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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动轴承 气体静压轴承用多孔质材料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关于印发 2024 年第一批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团体

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机械标〔2024〕55 号）进行制定，计划编号 20240103，项目名

称“滑动轴承 气体静压轴承用多孔质材料技术规范”，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并

归口。主要起草单位：浙江长盛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湖

南大学、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洛阳轴承研究所有限公司、浙江欧拉动

力科技有限公司等，计划应完成时间 2025 年 7 月。  

本项目所属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速精密滑动轴承产业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关键技术体系

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的子课题 1“高速精密滑动轴承复合材料性能评价技术和标准研究”课

题（课题编号 2021YFF0603001），重点围绕高速精密气体静压轴承用多孔质材料技术规范

及其试验方法展开。 

2 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论证）阶段：计划下达前，2023 年 8 月 15 日标委会组织各起草单位成立

了“滑动轴承 气体静压轴承用多孔质材料技术规范”起草工作组，由浙江长盛滑动轴承股份

有限公司担任主要起草工作，确定了工作方案，提出了进度安排。起草工作组收集了国内外

气体静压轴承用多孔质材料的技术资料和相关文献，对这些资料进行了认真仔细的分析和研

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标准的起草原则。经过大量的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结合实际

应用经验，全面地总结和归纳，于 2023 年 9 月提出了《滑动轴承 气体静压轴承用多孔质材

料技术规范》标准草案初稿，经 2023 年 11 月 9 日召开“高速精密滑动轴承产业国家质量基

础设施关键技术体系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推进会对《滑动轴承 气体静压轴承用多孔质材料

技术规范》进行专题讨论，组织专家对标准中的主要内容进行多次研讨和认真修改。2024

年 3 月 7 日标准计划下达后，考虑到标准的适用性和实施效果，以指导工程技术人员合理设

计、选用多孔质轴承材料，从而提高此类轴承产品的市场应用活力，故对标准内容进行相应

调整。①增加引言内容；②增加对产品性能影响较大的石墨材料技术指标，规定石墨的肖氏

硬度≥50 HS，石墨的密度为 1.70g/cm3~1.77g/cm3，石墨的抗折强度≥40MPa；③根据行业通

用术语及解释，将“孔隙率”改为更为规范的“显气孔率”；④通过试验验证及资料查阅删去对

性能影响不大的内部空隙尺寸要求；⑤圆柱形试样夹具及管状试样夹具图示删去气嘴；⑥标

准内容进行编辑性修改。在 2024 年 4 月至 6 月的标准讨论稿审查中，对专家提出的修改意

见和建议进行了认真修改：①完善试验工装安装要求，推荐粘接部位面积小于石墨接触面积

的 50%，防止胶水过多导致试样表面微孔堵塞；②增加圆柱形试样工装及管状试样工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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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图。③明确同一试样测试次数及渗透率结果对试样数量的要求。于 2024 年 7 月 2 日形

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阶段：起草工作组于2024年8月6日在浙江嘉善召开标准征求意见会议，组织相

关利益方和领域专家对标准中的主要内容进行研讨，征求了专家组的意见形成了意见汇总表，

并与起草单位专家多次研讨，最终全部采纳这些意见，并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补充和修

改。同时，上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公开征求意见。 

审查阶段： 

报批阶段： 

3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本文件由浙江长盛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浙江欧拉动

力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大学、洛阳轴承研究所有限公司、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

研究所共同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文俊、钱非非、樊学峰、黄刚、刘瑞璨、高奋武、王冬燕、崔海

龙、邢纲。 

所做的工作：樊学峰任起草工作组组长，全面协调标准起草工作。李文俊负责标准架构

以及标准参数的确定。高奋武、崔海龙、邢纲主要负责标准内容和技术审核工作。钱非非、

王冬燕主要负责标准文本的制定、编制意见汇总处理和标准编制说明的编写等工作。黄刚、

刘瑞璨负责收集、分析国内外相关技术文献和资料，结合实际应用经验进行归纳、总结。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标准编制的原则 

本文件在修订工作中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及时修订、不

断完善”的原则，标准制定与技术创新、试验验证、产业推进、应用推广相结合，统筹推进。 

本文件在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在制定本标准时，坚持适用性和有效性为准则，综合考虑

生产企业的能力和用户的利益，寻求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充分体现了标准在技术上的先

进性和技术上的合理性，提高标准贯彻实施的实用性和可操作。 

2. 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共分 6 章，即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符号、结构特点、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试验报告。 

（1）范围：本文件规定了气体静压轴承用多孔质材料的渗透率、显气孔率、肖氏硬度、

体积密度、抗折强度的技术要求。本文件适用于气体静压轴承用多孔质材料的渗透率、显气

孔率、肖氏硬度、体积密度、抗折强度的检测。 

（2）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了滑动轴承及多孔质材料术语的规范性引用文件，并给出

了体积密度、显气孔率、肖氏硬度的试验方法执行的国家标准。 

（3）术语和定义：对本文件中适用的 GB/T 2889.1、GB/T 8718 标准进行了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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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构特点：气体静压轴承的多孔质材料内部的孔隙特征直接决定了多孔质材料的

使用性能，因此第 4 章给出了材料的表面结构及截面结构特点，明确了石墨原材料的平均粒

度小于 10 μm。表面结构及截面结构见图表 1 和图表 2。 

  
标引序号说明：1——石墨基体；2——微孔 标引序号说明：1——石墨基体；2——微孔 

图表 1 表面结构图 图表 2 截面结构示意图 

（5）技术要求：为保证产品质量，第 5 章明确给出了影响产品性能的关键技术要求，

如多孔质石墨材料的渗透率、显气孔率、肖氏硬度、体积密度、抗折强度这五项技术要求。

技术要求见表 1。 

图表 3  多孔质材料的技术要求 

渗透率 

m2 

显气孔率 

% 

肖氏硬度 

HS 

体积密度/ 

g/cm3 

抗折强度 

MPa 

10-16 ~10-14  5~25 ≥50 1.70~1.85 ≥40 

（6）试验方法：针对 5 章给出的材料技术要求，第 6 章给出了对应的证实方法，为产

品设计、材料选用、性能评价、产品检验和质量保证提供可靠的测试方法和依据。 

在 6.1 渗透率试验，明确了试验原理，给出了试验装置及量具、试样及试样工装、试验

程序、试验数据处理等试验要求。 

在 6.1.2 明确了供气装置的组成及供气压力范围，明确了压力表示值相对误差应不大于

±2%，气体质量流量计示值相对误差应不大于±1%，给出量具及分析天平精度和误差要求。 

在 6.1.3 试样及试样工装，给出了平板式气体静压轴承及气体静压轴套的测试试样尺寸

及要求，同时规定了试样的试验通气方向应与气体静压轴承成品使用时介质渗透表面的法向

一致，保证试验数据的准确率。明确了试样取样前后应采用压缩空气吹扫，保持表面的洁净

度，防止孔隙堵塞。明确了试样工装安装要求，推荐粘接部位面积小于石墨接触面积的 50%，

防止胶水过多导致试样表面微孔堵塞，并给出试验工装示意图。 

标引序号说明：1——试样；2——环形气道；3——供气孔；4——轴承壳体 

图表 4 圆柱形试样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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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1——试样；2——环形气道；3——供气孔；4——轴承壳体 

图表 5 管状试样工装 

在 6.1.4 试验程序中明确了试验环境及试验方法，试验开始前试样应进行干燥处理，烘

干冷却至室温后间隔 1h 的两次连续称量之差应小于 0.1%，同时要求同一试样至少读取 3 组

不同压差的流量值，以确保试验数据的准确率。 

在 6.1.5 试验数据处理中明确渗透率结果采用 3 个及以上试样的平均值，结果保留两位

小数。规定了试样在 3 组不同压差的渗透率之差大于平均渗透率值 5%时，试验数据无效。 

在 6.1.5.3中给出了圆柱形试样的渗透率计算公式（1）和管道内气体的密度计算公式（2）。 

𝑘 = 2 ×
𝜇𝑟𝑠

𝐴
×

𝑄𝜌𝑅𝑎𝑇

(𝑃𝑠
2−𝑃𝑎

2)
     ..............................................（1） 

TR

PP
ρ

a2

21 +=     ......................................................（2） 

式中： 

𝜇——试验温度下气体的运动粘度，25℃时𝜇=18.5×10-5，Pa·s； 

𝑟𝑠——多孔质材料的厚度，m； 

𝐴——多孔质材料的横截面积，m2； 

𝑄——流过的气体体积流量，m3/s； 

𝜌——气体的密度，kg/m3； 

𝑅𝑎——理想气体常数，𝑅𝑎=287.14，J/(kg·K)； 

𝑇——试验温度，25℃时T=298，K； 

𝑃𝑠——相对供气压力，Pa； 

𝑃𝑎——相对大气压力，Pa； 

P1——绝对供气压力，Pa； 

P2——绝对大气压力，Pa； 

𝑘——多孔质材料的渗透率，m2。 

在 6.1.5.4 中给出了管状试样的渗透率计算公式。当
𝐷−𝑑

2
≤ 0.1𝑑时，用公式（5）（6）计

算试样的壁厚和渗透率。 

𝐿 =
𝐷×(ln𝑟)2

2(𝑟−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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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𝐴 =
𝜋×𝐷×𝐿×ln𝑟

𝑟−1
     .....................................................（3） 

𝑟 = 𝐷/𝑑      .........................................................（4） 

𝐿 =
𝐷−𝑑

2
      ........................................................（5） 

𝐴 =
𝜋𝐿(𝐷+𝑑)

2
      .....................................................（6） 

式中： 

𝐿——管状试样的壁厚，m； 

𝐴——渗透面积，m2； 

𝐷——管状试样的外径，m； 

𝑑——管状试样的内径，m； 

在 6.2 至 6.5 显气孔率、肖氏硬度试验、体积密度试验、抗折强度的试验方法中分别规

定按 GB/T 24529 炭素材料显气孔率的测定方法、GB/T 39535 炭素材料肖氏硬度测定方法、

GB/T 24528 炭素材料体积密度测定方法、GB/T 3074.1 炭素材料抗折强度测定方法的标准要

求执行。 

3. 解决的主要问题 

气体静压轴承是以气体作为润滑介质、以静压支承作为承载机制的一种滑动轴承，具有

摩擦小、运动精度高、寿命长、适用温度范围大和环境友好等突出优点，可用于金刚石车削

机床、超高精度磨床、高精度锯床等精密与超精密加工机床，圆度测试仪、三坐标测量仪等

精密测量装置，以及各类光学仪器和高端医疗设备中。 

多孔质气体静压轴承作为气体静压轴承的一种，所用的多孔质材料表面均匀分布成千上

万的小孔，轴承运行时，表面会产生均匀的压力分布，与小孔节流相比，供气面积大，压力

场分布均匀，因而具有承载大、刚度高、结构简单、稳定性和阻尼特性好等诸多优点。多孔

质材料内部的孔隙特征直接决定了多孔质材料的渗透性能，而多孔质气体静压轴承的承载力、

刚度、阻尼、回转精度等静态特性直接取决于多孔质材料的渗透性能，因此多孔质材料孔隙

特征与渗透性能的检测对保证轴承产品最终性能来说至关重要。 

目前国内外虽然已围绕多孔质节流静压轴承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但对于多孔质轴承

材料性能要求及检测方法并未有统一的规范，多为企业内部规定，尚未形成行业共识，对于

主机配套选用有一定的局限性，易出现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技术不透明、交流成本高、技术

维护困难等问题，为此，迫切需要制定相关标准，以指导工程技术人员合理设计、选用多孔

质轴承材料，从而提高此类轴承产品的市场应用活力。 

本标准针对以上问题，对多孔质气体静压轴承材料的渗透率、孔隙率、石墨材料性能等

技术要求进行了规范，并给出了相应的检测方法，该标准有助于为我国相关行业从业人员提

供较为精准的轴承材料选用，提升轴承的寿命方法的效率和可靠性，对推动我国气体静压轴

承的发展意义重大。 

本标准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高速精密滑动轴承产业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关键技术体

系研究与应用示范”提出，拟填补高端滑动轴承标准体系空白，促进高端滑动轴承产业发展，

提升核心零部件与高端设备主机的配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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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否有对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没有对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采用多孔质材料的气体静压轴承主要应用于高精密装备领域，属于高端装备的核心部件，

中国在此领域的科研机构和企业主要有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湖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浙江长盛滑动轴承有限公司等，目前正处于科技研发向工程应用过渡的重要阶段，此领域暂

未有相关标准。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1. 标准中主要技术指标确定的依据 

高速精密滑动轴承因具有高转速、高精度、高刚度等技术优势，早已作为先进制造装备

核心零部件，在美、德、日、英等发达国家广泛应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集成电

路、高端数控机床、医药及医疗设备等产业创新发展”及“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补

齐基础零部件产业技术基础等瓶颈短板”，高速精密滑动轴承作为精密测量装置、高端数控

机床、医用 CT 机等先进制造装备的核心零部件，其技术与产业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我国高

端装备的自主化水平。随着我国轴承设计理论、测试技术和制造水平的提升，部分高速精密

滑动轴承产品已在先进制造设备中实现应用，但关键技术标准缺失，导致轴承质量一致性无

法满足主机要求，检测装置和检测方法不统一，导致产品性能评价结果难以获得广泛认可。

为解决上述问题，迫切需要建立相关标准和检测方法，完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技术体系，推

动高速精密滑动轴承产业高质量发展。 

空气轴承作为高速精密滑动轴承的典型代表，常应用于高精度、高转速、极端工况。根

据润滑原理分为动压、静压、动静压，其中气体静压润滑是指外部气源供给加压气，内部节

流器调控压力分布，实现支承和定位作用。节流器是关键零件之一，常见节流器有多孔质式、

孔式、缝式等。多孔质气体静压轴承是利用多孔材料制造轴衬，供气后在多孔质轴衬表面形

成承载气膜。 

与小孔式、缝式节流器相比，多孔质节流器能够产生更加均匀的气膜压力，如图表 6

所示，这不仅提升了承载力，而且有助于使被支承部件保持平稳。多孔质气体静压轴承具有

承载大、刚度高、结构简单、稳定性和阻尼特性好等优点。这些优势使多孔质气体静压轴承

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精密加工机械、高速旋转机械以及其他特殊应用场合。 

 

图表 6 不同节流器的气膜压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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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多孔材料及确定多孔质材料技术要求是制造多孔质轴承的关键步骤之一，显著影响

了轴承静动特性、工作寿命、加工工艺等。制造多孔质轴承的材料有石墨类、陶瓷类、金属

类等，但采用冷等静压技术制备的碳石墨多孔材料具有相对优势，不仅加工性能良好，而且

润滑及运行性能突出，已逐渐地被国内外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所研究并被成功应用于精密超

精密仪器、空间技术、医疗器械及微细工程等领域。 

多孔质气体静压轴承的承载力、刚度、阻尼、回转精度等特性直接取决于多孔质材料的

渗透性能，多孔质材料内部的孔隙特征直接决定了多孔质材料的渗透性能，而本文件规定的

多孔质材料的渗透率、显气孔率、平均粒度、体积密度和抗折强度等技术要求直接影响多孔

质材料的渗透性能和承载能力，其标准化对确保多孔质气体静压轴承产品制造水平和保证产

品性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经调研国内科研机构及生产厂家，用于制造轴承的多孔质渗透率多在 10-16 m2 ~10-14 m2 。

如果多孔质渗透率过大，间隙内不能形成有效压差，则既失去承载力、增大供气功耗，也会

增大气容量、诱发气锤现象。如果多孔质渗透率过小，甚至无透气性，静压润滑将会转变为

动压。因此，多孔质渗透率对气体静压润滑性能具有显著影响。 

显气孔率也是重要的多孔质参数，又叫有效孔隙率，是指在多孔材料中连通且流通的孔

隙总体积与多孔材料总体积之比。显气孔率对渗透率、导电率、强度有着重要影响，一般材

料制造工艺就是通过显气孔率调控其他关联物性参数，一般显气孔率需要控制在 5%~25%。 

2003 年，HUANG 等研究了 NEWWAY 公司的气体静压轴承，认为测试设备及方法对

显气孔率影响较大，指出 NEWWAY 公司采用的碳石墨多孔材料的显气孔率 10%-20%。2010

年，吴定柱说明了碳石墨多孔材料的制备方法并搭建了渗透率试验台，考虑多孔质流动惯性

作用，采用 Darcy－Forchheimer 方程拟合试验数据，得出显气孔率 18%下的渗透系数分别

约为 7.877×10-15，2.616×10-8 m。 

当多孔材料达不到足够小的渗透率，而且显气孔率及气容量也较大时，容易出现气锤现

象。为解决气锤不稳定问题，可在轴衬内表面设置渗透率更小的限制层，也可使用喷涂技术

封闭部分表面孔隙，故渗透率及显气孔率控制在一定范围。 

多孔质石墨气体静压轴承的承载能力是评价轴承性能的重要指标，而多孔质石墨材料的

肖氏硬度、体积密度及抗折强度影响其承载能力。2017 年，冯凯等研究了分析了多孔质石

墨密度、表面限制层、供气压力以及气体质量流量等因素对多孔质石墨静压气体推力轴承静

态特性的影响。理论计算结果表明轴承承载力与石墨体积密度成负相关、与供气压力成正相

关；气体质量流量与石墨体积密度成负相关、与供气压力成正相关。在改进轴承中体积密度

为 1.70g/cm3、1.73g/cm3、1.75g/cm3的三种多孔质轴承的渗透率分别对应为 7×10-15m2，7

×10-16m2，7×10-17m2，1 气膜厚度均为 10μm。 

本标准的制定，符合高速精密滑动轴承产业化发展需求，并将填补气体静压轴承类标准

的空白。本标准的制定参考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及 GB/T 20000《标准化工作指南》编写规则，结合国内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

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技术规范，充分考虑标准的先进性和可操作性。 

2．标准起草后使用（或试用）的验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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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起草工作组对国内该类产品和技术发展趋势进行了全面调研，经过大量查证并结合

实际应用经验，全面总结和归纳出了产品技术指标。 

（1）技术指标验证 

本标准为新制定的团体标准，为了验证本标准技术指标的科学性及合理性，搜集国内外

多家性能优良的产品样件进行了测试和验证工作，其技术指标范围与实测数据如下表所示，

目前正在指标验证阶段。 

序
号 

检测项目 技术指标 

实测值 

长盛轴承 欧拉动力 
中国工程物理

研究院 
NEW WAY 

1 
渗透率

/m2 

10-16 

~10-14  

7.5×10-15~9×
10-15 

1.36×10-15 10-16 ~10-14  
3×10-15~4×

10-15 

2 
显气孔率

/% 
5~25 10~15 7.17  10~20 

3 
肖氏硬度

/HS 
≥50 60 80   

4 
体积密度
/(g/cm3) 

1.70~1.85 1.80 1.82   

5 
抗折强度

/MPa 
≥40 54 76   

（2）渗透率试验方法验证 

渗透率试验方法的可行性验证在由长盛轴承联合湖南大学搭建的符合标准要求的试验

台架上进行，以下为按标准要求进行的渗透率测试结果对比。试样 1为 CSB正式产品，试样

2为 CSB研发过程试件。 

 

空气轴承台架检测结果 

编号 尺寸（mm） 
通 气 压 力

（MPa） 

气膜厚度

（μm） 
载荷（N） 

气体流量

（SLPM） 

刚度（N/

μm） 

试样 1 40×80 0.41 5 680 8.8 66.4 

试样 2 40×80 0.41 5 712 12.5 39.2 

NEW WAY 40×80 0.41 5 666 1.89-3.21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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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 1 静态特性曲线图 

  

试样 2 静态特性曲线图 

通过以上试样的渗透率测试，及与 NEW WAY对标产品的静态特性对比可知，试样 2在无

负载情况下气流流量较大，计算出的多孔质渗透率较大。同时静态力学性能验证结果显示，

相同气膜下试样 2负载能力比对标产品高，刚度要低，且在较大气膜厚度下有一定的气锤振

动现象，符合渗透率过大的理论状态。而试样 1与 NEW WAY对标产品性能满足要求。故需降

低试样 2的多孔质材料的渗透率或在表面添加限制层，以满足轴承性能要求。 

（3）渗透率数据有效性验证 

渗透率计算示例：试样尺寸 Φ36.7×4.5mm 

𝑘 = 2 ×
𝜇𝑟𝑠

𝐴
×

𝑄𝜌𝑅𝑎𝑇

(𝑃𝑠
2−𝑃𝑎

2)
     ..............................................（1） 

式中： 

𝜇——试验温度下气体的运动粘度，25℃时𝜇=18.5×10-5，Pa·s； 

𝑟𝑠——多孔质材料的厚度，示例式样厚度4.5 × 10−3m； 

𝐴——多孔质材料的横截面积，1.057 × 10−3m2； 

𝑄——流过的气体体积流量，m3/s； 

𝜌——气体的密度，kg/m3；对于管道内气体密度ρ =
𝑃1+𝑃2

2𝑅𝑎𝑇
 

𝑅𝑎——理想气体常数，𝑅𝑎=287.14，J/(k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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𝑇——试验温度，25℃时T=298，K； 

𝑃𝑠——相对供气压力，Pa； 

𝑃𝑎——相对大气压力，0Pa； 

P1——绝对供气压力，Ps+P2Pa； 

P2——绝对大气压力，1.01×105Pa； 

𝑘——多孔质材料的渗透率，m2。 

相对供气压力Ps/Pa 气体流量Q/slpm 气体密度ρ/kg/m³ 渗透率k/m2 

2×105 0.685 2.358 9.04×10-15 

3×105 1.219 2.945 8.93×10-15 

4×105 1.835 3.531 9.06×10-15 

渗透率之差=（9.06×10-15-8.93×10-15）/（（9.04×10-15+8.93×10-15+9.06×10-15）/3）

×100%=1.4%<10%，数据有效。 

综上可知，本标准渗透率试验及数据处理具有一定可操作性，渗透率测试结果数据可靠，

该方法可适用于各类气体静压轴承的渗透率检测。 

五、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六、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高速精密滑动轴承作为我国高端装备“卡脖子”技术之一，是先进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气体静压轴承是利用高压气体作为润滑介质的滑动轴承，在静止状态下可以建立承载膜，

保证在启动阶段摩擦副不直接接触，具有较高的旋转精度。所以，气体静压轴承在高精密及

超高精密装备领域应用广泛，如圆度仪、三坐标、超精密加工机床等。 

气体静压轴承用多孔质材料技术要求决定了多孔质气体静压轴承产品的关键性能，其标

准化对确保多孔质气体静压轴承产品制造水平和保证产品性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标准

对多孔质气体静压轴承材料的渗透率、显气孔率等技术要求进行了规范，并给出了相应的检

测方法，该标准有助于为我国相关行业从业人员提供较为精准的轴承材料选用，提升轴承的

寿命方法的效率和可靠性。 

该标准产品市场长期被国外品牌占据，国内的相关高端需求涉及诸多高精密应用行业，

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可以为高速精密滑动轴承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同时为国内

多孔质气体静压轴承生产商和使用者提供相应的产品设计指导，全面提升该领域国内产品的

竞争力，真正开创了国产高速精密多孔质气体静压轴承的先例，填补该类产品的标准空白，

对推动我国气体静压轴承的发展意义重大。 

本标准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高速精密滑动轴承产业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关键技术体

系研究与应用示范”提出，拟填补高端滑动轴承标准体系空白，促进高端滑动轴承产业发展，

提升核心零部件与高端设备主机的配套性。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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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多孔质材料的气体静压轴承主要应用于高精密装备领域，属于高端装备的核心部件，

以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为首的国际龙头企业已将多孔质气体静压轴承产品规模化应

用于三坐标、圆度仪等高精密装备领域，如美国的 NEW WAY公司，德国的 AEROLAS air bearing

公司、日本的 Oiles 公司，作为核心零部件的轴承产品及相应材料为各公司的技术核心，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技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八、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属于“滑动轴承”标准体系“材料、润滑剂及其性能、特性、试验方法和试验条

件”小类。 

本标准项目为首次制定，与现有标准、制定中标准没有矛盾，符合国家有关的现行法律、

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本标准的制定是滑动轴承领域的进一步扩展和延伸，有助于更好地

贯彻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的相关法规和政策。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无废止相关现行标准的建议。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