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25.060.20

.142

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机 械 行 业 标 准

JB/r 10028一 1999

圆 度 仪

Roundness measuring instrument

1999-05-20发布 2000-01-01实施

国 家 机 械 工 业 局 发 布



JB/T 10028- 1999

前 言

本标准是在ZB J42 030-89《圆度仪》的基础上修订的。

本标准与ZB J42 030-89的技术内容一致，仅按有关规定重新进行了编辑。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ZB J42 030-890

本标准由全国量具量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上海机床厂。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唐禹民。

本标准于1989年首次发布。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机 械 行 业 标 准
JB/T 10028- 1999

圆 度 仪 代替 ZB 142 030-89

Roundness measuring instrument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圆度仪的分类、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圆度仪。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

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T 15464-1995 仪器仪表 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3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3.1测量系统
    由仪器的传感器、放大器、滤波器、输出装置组成。若仪器配有计算机，则计算机也包括在此系

统内。

3.2 记录轮廓
    实际轮廓经仪器记录器得出的轮廓，是显示轮廓的一种。

3.3 定标块

    定标块是在圆周一个小平面的圆柱体。小平面在圆柱体径向截面上的弦高值即为定标块的标定值。

定标块是用来检验仪器特性参数的。

3.4 椭圆定标块
    椭圆定标块是被测截面的显示轮廓呈椭圆形的检定工其。允许它由圆柱体倾斜安装而构成。其长

短轴半径约为10y.m(不标定)o

4 仪器分类和基本参数

4.1 分类

4.1.1 仪器按结构型式分为传感器旋转式和工作台旋转式。

4.1.2 仪器按主要功能分为普通型和多功能型。普通型主要用于测量同度误差;多功能型除可测圆度

误差外，还可测圆柱度误差和直线度误差。

4.1.3 仪器按误差大小分为A, B, C 类。

4.2 基本参数

4.2.1主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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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的最大可测直径和最大可测高度作为圆度仪的主参数。

4.2.2滤波器通带范围
    I一15; 1-50; 1一150; 1.500;(1-1500; 15-500; 15-1500)波数/re

                                                                                                                、

    注:括号内各档不是必备档。

4.2.3各种标准测头的半径系列

    0.25mm; 0.8mm; 2.5mm; 8mm; 25mmo

4.2.4测头静压力

    测头静压力应能在0-0.25范围内调整。

5 技术要求

5.1环境条件    仪器应安放在温度为20 0C*5'C(每小时温度变化应不超过表1规定值)，相对湿度小于65%的室
内。周围应无影响测量的灰尘、振动、噪声、气流、腐蚀性气体和较强磁场。

5.2外观
5.2.1 仪器工作表面不应有锈蚀和碰伤，涂镀表面应平整均匀，不应有斑点、脱皮等现象，外部零件

结合处应整齐。

5.2.2有刻线和刻字的零件，文字和线纹应清晰、均匀。

5.2.3不得有漏油现象。

5.3相互作用和相互位置

5.3.1仪器可动部分在规定范围内均应平稳地运动。

5.3.2各种按钮、操作件和限位装置的动作应灵活、作用可靠、功能正常。

5.3.3仪器测量方向应通过主轴回转中心。

5.3.4记录范围与对心表的指示范围应保持一致。

5.4 放大器的转换误差

    相邻档不大于3%，任意档相对定标档应不大于5%0

5.5 定标误差

    定标误差应不大于1%0

5.6 测量系统示值误差

    测量系统示值误差应不大于表2中的规定值。

5.， 测量系统灵敏闭

    测量系统灵敏to应不大于表2中的规定值。

5.8 测量系统回程误差

    测量系统回程误差应不大于表2中的规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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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仪 器 误 差 类 别 A B C

7o明量系统示值误差
土(满量程的 1%+测得

值的3%)

土(满量程的 1.25%.+测

得值的3.5%)

x(满最程的 1.25%+测

得值的4.5%)

测量系统线性误差 满量程的2% 满量程的2.5% 满最程的 2.5%

测量系统灵敏阀 0.02 0.03 0.04

测量系统回程误差 0.03 0.04 0.05

仪器径向误差 0.05 0.10 0.20

注:工作台旋转式圆度仪的仪器径向误差还应增加与被测截面离 工作台高度有关的部分。

5.9 测量系统线性误差

    测量系统线性误差应不大于表2中的规定值。

5.10无输人量时测量系统的记录图像
    无输人量时测量系统的记录图像应为首尾衔接的圆，记录图像的振幅应不大于。.015 Wma

5.11 测量系统示值稳定度

    测量系统示值稳定度应不大于4%o

5. 12仪器径向误差应不大于表2中的规定值。

5.13 记录轮廓
    记录轮廓应首尾衔接，径向上应无明显错位，周向间隙(或重迭)应不大于。.8mma

5.“ 测量重迭性

    多功能型应不大于0.1 W m;普通型应不大于0.15 W m.

5.15最大负载和偏载时的径向误差

    下作台旋转式圆度仪在最大负载和偏载时，仪器径向误差应不大于表2中的规定值。

5.16仪器轴向误差

    仪器轴向误差应不大于表2中仪器径向误差的规定值。

5.” 传感器升降运动的直线度
    多功能型圆度仪传感器垂直于工作台升降运动的直线度公差(在任意1 OOmm范围内)见表3}

                                                表 3                            g m

  序 号

l'线 度公 差

5.18工作台主要工作面对基准回转轴线的垂直度

    传感器旋转式圆度仪工作台主要工作面对基准回转轴线的垂直度公差在 l00mm测量长度上为

0.01 mm o

6 试验方法

6.1试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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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在5.1规定的环境条件下进行试验。

6.2外观、相互作用和相互位置

    用目测和手感的方法进行检查。

6.3 放大器的转换误差
    以1000倍和5000倍为例，放大倍数置于 “10000"档，取下匹配器(或限制传感器测头移动)，

调整输出调整旋钮，使对心表指针与表盘左刻线重合，记录第一圈图像;再将放大倍数置于 “5000"

档，记录第二圈图像;将放大倍数置回到 “10000”档，旋转输出调整旋钮使对心表指针与右边刻线重

合，记录第汽圈图像;再将放大倍数置于 “5000”档记录第四圈图像。求得第一、只图像之间和第二、

四图像之间的径向距离之比，即可按式(1)求得该相邻档之间放大倍数的转换误差:

                      i Ibi士'"INEZ LL -竺塑翌丝些x 100%...................⋯⋯，.⋯川
                                          放大倍数之比

    用同样方法检验其他各相邻档的转换误差。任意档相对定标档的转换误差为该任意档到定标档之

间的各相邻档转换误差的代数和。

6.4 定标误差

    仪器装上短测杆，滤波器置于 “1-5000档，仪器放大率置于 “20000档。然后可用动态或静态

方法来检验仪器放大率。

    动态法:

    将 IOWM左右的定标块与仪器的基准轴线精确对心后，在记录范围的中间位置上记录其记录轮

廓，并读取其测得值。

    静态法:

    用微进给装置或量块在测量方向上给传感器测头约 IOWm的进给量，在记录范围的中间位置上分

别记录进给前、后的图像，它们之间的间距为测得值。定标误差按式 (2)计算:

                      丝到鱼进迎竺、100%...............................⋯⋯(2)
                                              实际值

式中:实际值— 定标块的标定值、微进给装置或量块的实际进给值。

6.5 测量系统示值误差

    仪器装上短测杆，滤波器置于“1-500”档，用动态法或静态法检验示值误差。

    动态法:

    在仪器放大率各档分别测量标定值相当于该档记录纸上 20mm量值的定标块，并在记录范围的中

间位置记录其记录轮廓。测得值与标定值之差为误差值。

    注:用动态法检验 10000倍和 10000倍以 「的示值误差时，允许所测得的仪器测量系统示值误差比表 2规定的下

        限值再小测得值的1%。

    静态法:

    在仪器放大率各档分别用微进给传感测头相当于该档记录纸上20mm量值的进给量，并在进给前、

后分别在记录范围中间位置上记录图像。两图像径向间距与进给量之差为误差值。

6.6 测量系统的灵敏阂

    将仪器放大率置于仪器正常使用的最高档，用灵敏ICJ不大于仪器灵敏阑二分之一的微进给装置，

给予传感器短测杆大于0.1 FL m的位移量，然后记录图像，并同时在相同进给方向上继续给出表2所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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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灵敏阑的进给量，则记录图像在相应位置上必须有目力可见的径向位移。 ’

6.，测量系统回程误差
    将仪器放大率置于仪器正常使用的最高档，用回程误差不大于仪器回程误差二分之一的微进给装

置，分别在两个方向上给予传感器测头大于0.1 y, m的位移量.然后记录图像。并同时在进给方向上继

续给予约0.4卜m的进给量，随即返回第二次进给前的位置。以第二次进给前后记录图像的径向误差为
测得值。在两个进给方向的检验中，以大的测得值为检定值。

6.8 测量系统线性误差

    将仪器装上短测杆，滤波器置于 “1-500”档，输出调节旋钮处在中间位置。用动态法或静态法

检验仪器放大率为可选用的最高档、最低档和“2000”档的线性误差。

    动态法:

    在被测仪器放大率各档，分别测量标定值相当于该档记录纸上 l Omm量值的定标块.并用传感器

微调旋钮改变其工作位置。分别在记录范围的里、中、外三个位置记录共个记录轮廓 (仪器最高放大

率档允许同时借助于输出调整旋钮)。以三者间的最大差值为误差值。

    静态法:

    在被测仪器放大率各档，分别使记录笔处于记录范围的里、中、外只个位置，并用微进给装置分

别共次给予传感器测头相当于记录纸上l Omm量值的进给量。以三次进给中万进给前后记录图像径向

间距之差的最大值为误差值。

6.，无输人量时测量系统的记录图像

    将仪器装上短测杆，并用限位架等方法限制测头移动，滤波器置于 “1-500"档，并将仪器放大

率置于仪器正常使用的最高档。以记录范围的内外缘附近记录的图像作为检验对象。

6.10 测量系统示值稳定度
    将仪器放大率置于 “2000”档，滤波置于 “1-500”档，用动态法或静态法检验测量系统示值稳

定度。

    动态法:

    仪器电器部分开机 。.5h后，测量 loWm左右定标块，记录气圈显示轮廓，把只个测得值的平均

值作为拭。再连续开机4h后，记录另外只圈显示轮廓，将三个测得值的平均值作为从。示值稳定度

误差按式 (3)计算:

                          HZ -HIx 100%......................................⋯⋯(3)
                                                  H,

    静态法:

    仪器电器部分开机0.5h后，由微进给装置分别共次给予传感器测头 IOWM左右的相同进给量，

在记录图像上取得进给前后径向差的平均值 H,。再连续开机 4h，后用同样方法取得平均值 HZ。再按

与动态法相同公式计算示值稳定度误差。

6.11仪器径向误差
    将仪器放大率置于仪器正常使用的最高档，滤波器置于 “1-5000档，将标准半球精确调中心后，

在测量范围中间位置上记录其记录轮廓。以最小区域法评定获得的圆度误差为仪器径向误差。必要时

可从中去除标准半球的误差。工作台旋转式圆度仪还应在仪器最大测量高度上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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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u 记录轮廓
    检验仪器径向误差的记录轮廓应首尾衔接，径向上应无明显错位，周向间隙(或重迭)应不大于

0.8mm o

6.13 测量重迭性
    按6.11的检验方法在同一测试条件下，以同一记录纸上记录下的连续测量五次的记录轮廓的最大

径向偏移量为误差值。

6.14 最大负载和偏载时的仪器径向误差

    当下作台加载到规定值后，用6.11规定的检验方法检验仪器的径向误差。

6.15仪器轴向误差
    将仪器放大率置于仪器使用的最高档，滤波器置于 “卜501,档，用传感器测头〔或测台肩架测头)

与精确垂直于基准回转轴线的平面平晶(或玻璃球顶部)接触，并使测头回转半径最小，按最小区域

评定记录图像的径向差值为仪器的轴向误差。

6.16传感器升降运动的直线度
    选择适当的仪器放大率和滤波档，将标准圆柱角尺安放在T作台上并与基准回转轴线同轴。测量

圆柱角尺的素线，按最小条件评定出的直线度误差值作为检定值。

    当标准圆柱角尺素线直线度误差大于所要求时，可将标准圆柱角尺旋转 1800并改变测力方向，分

别测量其同一素线，取两条并行记录曲线上各对应点连线的中点组成误差曲线，按最小条件评定出的

直线度误差作为检定值。

6.17 工作台主要工作面对基准轴线的垂直度

    用传感器测头 G或测微表)测量主要工作表面，以记录图像中心相对记录纸回转中心偏心的量值

(或测微表指针的二分之一)与测头旋转半径之间的比值作为检定值。

6.18仪器运输、贮存试验

    仪器按GB/T 15464和出厂要求包装后进行本项试验，或者对其关键部件(如主轴、传感器、其

有高精度直线运动的有关部件、各种电箱和计算机系统等)进行试验。在对其关键部件试验后仍应安

装在仪器上。仪器在进行全部试验后(或每项试验后)，再测试有关技术要求仍应符合标准规定。

6.18.1 高温试验

    将被试件随试验环境先逐步升温至55'Ct2̀C(升温速度不大于 I 'C/min)，保持 8h。然后逐步降

至仪器工作温度取出。

6.18.2低温试验

    将被试件随试验环境先逐步降温至一。℃士29C(降温速度不大于 1 ̀C/min)，保持8h。然后逐步升

至仪器工作温度取出。

6.18.3湿热试验

    将被试件随试验环境在3h内升温至55 'C12 ̀C，在相对湿度为95%的条件下，保持9h。然后在3h

内降温至25℃土3 9C，并保持到24h结束。

6.18.4 运输试验

    将被试件装上 4t汽车 (装载量约为满载量的气分之一)，在气级公路上行驶 200km，车速为

30-40km/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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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检验规则

7.1 出厂检验
    每台仪器都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的试验项目按6.2--6.17中规定各项方法进行试验。

7.2 型式检验
    仪器的型式检验一般在新产品试制、产品包装有重大改变或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进行。

型式检验项目按6.2-6.18中规定的各项方法进行试验。

8标志、包装

8.1 在仪器上应标志制造厂厂名、仪器的名称和型号及制造年月。

8.2 仪器的包装应符合GB/T 15464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