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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滚动轴承的公差与配合

学习及技能目标

　　1.了解滚动轴承内、外径公差带及其特点。

　　2.掌握滚动轴承精度等级的应用。

　　3.掌握滚动轴承与轴和外壳的公差配合、几何公差和表面

粗糙度的选择。

        4.熟悉滚动轴承游隙的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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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滚动轴承的公差与配合

7.1　概　述

7.2　滚动轴承与轴和外壳孔的配合

技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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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概　述

　　滚动轴承是具有互换性的标准件，为了保证滚动轴承与外

部件的配合，国家制定了相关标准：GB/T 275—2015《滚动轴

承   配合》、GB/T 307.1—2005《滚动轴承向心轴承公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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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概　述

6.2.1　概　述7.1.1　滚动轴承的组成与特点

　　 滚动轴承是机械制造业中应用极

为广泛的一种标准部件，其基本结构

如图所示，一般由外圈、内圈、滚动

体和保持架组成。公称内径为d的轴承

内圈与轴颈配合，公称外径为D的轴

承外圈与外壳孔配合，属于典型的光

滑圆柱连接。
滚动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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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概　述

6.2.1　概　述7.1.2　滚动轴承的精度等级及其应用

滚动轴承的精度等级1

　　滚动轴承的精度是按其外形尺寸公差和旋转精度分级的。

　　外形尺寸公差是指成套轴承的内径、外径和宽度尺寸公差；旋转精度

主要指轴承内、外圈的径向跳动，端面对滚道的跳动和端面对内孔的跳动

等。

　　GB/T 307.1—2005规定向心轴承(圆锥滚子轴承除外)精度分为0、6、5、

4、2五级，其中0级最低，依次升高，2级最高；圆锥滚子轴承精度分为0、

6X、5、4、2五级；推力轴承分为0、6、5、4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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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概　述

6.2.1　概　述7.1.2　滚动轴承的精度等级及其应用

轴承精度等级的选用2

　　(1)0级　通常称为普通级，用于低、中速及旋转精度要求不高的一般

旋转机构，它在机械中应用最广。

　　(2)6级　用于转速较高、旋转精度要求较高的旋转机构。

　　(3)5级、4级　用于高速、高旋转精度要求的机构。

　　(4)2级　用于转速很高、旋转精度要求也很高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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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概　述

6.2.1　概　述7.1.3　滚动轴承内径、外径公差带及特点

基准制1

　　为了组织专业化生产，便于互换，轴承内圈内径与轴采用基孔制

配合，外圈外径与外壳孔采用基轴制配合。而作为基准孔和基准轴的

滚动轴承内、外径公差带，由于考虑本身特点和使用要求，规定了不

同于GB/T 1800.1—2009中任何等级的基准件公差带(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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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概　述

6.2.1　概　述7.1.3　滚动轴承内径、外径公差带及特点

公差带2

　　国家标准中规定，轴承外圈外径的单一平面平均直径Dmp的公差

带的上极限偏差为零，如图所示。

轴承内、外径公差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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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概　述

6.2.1　概　述7.1.3　滚动轴承内径、外径公差带及特点

特　点3

　　将轴承内径公差带偏置在零线下侧，即上极限偏差为零，下极限

偏差为负值。当其与GB/T 1800.1—2009中的任何基本偏差组成配合时，

其配合性质将有不同程度的变紧，以满足轴承配合的需要。

　　轴承内圈内径单一平面平均直径dmp公差带的上极限偏差也为零与

一般基准孔的公差带分布位置相反，数值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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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滚动轴承与轴和外壳孔的配合

6.2.1　概　述7.2.1　 轴和外壳孔的公差带

　　GB/T 275—1993对与0级和6级轴承配合的轴颈公差带规定了17种，

对外壳孔的公差带规定了16种，如图所示。

轴承与轴和外壳孔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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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滚动轴承与轴和外壳孔的配合

6.2.1　概　述7.2.2　滚动轴承与轴和外壳孔配合的选择

轴承套圈相对于负荷的类型1

(1)轴承套圈相对于负荷方向固定——定向负荷

径向负荷始终作用在轴承套圈滚道的局部区域，如图(a)所示。

轴承套圈承受负荷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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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滚动轴承与轴和外壳孔的配合

6.2.1　概　述7.2.2　滚动轴承与轴和外壳孔配合的选择

轴承套圈相对于负荷的类型1

(2)轴承套圈相对于负荷方向旋转——旋转负荷

　　作用于轴承上的合成径向负荷与轴承套圈相对旋转，并依次作用在

该轴承套圈的整个圆周滚道上。如图(b)所示。

轴承套圈承受负荷的类型

(3)轴承套圈相对于负荷方向摆动——摆动负荷

　　大小和方向按一定规律变化的径向负荷作用在轴承套圈的部分滚道

上，如图©所示不旋转的外圈和图(d)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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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滚动轴承与轴和外壳孔的配合

6.2.1　概　述7.2.2　滚动轴承与轴和外壳孔配合的选择

负荷的大小2

　　负荷的大小可用当量径向动负荷Fr与轴承的额定动负荷Cr的比值来

区分，一般规定：当Fr≤0.07Cr时,为轻负荷;当0.07Cr＜Fr≤0.15Cr时,为正常

负荷;当Fr＞0.15Cr时，为重负荷。

　　选择滚动轴承与轴和外壳孔的配合与负荷大小有关。负荷越大，过

盈量应选得越大，因为在重负荷作用下，轴承套圈容易变形，使配合面

受力不均匀，引起配合松动。因此，承受轻负荷、正常负荷、重负荷的

轴承与轴颈和外壳孔的配合应依次越来越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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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滚动轴承与轴和外壳孔的配合

6.2.1　概　述7.2.2　滚动轴承与轴和外壳孔配合的选择

其他因素3

　　工作温度的影响，滚动轴承一般在低于100 ℃的

温度下工作。如在高温下工作，其配合应予以调整。

一般情况下，轴承的旋转精度越高，旋转速度越高，

则应选择越紧的配合。

　　滚动轴承与轴和外壳孔配合的选择是用类比法进

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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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训练

6.2.1　概　述实训　　测量滚动轴承的游隙

滚动轴承游隙1

　滚动轴承的游隙是指将一个

套圈固定，另一个套圈沿径向

或轴向的最大活动量。沿径向

的最大活动量称为径向游隙，

沿轴向的最大活动量称为轴向

游隙，一般情况下，径向游隙

越大，轴向游隙越大，反之亦

然。 滚动轴承的游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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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训练

6.2.1　概　述实训　　测量滚动轴承的游隙

滚动轴承游隙的分类2

　　（１）原始游隙　轴承安装前自由状态时的游隙。它是由制造厂加

工、装配所确定的。

　　（２）安装游隙　　是指轴承与轴及轴承座安装完毕而尚未工作时

的游隙。过盈安装可使内圈增大，或使外圈缩小，二者均使安装游隙比

原始游隙小。

　　（３）工作游隙　　轴承在工作状态时的游隙，工作时内圈温升最

大，热膨胀最大，使游隙减小；同时，由于载荷的作用，滚动体与滚道

接触处产生弹性变形，使游隙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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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训练

6.2.1　概　述实训　　测量滚动轴承的游隙

测量方法3

　　（１）测量单套轴承的游隙（轴承外圈外径小于２００ｍｍ）时，要将轴

承立放于测量平台之上，用手按住轴承外圈，并将内圈左右旋转１／２～１

周，使滚子稳定下来。

　（２）将塞规插进轴承正上方两列滚子与外圈之间，量出轴承内部游隙，

测量位置与测点随轴承外圈外径的尺寸不同而有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