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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共分九章，内容包括：绪论，圆柱体结合的公差与配合，测量技术基础，
几何公差及检测，表面粗糙度及检测，光滑工件的检测及其标准，滚动轴承的极限与配合，常用结合
件的公差与配合，圆柱齿轮传动的极限与配合。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突出对公差带特点的分析及应用，将难点问题分析透彻。
各章后均有思考题，以方便教学与读者自学。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力求体现定位准确、注重能力、内容最新、结构合理、通俗易懂的编写特色。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21世纪高等院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系列教材）》可作为高等工科院
校机械类、仪器仪表类和机电等专业“互换性与技术测量”课程的教材，也可供从事机械与仪器仪表
设计、制造工艺、标准化、计量测试等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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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五节 几何公差的选择 几何公差的选用包括基准、公差原则、公差项目和公差值
的选择。
 一、基准的选择 （1）基准，通常有设计基准、加工基准和检验基准三种。
但经常是不重合的，因此设计者在图样上给定基准时，所选择的指定基准要素必须能明确识别、容易
辨认，并且解释唯一。
当不能避免多义性而影响功能要求时，则必须给定基准。
 （2）根据对被测要素的几何关系及设计时的功能要求来选择基准，如果采用多基准，应根据功能要
求确定基准的优先顺序。
 （3）应选择相互配合或接触的相应要素作为各自的基准，以使计算方便和保证零件的装配互换性。
 （4）为便于加工和检验，应选择在夹具、检具中定位的相应要素（零件）作基准（尽量使设计基准
、加工基准、检验基准三者重合，减少累积定位误差）。
 （5）选择的基准要素，应具有足够的大小，若必须以铸造或锻造、焊接件等的表面作基准时，应选
择相对稳定的要素或采用基准目标，也可采用增加的工艺凸台（搭子）作为基准要素。
 （6）基准表面的精度或质量，取决于设计要求，必要时可以对基准表面规定所需的控制要求（例如
规定平面度）。
 二、公差原则的选择 独立原则应用最广，适用于全部几何公差项目。
统计表明，图样中95％以上的要求遵守独立原则。
对于尺寸公差与几何公差功能需要分别满足要求时，不论它们的精度要求高低，均采用独立原则。
例如，丝杠大径公差及其轴线的直线度公差；飞轮外径公差及其轴线与内孔轴线的同轴公差等。
 包容要求主要用于满足配合性能要求。
用最大实体边界保证必要的最小间隙或最大过盈的场合，其中最大实体要求只用于导出要素，主要是
满足可装配性要求的场合，包括大多数无严格要求的非运转的静止配合部位。
例如用螺栓连接的连接件的有关位置公差等。
最小实体要求主要用于保证零件的最小壁厚和壁厚均匀的场合。
 三、几何公差项目的选择 几何公差特征项目的选择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零件的几何特征。
零件几何特征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几何误差。
如对圆柱形零件，可选择圆度、圆柱度、轴线直线度及素线直线度等：平面零件可选择平面度；窄长
平面可选择直线度；槽类零件可选择对称度；阶梯轴、孔可选择同轴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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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高等院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系列教材:互换性与技术测量》可作为高等工科院校机
械类、仪器仪表类和机电等专业“互换性与技术测量”课程的教材，也可供从事机械与仪器仪表设计
、制造工艺、标准化、计量测试等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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