不通的孔)紧固方法，把油箱顶以及检修孔盖和任何商定的元件固定在箱

体上。 

8．2．2．7 维修措施 

     a)应设置检修孔，可供维修人员接近油箱内部各处进行清洗和检查；检修孔盖应可由一人

拆下或装回； 

     b)吸油粗滤器、回油扩散器和其他可更换的油箱内部元件应便于拆卸或清理； 

     c)油箱应设置允许放油的装置； 

     d)油箱的形状宜能使油液完全排空。 

8．2．2．8 完整性 

    油箱设计应能在下列条件下提供足够的结构完整性： 

     a)用系统的液压油液灌注至最大容量； 

     b)承受以系统在任何可预见的条件下所需的速度吸油或回油所引起的正、负压力。 

8．2．2．9 表面处理 

     a)所有内部表面应彻底清理，并且清除所有潮气、污垢、切屑、焊剂、氧化皮、熔渣、纤

维状材料和任何其他的污染物； 

     b)任何内部的涂层要与用于系统的液压油液和大气环境相容，并且应按涂层供应商的推荐

来涂敷。当未采用这样的涂层时，铁质内部表面宜涂上与液压油液相容的防锈剂； 

     c)外部涂层也应与液压油液相容。 

8．2．2．10 搬运 

    油箱的结构宜适于叉车或吊具和起重机搬运，且不致引起永久的变形。起吊点宜做出标记。 

8．2．3 附件 

8．2．3．1 液位指示器 

     a)液位指示器对系统允许的“最高”和“最低”液位应做出永久地标记； 

     b)液位指示器对特定系统宜做适当的附加标记； 

     c)液位指示器应配备在每个注油点，以便注袖时可以清楚地看见液位。 

8．2．3．2 注油点 

    注油点应配备带密封的和被栓住的盖子，以防止关闭后污染物侵入。 

8．2．3．3 空气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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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系统设置地点的环境条件，开式油箱宜设置空气过滤器，以过滤进入油箱的空气达

到与该系统要求相适应的清洁度等级。 

8．3 过滤和液压油液调节 

8．3．1 过滤 

    应提供过滤，以便将使用中的颗粒污染度限定在适合于所选择的元件和预期应用所要求的

等级内。污染等级应按照 GB／T 14039 表示。 

    宜适当考虑应用独立的过滤系统。 

8，3．2 过滤器的布置和规格确定 

8．3．2．1 布置 

    过滤器应根据需要布置在压力管路、回油管路和(或)辅助循环管路中，以达到系统要求的

清洁度等级。 

8．3．2．2 维修 

    所有过滤组件都应配备指示器，当过滤器需要保养时，该指示器会发出指示。指示器应易

于让操作人员或维修人员看见。 

8．3．2．3 压差 

    对于其滤芯不能经受住系统全压差而不损坏的过滤器组件，应装设旁通阀。 

8．3．2．4 压降 

    通过滤芯的最大压降应限制在制造商规定的范围内。 

8．3．2．5 脉动 

    当过滤器被布置在受到压力和流量脉动的管路中时，可能会影响其过滤效率，应引起对滤

芯流动疲劳特性的重视。在严重的情况下，宜安装阻尼装置。 

8．3．2．6 可接近性 

    过滤器应安装在易于接近的地方，并应留出足够的空间更换滤芯。 

8．3．2．7 标识 

    滤芯的编号和所需数量应永久地标注在过滤器的壳体上。 

8．3．2．8 更换 

    当可行时，应提供在系统不关机的情况下更换滤芯的手段。 

8．3．3 吸油粗滤器或过滤器* 

    除非需方和供方商定，在泵吸油管路上不应使用过滤器。但容许用吸油口滤网或粗滤器。 

    如果使用，吸油过滤装置应装设内部旁通阀来限定在额定系统流量下的最大压降，以满足

6．1．7c)的要求。推荐使用电气装置来指示不能接受的泵进口压力或实现系统自动关机。 

8．3．3．1 可接近性 

    在使用吸油粗滤器或过滤器的地方，它们应易于接近，并可在不排空油箱的情况下进行维

修。 

8．3．3．2 选择 

    选择和安装吸油粗滤器或过滤器时，应使泵的进口条件在制造商规定的范围内。在冷起动

的条件下，宜特别注意这一点。 

8．3．4 磁铁 

    如果使用磁铁收集铁磁性物质，宜做到在不排空油箱的条件下进行保养。 

8．4 热交换器 

    当自然冷却不能控制系统液压油液的温度时，或要求精确控制液压油液的温度时，应使用

热交换器。 

8．4．1 液体对液体的热交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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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液体对液体的热交换器时，应使液体的循环路线和速度在制造商推荐的范围内。 

8．4．1．1   温度控制 

    为保持所要求的液压油液温度和使所需的冷却介质流量减到最少，在热交换器的冷却介质

一侧应采用自动温度控制。 

    冷却介质控制阀宜设置在输入管路上。为了维修，在冷却介质管路中应设置截止阀。 

8．4．1．2 冷却介质* 

    如果使用特殊的冷却介质或供给的冷却介质很可能是脏的、腐蚀性的或有限定的，需方应

告诉供方。 

    应防止热交换器被冷却介质腐蚀。 

8．4．1．3 排放 

    应采取措施排空热交换器两侧的液体。 

8．4．1．4 测量点 

    对于液压油液和冷却介质，宜设置温度测量点。测量点宜保证可永久地安装传感器和在不

损失液压油液的情况下检修。 

8．4．2 液体对空气的热交换器 

    使用液体对空气的热交换器时，应使两者的流速在制造商推荐的范围内。 

8．4．2．1 空气供给 

    应提供充足的清洁空气。 

8．4．2．2 空气排放 

    空气排放不应引起危险。 

8．4．3 加热器 

    当使用加热器时，其耗散功率密度不应超过液压油液制造商推荐的范围。 

    应采用自动温度控制，以保持希望的液压油液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