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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的性质和教学目的 

课程性质：《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是机械类专业大学生必修的一门技术基础课。本课程研究机械

零部件的精度设计，指导学生掌握尺寸公差、形位公差、表面粗糙度、齿轮精度、量规等国家标准。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熟练掌握和应用机械零部件的制造精度设计，掌握和应用机械零部件精度设计的国

家标准，学会各种机械零部件的误差检测，为后续机械制造课程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教学目的：  

1.掌握机械零部件互换性、标准化的基本知识，深刻理解有关公差标准的基本术语和定义，掌握标准

的内容和特点。 

2.掌握形状和位置精度的基本概念及有关国标的基本内容，以及形位精度和尺寸精度间的关系。具备

初步设计几何量精度的能力。了解典型零件及传动件的精度设计基本知识。 

3.具备对机械零件的一般几何量作技术测量的初步能力。具有运用标准、规范、手册、图册和查阅有

关技术资料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 

1.互换性、标准与标准化 

一般讲解部分： 

1) 互换性的概念与分类； 

2) 标准的概念； 

3) 优先数与优先数系； 

4) 误差与公差的联系与区别。 

自学部分： 

标准化的概念、分类、意义和标准化的历程。 

2.极限与配合标准 

本章为重点讲解部分： 

1) 孔和轴的定义、各种尺寸的定义和关系、零件合格的条件； 

2) 偏差、公差之间的关系、尺寸公差带图的画法； 

3) 配合的定义与分类； 

4) 标准公差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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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本偏差系列、不同基本偏差与基准制构成的配合特点； 

6) 公差与配合的选用、基准制的选择、公差等级的选择及配合的选择； 

7) 孔轴基本偏差转换的计算原则。 

3.形状和位置公差 

一般讲解部分： 

1) 形位公差的基本概念、分类； 

2) 公差原则中的最小实体要求与可逆要求、形位误差及其检测。 

重点讲解部分： 

1) 14 项形位公差特征项目的名称和符号； 

2) 形位公差在图样上的表示方法； 

3) 形位公差带； 

4) 公差原则中的包容要求与最大实体要求。    

4.表面粗糙度标准 

一般讲解部分： 

1) 表面粗糙度的概念； 

2) 表面粗糙度的评定参数及选用。 

重点讲解部分： 

 1) 表面粗糙度代号的含义； 

2）表面粗糙度的标注。 

5.技术测量基础知识 

简单介绍部分： 

1) 技术测量概述； 

2) 计量器具与测量方法。 

自学部分： 

测量误差及数据处理。 

6.渐开线圆柱齿轮传动公差 

一般讲解部分： 

1) 齿轮传动的使用要求（传递运动准确性，传递运动平稳性，轮齿承载均匀性和合理的齿轮副

侧隙）； 

2) 齿轮加工误差的分类及产生的原因； 

3) 齿轮精度评定指标。 

简单介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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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精度评定参数的检测； 

2) 齿轮的精度等级。 

7.尺寸链计算方法 

重点讲解部分： 

1) 尺寸链的确立和分析； 

2) 完全互换法计算尺寸链。 

一般讲解部分： 

1) 尺寸链的定义和基本术语； 

2) 尺寸链的计算方法和分类； 

3) 等精度法和等公差法计算尺寸链。 

三、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1.基本知识  

掌握“公差与配合”的国家标准内容,包括熟练应用尺寸公差、形位公差、表面粗糙度、齿轮精

度、量规等国家标准。 

2.基本理论和方法 

掌握精度设计的基本原则。掌握机械零部件精度设计的基本理论。熟练掌握孔轴基本偏差转换的

计算原则；用极值法解直线尺寸链。 

3.基本技能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熟练掌握和应用机械零部件的制造精度设计,为后续机械制造课程打

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具有运用标准、规范、手册、图册和查阅有关技术资料进行机械精度设计的能力。 

四、课程的教学环节要求 

教学环节包括：课堂讲授、课外作业、答疑、实验和考试等。通过本课程各个教学环节的教学，

重点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动手能力，培养学生设计计算和查阅标准资料

的能力。 

（一）课堂讲授 

1.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上尽量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教学，在课堂上多提问题，安排一些自学内容，鼓励学生

自学，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结合工程实际，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通过实验和课程设计，

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并在授课中将科研新成果融入教学中。 

目前已有电子教案，并在部分章节采用 CAI 课件授课，以提高课堂信息量，增加教学的直观性。 

（二）习题课、课外习题 

1. 习题课：根据教学需要，适当安排习题课、课外习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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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生必须独立、按时完成课外习题，习题和作业完成情况应作为评定课程平时学习成绩的依据。 

（三）考  核 

考试方式：闭卷考试 

总评成绩 = 实验成绩(满分 10分)+平时成绩(满分 20 分) + 期末考试成绩 × 70﹪ 

五、本课程与其它课程的联系与分工 

本课程的先修课为高等数学、概率论、工程图学、机械原理等。 

六、实验（实践）环节内容及其要求 

实验内容及学时分配如下： 

序号 实   验   项   目 学时 类型 要求 备注 

1 圆柱体直径测量 1 综合 必做 开放 

2 表面粗糙度测量 1 综合 选做 开放 

3 形位误差的测量 1 验证 必做 开放 

4 齿轮参数的测量 2 设计 必做 开放 

通过实验教学，加深学生理解、掌握理论知识，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工程

意识、创新能力和素质；逐渐压缩验证性实验，增设让学生自己准备实验仪器和设备的开放性实验和

综合性实验。 
七、建议学时分配 

教 学 内 容 建议学时 备 注 

互换性、标准与标准化 2  

极限与配合标准 8  

形状和位置公差 8  

技术测量基础知识 1  

表面粗糙度标准 2  

渐开线圆柱齿轮传动公差 3  

尺寸链 2  

总复习 2  

实验 4  

合   计 32 学时 

 

八、建议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1］《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第 3版》，王伯平，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2]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第 2版》，王长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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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互换性与技术测量第 2版》，魏斯亮等，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