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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用变排量摆片式机油泵  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汽车用变排量摆片式机油泵  技术规范》团体标准是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批准立项。文

件号中汽学函【2017】157号，任务号为 2017-16。本标准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提出，由苏州赫

尔拜斯泵业有限公司、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江苏省汽车工程学会、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

司无锡柴油机厂、张家港清研再制造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单位起草。 

1.2 编制背景与目标 

目前，汽车所使用的机油泵传统结构是齿轮、摆线、叶片等几种结构并存，其问题点很多：

单位体积的排量小、效率低、噪音高、可靠性差（性能下降），影响动力总成的性能发挥和寿

命。 

摆片式变排量机油泵是一种先进的新型结构泵，其特点是可靠性极好，效率比传统泵有极

大地提高，结构紧凑、鲁棒性好。该泵还能做到双出口双压输出，可一泵代两泵使用。汽车使

用该泵替代原有机油泵，有利于提升整车的可靠性、降低油耗和噪声，在泵方面实现了小型化

和轻量化。 

该项目符合国家节能减排的宏观政策，对车企控制汽车排放指标具有很好的实际效果。 

制定该泵系列标准有利于推进车用机油泵技术提升，产品更新换代，推动该新技术的推广

应用，对帮助汽车主机厂实现节油降耗的目标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同时对提升汽车行业的整

体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 

制定该泵标准系列也有利于规范该结构泵的新结构出现的新术语和定义，提高了汽车用泵

技术要求，填补了该泵新试验方法和试验装置的空白。 

1.3 主要工作过程 

2017年，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组织下，成立了以苏州赫尔拜斯泵业有限公司、清华大学苏

州汽车研究院、江苏省汽车工程学会、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无锡柴油机厂、张家港清研再制

造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为主要起草单位的编制小组。 

2017年 1月 11日组织了立项启动会，成立了标准编写工作组。 

2017 年 3 月 15 日进行了工作组讨论会，围绕着标准起草过程中发现的各类问题，共同讨

论，分析，最后达成共识。 

2018年 4月，工作组前往苏州赫尔拜斯泵业有限公司所在地，专家参观现场，对照机油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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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了解机油泵结构后，对照标准草稿，根据主机厂的试验结果进一步修改了机油泵性能指

标名称和指标范围，指标的数值更为科学，合理，符合机油泵行业的特点和下游客户的实际要

求，从而方便标准的推广使用。 

2018年 10月 27日举行第一次标准研讨会，与会专家就标准编写结构、语言、格式等方面

进行了专业的指导；同时在传统泵和摆片泵之间的相互借鉴方面提出了专业意见。在术语部分，

为了便于标准的使用和推广，针对摆片式机油泵的特殊结构，对部分术语进行了优化表达，增

加了迟滞损失率、转速特性和万有特性曲线等术语，对部分通用的术语进行了删减；技术规范

部分，对第 3 章进行了修改，第 4 章重新规范了表述方式，明确了部分指标的范围；试验方法

和装置部分，对试验方法的表述改用了表格的形式，增加了特性曲线图例等内容，使标准更加

直观，便于理解。最后，对机油泵的三个标准共同用语进行了统一，同时将性能规范和试验方

法做了对应，调整了章条号，按照 GB/T 1.1的要求补充了目次和参考文献等要素。 

2019年 3月工作组在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无锡柴油机厂进行技术交流，重点关注了性能

指标是否满足机油泵使用方的要求，并根据反馈意见对草稿提出修改意见。 

2019 年 8 月 29 日举行第二次标准研讨会，参会人员逐句审查标准草稿。对于部分术语的

英文翻译是否准确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和分析，最后确定了电子摆片泵和万有特性曲线的英文表

达；技术规范部分则重点讨论性能指标是否符合行业要求，指标数值规定是否合理、准确，并

对 4.6 总效率和容积效率指标进行了修订，对第 5 章检验规则增加了检验项目，对检验频率进

行了规定；试验方法和试验装置部分增加了附录 A 和附录 B 要素，同时对试验介质的规定按照

行业通用要求进行了修改，以满足产品检验要求。最后，再一次对三个标准的格式、表述用语

是否规范进行了筛查。经全体专家反复斟酌，统一意见后，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标准制定原则 

（1）按照 GB/T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和规定

编写； 

（2）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 JB/T 7039-2006 液压叶片泵标准中的相关规定，编写过

程中，有针对性的对国内及国际机油泵行业进行调研，根据变排量摆片式机油泵的结构特点，

机油泵与动力系统的配合要求，并结合机油泵行业的下游客户对产品的性能需求，力求制定通

用的性能规范。 

（3） 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充分适应我国机油泵行业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4） 突出传统机油泵和变排量摆片式机油泵的不同，强调变排量摆片式机油泵一套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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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压输出的特性。 

2.1.1通用性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汽车动力总成和助力转向等装置用摆片式机油泵，也适用于其它工业用途液

压泵，通用性非常高。  

2.1.2指导性原则 

本标准提出的机油泵的性能指标充分体现了变排量摆片式机油泵的结构特点，现有国家标

准和行业标准均不涉及变排量摆片泵，故本标准的发布，是机油泵相关标准体系的有益补充，

对机油泵行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2.1.3协调性原则 

本标准提出的机油泵性能指标与目前使用的行业标准 JB/T 7039-2006和 QC/T 289-2001中

规定的其它种类的机油泵规定的性能指标协调统一、互不交叉。 

2.1.4兼容性原则 

本标准提出的性能指标充分考虑了机油泵行业的特点，既突出了变排量摆片式机油泵的特

殊构造，又结合了行业的通用要求，具有普遍适用性。 

2.2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 JB/T 7039-2006液压叶片泵标准中的相关规定。考虑了机油泵

行业的特点，结合变排量摆片式机油泵的特点，在性能指标的制定过程中，既突出了变排量摆

片式机油泵的特殊构造，又兼顾该标准与国内及国际机油泵行业基本概念规则相一致，方便本

标准在今后的推广和使用；同时本标准依据国内及国际机油泵行业现有设备种类及水平基础上，

结合同行业各家充分沟通及调研，对变排量摆片式机油泵的分类、基本参数、技术要求、检验

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做了较详细的规定。 

2.3 关键技术问题说明 

变排量摆片式机油泵具有以下关键技术指标，说明如下： 

总效率：动力总成燃油消耗与机油泵的总效率紧密相关。机油泵的总效率能够保持稳定高

效的输出可以有效降低传动系统能耗。数据表明，传统的齿轮泵和叶片泵的总效率分别是 50%

和 60%水平,而摆片机油泵的总效率则高达 70%，远远超出了传统机油泵的效率水平。根据法国

PSA集团在 1.2T动力总成上以及潍柴、上汽通用五菱对摆片泵的测试，数据显示，和普通定排

量泵相比，更换摆片泵后动力总成油耗最高降低了 5%。大大超过了国家出台的对动力总成的燃

油消耗限制标准。 

耐久性：耐久性性能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动力系统的长期润滑效果，保证动力系统的可靠和

耐久性。机油泵具有好的耐久性性能，一方面体现了泵的材质、结构设计、和动力系统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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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的保护好动力系统，减少摩擦，达到延长动力总成，

变速箱等动力系统的寿命 ，保证动力系统工作时的平稳持续输出的良好效果。 

压力建立时间:实际应用中不同的整车厂对压力建立时间要求也不同，一般对摆片泵的压力

建立时间要求在 5~10s。而传统机油泵压力建立时间的要求是 15s。该指标的大小直接影响了动

力总成在启动过程中的润滑效果，压力建立时间越大，表明机油进入动力系统润滑部位的时间

越久，动力系统在没有机油润滑的状况下运转时间越长，从而导致动力系统各部件的磨损越大，

严重影响动力总成的耐久性能和使用寿命。 

压力脉动:液压泵在排油过程中，瞬时流量是不均匀的，会产生随时间变化的压力脉动，该

压力脉动会造成液压系统管路的振动和噪音，同时会对压力敏感的元器件造成损伤和破坏。摆

片泵能实现较小的压力脉动性能，能保证液压润滑系统较高的寿命和越好的噪音性能。 

变排量转换时间:变排量机油泵的变排量转换时间是指电磁阀在动作之后油泵发生排量变

化的响应时间，摆片泵的变排量转换时间可以做到 200ms以内。该指标反映的是油泵的调控性

能，即润滑系统在不同工况切换下，油泵的响应时间越短，对于润滑系统来说可以在较短时间

能实现对应的润滑要求，可以有效减缓动力系统各部件的磨损，降低额外的能量损耗。 

2.4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耐久性：油泵长时间工作以后，内部零件会有磨损而内部泄漏，从而导致油泵总效率下降。

油泵总效率下降之后会使汽车节能效果下降，增加能耗。总效率是评价油泵耐久性能和寿命的

重要评判依据，本标准对摆片泵的耐久测试进行了标准化，同时对摆片泵耐久前后的总效率衰

减幅度作出了规定。 

热怠速压力：汽车在怠速时，需要油泵提供足够大的压力保证润滑系统的正常运转，在热

怠速的时候由于机油温度高，摆片泵内部零件的相对间隙会增大，使得油泵产生的压力会比低

温时要低，本标准对摆片泵的热怠速压力值的测试方法进行了规范化。 

压力建立时间：在-30°C的时候，由于机油粘度大，流动性极低，很难建立起有效的压力

以实现润滑，此时冷启动动力系统极容易产生磨损。本标准对摆片泵的压力建立时间的测试方

法进行了规范。 

压力脉动：压力脉动对于液压系统的稳定性以及 NVH有很关键的影响，是评价油泵性能的

重要指标，本标准将压力脉动性能的测试方法做了标准化，并根据常用的压力脉动限值提出了

压力脉动要求。 

变排量转换时间：变排量转换时间体现的是可变排量油泵的调控性能，该指标反映的是油

泵的调控性能，即润滑系统在不同工况切换下，油泵的响应时间越短，对于润滑系统来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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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短时间能实现对应的润滑要求，可以有效减缓动力系统各部件的磨损，降低额外的能量损

耗。该标准对摆片泵的变排量转换时间的测试方法和限值进行了标准化。 

2.5标准工作基础 

编写组主要起草单位苏州赫尔拜斯泵业对变排量摆片泵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升级，形成自

己的专有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公司拥有各类泵的专家，并且和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的

教授建立了广泛深入的研发合作，致力于新能源汽车机油泵、水泵、真空泵等产品开发。公司

开发的全球新型无级变排量摆片泵和电子水泵为汽车的动力总成、变速器和新能源变速箱装置

提供高效、低扭的强制泵，公司技术力量雄厚，生产设备先进，并且拥有完善的生产制造规程

检测手段，建立了先进的信息化管理流程。 

   作为编写组主要起草单位，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具备丰富的标准编写和标准组织经验。

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清研标准服务中心是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旗下专业标准研究咨询

服务平台，重点服务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的技术发展和测试评价标准体系的建设，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在标准研究方面，重点研究汽车工业、高端制造行业及其他新兴产业的标

准体系，与相关标准委员会合作，为产业发展提供标准支持，为企业提供标准立项编制、咨询

和培训服务，以及专利咨询服务。通过标准项目组织，提升企业形象，树立行业龙头地位。 

清华苏州汽车研究院标准化研究中心聘请成波院长、李克强教授等汽车领域知名专家为顾

问，依托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中国汽车技术中心（汽标委）等专业标准化管理机构，重点为汽

车产业新技术提供产品、检测标准化支持和服务。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无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无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目前我国千人汽车保有量在 150-200 之间，千人保有量与人口密度相关，国内人口密度与

欧洲相当，假设未来中国人口稳定值 12 亿，参考欧洲目前 600 辆/每千人的汽车保有量水平，

中国峰值千人保有量预计在 400 辆左右，对应峰值 4.8 亿辆汽车保有量。按照通常车辆 13 年报

废期（美国的汽车平均使用寿命约为 13 年），预计未来中国峰值年销量约为 3700 万辆。由此可

见，我国的汽车工业依旧发展前景广阔，与汽车工业密切相关的汽车机油泵行业也会维持相应

的增长。即使在新能源车的冲击下，传统的发动机业务会有萎缩，但变速箱上的机油泵需求量

依然不减，并且变速箱上的机油泵节油能力对整车降油耗有更加明显的作用，越来越多的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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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需要对机油泵进行升级。因为目前大部分变速箱机油泵还是用的老式传统的齿轮泵，非常浪

费能耗，如果每台车的变速箱都需要升级换代，市场潜力巨大。 

机油泵的调控形式一般有定排量泵，可变排量泵之分。定排量泵通常会在压力端增加一个

机械式的泄压阀以控制出油口压力，但泄压的部分油压属于浪费的能量，做无用功；而可变排

量泵一般分为一阶变排量泵，二阶变排量泵以及全工况可调（无级）变排量泵等，对于流量压

力需求继续自调节，无需依靠泄压阀排出多余的能量，并根据工况不同提供可观的能耗节约。

一般来说，一阶变排量泵能比定排量泵提供 1%的能耗节约，一阶变排量泵能提供 2%的能耗节

约，工况可调（无级）变排量泵可提供 3%以上的能耗节约。应用摆动式叶片泵在神龙汽车 1.2T

发动机上，可以达到 5%以上整车油耗的降低，比更改高压燃油泵和其他减排技术要更加节能而

且省钱，更换机油泵的费用远比其他技术的升级要便宜得多。现今该种类型机油泵节能能力远

远超过其他类型泵，但并未形成标准，也是由于其专利的唯一性的保护和技术特点保密性决定

的。但现实的情况是国家对于汽车排放的要求越来越严，而机油泵作为发动机和变速箱能耗大

户，具有极高的节能减排潜力。目前国内的主机厂目前都已经或者准备在发动机和变速箱中大

量使用可变排量机油泵。 

传统的定排量泵能耗损失巨大，已经逐步被淘汰，可变排量机油泵节油效果显著，凭借其

特殊的结构能获得额外收益。摆动叶片式机油泵在各个转角下压力腔容积变化产生的压差，额

外高压腔的容积变化率比主腔室大，所以压力更高。仅一个转子组就能实现高低压同时输出，

成本低；仅同一高度的叶片即可实现可变排量，使得所需安装空间小；由于摆片的自密封性，

容积效率在不同转速下运行在 90%以上；而这些普通叶片泵做不到。 

目前在汽车行业大量使用的为定排量泵和一阶或二阶变排量泵。由于成本和技术制约，全

工况可调（无级）变排量泵的应用还不算多，但随着排放压力的变大，全工况可调（无级）变

排量泵以后将成为行业主流。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国内外关键

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国内外尚无相关标准可以采用或参考。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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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的要求，与现行的国家标准、团体标准

相协调。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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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本着源于实践、指导实践的原则，与业内专家充分交流，编制组内

部也多次沟通，标准内容的起草、修订均达成一致意见，未出现重大分歧。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供会员和社会自愿使用。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从行业和区域，多角度进行试点示范和应用推广，通过多种媒体形式和宣贯会议宣传

和推动标准的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19年 10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