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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系列教材:测量技术基本常识与与技能训练(第2版)》主要内容有量具、量
仪的工作原理、使用方法，使用量具、量仪过程中常见的问题、存在的原因、解决方案和注意事项，
常用量具、量仪的正确选用及维护。具体内容包括轴类零件测量，套类零件测量，平面类零件测量，
螺纹类零件测量，曲面类零件测量，箱体类零件测量，样板类零件测量和直齿圆柱齿轮零件测量。除
以上常规测量方法以外，第四章还介绍了一些需要通过运算间接得到测量结果的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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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技术测量基本知识 机械零件具有一定的形状与尺寸，在加工过程中，常需进行测
量，以确定其是否符合图纸要求。用什么量具及方法来测量零件的形状与尺寸呢？这就是本书要介绍
的内容。 在机械制造中，主要的技术测量工作是长度与角度的测量。测量的目的是使零件具有互换性
或达到规定的精度和配合要求。所以技术测量的基本要求是：保证零件的精度，防止废品、次品出厂
。 机械技术测量的内容包括长度、角度、几何形状、表面相互位置及表面粗糙度等参数的测量。 上
述几种测量内容相互间有密切的联系。 第一节 长度单位的由来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机械零件的
互换性要求越来越高，统一长度单位成为各国工业发展中的基本要求。最早建立米制长度实物的国家
是法国。1790年法国科学家指定了以通过巴黎子午线全长的四千万分之一作为基本长度单位，叫做1 m
（米）。 由国际原器确定的“米”的定义为：长度单位是米，规定为国际计量局保存的铂铱尺上所刻
的两条线在0℃时的距离。 量块于1896年在瑞典发明，并于1906年开始大量生产，作为传递量值的工具
。由于“米原器”在测量精度和稳定性方面都不能满足要求，各国科学家就着手研究用自然基准来代
替实物基准。其后，发现了氪-86同位素所产生谱线稳定性好，1960年第11届国际计量会议决定改用
氪-86原子光波波长作为长度基准，以取代“米原器”。“米”的定义改为：“氪-86原子在真空
中2p10和Sd1能级之间跃迁所产生的辐射谱线，它的1650763.73个波长的长度为1米”。1983年第17届国
际计量会议提出了新的“米”的定义：“米是光在真空中在1/299792458s（秒）的时间间隔内所行进路
程的长度”。这个定义的依据是认为真空光速为常数，即真空光速值等于299792458 m/s（米／秒）。 
国际上还打算建立时间、频率和长度的统一基准。这是因为时间的单位是用铯原子钟的频率来定义的
“秒”，而“米”是光在真空中一定时间间隔内所行进路程的长度。已知光速（c）=波长（A）×频
率（f），故λ=c／f。c是物理常量，长度即可用时间和光速来表示，但目前尚存在技术上的困难。 用
氪-86原子在真空中辐射的光波波长作为长度基准，比“米原器”有更多的优越性： ①精度较高，可
达0. 001 μm（微米）； ②性能稳定，无变形问题，不怕毁坏； ③氪-86原子各国都有，不需长途运输
，可在本国计量局装置设备，核对标准器，减少了传递层次。 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了“激光”，激光
是受激辐射光的简称。现在，人们正在研究用激光代替氪-86原子光波作基准。这是因为激光具有许多
其他光源无法比拟的优越性能。 目前，激光在精密测量方面已应用于一些仪器。例如，用于检定高精
度线纹尺的激光干涉测长仪，用于检定平晶的激光平面干涉仪，用于检查丝杠螺距误差的激光丝杠检
查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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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系列教材:测量技术基本常识与与技能训练(第2版)》是教育部职业教育与
成人教育司推荐的数控技术应用专业领域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系列教材之一，是根据教育部办公
厅、国防科工委办公厅、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2003年12月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数控技术应用专业领
域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指导方案》中核心教学与训练项目的基本要求，并参照相关的国家职业标
准和行业的职业技能鉴定规范及初、中级技术工人等级考核标准，在第1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系列教材:测量技术基本常识与与技能训练(第2版)》可作为中等职业学校数
控技术应用专业及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有关行业的岗位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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