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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制

尺寸公差与配合的选用

第一章  尺寸的公差、配合与检测



知识目标：基准制

                    基本偏差代号
                     
                     基本偏差的确定
                     
                     公差等级的确定

能力目标：轴和孔配合精度设计

第一章  尺寸的公差、配合与检测



教学要求：掌握基准制配合

教学重点：基准制、公差等级及配合种类的选择

教学难点：配合种类的选择

教学用具：课本、绘图工具、 PPT 课件、 Flash 课件

学生用具：作业本、绘图铅笔、三角尺一副、橡皮、
小刀、原子笔等。

第一章  尺寸的公差、配合与检测



           把公差和基本偏差标准化的制
度称为极限制。

           配合制是同一极限制的孔和轴
组成配合的一种制度，也叫基准制。

          为了以尽可能少的标准公差带形

成最多种的配合， GB/T1800.1规定了两

种平行的配合制：基孔制配合和基轴制配

合。

一  配合制



一  配合制
                1 、线性尺寸未注公差

         图样上只标注了基本尺寸的，我们也可以规定它的尺
寸公差带。 如在图样上空白处写上“未注公差为 GB/T 1804-f”
，以前的旧标准时，有些工程师写上：“未注公差为 IT12”。

四个公差等级： f( 精密级 )---- 相当于
IT12(js12,JS12)                                    

            m( 中等级 )---- 相当于 IT14(js14,JS14)

            c( 粗糙级 )---- 相当于 IT16(js16,JS16)

           v( 最粗级 )---- 相当于 IT17(js17,JS17)
       也叫一般公差，是指在普通工艺
条件下，机床一般加工能力就可达到的公
差；代表了车间的一般加工精度 !



一  配合制

线性尺寸未注公差的数值表：



一  配合制

2 、实行基准制配合的意义

        为了简化孔、轴和公差的组合形式，统一孔（或轴）的
公差带的评判基准，及方便设计和制造，我国国标规定了两种配
合制：基孔制和基轴制配合。

        如孔的公差带代号由 28 个基本偏差代号（ A 、 B 、…
、 ZC ）和 20 级公差等级代号（ IT01 、 IT0 、 IT1 、 IT2 、……
、 IT18 ）组成约 560 种，再与 560 种的轴公差带进行配合，有近
30 万种配合。



一  配合制

              3 、基孔制配合

        基本偏差为零 (H) 的孔的公差带，与不同基本偏差的
轴的公差带形成各种配合的制度。

孔的公差带 (H)
基孔制 (H) ：孔 --- 基准件

（下偏差为零；上偏差 =+I
T ）

                轴 --- 非基
准件如：

各种的轴的公差带



一  配合制

     4 、基轴制配合
    基本偏差为零 (h) 的轴的公差带，与不同基本偏差的孔的
公差带形成各种配合的制度。

基本偏差为 h 的
轴的公差带

孔的公差带

基轴制 (h) ：

孔 --- 非基准件 

 轴 --- 基准件

（上偏差＝基本偏差＝ 0

 下偏差＝ -IT ）

φ60M9/h9

φ60F7/h6



二 基本偏差、极限偏差、极限尺寸的计算

 基轴制 (h) 与孔（ A~H ）的配
合基孔制 (H) 与轴（ a~h) 的配合

1 、基准制的间隙配合：

例 1 ： φ60H7/f6 　和 φ60F7/h6

 基轴制 (h) 与孔（ J~N ）的配
合
基孔制 (H) 与轴（ j~n) 的配合

2 、基准制的过渡配合：

例 2 ： φ60H9/m9 　和 φ60M9/h9

基轴制（ h ）与孔（ P~ZC ）      
                               
基孔制（ H ）与轴（ p~zc ）

3 、基准制的过盈配合：





二 基本偏差、极限偏差、极限尺寸的计算



        1 、孔的一般、常用和优先公差带
        图上共列出公称尺寸≤ 500 的孔的一般公差带 105 种，
其中方框内为常用公差带共 43 种，圆圈内为优先公差带共 13 种
。

三  一般、常用、优先的公差带



        2 、轴的一般、常用和优先公差带
        图上共列出公称尺寸≤ 500 的轴的一般公差带 116 种，
其中方框内为常用公差带共 59 种，圆圈内为优先公差带共 13
种 .

三  一般、常用、优先的公差带



        3 、选用原则

        按优先、常用、一般、任意公差带的顺序选用 !

      这样对公差带加以选择和限制，特别是加工孔时，减少
了定值刀具、量具和工艺装备的品种和规格。

      而且，特别是优先和常用公差带，是经历了长期实践和
使用经验，所以应尽可能地选用 !

三  一般、常用、优先的公差带



（ 1 ）基轴制优先、常用配合

三  一般、常用、优先的公差带



（ 2 ）基孔制优先、常用配合

三  一般、常用、优先的公差带



四  基准制的选择

1 、优先选用基孔制

       因为加工孔需要定制刀具和量具，
如钻头、铰刀、拉刀和塞规等，采用基孔制
可减少这些刀具和量具的品种、规格数量等
。
       加工轴的刀具一般为非定制刀具，
如一把车刀可加工不同尺寸的轴件。



四  基准制的选择

2 、特殊场合选用基轴制

（ 1 ）用冷拉棒料做轴。直接使用，
无须加工，常用在农业机械等方面。

（ 2 ）当一根轴与多个孔配合时，采用基轴制则更为合理
。



四  基准制的选择

（ 3 ）特种材料小尺寸的孔轴配合应优先选用基轴制。
尺寸小于 1mm 的精密轴比同一公差等级的孔加工要困
难：钟表生产，使用经过光轧成形的钢丝做直径，其
加工尺寸 <1mm, 这时采用基轴制比较经济。

（ 4 ）与标准件配合时，

必须按标准件来选择基

准值配合。



四  基准制的选择

3 、特殊情况下 , 可采用的非基准制配合。

（ 4 ） Ф50 的轴是光轴 Ф50k6
(已经从它与轴承内孔配合中确定
了 ) ；齿轮与轴的配合 -- 过渡配
合 Ф50H7/k6 。

（ 5 ）套筒与轴的配合—采用间
隙配合 Ф50F9/k6 。

（ 1 ）轴与轴承采用基孔制， Ф50H7/k6, 过渡配合。

（ 2 ）轴承与机座配合采用机轴制，过盈配合， Ф110J7/h6 。

（ 3 ）机座内孔已是 Ф110J7, 再与端盖形成间隙配合，那就不可能
选用基准制了，只能选用非基准制的间隙配合 ! 最后确定为
Ф110J7/f9 。

   由于套筒与轴的间隙配合要求
较低，故孔的公差等级比轴低了三
级，为￠ 50F9 。



五  确定公差等级

1 、公差与配合的选用
                
        选择公差与配合的主要内容有：
    （ 1 ）确定基准制；
    （ 2 ）确定公差等级；
    （ 3 ）确定配合种类。
      
        选择公差与配合的原则是在保证机械产品基本性
能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制造的可行性，并应使制造成本最
低。



五  确定公差等级

2 、公差等级的选用

      （ 1 ）选择公差等级就是解决制造精度与制造成本
之间的矛盾。公差等级选择的原则就是在满足使用要求的
前提下尽量选择低的公差等级。
      （ 2 ）工艺性；按工艺等价原则，在高等级区孔比
轴低一级（ IT≤IT8 ）。而在低精度区，国标则推荐为同级
（ IT ＞ IT8 ） 。 
      （ 3 ） 相配件：与齿轮、轴承等零件相配的，应
按齿轮、轴承的精度确定。

      （ 4 ）公差等级的应用说明 ( 常用 5~12 级 )
               6/5 ： 精密级      7/6    基本级
               8/7 ：一般级        9 级以上：中低级



五  确定公差等级

公差等级的选用 （常用 IT5~IT12 ）

   1 ） IT01 、 IT0 、 IT1 级公差一般用于高精度量块和其它精密
标 
         准量块的尺寸。
   2 ） IT2~IT5 级公差用于特别精密的零件尺寸。
   3 ） IT5 （孔到 IT6 ）级公差用于高精度和重要表面的配合尺
       寸；  
   4 ） IT6 （孔到 IT7 ）级公差用于零件较精密的配合尺寸；
   5 ） IT7~IT8 级用于一般精度要求的配合尺寸；
   6 ） IT9~IT10 级常用于一般要求的配合尺寸，或精度要求较
高
        的与键配合的槽宽尺寸。
   7 ） IT11~IT12 级公差用于不重要的配合尺寸。
   8 ） IT12~IT18 级公差用于未注公差的尺寸。



五  确定公差等级



五  确定公差等级



五  确定公差等级



六  配合种类的选择

        应尽可能选用优先配合和常用配合，其次一般配合
，最后为其它任意配合。

1 、确定配合的种类
配合分三大类，即间隙配合、过渡配合和过盈配合。

间隙配合主要用于结合面间有相对运动（包括旋转运动和轴向
移动）的场合。

过盈配合广泛地用于各种机械零件的固定联接中。

过渡配合主要用于定位，并要求易于拆卸的相对静止的联接。



六  配合种类的选择

示例：①②⑤为间隙配合，③④为过渡配合

机座

轴套

机座和轴套就采用了
过盈配合 φ60H7/u6

H7/f6 间
隙配合



六  配合种类的选择

2 、选择基本偏差的方法 ---- 类比法、计算法等

类比法 ---参考其它同类结构的配合，并结合自己本设计的
要求来确定。此方法最为常用，也最广泛。

例如：我们正在设计一个有全新技术要求的新的齿轮变速
箱。那么在确定配合的种类、公差等级、基本偏差等时，
就可以参照一下另外的齿轮箱的的设计情况，再结合自己
的产品的具体要求，最后就可以确定下来了。

计算法 --- 由理论公式计算出来。较少使用。



六  配合种类的选择

3 、类比法选择配合种类：

（ 1 ）确定配合类别
        通过对机械工作时结合件的相对运动状态分析确
定配合类别。
（ 2 ）确定基本偏差代号
        配合类别确定后，应对照实例，进一步按具体情
况考虑间隙或过盈量修正，确定配合松紧，即规定合适的
基本偏差代号。
       对间隙配合，应考虑运动特性、运动条件及运动
精度等。
        对过盈配合，应考虑承受负荷的特性、负荷大小
、材料的许用应力、装配条件等。
       对过渡配合，应考虑对中性要求及拆装要求等。



六  配合种类的选择

各种基本偏差的选用说明（基于基准制）



六  配合种类的选择

各种基本偏差的选用说明（基于基准制）



六  配合种类的选择

4 、计算法

例 1 ：设有基本尺寸为 φ30 的孔轴配合，要求配合间隙为
+0.020~+0.074 ，试确定其配合。
解：

（ 1 ）由于没有具体要求，所以优选基孔制 ( 间隙配合 )

（ 2 ）配合公差 Tf=0.074-0.020=0.054

  配合公差等于孔的标准公差和轴的标准公差之和。 (Th+Ts)

Tf/2=0.054/2=0.027, 在 30 尺寸的 IT7 和 IT8之间
(0.021,0.033)
一般取孔比轴的公差等级要低一级，所以孔取 IT8(0.033),

  而轴取 IT7(0.021). 而 0.033+0.021=0.054≤Tf=0.054. 合适 !



六  配合种类的选择

轴 φ30 的公差等级为 IT7 ，而最小间隙为 +0.020

Xmin=EI-es=0-es=0.020, 所以 es=-0.020.即基本偏差为 -0.020,查
表知轴基本偏差代号为 f, 即 

ei=es-IT7=-0.020-0.021= -0.041.  最后：

（ 3 ）由于为基孔制，则孔

（ 4 ）校核：

最小间隙 Xmin=EI-es=0-(-0.020)=0.020

最大间隙 Xmax=ES-ei=0.033-(-0.041)=0.074

   在要求配合间隙范围之内，完全符合题目要求 !



六  配合种类的选择

例 2 ：某配合，基本尺寸 Ф25 ，要求 Xmax=+0.013,Y max =

-0.023 ，试选择公差配合。

解：
①没有特殊说明，优先选用基孔制
②Tf=| Xmax-Y max |=0.013-(-0.023)=0.036
∴Tf/2=0.018   在 IT6 （ 0.013 ）和 IT7之间（ 0.021 ）
取轴比孔高一级精度
孔 Th=IT7=21(μm)
轴 TS=IT6=13(μm)       TH +TS=0.034< 0.036    合适 !
因而，孔为                          ， ES=21 ， EI=0



六  配合种类的选择

  ③ ∵Xmax=ES-ei
∴ei=ES- Xmax
   =21-13
   =8(μm)
查表 2-2 （ P34 ），取 ei≥+8 的轴的基本偏差，而 m 的基本
偏差为 +8 ，故取轴的基本偏差代号为 m 。
因而 es=ei+TS=21(μm)

所以轴为 Ф25m6
   

0.021 

0.008 

 

 



六  配合种类的选择

④验算 :    (此为过渡配合 )
Xmax=ES-ei=0.021-0.008=+0.013,
Y max =EI-es=0-0.021
   =-21(μm) ≥ -0.023 （ mm ）           合适 !
⑤因而选用配合为 Ф25     , 公差带为7

6

H

m

+8

φ25mm

Th Ts+      
     
0
－

+21 +21



小结

掌握基孔制的 用选

掌握基 制的 用轴 选

掌握常用的配合及公差的 用选



作业

P46

4 ， 5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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