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章绪论

1.1 标准化与互换性

1.2 优先数与优先数系

 1.3 课程的研究对象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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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导读:

　　(1)理解标准与标准化的概念及其重要性。

　　(2)掌握有关互换性的概念、特征、分类及其作用。

　　(3)掌握互换性与公差、检测的关系。

　　(4)了解优先数和优先数系的基本内容和特点。

　　有关互换性、公差、检测及标准的概念和思想贯穿全

书,是本章应掌握的重点内容。



　　

1.1.1标准和标准化

　　标准是指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所作的统一规定。标准

化包含了标准的制订、贯彻和修改标准的全部过程。国际

标准化组织关于标准化原理的第一条原则就是简化和统一,

即删繁就简。

1.1标准化与互换性



　　标准化是社会生产的产物,同时它也推动了社会生产的

发展。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工业产品的生产规模越大,则

产品的单位制造成本就越低,其主要原因是单位固定费用的

分摊减小了。而大批量生产的前提就是零件生产的标准化。

标准化是组织现代化生产的重要手段,是实现专业化协作生

产的必要前提,是科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整个社会

经济合理化的技术基础,也是发展贸易、提高产品在国际市

场上竞争能力的技术保证。搞好标准化,对于高速度发展国

民经济、提高产品和工程建设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改

善人民生活等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技术标准(简称标准),即技术法规,是从事生产、建设工

作以及商品流通等的一种共同技术依据。它以生产实践、

科学试验及可靠经验为基础,由有关方面协调制订。标准经

一定程序批准后,就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约束力,不得擅自修

改或拒不执行。

　　标准分为企业标准、行业标准、地区标准、国家标准

和国际标准。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为世界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ISO标准

代表了标准化生产和产品质量的较高水平。在机械制造中,

标准化是实现互换性的必要前提。



1.1.2互换性

　　现代工业产品生产的基本要求就是产品的互换性。零

件或产品的互换性是指零件在装配时,同一规格的产品能够

不需选择、不经调整、不用修配,就能保证产品使用性能的

特性。如在实际生产中,装配工人任意从相同规格的一批零

件中选出一个安装到机器上,装配后机器就能正常工作。在

日常生活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如汽车、电视机的某个零

件损坏后,买一个相同规格的零件,装好后机器就能照常使

用。



　　在机械制造中,互换性可分为广义互换性和狭义互换性。

广义互换性是指机器的零件在各种性能方面都达到了使用

要求,如性能参数中的精度、强度、刚度、硬度、使用寿命、

抗腐蚀性、热变形、导电性等,都能满足机器的功能要求。

狭义互换性是指机器的零件只能满足几何参数方面的要求,

如尺寸、形状、位置和表面粗糙度的要求。本书只研究零

件几何参数方面的互换性。

　　互换性按互换性程度可分为完全互换和不完全互换。

所谓完全互换,是指对同一规格的零件,不加挑选和修配就

能满足使用要求的互换性。不完全互换,是指同一规格的零

件装配时需要进行挑选或调整才能满足使用要求。



　　完全互换多用于大量、成批生产的标准零件,如齿轮、

滚动轴承、普通紧固螺纹制件等。这种生产方式效率高,同

时也有利于各生产单位和部门之间的协作。

　　不完全互换多用于生产批量小和装配精度要求高的零

件。当装配精度要求很高时,每个零件的精度也势必要求很

高,这样会给零件的制造带来一定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一矛

盾,在生产中经常采用分组装配法，以保证装配精度要求。

对于单件小批量生产的高精度产品,这种生产方式效率低,

但能获得高精度的产品。因此,这种生产方式在精密仪器和

精密机床的生产中被广泛采用。



　　互换性生产给制造者和消费者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对消费者而言,要求产品、零件可以以新换旧,维修方便,延

长产品的使用寿命;对制造者而言,要求产品、零件可以按

相应标准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使得现

代化大生产和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生产得以实现。这样

我们在家中就可以消费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企业生产制

造和组装的各类产品。互换性生产的实现依赖于零件制造

的各种技术标准。



　　由此可见,标准化是实现互换性的前提条件。一种产品

若没有一套完整、切实可行的标准,则生产出来的产品要想

实现互换性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还会大大地增加产品的

生产成本,给制造和消费带来极大的不便。



1.1.3公差标准

　　公差是零件制造各种技术标准中十分重要的内容,是实

现互换性生产的基础。

　　在生产实际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加工误差,为了达到预

定的互换性要求,就要把零件的几何参数控制在一定的变动

范围内。这个允许零件几何参数变动的范围就称为“公差
”。
　　随着机械制造业的发展,我国公差标准的建立和发展也

在逐步完善。1944年,我国曾颁布过中国工业标准(CIS)。



1955年由第一机械工业部颁布了第一个公差与配合的部级

标准。1959年由国家科委正式颁布了公差与配合的国家标

准。1960年由第一机械工业部颁布了圆柱齿轮公差标准。

以后又陆续颁布了表面粗糙度(GB／T1031—1995)、形状
和位置公差(GB／T1182—1996)、键与花键公差(GB／
T1095～1099—2003、GB／T1144—2001)、普通螺纹公差
与配合(GB／T197—2003)等国家标准。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制造业发展很快,已能

加工出精度极高的产品,但加工误差依然存在。为了实现互

换性的生产,就必须对零件的几何参数提出公差要求,而只

有在公差要求范围内的合格零件才能实现互换。



我们将零件几何参数的允许变化量按不同的精度等级制定

出公差值标准,即公差标准。在不同的生产企业中,对各种

各样的公差要求还必须具有统一的术语、协调的数据及合

适的标注方式,使从事机械设计或加工的人员具有共同的技

术语言和技术依据,并使设计生产过程更为方便、合理和经

济。对同种零件按公差标准进行设计、制造,生产出来的零

件或产品就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互换,从而可以极大地提

高社会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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