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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几何量公差与检测》课程即《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课程，是高等学校机械类各专业的一门
重要技术基础课。
　　根据机械工业部教育局1982年教高字第17号文、1987年教学便字第0005号文和国家机械工业委员
会教育局1987年教高便字第050号文的指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分别于1985年出版了《几何量公差与
检测》基本教材、1987年出版了《几何量公差与检测习题试题集》教材、1989年出版了《几何量公差
与检测实验指导书》教材。
这三本教材是配套的教材。
该基本教材业已出了7版，该题集业已出了5版，该实验指导书也已出了5版。
此外，吉林省教育音像制品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了《几何量公差与检测实验教学指导》录像教材。
　　《几何量公差与检测》（第二版）基本教材于1992年获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机电类专业优秀教材
二等奖。
《几何量公差与检测实验教学指导》录像教材于1993年获第二届吉林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二
等奖。
　　经过近几年教学的实践，随着科学技术和本学科的发展，为了进一步满足教学的需要，与时俱进
，我协作组决定出版第八版《几何量公差与检测》基本教材。
第八版基本教材系按照原机械工业部部属高等院校《几何量公差与检测》课程协作组1982年9月制定的
本课程教学大纲和高等工业学校《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小组1990年10月审定的本课
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的，对第七版基本教材的内容作了一定的更新，对本书的编排也作了改进，便于
自学。
　　本书采用我国新的公差标准来编写，各章均有应用实例，并以一种通用机器——单级圆柱齿轮减
速器的主要零件齿轮轴、输出轴、齿轮、箱体、端盖、轴套等各项公差的确定贯穿全书始终，目的是
为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打下一定的基础。
此外，本书各章有联系，但在内容上保持相对独立性和系统性；同一范畴（章）的内容中的必讲内容
和选讲内容分节编写，以适应不同专业的教学需要。
　　考虑到业已出版实验指导书，本书就不重复典型计量器具的原理、结构和使用等内容。
　　为了巩固课堂教学效果，配合教学的需要，本书酌量编写了各章习题（一部分习题附有答案）并
附录讲课、解题所需要的各个公差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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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几何量公差与检测》仍遵循“打好基础、精选内容、逐步更新、利于教学”的教材编写原则，
采用我国新的公差标准，进一步修改了和更新了第七版的内容，力求按教学规律阐述本门学科的基本
知识，便于自学。
《几何量公差与检测》共分绪论，几何量测量基础，孔、轴公差与配合，形状和位置公差与检测，表
面粗糙度轮廓及其检测，滚动轴承的公差与配合，孔、轴检测与量规设计基础，圆锥公差与检测，圆
柱螺纹公差与检测，圆柱齿轮公差与检测，键和花键联结的公差与检测，尺寸链等12章。
《几何量公差与检测》概念阐述清楚，内容安排紧凑，难点分析细腻，重点加强应用，以圆柱齿轮减
速器主要零件各项公差的确定贯穿全书始终。
各章均酌量配置了习题和讲课、解题所需的公差表格，以配合教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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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5 形位公差的选择一、形位公差特征项目及基准要素的选择二、公差原则的选择三、形位公差值的
选择6 形位误差及其检测一、实际要素的体现二、形位误差及其评定三、形位误差的检测原则第五章 
表面粗糙度轮廓及其检测1 表面粗糙度轮廓的基本概念一、表面粗糙度轮廓的界定二、表面粗糙度轮
廓对零件工作性能的影响2 表面粗糙度轮廓的评定一、取样长度和评定长度二、表面粗糙度轮廓的中
线三、表面粗糙度轮廓的评定参数3 表面粗糙度轮廓的技术要求一、表面粗糙度轮廓技术要求的内容
二、表面粗糙度轮廓评定参数的选择三、表面粗糙度轮廓参数允许值的选择4 表面粗糙度轮廓技术要
求在零件图上标注的方法一、表面粗糙度轮廓的符号和代号二、表面粗糙度轮廓幅度参数允许值的标
注方法5 表面粗糙度轮廓的检测一、比较检验法二、针描法三、光切法四、显微干涉法第六章 滚动轴
承的公差与配合1 滚动轴承的互换性和公差等级一、滚动轴承的互换性二、滚动轴承的公差等级及其
应用2 滚动轴承内、外径及相配轴颈、外壳孔的公差带一、滚动轴承内、外径公差带的特点二、与滚
动轴承配合的轴颈和外壳孔的常用公差带3 选择滚动轴承与轴颈、外壳孔的配合时应考虑的主要因素
一、轴承套圈相对于负荷方向的运转状态二、负荷的大小三、径向游隙四、轴承的工作条件4 与滚动
轴承配合的轴颈和外壳孔的精度的确定一、轴颈和外壳孔的公差带的确定二、轴颈和外壳孔的形位公
差与表面粗糙度轮廓幅度参数值的确定三、轴颈和外壳孔精度设计举例第七章 孔、轴检测与量规设计
基础1 孔、轴实际尺寸的验收一、孔、轴实际尺寸的验收极限二、计量器具的选择三、验收极限方式
和相应计量器具的选择示例2 光滑极限量规一、光滑极限量规的功用和种类二、光滑极限量规的设计
原理三、光滑极限量规的定形尺寸公差带和各项公差四、光滑极限量规工作部分极限尺寸的计算和各
项公差的确定示例3 功能量规一、功能量规的功用和种类二、功能量规的设计原理三、功能量规工作
部分的定形尺寸公差带和各项公差四、功能量规设计计算示例第八章 圆锥公差与检测1 圆锥公差与配
合的基本术语和基本概念一、圆锥的主要几何参数二、有关圆锥公差的术语三、有关圆锥配合的术语
和圆锥配合的形成2 圆锥公差的给定方法和圆锥直径公差带（公差区）的选择一、圆锥公差项目二、
圆锥公差的给定和标注三、圆锥直径公差带（公差区）的选择3 圆锥角的检测一、直接测量圆锥角二
、用量规检验圆锥角偏差三、间接测茸圆锥角第九章 圆柱螺纹公差与检测1 概述一、螺纹的种类及使
用要求二、普通螺纹的基本牙型和主要几何参数2 普通螺纹几何参数误差对互换性的影响一、螺纹直
径偏差的影响二、螺距误差的影响三、牙侧角偏差的影响四、作用中径对螺纹旋合性的影响五、普通
螺纹合格性的判断3 普通螺纹的公差与配合一、螺纹公差带二、螺纹的旋合长度三、螺纹的公差精度
及公差带的选用四、螺纹标记五、螺纹的表面粗糙度轮廓要求六、例题4 普通螺纹的检测一、综合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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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母公差四、丝杠和螺母螺纹的标记五、图样标注方法第十章 圆柱齿轮公差与检测1 对齿轮传动的
使用要求一、齿轮传递运动的准确性二、齿轮的传动平稳性三、轮齿载荷分布的均匀性四、侧隙2 齿
轮上影响四项使用要求的主要误差一、影响齿轮传递运动准确性的主要误差二、影响齿轮传动平稳性
的主要误差三、影响轮齿载荷分布均匀性的主要误差四、影响侧隙的主要误差3 齿轮的应检精度指标
、侧隙指标及其检测一、齿轮传递运动准确性的应检指标及其检测二、齿轮传动平稳性的应检指标及
其检测三、轮齿载荷分布均匀性的应检指标及其检测四、评定齿轮齿厚减薄量用的侧隙指标及其检
测4 评定齿轮精度时可采用的指标及其检测一、切向综合总偏差和一齿切向综合偏差及它们的检测二
、齿轮径向跳动及其检测三、径向综合总偏差和一齿径向综合偏差及它们的检测5 齿轮精度指标的公
差及其精度等级一、齿轮精度指标的公差的精度等级和计算公式二、齿轮精度等级的选择三、图样上
齿轮精度等级的标注6 齿轮副中心距极限偏差和轴线平行度公差一、齿轮副中心距极限偏差二、齿轮
副轴线平行度公差7 齿轮侧隙指标的公差和齿轮坯公差一、齿厚极限偏差的确定二、公法线长度极限
偏差的确定三、齿轮坯公差四、齿轮齿面和基准面的表面粗糙度轮廓要求8 圆柱齿轮精度设计第十一
章 键和花键联结的公差与检测1 普通平键联结的公差、配合与检测一、普通平键和键槽的尺寸二、普
通平键联结的公差与配合三、普通平键键槽尺寸和公差在图样上的标注：四、普通平键键槽的检测2 
矩形花键联结的公差、配合与检测一、矩形花键的主要尺寸二、矩形花键联结的定心方式三、矩形花
键联结的公差与配合四、矩形花键的图样标注五、矩形花键的检测3 圆柱直齿渐开线花键联结的公差
、配合与检测一、渐开绻莎键的甚本参黼和几何尺寸二、渐开线花键联结的定心方式和配合尺寸三、
内花键的作用齿槽宽、外花键的作用齿厚和作用侧隙四、内、外渐开线花键的配合尺寸公差带和配合
类别五、内花键齿槽宽、外花键齿厚及作用侧隙的极限值六、渐开线花键非配合尺寸的极限偏差、齿
根圆弧曲率半径极限值和表面粗糙度轮廓要求七、渐开线花键键齿的检测方法八、渐开线花键的标记
和公差要求在图样上的标注方法第十二章 尺寸链1 尺寸链的基本概念一、尺寸链的基本术语及其定义
二、尺寸链的分类三、尺寸链的建立四、尺寸链的计算2 用完全互换法计算尺寸链一、极值公差公式
二、设计计算三、校核计算四、工艺尺寸计算3 用大数互换法计算尺寸链一、统计公差公式二、设计
计算三、校核计算4 用分组法、修配法和调整法保证装配精度一、分组法二、修配法三、调整法附录
一、习题二、公差表格三、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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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过盈配合　　过盈配合是指具有过盈的配合。
过盈的大小也可以通过内、外圆锥的轴向相对位移来调整。
在承载情况下利用内、外圆锥间的摩擦力自锁，可以传递很大的转矩。
　　（3）过渡配合　　过渡配合是指可能具有间隙，也可能具有过盈的配合。
其中，要求内、外圆锥紧密接触，间隙为零或稍有过盈的配合称为紧密配合，它用于对中定心或密封
。
为了保证良好的密封性，对内、外圆锥的形状精度要求很高，通常将它们配对研磨。
　　2．圆锥配合的形成　　圆锥配合的间隙或过盈的大小可用改变内、外圆锥间的轴向相对位置来
调整。
因此，内、外圆锥的最终轴向相对位置是圆锥配合的重要特征。
按照确定内、外圆锥间最终的轴向相对位置采用的方式，圆锥配合的形成可以分为下列两种形成方式
。
　　（1）结构型圆锥配合　　结构型圆锥配合是指由内、外圆锥本身的结构或基面距（内、外圆锥
基准平面之间的距离）确定它们之间最终的轴向相对位置，来获得指定配合性质的圆锥配合。
这种形成方式可获得间隙配合、过渡配合和过盈配合。
　　例如图8—5所示，用内、外圆锥的结构即内圆锥端面1与外圆锥台阶2接触来确定装配时最终的轴
向相对位置，以获得指定的圆锥间隙配合。
又如图8—6所示，用内圆锥大端基准平面1与外圆锥大端基准圆平面2之间的距离（基面距）确定装配
时最终的轴向相对位置，以获得指定的圆锥过盈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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