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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几何坐标测量技术及应用》作者有多年几何精度设计与质量控制理论、坐标测量理论、技术和
应用研究、与多个行业和领域的企业成功合作经历，并直接参与了多项新一代GPS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在整合原本科教学讲义，GPS、GD&T和CMM培训讲义的基础上，结合ISO、GB和ASME相关标准、
坐标测量机制造商的资料，以及企业和网络提供的案例编撰了《几何坐标测量技术及应用》。
　　《几何坐标测量技术及应用》基于新一代GPS标准体系和美国ASMEGD&了相关标准，在介绍坐
标测量原理的同时，通过大量的实际案例，结合传统测量方法进行了比对描述，希望使读者能更好地
理解《几何坐标测量技术及应用》的内容，同时也对坐标测量机应用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
，希望能对读者的测量实践有所启发和帮助。
　　《几何坐标测量技术及应用》可以作为高校精度设计和技术测量课程的辅助教材，也可作为从事
机械产品设计、制造、检测和质保人员的参考书籍，更希望《几何坐标测量技术及应用》能成为坐标
测量从业人员的一本工具书。
　　全国产品几何技术规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坍翠新研究员为《几何坐标测量技术及应用》的
立项和出版提供了指导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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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明，1963年生，硕士。
上海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现任全国产品几何技术规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SAC／TC 240，ISO／TC 213）、上海市模具行业
协会特种加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机械工程学会先进制造技术专业委员会理事、上海高校互换
性与技术测量基础研究会副理事长，是国内坐标测量技术领域的知名专家。
从1987年开始接触三坐标测量机，长期从事几何坐标检测与质量过程控制、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制造
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承担过国家863、上海市重大和重点攻关项目，并且十分重视与企业的产学研合作，研究成果应用于汽
车、风电、航空、航天、地铁、隧道、造船、建筑、机床、军工等领域，多次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
已公开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获发明专利授权10余项。
2003年以来主持和参与了30多项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ISO、GB和ASME标准的研究、宣贯、企业应用和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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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l章坐标测量技术概论 1.1基本概念 1.2坐标测量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1.3相关规范、标准和技术体系 1.4
传统测量技术与坐标测量技术的关系 1.5从业人员的知识体系 第2章几何特征的坐标测量和要素生成 2.1
坐标测量中几何要素的生成 2.2测点的基本概念 2.3常规几何特征的测量及拟合 2.3.1直线的坐标测量和
拟合 2.3.2圆的坐标测量和拟合 2.3.3平面的坐标测量和拟合 2.3.4圆柱的坐标测量和拟合 2.3.5圆锥的坐标
测量和拟合 2.3.6球的坐标测量和拟合 2.4曲线、曲面的坐标测量方法 2.5几何特征坐标测量提取策略 
第3章测量坐标系和误差评定基准 3.1测量坐标系及其应用 3.2误差评定基准／基准体系 3.3评定基准／
基准体系的构建规则与方法 3.4图样中基准／基准体系与坐标测量评定的关系 3.5评定基准／基准体系
构建方法和案例 第4章坐标测量的误差测量和评定 4.1几何要素的坐标测量与误差评定流程 4.2尺寸误差
的测量与评定 4.3几何误差的坐标测量与评定 4.3.1仅与公称要素形状相关的几何误差测量评定 4.3.2仅
与公称要素相互方向相关的几何误差测量评定 4.3.3与公称要素及位置相关的几何误差测量与评定 4.3.4
跳动误差测量与评定 第5章坐标测量系统与结构特点 5.1测量系统的功能需求 5.2测量系统的类别 5.3测
量系统的布局特点 5.4主要部件结构 5.4.1本体结构 5.4.2位置传感系统 5.4.3测量系统的移动轴线特点 5.5
坐标测量系统的精度及误差补偿 5.5.1测量系统的误差组成 5.5.2测量系统的几何误差修正补偿 5.5.3测量
系统的动静态弯曲修正补偿 5.5.4工作温度环境与温度补偿 5.6测量精度保障的其他环境要求 第6章坐标
测量的探测系统 6.1探测系统组成与功能 6.1.1测头（ProbeHead） 6.1.2探针系统（Stylussystem） 6.1.3探
针库（Racksystem） 6.1.4标准球（ReferenceSphere） 6.1.5探测系统性能的主要评价参数 6.2测头类型与
性能 6.2.1触发式测头 6.2.2扫描测头 6.2.3非接触式测头——激光测量测头 6.2.4非接触式测头——影像测
头 6.3测头座及其应用 6.3.1测头座的分类 6.3.2万向式测头座 6.3.3测头座与各类测头的组合应用 6.4探针
系统及配置 6.4.1探针针头类型 6.4.2探针系统 6.4.3探针系统配置与应用 6.5探针库及应用 6.6探测系统的
校准 第7章控制系统与软件功能 7.1坐标测量系统的控制与软件功能模块 7.1.1坐标测量系统的控制 7.1.2
坐标测量系统的软件功能模块 7.2坐标测量系统的应用流程 7.3测量系统的操作准备过程 7.3.1坐标测量
系统的启动 7.3.2探针配置和校准 7.3.3CAD模型及操作 7.3.4工件的装夹 7.4几何特征的测量和评定操作
7.5坐标测量的编程操作 第8章坐标测量系统的检测与复检 8.1坐标测量系统检测与复检的相关标准 8.2
坐标测量系统中误差的概念和检测条件 8.3坐标测量系统检测与复检方法 8.4坐标测量系统测量软件与
计算方法性能的评定 第9章坐标测量技术的应用案例 9.1坐标测量的应用分类 9.1.1精密加工成形的箱体
类工件坐标测量评定特 9.1.2轴类工件坐标测量评定特点 9.1.3钣金类工件的坐标测量评定 9.1.4注塑类工
件的坐标测量评定 9.1.5金属浇压铸类工件的坐标测量评定 9.1.6焊接成型类工件的坐标测量评定 9.1.7高
精度曲面曲线类工件的坐标测量 9.1.8二维平面类工件的坐标测量 9.1.9具有特殊形状工件的坐标测量
9.1.10现场及大型工件的坐标测量 9.2坐标测量的应用案例 9.2.1具有最大实体要求的几何误差评定案例
9.2.2孔系复合位置度误差评定案例 9.2.3管类工件位置度误差评定案例 9.2.4针对客户产品的整套解决方
案 9.2.5压气机叶轮检测解决方案 第10章几何坐标测量结果的合格判定 10.1影响坐标测量结果的因素
10.2按规定检验结果的合格判定规则 10.3测量不确定度的管理 10.4关于测量不确定度表述的共识 10.5现
场不确定度评估方法 10.6规范与测量结果的合格判定 附录A相关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标准汇总 
附录B本书中插图与表格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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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这两个案例中，对于坐标测量而言，测量原始数据的获取并不复杂，坐标测量系
统可以在任何一种测量坐标系（如机器坐标系或工件坐标系）下完成相应几何要素（轮廓面）上测点
的获取和几何要素[图3.1a）的二点和图3.1b）中的六个圆孔]的拟合，后续就是如何根据图样要求进行
相关的计算与误差评定。
 图3.1 a）所示案例需要测量的是千分卡标准圆柱棒的长度（实际上是二平行平面的距离）。
这里假设二端面平行并垂直于圆柱面中心线，由于二被测平面都较小，测量时可以通过对二端面测量
并将测量点投影到圆柱面中心线方向后，对其进行投影点距离计算和探针针尖半径修正补偿来完成对
长度尺寸L的测量。
此时，圆柱面中心线就是该长度尺寸评定的基准方向。
 如果直接在图示的测量坐标系下进行测量及根据坐标轴方向进行距离计算，就会得到L'，这并不是图
样所需要的。
 这里使用这个案例只是为r说明评定基准的作用，有关二平面距离的规范测量方法将在后面章节中详
细描述。
 在图3.1b）中，可以看到对一组孔在不同的评定基准下进行位置度误差评定的要求。
其中各孔要素的测量和被测要素拟合方法是一样的，但其误差评定则是在各自评定基准下完成的，同
时这些评定基准的建立方法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公差①的基准是由被测六孔自身同组拟合构建的，公差②的基准是由A面和被测六孔在A面方向约束下
同组拟合构建的，公差③是在A面、B孔、被测六孔在A和B基准约束下同组拟合构建的。
公差④的评定基准是A⋯B—C基准体系，而公差⑤评定基准的建立还要考虑基准要素B和C的最大实体
实效状态。
 从这二个案例中还可以看到，工件的放置方向与测量坐标系（XOY）并不一定要一致，因为测量坐标
系设置在哪并不会影响测量，最多是不方便。
但评定基准就不一样，它必须是根据设计（图样）要求而确定。
 上面二个案例要说明的问题是：设计师在设计工件时，会对其精度进行规范，即标注尺寸公差和几何
公差，其约束就是公差带，而公差带的定位就涉及基准／基准体系。
 在设计时面对的是理论模型（或CAD模型），使用的是一个标准的、虚拟的基准体系（如三基面体系
）。
而在几何坐标测量时，评定基准／基准体系则是通过对工件上实际几何特征的测量、几何要素的拟合
并按基准拟合规范来构建的。
后续的评定则在相应的评定基准下完成，因此评定基准／基准体系的建立是几何坐标测量中除了测点
获取以外的另一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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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几何坐标测量技术及应用》可以作为高校精度设计和技术测量课程的辅助教材，也可作为从事机械
产品设计、制造、检测和质保人员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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