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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机械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工具要素之一，是人类物质文明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机械工业担负着向国民经济各部门，包括工业、农业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提供各种性能先进、使用安
全可靠的技术装备的任务，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信息、新材料、系统科学等为代表的新一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机
械工程领域中的广泛渗透、应用和衍生，极大地拓展了机械产品设计制造活动的深度和广度，改变了
现代制造业的产品设计方法、产品结构、生产方式、生产工艺和设备以及生产组织模式，产生了一大
批新的机械设计制造方法和制造系统。
这些机械方面的新方法和系统的主要技术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信息技术在机械行业
的广泛渗透和应用，使得现代机电产品已不再是单纯的机械构件，而是由机械、电子、信息、计算机
与自动控制等集成的机电一体化产品，其功能不仅限于加强、延伸或取代人的体力劳动，而且扩大到
加强、延伸或取代人的某些感官功能与大脑功能。
　　（2）随着设计手段的计算机化和数字化，CAD／CAM／CAE／PDM集成技术和软件系统得到广
泛使用，促进了产品创新设计、并行设计、快速设计、虚拟设计、智能设计、反求设计、广义优化设
计、绿色产品设计、面向全寿命周期设计等现代设计理论和技术方法的不断发展。
机械产品的设计不只是单纯追求某项性能指标的先进和高低，而是注重综合考虑质量、市场、价格、
安全、美学、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影响。
　　（3）传统机械制造技术在不断吸收电子、信息、材料、能源和现代管理等方面成果的基础上形
成了先进制造技术，并将其综合应用于机械产品设计、制造、检测、管理、销售、使用、服务的机械
产品制造全过程，以实现优质、高效、低耗、清洁、灵活的生产，提高对动态多变的市场的适应能力
和竞争能力。
　　（4）机械产品加工制造的精密化、快速化，制造过程的网络化、全球化得到很大的发展，涌现
出CIMS、并行工程、敏捷制造、绿色制造、网络制造、虚拟制造、智能制造、大规模定制等先进生产
模式，制造装备和制造系统的柔性与可重组已成为21世纪制造技术的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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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等工科院校机械类、近机械类各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教材，内容包括：互换性、标准化等的基
本概念，尺寸精度设计，形状和位置精度设计，表面粗糙度，几何参数检测技术基础，常用典型件的
精度设计，渐开线圆柱齿轮的精度设计和尺寸链的精度设计基础。
    本书内容全部根据最新国家标准编写，所涉及的公式、数据、图表准确可靠，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
可操作性。
    本书可供高等工科院校机械类、近机械类各专业的学生使用，也可供从事机械设计、机械制造等工
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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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教学提示：精度设计包括尺寸精度设计、形位精度设计和表面精度设计，它们
的设计原则是互换性原则和经济性原则。
本章的宗旨就是以讨论互换性为主的精度设计及其检测原理和方法。
　　教学要求：深刻理解精度设计的内容和基本原则，掌握互换性的概念、意义及其条件，了解公差
与配合标准和技术测量的发展概况，了解优先数和优先数系，明确本课程的性质和特点。
　　1.1　概述　　本书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机械精度设计和测量技术基础。
　　对于机械产品来说，机械设计分成3个部分，即系统设计、参数设计和精度设计。
系统设计主要是运动学的设计，如传动系统、位移、速度、加速度等，这些内容主要由机械原理课程
研究；参数设计主要是确定产品各零件几何要素的公称值，以保证系统的能量转换和工作寿命，如结
构、强度、刚度、寿命等，这些内容主要由机械设计课程研究；精度设计是依据对机械的静态和动态
精度的要求以及制造的经济性，确定零件几何要素的允许误差，也就是设计尺寸精度、形状和位置精
度以及表面粗糙度，并将它们正确地标注在零件图和装配图上。
　　测量技术基础主要是讲述零件几何参数测量的基本知识、检测原理和常用的检测方法。
　　1.2　机械零件的几何精度设计原则　　机械零件的几何精度设计原则是互换性原则和经济性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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