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互换性与测量技术>>

13位ISBN编号：9787302296553

10位ISBN编号：7302296553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时间：清华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益祥，陈安明，王雅 著

页数：32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

内容概要

　　《中国机械工程学科教程配套系列教材：互换性与测量技术》是为了适应现代生产和科学技术发
展的需要，深入改革教学内容而编写的一本教材。
全书以互换性原理为主线，以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相关标准为基础，遵循内容精选、加强应用
、注意更新、便于教学、便于自学的原则，系统地阐述互换性与测量技术的基本内容。
　　《中国机械工程学科教程配套系列教材：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可作为高等学校机械类各专业的教
材，并可供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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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刻线间距c：测量器具标尺或刻度盘上两相邻刻线中心线间的距离（或圆周弧
长）。
为了便于读数及估计一个刻线间距内的小数部分，刻线间距不宜太小，一般将刻线间距做成0.75
～2.5mm的等距离刻线。
 （2）分度值i：亦称刻度值，测量器具的标尺上每一刻线间距所代表的量值。
常用分度值有0.05mm、0.02mm、0.01mm、0.001mm等。
有一些测量器具（如数字式量仪）没有刻度尺，就不称分度值而称分辨率。
分辨率是指计量器具指示装置所能显示的最末一位数所代表的量值。
如数显千分尺的分辨率为1μm。
 （3）示值范围：由测量器具所显示或指示的最低值到最高值的范围。
机械式比较仪的示值范围为—0.1～+0.1mm（或±0.1mm）。
 （4）测量范围：在允许不确定度内，测量器具所能测量的被测量值的最大值到最小值的范围。
机械式比较仪的测量范围为0～180mm。
 （5）灵敏度s：测量器具反映被测几何量微小变化的能力。
对一般长度量仪，灵敏度又称放大比K（放大倍数），它等于刻线间距c与分度值i之比，即S=K=c／i。
当c一定时，放大比K愈大，分度值i愈小，可以获得更精确的读数。
 （6）测量力：在接触式测量过程中，测量器具的测头与被测零件之间的接触力。
测量力过大会引起零件弹性变形，测量力太小则会影响接触的可靠性。
因此，多数量仪都有限制测量力的稳定机构。
 （7）示值误差：测量器具上的示值与被测量的真值的代数差。
是由器具的调整误差引起的，示值误差越小，则测量器具的精度就越高。
 （8）修正值：为了消除和减少系统误差，用代数法加到测量结果上的数值。
其大小与示值误差的绝对值相等，而符号相反。
 （9）重复精度：在相同的测量条件下，对同一被测参数进行多次重复测量时，各测量结果之间的一
致性。
 （10）不确定度：测量器具在规定条件下测量时，由于测量误差的存在，被测量值不能肯定的程度，
直接反映测量结果的可信度。
 3.测量方法分类 测量方法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各种不同的分类。
 （1）按所测得的值中是否为要求被测量的量值，可分为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两种。
 ①直接测量：从测量器具的读数装置上直接得到被测量的数值或对标准值的偏差的测量方法。
如用游标卡尺、外径千分尺测量轴径时，轴径的尺寸就等于测量器具标尺上的读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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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机械工程学科教程配套系列教材: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可作为高等学校机械类各专业的教材，并
可供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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