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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

前言

“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是机械类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多年教学实践表明，在高职高专院校，本课
程使用传统教学体系下的教材，进行“注入式”教学的效果往往不够理想。按照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学习并非学生对于教师所授予知识的被动接受，而是学生依据其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所做的主动建构。
这一观点突出强调了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与传统的教学观直接对立，这为我们更深入地理
解教和学、反思传统教学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因此，近年来项目式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中心
（SCL）的教学方法得到广泛重视。本教材分项目编写，内容力求贴近生产实践和我国高职高专学生
实际学习需求。学生在学习时通过若干项目，如查表、读图、标注、设计、检测、练习等完成对有关
内容的学习。教材各部分相对独立，既可采用多课时、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展开教学，也可采用
少学时、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展开教学。本书由中心火炬职业技术学院熊永康、南昌职业学院
顾吉仁、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漆军担任主编，熊永康负责统稿和定稿。广州番禺职业学院李国斌、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吴韶华、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梁健、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赵火英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王立跃担任副主编。参加本书编写的还有广西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周健永。具
体编写分工如下：项目6、7、8、11、14和附录由熊永康编写，项目5由顾吉仁编写，项目3、10由漆军
编写，项目2由吴韶华编写，项目1由李国斌编写，项目13由赵火英编写，项目4由梁健编写，项目9由
王立跃编写，项目12由周健永编写。本书由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崔西教授主审。编写中参考了一些
同类教材，在此对相关单位和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妥之
处，敬请各教学单位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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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方向公差项目 在构成零件的几何要素中，有的要素对其他要素（基准要素）有方
向要求。例如机床主轴对主轴箱平面有平行度的要求。为限制关联要素对基准的方向的误差，应按零
件的功能要求，规定必要的方向公差。方向公差包括平行度、垂直度、倾斜度、有基准的线轮廓度和
面轮廓度。 1）方向公差的特点 （1）方向公差带相对基准有确定的方向，而其位置往往是浮动的。 
（2）方向公差带具有综合控制被测要素的方向和形状的功能。 因此，在保证功能要求的前提下，规
定了方向公差的要素，一般不再规定形状公差。对该要素的形状有进一步要求时，则可同时给出形状
公差，但其公差数值应小于定向公差值。 2）方向公差应用说明 （1）方向公差带是控制被测要素的方
向角，同时也控制了形状误差。由于合格零件的实际要素相对基准的位置允许在其尺寸公差内变动，
所以方向公差带的位置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尺寸公差带内）浮动。 （2）在保证功能要求的前提下，
当对某一被测要素给出方向公差后，通常不再对被测要素给出形状公差。只有在对被测要素的形状精
度有特殊的较高要求时，才另行给出形状公差。 （3）标注倾斜度时，被测要素与基准要素间的夹角
是不带偏差的理论正确角度，标注时倾斜度数值要带方框。平行度和垂直度可看成是倾斜度的两个极
端情况：当被测要素与基准要素之间的倾斜角α=0°时，就是平行度；α＝90°时，就是垂直度。这
两个项目名称的本身已包含了特殊角0°和90°的含义，因此标注不必再带有方框了。 3.位置公差项目
位置误差是指被测实际要素对理想要素位置的变动量；位置公差是指关联实际要素的位置对基准（理
想要素位置）所允许的变动全量，它是为了限制位置误差而设置的。位置公差带是限制关联实际要素
变动的区域，被测实际要素位于此区域内为合格，区域的大小由公差值决定。位置公差包括位置度、
同心度、同轴度、对称度、有基准的线轮廓度和面轮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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