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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差与配合速查手册（第2版）》是机械行业的实用工具书，内容翔实可靠，简明易查。
主要包括：极限与配合、几何公差及其检测、表面粗糙度、圆锥公差与配合、键和花键的公差与配合
、螺纹的公差与配合、齿轮的公差与配合、轴承的公差与配合、铸件和冲压件的公差、公差尺寸英寸
和毫米的互换算等内容。

　　
《公差与配合速查手册（第2版）》可供工矿企业、科研院所从事机械设计、加工制造、检验测量工
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使用，也可供相关专业的大专院校及中等职业学校师生参考，还可作为机械
设计、加工检测人员的技术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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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6直线度误差的检测 2.6.1常用直线度误差的测量方法及适用场合 2.6.1.1直接法 将模拟法建立的理
想要素置于能评定误差的位置上，通过测量直接被测要素各点偏差值或直接评定直线度误差值。
主要包括光隙法、垫塞法、指示器法、干涉法、光轴法和钢丝法。
（1）光隙法 将被测直线和测量基线（刀口尺、平尺）问形成的光隙与标准光隙相比较，直接评定直
线度误差值。
此方法适用于磨削或研磨加工的小平面及短圆柱（锥）面的直线度误差测量。
（2）垫塞法 用量块或塞尺测量被测直线和测量基线之间的间隙，直接评定直线度误差值。
该方法适用于低精度被测零件的直线度误差测量。
（3）指示器法 用带指示器的测量装置测出被测直线相对于测量基线的偏离值，进而评定直线度误差
值。
该方法适用于中、小平面及圆柱、圆锥面素线或轴线等直线度误差测量。
（4）干涉法 利用光波干涉原理，根据干涉条纹的形状或干涉带条数来评定直线度误差。
该方法适用于精研表面的直线度误差测量。
（5）光轴法 以几何光轴作为测量基准，测出被测直线相对于该基线的偏离值，进而评定直线度误差
值。
该方法适用于大、中型平面和孔、轴的轴线直线度误差测量。
（6）钢丝法 以张紧的优质钢丝作为测量基线，测出被测直线相对于该基线的偏离值，进而评定直线
度误差值。
该方法适用于测量水平方向的直线度误差值。
2.6.1.2间接法 利用测量微小角度的量仪测出被测直线各部分相对于自然水平面或某一固定光轴的倾角
，再根据该部分的长度将角值偏差换算为线值偏差。
这种通过角值偏差求取被测直线直线度误差的测量方法，主要包括水平仪法、跨步仪法、表桥法和平
晶法。
（1）水平仪法 将固定有水平仪的桥板放置在被测直线上，等跨距首尾衔接拖动桥板，测出被测直线
各相邻两点连线相对水平面（或铅垂面）的倾斜角，通过数据处理求出直线度误差值。
该方法适用于大、中型零件垂直界面内的直线度误差测量。
（2）跨步仪法 以跨步仪两固定支点连线作为测量基线，测出第三点相对于测量基线的偏离值，通过
数据处理求出直线度误差值。
该方法适用于大、中型零件的直线度误差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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