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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推动机械行业与工业行业

发展。各行各业在发展过程中，都涉及到机械设计与制造。

由于机械制造工艺复杂，对各行业生产产生重要影响。相较

于西方发达国家，国内机械制造行业起步相对较晚。对于工

业发展而言，机械设计与制造有重要作用，公差配合是一项

重要技术，实现该技术的配合，保障产品满足标准化要求，

对于机械设计制造有重要意义。因此，提高公差配合的重视

程度，切实发挥其在机械设计和制造中的作用，保证产品质

量满足要求。

1 公差配合概述

公差配合不仅局限于特殊的机械设计与制造，更是一

种具备多项学科的综合性技术。人们在机械设计与制造行业

中，需要不断总结制造和设计经验，保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将公差配合合理应用在设计与制造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

从整体上提高零件质量，保证零件后续的使用寿命。从专业

角度来看，互换性能够提升制造水平，在装配过程中无需进

行辅助，减少人工的劳动强度，保证装配速度提升。能够在

保证零件质量的基础上，降低生产成本，保证生产效率。

1.1 公差

1.1.1 公差分类

公差指的是在相对范围内允许的最大值，也就是说在

机械设计和制造过程中，需要借助几何参数对零件进行加工

制造，针对其中涉及到的几何参数，包含了零件制造生产过

程中的一系列参数。而参数是保证零件规格符合需求的重

要因素，想要保证零件的互换性，需要在实际制造过程中，

对几何参数进行合理调控。

在实际设计和装配过程中，公差根据几何参数分为尺

寸、形状、位置公差。其中尺寸公差存在于设计加工环节，

需要根据要求尺寸进行变动，实际计算，需要将最大和最小

极限值进行代数差，获得基本尺寸；形状公差指的单一变动

量，例如零件的长度和平面度等。被测要素中几何形状公差

代表了几何形象的准确性，对其未有要求，存在一定独立性；

位置公差需要结合要素方位确定，需要在范围内对公差进行

计算，保证位置公差符合要求。

1.1.2 公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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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差值代表数值大小，即公差数值大小，并将这一数

值具体到某一个固定量范围。对于公差值通常使用“IT”代表，

指的是可以产生的变动程度，国家规定的标准公差含有各自

等级，按照 IT01 ～ IT18，根据不同标准作为零件公差制造

的尺寸。其中 5～ 7是经常使用的等级、常用低精度为 9～ 12
级。在实际设计和制造过程中，对于零件有差别性要求。因

为不同设备需要的零件性能和精度并不相同，也针对零件公

差值设置不同的要求。在几何公差中，不同公差项目有不同

标准，需要根据国家制定的集合公差标准进行科学选择，遵

循优先数系派生的规则，按照公差标准等级使用公差值。

1.2 配合

配合针对尺寸相同的孔轴位置关系，经过过渡处理过

程中，会对公差产生影响，影响到零件自身的精度。对此，

相关工作人员应格外关注配合精度提升，尽可能降低零件自

身公差数值，保证零件质量，提高加工精确度。配合制指的

是同极限制基础上进行配合，保证轴孔之间有效配合。其中

配合分为基孔与基轴制两种模式。前者在偏差无变动的基础

上，实现公差与偏差轴的配合；后者则是基本偏差，同样基

于无变动基础上，进行孔、轴之间的公差带配合。

2 公差配合在机械设计方面的应用 
在公差配合应用期间，针对机械设计，想要提高零件

设计精度，保证后期加工质量，需要结合实际情况选择最佳

的基准与非基准制，加强对公差配合的重视。结合实际情况，

对机械零件设计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进行全面思考。保证

结合常见问题和可能发生问题，针对性地采取有效的解决措

施。保证从根本上解决零件设计问题，准确控制公差值，提

升零件加工与配合质量，促进机械零件设计质量提升。

机械零件设计与公差配合表现在如下几方面：在机械

设计行业中，零件产品质量对于后期应用有重要影响。因此，

为了保证产品寿命与性能，需要合理配合公差。在实际设计

过程中，结合产品设计的实际需求配合公差进行合理应用，

对实际情况加以分析，科学选择公差配合方式，保证设计后

产品制造质量，提高产品生产效益。对于零件加工而言，公

差配合也存在差异性，需要根据产品类型和实际需求选择。

零件设计过程中，应重视基准孔选择，对于特殊的设计情况

可以将基准轴也考虑在内。设计过程中，将最佳配合放在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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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位置，其次对其他的配合方式进行充分考虑。

在石油开采等涉及到钻井机械设备作业时，需要保证

公差合理配合的基础上，不断对具体方法和应用标准加以

改进。这是因为此类机械设备长期处于恶劣条件下作业，

对于设备的性能要求相对较高。在设计过程中需要针对公差

配合进行充分考虑，将经济性与耐用性等因素应用在设计

过程中。对机械设备零件与链轮配合等承载力、耐受力等性

能进行全面分析。由于荷载存在差异，对于不同设备配置的

公差也需要科学思考，基于实际应用全面考虑实用性特点，

保证选择偏差值对于零件和机械设备运行的合理性。在选择

车床夹具时，根据规定公差标准进行选择，并分析其使用的

实用性和价值，保证选择后机械设备运行的合理性。

3 公差配合在机械制造方面的应用

3.1 设备维护 
近些年来，社会经济推动下，国内在工业制造与设计

行业方面有着极大的突破，基于工业领域不断发展的进程

下，形成了具有实用性的选用标准。国家相关部门针对于

选择标准制定明确的制度，为公差配合选择提供参考依据。

其中计算类与类比法使用的频率相对较高，类比法根据上述

提及的公差等级对制造工艺分析，结合零件制造过程中的各

个方面全面思考，获取更加全面的工程等级参数。实际应用

过程中，需要严格按照规定的配合类别进行选择，为其选择

适当的方法，针对工作实际需求对配合方法进行调整，保持

最佳的松紧度。该方法是当前应用的最为广泛的配合方式，

而计算法与其相比较相对复杂一些，并且在选择过程中涉及

到大量的计算方式，整个过程相对繁琐。对于机械生产制造

而言，保证算法简便的同时，还应保证应用有效性。对此，

计算法在实际应用中，除了特殊需求之外，实际使用频率较

少。

此外，在实施配合的过程中，对于配合选择应遵循以

下原则：基孔制为首要选择方案，在进行机械设计和制造

过程中，需要考虑现实和多种影响因素，保证生产经济有

效提升；对于机械设备零件而言，不是所有零件都需要进

行特殊加工。因此，要将不需要加工的零件与其进行区分。

选择公差配合前，应结合机械设备需求，明确需要的实际零

件数量和类型，配合加工需求，对零件进行分类，配合整体

加工提高配合质量，为机械生产制造更优良的零件。

对于机械设备而言，存在一部分轴承等运行涉及到磨

损情况较严重的零件。对于经常更换的零件，应适当对其松

紧度进行调整和优化。零件使用频次较低时，无需特意更换

可提高其松紧度。对于一些钻机设备，由于钻头要经常使用，

那么此类零件更换的频次与常规零件相比较，更换频次更加

频繁。需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充分考虑装配与受力等因素。

应对零件实际装配和受力情况进行调查，并选择科学的配合

方式保证扭距传递顺利进行。当扭距大小相同，选择的装配

方法具有差异性，也会导致配合方式出现差异。仅仅利用配

合的功能，则可以选择相同方式保证零件的配合。对于零件

装配情况进行调查，当配合方法过盈量较大，需要适当提升

零件配合难度，这就造成设备后续施工环节受到影响。

3.2 个体零件生产 
在个体生产零件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充分考虑公差值

问题。结合公差值与项目进行综合分析，保证实际设计和制

造过程中，能够根据零件几何公差合理选择公差值。在选

择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保证检测对象几何性质的真实性，

对其实用性全面考虑。采用类比法科学选择等级与公差值，

保证这一过程得到相关人员重视。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基础

上，选择低等级、大数值公差，保证零件制造过程中各项参

数有效配合；对于需要大批量制造的零件，可以通过挡块进

行控制，保证零件尺寸得到合理管控，并对加工零件尺寸适

当调节，从根本上保证零件制造质量与生产效率，保证个体

零件生产能够充分满足相关应用需求。

对于单个零件进行生产，可以利用人工控制的方式，

保证零件加工尺寸的准确性。人工手段能够对加工各个要

点进行科学把控，保证尺寸在最小极限值内。在进行加工

时，保证尺寸在极限值处进行控制，就能够保证其尺寸合

理分布，从而保证公差配合的合理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当生产零件数量较大，则不会涉及到极限配合尺寸的问题。

对于单个零件生产，人工操控影响十分明显。针对精确度要

求极高的零件，还可能出现极限配合尺寸的情况。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机械零件设计和制造过程中，不同类型

的机械零件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要遵循不同标准进行制造。

各项因素都是影响机械加工的主要原因，导致最终的零件与

需求零件的尺寸不相符。保证公差配合的合理使用，根据零

件性能差异进行科学选择。保证在实际加工过程中，能够利

用公差配合对零件进行调整和控制，保证设计后的零件符合

预期需求，提高零件制造质量与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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