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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械制图与公差测量实用手册》内容简介：机械产品的“设计”和“制造”是其生命周期中的两个
最重要的过程。而设计的结果主要表现在工程图样上,制造的质量往往要由检验测量来确认。机械工程
图样由图形、符号和文字等组成,是表达设计意图、技术要求和经验交流的重要技术文件,是工程界共
同的技术语言。几何量公差与误差检测把标准化和计量学的相关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机械制
图与公差测量实用手册》的编写过程中,编者特别注意科学性、实用性和先进性。首先,注意内容尽量
全面和详实,搜集了大量最新的资料和现行的标准,尽量多吸取同类书籍的优点;同时,注重实用,为便于读
者查阅,采用了条理化和表格化的格式,图文并茂且图例典型;在理论的阐述上,力求言简意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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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齿轮回转过程中，特别是高速传动的齿轮，瞬时传动比频繁地变化，会产生撞击、振
动和噪声，因而影响其传动平稳性。3.轮齿载荷分布的均匀性指要求齿轮啮合时，工作齿面接触良好
，载荷分布均匀，避免载荷集中局部齿面而造成齿面磨损或折断，以保证齿轮传动有较大的承载能力
和较长的使用寿命。4.合理侧隙侧隙即齿侧间隙，是指要求齿轮副的工作齿面接触时，相邻的两个非
工作齿面之间形成的间隙。侧隙是在齿轮、轴、箱体和其他零部件装配成减速器、变速箱或其他传动
装置后自然形成的。适当的侧隙用来储存润滑油，补偿热变形和弹性变形，防止齿轮在工作中发生齿
面烧蚀或卡死，以使齿轮副能够正常工作。注意：1）上述四项要求中，前三项是对齿轮传动的精度
要求。不同用途的齿轮及齿轮副，对每项精度要求的侧重点不同。因此，对不同用途的齿轮和侧重的
使用要求，应规定不同的精度等级，以适应不同的要求，获得最佳的技术经济效益。2）侧隙与前三
项要求有所不同，是独立于精度要求的另一类要求。齿轮副所要求侧隙的大小，主要取决于齿轮副的
工作条件。对重载、高速齿轮传动，由于受力、受热变形较大，侧隙也应大些，以补偿较大的变形和
通过润滑油。而经常正转、逆转的齿轮，为减小回程误差，应适当减小侧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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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个应该有点用吧,还好吧!
2、书很实用，值得一读啊
3、不错哦，还没看完呢，继续加油
4、不错的书籍，推荐购买
5、书便宜又质量好！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送货的人员，货到的那天我有事，让他白跑一趟，但是他态
度很好，也很负责，第二天送到我手上了。
6、可作工具书。很实用。
7、收到此书，禁不住快速翻阅了一遍，一顿狂喜——一般机械制图的画法、常用零件的公差配合及
测量都有了。不用去翻厚厚的机械手册，实在是方便。
8、设计、检验人员可以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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