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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最大实体状态（MMC）。实际要素在给定长度上处处位于尺寸极限之内并具
有实体最大时的状态。 （3）最大实体尺寸（MMS）。实际要素在最大实体状态下的极限尺寸。对于
外表面为最大极限尺寸，对于内表面为最小极限尺寸。 （4）最大实体边界。尺寸为最大实体尺寸的
边界。 （5）最大实体实效状态（MMVC）。在给定长度上，实际要素处于最大实体状态，且其中心
要素的形状或位置误差等于给出公差值时的综合极限状态。 （6）最大实体实效边界。尺寸为最大实
体实效尺寸的边界。 （7）最大实体实效尺寸（MMVS）。最大实体实效状态下的体外作用尺寸。对
于内表面为最大实体尺寸减去形位公差值，对于外表面为最大实体尺寸加上形位公差值。 与上述内容
对应的术语还有：体内作用尺寸、最小实体状态、最小实体尺寸和最小实体边界；最小实体实效状态
、最小实体实效边界和最小实体实效尺寸，这里就不再赘述。 2.公差原则 1）独立原则 独立原则是指
图样上给定的每一个尺寸和形状、位置要求均是独立的，应分别满足要求。如果对尺寸和形状、尺寸
与位置之间的相互关系有特定要求，应在图样上予以规定。在独立原则中，尺寸公差和形状公差各自
独立地控制被测要素的尺寸误差和形状误差。尺寸公差中除有线性尺寸公差外，还有角度公差。 遵守
独立原则时，实际尺寸一般用两点法测量，形位误差使用通用测量仪测量。形位误差和尺寸误差按独
立原则给出，总是可以满足零件的功能要求，故独立原则的应用十分广泛，是确定形位误差和尺寸误
差关系的基本原则。但必须注意以下三点。 （1）影响要素使用性能的主要是形位误差或尺寸误差，
这时采用独立原则能经济合理地满足要求。如印刷机滚筒的圆柱度误差与其直径的尺寸误差、测量平
板的平面度误差与其厚度的尺寸误差，受前者的影响较大；油道或气道孑L轴线的直线度误差与其直
径的尺寸误差，受前者的影响较小。 （2）由于要素的尺寸公差和其某方面的形位公差直接满足的功
能不同，所以需要分别达到不同的要求。如齿轮箱上孔的尺寸公差（满足与轴承的配合要求）和相对
其他孔的位置公差（满足齿轮的啮合要求，如合适的侧隙、齿面接触精度等）应该遵守独立原则。 
（3）在制造过程中，需要对要素的尺寸作精确度量以进行选配或分组装配时，要素的尺寸公差和形
位公差之间应该遵守独立原则。 2）相关原则 相关原则是指图样上给定的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相互有
关的公差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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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机械制造基础(第2版)》是按照高等院校机械类学科专业规范、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组
织具有多年教学和实践经验的教学一线骨于教师编写的。《机械制造基础(第2版)》可作为高等工科院
校、高等农林院校等机械类、近机类各专业的教材和参考书，也可作为机械制造工程技术人员的学习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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