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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部分，(卷面共有 23题,100．0分,各大题标有题量和总分) 

一、判断题(5 小题,共 5。０分) 

（1 分)[1］选用派生系列时应优先选用公比较小和延伸项含有项值

１的数列.（    ） 

(1 分)[2]孔和轴的加工精度越高，其配合精度就越高。(     ) 

(1 分）[３]为提高测量的准确性，应尽量选用高等级量块作为基准

进行测量.(    ） 

(1 分)［4］滚动轴承内圈与轴的配合，采用基轴制．（    ） 

（1 分)［5]利用同一种加工方法加工轴，设计尺寸为 50 7h 的轴比

30 6f 的轴加工困难.（     )   

二、填空题(5 小题,共 10.0 分) 

(２分）［1］基本尺寸相同的轴上有几处配合,当两端的配合要求紧

固而中间的配合要求较松时,宜采用(         ）制配合。 

(2 分)[2］对于除配合要求外，还有极高形位精度要求的要素,其尺

寸公差和形位公差的关系应采用（         ）。 

(2 分)［3］在同一公差组内各项公差与极限偏差应保持

（         ）相同或不同的精度等级. 

(２分)[4]检测是(         ）和(         ）的统称,它是

组织互换性生产不可缺少的重要措施. 

(2 分)［５]量块按“级”使用时，以量块的标称长度作为

（         ),该尺寸包含了量块的(         ）误差。 

三、单项选择题(2 小题,共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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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1］利用同一种加工方法,加工 50 6H 孔和 100 7H 孔，应理

解为 

A、前者加工困难  B、后者加工困难   Ｃ、两者加工难易相同  

Ｄ无法比较 

（２分)[2]一般来说,下列哪一个表面粗糙度要求最高。 

Ａ、 30 7h    B、 90 7H    C、 60 7h    Ｄ、 80 7h  

四、多项选择题（１小题，共 2。０分) 

（２分）[１］如图所示尺寸链,封闭环 A0 合格的尺寸有. 

Ａ、6。10ｍｍ                        

B、5。90mm 

Ｃ、5.10mｍ                    

D、５。7０ｍｍ        

 

五、简答题（３小题,共 13。0分) 

(4 分）［1]试举三例说明孔与轴配合中应采用基轴制的场合? 

(5 分）[2］随机误差的评定为什么以±3σ作为随面误差的极限偏

差？ 

(４分)[3]什么是位置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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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计算题（7小题,共 66.0 分) 

（１0 分)[1]某孔、轴配合，已知轴的尺寸为 10 8h ,最大间隙 Xｍ

ax=+０。０07mｍ,最大过盈 Ymax＝－0．０37mｍ，试计算孔的尺

寸，并说明该配合是什么基准制,什么配合类别。 

（12分）［2]按如图所示的间距尺寸加工孔。用尺寸链求解孔 1和

孔２间尺寸的变化范围。 

25
+0.05
0

60
+0.05
0

 

(６分)[3]试根据表中已有的数值，计算并填写该表空格中的数值

(单位为 mm）。 

 ES EI TH es ｅi Tｓ 
Xｍa

ｘ 
Xmin Xａv Tｆ 

 1０    0     
0.02

2  

 ＋

0。

０57 

 
+0。

0３5 
  

 

(12 分）［4]有一孔、轴配合,基本尺寸为 40mm，要求配合的间隙为

（+0。02５~+０.066)mｍ，计算确定孔、轴的公差带代号。 

(10 分)[5]已知零件图,计算后回答问题 

1、Φ50 孔，若Ｄa＝Φ50。015，f=0.020，问孔是否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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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Φ７０的轴，若 dａ＝ Φ６9。99０,f=0。０２5,问轴是否合

格？ 

 

(９分)［6]已知某仪器的测量极限误差
lim

3 0.004mm     ,用该仪

器测量工件： 

(１）如果测量一次,测得值为 1０。365mｍ,写出测量结果。 

(2）如果重复测量 4 次,测得值分别为 10． 3６7mm、１0。 36８ 

ｍｍ、10。 367mm、10 。 366mｍ、 

  写出测量结果. 

(３)要使测量结果的极限误差汽
lim( )x

 不超过 0.001 mm,应重复测

量多少次? 

（7 分)[7]分析、计算图所示零件两孔中心距的变化范围。 

 

 

=＝=＝=＝===＝＝＝==＝=＝===答案====＝＝==========＝＝＝＝ 

答案部分,（卷面共有 23 题,100。0 分,各大题标有题量和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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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判断题(5 小题,共５。0分) 

(１分）［1]错(1 分)[2］对(1 分)［3］错 (1 分)［4]错(1 分)[5］

错 

二、填空题(5 小题，共 10。0 分) 

(2 分)[1]基轴(2 分）[2]独立原则(2 分）[３］相同(2 分）［4]检

验;测量(2 分）[5］工作尺寸;制造 

三、单项选择题(2 小题,共 4。0 分） 

(２分）[1］A（2 分）[2］A 

四、多项选择题（1小题,共２.0 分) 

（２分）[1]ＡＢ 

五、简答题（3小题，共 13.0 分） 

(4 分)[1］冷拉钢材；活塞销与连杆小头孔、活塞上的两个销孔的

配合;与滚动轴承外圈配合的外壳孔等。 

（5 分)[2］随机误差超出±３σ的概率只有０。０027，即进行 370

次等精度测量中，可能只有一次测得值超出±3σ的范围,而在随机

测量时一般测量次数都不会很多,所以超出±3σ的随机误差就很难

出现，因此把其定义为极限偏差。 

(4 分)［3]零件的实际几何要素向对其理想要素的变动量，其理想

要素的方向(和）或位置由基准和（或)基准与理论正确尺寸确定． 

六、计算题（7小题,共 66．0 分) 

(10 分）［1]该配合为基轴制配合,轴的上偏差 es＝0,下偏差为－

０。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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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Ymａx＝EＩ－ｅs,所以 EI＝Yｍaｘ+es＝0+（－0。037）＝－

0。037 

因为 Xmax＝ＥＳ—ei,所以 ES=Xmax＋eｉ＝(+0。007)＋(-０。０

22）=－0。01５ 

所以孔的尺寸为 0.015

0.037
10 



，为过渡配合． 

（１２分）[2]建立尺寸链 

A0A2

A1

 

增环为A
1
，减环为Ａ

2
,A

0
为封闭环。 

A
0
的基本尺寸为 6０-25＝35mｍ 

0 1 2
ES ES EI  =（+0。05)-0=+0.05ｍm 

0 1 2
EI EI ES  =0-(+0.05)=-0。05mm 

所以孔１和孔 2间尺寸的变化范围为 34．95~35．05mm。 

(６分）［3] 

 10 

 +0

。02

２ 

 ０ 
0。

022 

—

0。

０13 

 —

0。

０3

５ 

0。

022

  

 +0

.057 

+0。

０１

3 

＋

0。

035 

0。0

４4  

 

(１2分)[4］带配合为间隙配合,要求的配合公差为
f

T ＝0。066-

0.025=０。0４1mm 

查公差表,取孔为 7级，
h

T ＝0.０25mm,轴为 6 级,
s

T ＝0.０16ｍm 

因为０。01６＋0。025=０。041＝
f

T ,因此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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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基孔制，孔的公差带为 0.025
0

40 7( )H  mm。 

min
0 0.025 0.025es EI X mm       

基孔制的间隙配合时，轴的上偏差就是基本偏差，查表得轴的基本

偏差为ｆ,即公差带为 0.025
0.041

40 6( )f mm 



. 

（10分）［5]1、Φ50 孔为最大实体要求,合格条件为:Dｆe≥Dmmvs    

Da≤Dｌms 

        Dmｍvs = Ｄｍｍs –t=φ５０。0—0。01=φ49。99      

        Dｆe= Ｄa-ｆ=φ50。015-０。0２0=φ49.995≥

Dmmvｓ=φ49。9９    

        Ｄlms＝φ50。0２5 

        Dａ=Φ50。01５≤Dlｍs=φ50。0２5  

        故孔合格. 

   ２、Φ７0的轴为包容要求,合格条件为：dfe≤dｍmｓ    

ｄa≥dlms 

dｍmｓ =φ７0。0    

        ｄfe=dａ ＋ｆ＝φ69.990+０.025=φ70。015≥dmms＝

φ７0.00  

        dlmｓ＝φ69。970 

        dａ =Φ6９.９9０≥dlmｓ=φ６９.97０   

        故轴不合格。 

（9 分）[６］解：（1) (10.365 0.004) mm  

（2)
(10.367 10.368 10.367 10.366) / 4 10.367

/ [(0.004 / 3) / 4] 0.00067
x

x mm mm

n mm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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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结果为 3 10.367 3 .00067 10.367 0.002
x

x        

(3)16 次 

(7 分）[７]解：图中标注的是最大实体要求同时用于被测要素和基

准要素，而基准本身又遵守包容要求,当被测要素偏离最大实体尺寸

时，可以补偿给位置度公差,同时，当基准要素偏离最大实体尺寸时,

其基准可以浮动，所以,中心距的变化范围是 

0.5 0.1 0.08
0.34

2
mm mm

 
   。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复习与练习 
  

第二部分  综合练习 

一、 判断题 

１.（    )为使零件的几何参数具有互换性,必须把零件的加工误差

控制在给定的范围内。  

2．(    )公差是零件尺寸允许的最大偏差。  

3．(    ）从制造角度讲,基孔制的特点就是先加工孔，基轴制的

特点就是先加工轴．   

4.（    )Φ10E７、Φ１0E８、Φ10Ｅ9 三种孔的上偏差各不相

同，而下偏差相同。  

５．(    ）有相对运动的配合应选用间隙配合，无相对运动的配

合均选用过盈配合。  

6.(    )若某平面的平面度误差值为０。06mm,则该平面对基准的平

行度误差一定小于 0。0６m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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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若某平面对基准的垂直度误差为 0.05mm，则该平面的平

面度误差一定小于等于 0．0５mm．．  

8．（    ）只要离基准轴线最远的端面圆跳动不超过公差值，则

该端面的端面圆跳动一定合格。   

9.(    )轴上有一键槽,对称度公差为０.03mm,该键槽实际中心平

面对基准轴线的最大偏离量为 0。０2mｍ，它是符合要求的.  

1０．（    ）跳动公差带不可以综合控制被测要素的位置、方向

和形状。  

11．（    ）某轴标注径向全跳动公差,现改用圆柱度公差标注,能

达到同样技术要求．  

1２.(    ）最大实体要求既可用于中心要素,又可用于轮廓要素。  

1３.（    )采用包容要求时,若零件加工后的实际尺寸在最大、

最小尺寸之间,同时形状误差小于等于尺寸公差,则该零件一定合

格。  

1４．(    ）测量仪器的分度值与刻度间距相等.  

１5．（    )若测得某轴实际尺寸为 1０。００5mm,并知系统误差

为＋0。008mm，则该尺寸的真值为 10.013mm。  

１6．（    )在相对测量中,仪器的示值范围应大于被测尺寸的公

差值.  

1７.（    ）量块按“级”使用时忽略了量块的检定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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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零件的尺寸公差等级越高,则该零件加工后表面粗糙度

轮廓数值越小，由此可知,表面粗糙度要求很小的零件,则其尺寸公

差亦必定很小。  

19.(    )测量和评定表面粗糙度轮廓参数时，若两件表面的微观

几何形状很均匀,则可以选取一个取样长度作为评定长度。  

20．(    ）平键联结中，键宽与键槽宽的配合采用基轴制。  

21．（    )螺纹中径是指螺纹大径和小径的平均值。  

2２．(    )对于普通螺纹，所谓中径合格，就是指单一中径、牙

侧角和螺距都是合格的。  

2３.（    ）螺纹的单一中径不超出中径公差带，则该螺纹的中径

一定合格.  

24.(    ）内螺纹的作用中径不大于其单一中径。  

2５．(    )中径和顶径公差带不相同的两种螺纹，螺纹精度等级

却可能相同。  

26.(    ）圆锥配合的松紧取决于内、外圆锥的轴向相对位置。  

27.（    )测量内圆锥使用塞规,而测量外圆锥使用环规.  

2８．(    ）齿轮传动的振动和噪声是由于齿轮传递运动的不准确

性引起的．  

２9.(    )在齿轮的加工误差中,影响齿轮副侧隙的误差主要是齿

厚偏差和公法线平均长度偏差。  

３０.(    )圆柱齿轮根据不同的传动要求，同一齿轮的三项精度

要求,可取相同的精度等级，也可以取不同的精度等级相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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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择题 

1．保证互换性生产的基础是（   标准化  ）． 

A．标准化    B．生产现代化      C．大批量生产      D．协

作化生产 

２．基本偏差代号ｆ的基本偏差是( ｅs    ）． 

A．ＥS   هه ه هB．EＩ    C.es ههههه    D.ｅｉ 

3. 30g６与 30g7 两者的区别在于(     )。 

A．基本偏差不同  ه     B.下偏差相同，而上偏差不同   

C.上偏差相同，而下偏差不同ه       D.公差值相同 

４.一般配合尺寸的公差等级范围为( 5-１3    ）。 

Ａ.IT1～IT7ه ه     B．IT2~IT5    C.IT5~IＴ13هههه      

D．IＴ8～IＴ14 

5.当相配孔、轴既要求对准中心,又要求装拆方便时，应选用( 过

度   ）. 

A．间隙配合   ه هههB．过盈配合    C．过渡配合     هه

 D．间隙配合或过渡配合هه 

6．形位公差带的形状决定于(     ) 

A.形位公差特征项目    B.形位公差标注形式      

C.被测要素的理想形状      Ｄ．被测要素的理想形状、形位公

差特征项目和标注形式 

7．在图样上标注形位公差要求，当形位公差前面加注Φ时,则被测

要素的公差带形状应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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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两同心圆    Ｂ．圆形或圆柱形       

C．两同轴线圆柱面      D.圆形、圆柱形或球形 

８．径向全跳动公差带的形状和(      ）公差带的形状相同。 

A.同轴度    B.圆度     C．圆柱度      D.位置度 

９.某实际被测轴线相对于基准轴线的最近点距离为 0。04mm,最远

点距离为０．0８mm，则该实际被测轴线对基准轴线的同轴度误差为

（     ）。 

Ａ.０。04mｍ    Ｂ．０。０８mm      C.0.012mm      

D.0。16ｍm 

10.轴的直径为 mm0

03.0
30


 ,其轴线的直线度公差在图样上的给定值为

01.0 mm,则直线度公差的最大值可为(     )。 

A. 01.0 mm   B． 02.0 mm      Ｃ. 03.0 ｍm      D. 04.0 mm 

１1.最大实体尺寸是指(    )。 

A.孔和轴的最大极限尺寸                 Ｂ.孔和轴的最

小极限尺寸
 

Ｃ.孔的最小极限尺寸和轴的最大极限尺寸   Ｄ．孔的最大极限尺

寸和轴的最小极限尺寸 

１2．尺寸公差与形位公差采用独立原则时,零件加工后的实际尺寸

和形位误差中有一项超差，则该零件(     )。 

A.合格    Ｂ．尺寸最大      C.不合格      Ｄ.变形最小 

13．公差原则是指(     ）。 

Ａ.确定公差值大小的原则    B．制定公差与配合标准的原则      

C.形状公差与位置公差的关系      D.尺寸公差与形位公差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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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被测要素的尺寸公差与形位公差的关系采用最大实体要求时,

该被测要素的体外作用尺寸不得超出(     )。 

Ａ.最大实体尺寸    B．最小实体尺寸      C．实际尺寸      

D.最大实体实效尺寸 

15．如果某轴一横截面实际轮廓由直径分别为Φ4０。0５mm 和Φ４

0。03mｍ 的两个同心圆包容而形成最小包容区域，则该横截面的圆

度误差为（     ）. 

A．0。0２ｍｍ    Ｂ.０。04ｍm      C.0．０１mm      

D．0．015mｍ 

1６．工作止规的最大实体尺寸等于被检验零件的（     )。 

A．最大实体尺寸هه ه  Ｂ．最小实体尺寸    C.最大极限尺

寸ه  ه    Ｄ．最小极限尺寸 

17.取多次重复测量的平均值来表示测量结果可以减少(    )。 

A.定值系统误差ه هه   B.变值系统误差 C.随机误差   ه ه D.

粗大误差 

18.含有下列哪项误差的测得值应该按一定的规则,从一系列测得值

中予以剔除(     ）。 

Ａ.定值系统误差     ه B.变值系统误差   C．随机误差     

D．粗大误差 

1９.粗大误差使测量结果严重失真,对于等精度多次测量值中,凡是

测量值与算术平均值之差绝对值大于标准偏差σ的（     )倍,即

认为该测量值具有粗大误差,即应从测量列中将其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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