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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基础》系统而精炼地阐述了互换性与技术测量的基本知识，全部采用最新国
家标准，侧重讲清概念和标准的应用；测量部分主要介绍测量方法的原理，不具体介绍仪器的结构及
操作步骤。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基础》是教育科学“十五”国家规划课题----“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
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课题的研究成果。
全书内容包括绪论、极限与配合、技术测量基础、形状和位置公差、表面粗糙度、光滑极限量规、常
用结合件的互换性、渐开线圆柱齿轮传动的互换性以及尺寸链共9章。
各章后附有习题。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基础》可作为高等院校机械类和近机类各专业互换性与技术测量课程的教材
，以及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成人高校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机械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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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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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线圆柱齿轮传动的互换性7.1　概述7.2　渐开线圆柱齿轮精度的评定指标及检测7.3　齿轮坯精度、
齿轮轴中心距、轴线平行度和轮齿接触斑点7.4　渐开线圆柱齿轮精度标准及其应用习题7第8章　尺寸
链8.1　基本概念8.2　极值法8.3　统计法习题8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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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论如何复杂的机械产品，都是由大量的通用与标准零部件和少数专用零部件组成的。
这些通用与标准零部件可以由不同的专业厂来制造。
这样，产品生产厂只需生产少量的专用零部件，其他零部件则由专门的标准件厂制造及提供。
产品生产厂不仅可以大大减少生产费用，还可以缩短生产周期，及时满足市场与用户的需要。
　　由于现代化生产是按专业化、协作化组织生产的，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保证互换性的问题。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大量的现象涉及到互换性。
例如，机器或仪器上掉了一个螺钉，按相同的规格换一个就行了；灯泡坏了，换个新的就行了；汽车
、拖拉机乃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中某个机件磨损了，换上一个新的便能满足使用要求。
之所以这样方便，是因为这些产品都是按互换性原则组织生产的，产品零件都具有互换性。
　O．1．1互换性的定义　所谓互换性，是指机械产品中同一规格的一批零件或部件，任取其中一件
，不需作任何挑选、调整或辅助加工（如钳工修配），就能进行装配，并能保证满足机械产品的使用
性能要求的一种特性。
　O．1．2互换性的种类　按互换性的程度可分为完全互换（绝对互换）与不完全互换（有限互换）
。
　若零件在装配或更换时，不需选择、调整或辅助加工（修配），则其互换性为完全互换性。
当装配精度要求较高时，采用完全互换性将使零件制造公差很小，加工困难，成本很高，甚至无法加
工。
这时，将零件的制造公差适当放大，使之便于加工，而在零件完工后再用测量器具将零件按实际尺寸
的大小分为若干组，使每组零件间实际尺寸的差别减小，装配时按相应组进行（例如，大孔组零件与
大轴组零件装配，小孔组零件与小轴组零件装配）。
这样，既可保证装配精度和使用要求，又能解决加工困难，降低成本。
此种仅组内零件可以互换，组与组之间不能互换的特性，称之为不完全互换性。
　　对标准部件或机构来说，互换性又分为外互换与内互换。
　　外互换是指部件或机构与其装配件间的互换性。
例如，滚动轴承内圈内径与轴的配合，外圈外径与轴承孔的配合。
　　内互换是指部件或机构内部组成零件间的互换性。
例如，滚动轴承的外圈内滚道、内圈外滚道与滚动体的装配。
　　为使用方便起见，滚动轴承的外互换采用完全互换；而其内互换则因其组成零件的精度要求高，
加工困难，故采用分组装配，为不完全互换。
一般地说，不完全互换只用于部件或机构的制造厂内部的装配，至于厂外协作，即使产量不大，往往
也要求完全互换。
　　0．1．3互换性的作用　　从使用上看，由于零件具有互换性，零件坏了可以以新换旧，方便维修
，从而提高机器的利用率和延长机器的使用寿命。
　　从制造上看，互换性是组织专业化协作生产的重要基础，而专业化生产有利于采用高科技和高生
产率的先进工艺和装备，从而提高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
　　从设计上看，可以简化制图、计算工作，缩短设计周期，并便于采用计算机辅助设计（CAD），
这对发展系列产品十分重要。
例如，手表在发展新品种时，采用具有互换性的统一机芯，不同品种只需进行外观的造型设计，这就
使设计与生产准备的周期大大缩短。
　　互换性生产原则和方式是随着大批量生产而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它不仅在单一品种的大批量生产
中广为采用，而且已用于多品种、小批量生产；在由传统的生产方式向现代化的数字控制（Nc）、计
算机辅助制造（cAM）及柔性生产系统（FMS）和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的逐步过渡中也起着
重要的作用。
科学技术越发展，对互换性的要求越高、越严格。
例如，柔性生产系统的主要特点是可以根据市场需求改变生产线上产品的型号和品种，当生产线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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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变动时，信息送给多品种控制器，控制器接受将要装配哪些零件的指令后，指定机器人（机械手）
选择零件，进行装配，并经校核送到下一工序。
库存零件提取后，由计算机通知加工站补充零件。
显然，这种生产系统对互换性的要求更加严格。
　　因此，互换性原则是组织现代化生产的极为重要的技术经济原则。
　　0．1．4互换性生产的实现　　　　任何机械都是由若干最基本的零件构成的。
这些具有一定尺寸、形状和相互位置几何参数的零件，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连接形式而装配成为一个
整体。
　　由于任何零件都要经过加工的过程，无论设备的精度和操作工人的技术水平多么高，要使加工零
件的尺寸、形状和位置做得绝对准确，不但不可能，也是没有必要的。
只要将零件加工后各几何参数（尺寸、形状和位置）所产生的误差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就可以保证
零件的使用功能，同时还能实现互换性。
　　零件几何参数这种允许的变动量称为公差。
它包括尺寸公差、形状公差、位置公差等。
公差用来控制加工中的误差，以保证互换性的实现。
因此，建立各种几何参数的公差标准是实现对零件误差的控制和保证互换性的基础。
　　完工后的零件是否满足公差要求，要通过检测加以判断。
检测包含检验与测量，检验是指确定零件的几何参数是否在规定的极限范围内，并判断其是否合格；
测量是将被测量与作为计量单位的标准量进行比较，以确定被测量的具体数值的过程。
检测不仅用来评定产品质量，而且用于分析产生不合格品的原因，及时调整生产，监督工艺过程，预
防废品产生。
　　综上所述，合理确定公差与正确进行检测是保证产品质量、实现互换性生产的两个必不可少的条
件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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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需要，满足我国高校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重
大转移阶段中社会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各类要求，探索和建立我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
本书就是作为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支柱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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