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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于2009年上半年最新的基础标准已全部颁布完成，因此有必要将《互换性与技术测量》第一版
的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新国标的新内容，主要有《极限与配合》（GB／T1800.1－2009、GB／T1800.2
－2009替代GB／T1800.1－3－1997、GB／T1800.4－1999）、《几何公差》（GB／T1182－2008、GB
／T4249－2009、GB／T16671－2009替代GB／T1182－1996、GB／T4249－1996、GB，／T16671－1996
）、《表面粗糙度》（GB，／T1031－2009、GB／T3505－2009、GB／T131一2006替代GB／T.1031
－1995、GB／T3505－2001、GB／T131－1993）、噬圆柱齿轮》（GB／T10095.1－2008、GB／T10095.2
－2008替代GB／T10095.1－2001、GB／T10095.2－2001）、《光滑极限量规》（GB／T1957－2006替
代GB／T1957－1981）等。
　　再版教材将第一版的12章内容整合改编为7章，并增加了第8章的综合应用章节。
本书的特点如下：　　（1）利用一个综合实例－－减速器输出轴贯穿基础标准（绪论、极限与配合
、几何公差、表面粗糙度和测量技术基础）、典型零件标准（轴承、平键和齿轮）和综合应用（典型
零件的公差与测量），使学生对零件互换性的要求有全面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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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第2版）》依据最新的国家标准（2009年11月1日实施），介绍了新国标的
规定及应用，其内容包括绪论、极限与配合、测量技术基础、几何公差、表面粗糙度、普通结合件的
互换性、圆柱齿轮传动的互换性和典型零件的公差与测量。
每章章首均有本章重点提示，章末还附有相关的公差表格及思考题与习题。
　　根据目前高职高专教学的特点、市场人才的知识需求和生产一线的需要，《互换性与技术测量（
第2版）》对传统内容进行了精简、整合与增设，即：将尺寸链并入极限与配合，将光滑极限量规并
入测量技术基础，将滚动轴承、圆锥、键与花键、螺纹等结合件的公差组合为普通结合件的互换性；
增加典型零件的公差与测量一章，其目的在于使读者学习完《互换性与技术测量（第2版）》后，用
生产实践中最常见的两个零件——轴类和箱体类工件的实例自测学习效果，突出了实用性。
同时利用减速器输出轴这个综合实例贯穿全书的所有章节，以使读者对典型零件的合格性有一个整体
的理解。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第2版）》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成人高校等机械类专业的教学用书，也
可供其他相关专业以及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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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代化生产的特点是品种多、规模大、分工细、协作多，为使社会生产有序地进行，必须通过标
准化使产品规格品种简化，使分散的、局部的生产环节相互协调和统一。
　　几何量的公差与检测也应纳入标准化的轨道。
　　根据产品的使用性能要求和制造的可能性，既要加工方便又要经济合理，就必须规定几何量误差
的变动范围，也就是规定合适的公差作为加工产品的依据，公差值的大小就是根据上述基本原则进行
制定和选取的。
为了实现互换性，必须对公差值进行标准化，不能各行其是。
标准化是实现互换性生产的重要技术措施.例如，一种机械产品的制造，往往涉及许多部门和企业，如
果没有制定和执行统一的公差标准，是不可能实现互换性生产的。
对零件的加工误差及其控制范围所制定的技术标准称为“极限与配合、几何公差”等标准，它是实现
互换性的基础。
　　为什么要用新国标代替旧国标？
因为新国标采用最新的国际标准制，国际标准制的概念更加明确，结构更加严密，规律性也更强。
另外，最新的国际标准制有利于国际间的技术交流。
随着机电产品的出口越来越多，现代工业化建设不断完善，技术引进和援外日益增多，采用国际标准
制就显得十分重要。
　　产品无论在设计、制造，还是在使用中，其规格，如零件尺寸、原材料尺寸、公差、承载能力及
所使用设备、刀具、测量器具的尺寸等性能与几何参数都要用数值表示。
而产品的数值具有扩散传播性.例如，复印机的规格与复印纸的尺寸有关，复印纸的尺寸则取决于书刊
、杂志的尺寸，复印机的尺寸又影响造纸机械、包装机械等的尺寸.又如，某一尺寸的螺栓会扩散传播
到螺母尺寸，制造螺栓的刀具（丝锥、扳牙等）尺寸，检验螺栓的量具（螺纹千分尺、三针直径）的
尺寸，安装刀具的工具、工件螺母的尺寸等。
由此可见，产品技术参数的数值不能任意选取，不然会造成产品规格繁杂，直接影响互换性生产、产
品的质量以及产品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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