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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满足互换性生产出发，系统、简练地介绍了几何量公差的有关标准、选用方法和误差检测的基
本知识。
全书共分10章，内容包括绪论、光滑圆柱体结合的极限与配合、测量技术基础、形状和位置公差及误
差的检测、表面粗糙度及检测、量规设计基础、滚动轴承的公差与配合、键与花键的公差与配合、圆
锥和角度的公差与配合、螺纹结合的公差与配合、圆柱齿轮传动精度与检测等，注重科学性、实践性
、应用性、创新性，做到基本概念清晰，基本理论够用，强化实际，每章都配有相应的实例和练习题
。
    本书内容精炼、深入浅出，理论以必需够用为度，旨在强化应用，采用最新国家标准。
内容涉及多个章节，重点讲述尺寸公差、形位公差和表面粗糙度等章节。
    本书适用于高职高专，也适用于应用型本科院校机械类和机电类各专业，还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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