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意：1、将文中图片中表头“表8-2~表8-12”分别改为“附表8-3~附表8-13”。

2、文中红字部分是修改之处。

一、圆柱齿轮传动精度(摘自GB/T 10095.1—2022/ISO 1328-1:2013、GB/T 10095.2
—2023/ISO 1328-2:2020、GB/Z 18620.2—2008、GB/Z 18620.4—2008）

1. 圆柱齿轮 ISO齿面公差分级制

GB/T 10095《圆柱齿轮 ISO齿面公差分级制》在我国齿轮行业广泛使用，完善了我国

的齿轮标准体系，促进了我国齿轮产品与国际接轨。

依据测量原理、测量装备和评价方法的不同，GB/T 10095由两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 GB/T 10095.1-2022/ISO 1328-1:2013 齿面偏差的定义和允许值。目的在于给

出单个齿轮齿面的基本偏差（齿距偏差、齿廓偏差、螺旋线偏差和径向跳动）的定义，以及

各个精度等级的公差（从1到11，共分为11级）的计算方法；测量方法基于单个圆柱齿轮单

侧齿面的坐标式测量；被测齿轮分度圆直径的范围为5~15000mm。

第2部分: GB/T 10095.2-2023/ISO 1328-2:2020 径向综合偏差的定义和允许值。目的在

于给出单个齿轮径向综合偏差的定义，以及各个精度等级的公差(从R30到R50，共分为21级)

的计算方法；测量方法基于码特齿轮与产品齿轮双面啮合综合测量；被测齿轮分度圆直径的

范围为不大于600mm。

以上两个部分共同构成了我国圆柱齿轮精度等级评价体系。但需要说明的是，第1部分

与第2部分的评价体系没有相关性。配套的指导性技术文件GB/Z 18620系列给出了具体的检

测方法及建议，可以相互结合，一起使用。

2.齿面公差 (摘自GB/T 10095.1—2022/ISO 1328-1:2013）

2.1 齿面精度等级及其选择和评定标注

GB/T 10095—2022规定单个齿轮齿面的基本偏差的精度等级定为11级，从高到低为1级

到11级。

齿轮精度等级的选择，应根据传动的用途、使用要求、工作条件和经济性等来确定。遵

循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尽量选用较低的精度等级原则。

齿面公差等级的标识或规定应按下述格式表示：GB/T 10095.1—2022，等级A。A表示

设计齿面公差等级。对于给定的具体齿轮，各偏差项目可使用不同的齿面公差等级。齿轮总

的公差等级由所有偏差项目中最大公差等级数来确定。指定齿面公差等级的齿轮的各项公差

值可根据本章2.3节的公式计算或本章4节查表取得。

2.2齿面精度的偏差项目

齿轮部分术语和符号见附表8-1。
附表 8-1 齿轮的术语和符号(部分)

代 号 名 称 单 位 代 号 名 称 单 位

d 分度圆直径 mm s 齿厚 mm
dM 测量圆直径 mm b 齿宽（轴向） mm
da 齿顶圆直径 mm db 基 圆 直 径 mm
mn 齿轮法面模数 mm zc 计算齿数 --
A 齿面公差等级 -- z 齿数 --



R 径向综合公差等级 -- β 螺旋角 (°)
fpi 任一单个齿距偏差 μm fHβ 螺旋线倾斜偏差 μm
fp 单个齿距偏差 μm ffβ 螺旋线形状偏差 μm
ffa 齿廓形状偏差 μm Fr 径向跳动 μm
fHa 齿廓倾斜偏差 μm Fa 齿廓总偏差 μm
fid 一齿径向综合偏差 μm Fid 径向综合总偏差 μm
fis 一齿切向综合偏差 μm Fis 切向综合总偏差 μm
fu 相邻齿距差 μm Fpi 任一齿距累积总偏差 μm
Fβ 螺旋线总偏差 μm Fp 齿距累积总偏差 μm

注：1）测量圆直径dM：在测量螺旋线、齿距和齿厚偏差时，测头与齿面接触所在圆的直径，该圆与基准轴线同心。通常测

量圆靠近齿面中部。对于外齿轮：dM=da-2mn ；对于内齿轮：dM=da+2mn。

2.3 齿面公差的定义和计算

1）单个齿距公差fpT
在齿轮的端平面内、测量圆上，实际齿距与理论齿距的代数差为任一单个齿距偏差fpi，

所有任一单个齿距偏差的最大绝对值为单个齿距偏差fp。
5

pT 2)54.0001.0(



A

nmdf （附8-1）

2）齿距累积总公差 FpT
齿轮所有齿的指定齿面的任一齿距累积偏差的最大代数差为齿距累积总偏差Fp。

5

npT 2)127.055.0002.0(



A

mddF （附8-2）

3）齿廓倾斜公差fHaT
以齿廓控制圆直径dcf为起点，以平均齿廓线的延长线与齿顶圆直径da的交点为终点，与

这两点相交的两条设计齿廓平行线间的距离为齿廓倾斜偏差fHa。
5

nHaT 2)4001.04.0(



A

dmf （附8-3）

4）齿廓形状公差ffaT
在齿廓计值范围内，包容被测齿廓的两条平均齿廓线平行线之间的距离为齿廓形状偏差

ffa。
5

nfaT 2)555.0(



A

mf （附8-4）

5）齿廓总公差FaT
在齿廓计值范围内，包容被测齿廓的两条设计齿廓平行线之间的距离为齿廓总偏差Fa。

2
Tf

2
THT aaa ffF  （附8-5）

6）螺旋线倾斜公差fHβT
在齿轮全齿宽b内，通过平均螺旋线的延长线和两端面的交点的、两条设计螺旋线平行

线之间的距离为螺旋线倾斜偏差fHβ。
5

THβ 2)435.005.0(



A

bdf （附8-6）

7）螺旋线形状公差ffβT
在螺旋线计算范围内，包括被测螺旋线的两条平均螺旋线平行线之间的距离为螺旋线倾

斜偏差ffβ。
5

Tfβ 2)445.007.0(



A

bdf （附8-7）



8）螺旋线总公差FβT
在螺旋线计值范围内，包容被测螺旋线的两条设计螺旋线平行线之间的距离为螺旋线总

偏差Fβ。
2
Tfβ

2
THββT ffF  （附8-8）

9）径向跳动FrT
齿轮任一径向测量距离ri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为径向跳动Fr。

5
nPTrT 2)127.055.0002.0(9.09.0




A
mddFF （附8-9）

2.4 公式的使用

（1）级间公比：两相邻公差等级的级间公比是 �，本公差级数值乘以(或除以) � 可得

到相邻较大(或较小)一级的数值。5级精度的未圆整的计算值乘以 2
A−5

即可得任一齿面公差

等级的待求值，其中A为指定齿面公差等级。

（2）圆整规则：公式(附录8-1)～公式(附录8-9)的计算值应按下述规则圆整：如果计算

值大于10 μm，圆整到最接近的整数值；如果计算值不大于10 μm，且不小于5 μm，圆整到

最接近的尾数为0.5 μm的值；如果计算值小于5 μm，圆整到最接近的尾数为0.1 μm 的值。

（3）齿廓倾斜公差 fHaT 应加上正负号（±）。

（4）齿廓倾斜公差 fHaT 和齿廓形状公差ffaT使用未圆整的公差值。

（5）螺旋线倾斜公差 fHβT 应加上正负号（±）。

（6）螺旋线倾斜公差 fHβT 和螺旋线形状公差ffβT使用未圆整的公差值。

2.5 被测量参数

附表8-2中列出了符合标准要求应进行测量的最少参数。当供需双方同意时，可用备选

参数表代替默认参数表。选择默认参数表还是备选参数表取决于可用的测量设备。评价齿轮

时可使用更高精度的齿面公差等级的参数列表。

通常，齿轮两侧采用相同的公差。在某些情况下，承载齿面可比非承载齿面或者轻承载

齿面规定更高的精度等级。此时，应在齿轮工程图上说明，并注明承载齿面。

附表8-2 被测量参数表

分度圆直径mm 齿面公差等级 最小可接受的默认参数

d≤4000

10~11 Fp，fP，s，Fa，Fβ
7~9 Fp，fP，s，Fa，Fβ

1~6
Fp，fP，s
Fa，ffa，fHa
Fβ，ffβ，fHβ

d >4000 7~11 Fp，fP，s，Fa，Fβ

注：s为齿厚，按ISO21771规定。

3.径向综合公差(摘自GB/T 10095.2—2023/ISO 1328-2:2020）

3.1径向综合公差等级及标注

GB/T 10095.2—2023规定径向综合公差的精度等级共分为21级（从R30到R50）。产品

齿轮的径向综合公差等级指GB/T 10095.2—2023规定的各项公差的最大等级。



径向综合公差等级标注方式为：GB/T 10095.2—2023，R××级，其中××为设计的径

向综合公差等级。

3.2径向综合公差的定义和计算

1）圆柱齿轮一齿径向综合公差 fidT

产品齿轮的所有轮齿与码特齿轮双面啮合测量中，中心距在任一齿距内的最大变动量为

一齿径向综合偏差 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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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8-10）

)200,min(c zz  （附 8-11）

}12.11{5 ]12.1/)1[(
x

czR  （附 8-12）

式中：Rx为基于齿数的公差等级修正系数。

2）圆柱齿轮径向综合总公差FidT
产品齿轮的所有轮齿与码特齿轮双面啮合测量中，中心距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为径向

综合总偏差 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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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8-13）

3）k齿径向综合公差FidkT
通过双面啮合测量产品齿轮的所有齿后得到的任一 k个齿距范围内中心距最大变动量

为 k齿径向综合偏差 Fi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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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8-14）

4）扇形齿轮径向综合总公差

对于齿数小于或等于 2/3整圆齿数的扇形齿轮：

当扇形齿轮 3/2/ zzk 时，与完整圆柱齿轮一致，应按公式（附 8-13）进行径向综合

公差 FidT的计算。

当扇形齿轮 3/2/ zzk 时，应通过公式（附 8-15）进行径向综合公差 FidT的计算，并

对其扇形尺寸进行补偿，其中 Rx通过公式（附 8-12）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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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8-15）

注：1)公差计算所用的齿数：对于200齿以上的齿轮(扇形齿轮除外)，计算齿数应使用默认值200。对于扇形齿轮，z是将

扇形扩展到360°后的当量齿数。

2)圆整规则：根据公式(附录 8-10)～公式(附录 8-13)计算的公差值应圆整到最接近的整数值。如果小数部分为 0.5，应

向上圆整到最近的整数值。



3)圆柱齿轮齿数大于 2/3整圆齿数的扇形齿轮的径向综合总公差 FidT按公式（附录 8-13）进行计算。

3.3 径向综合公差的转换

要将其他的齿面综合公差等级转换为GB/T 10095.2 —2023/ISO 1328-2:2020中的公差等

级，宜先查询到实际的公差数值。新的公差等级可通过公式(附8-16)和公式(附8-17)进行转换。

对于径向综合总公差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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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8-16）

对于一齿径向公差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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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8-17）

式中：zc——来自公式(附 8-11)；Rx——来自公式(附 8-12)。

3.4 示例——从GB/T10095.2—2008转换为R公差等级

齿数40、法向模数0.7mm、螺旋角25°、GB/T10095.2—2008中精度9级的斜齿轮。

第一步，计算现有公差：

径向综合公差：

mm
mz

d 8946.30
25cos
7.040

cos
n 







umd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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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02.572)4.68946.3001.17.02.3(2)4.601.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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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计算R公差等级：

径向综合总公差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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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齿径向综合公差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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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确定公差等级：

设计人员需要确定是否使用当前版本文件中规定的径向综合总公差 R43 级和一齿径向

综合公差 R39级来修改图纸。如果实际应用中能够接受一齿径向综合公差为 R43时计算得

到的 24μm，而不是原来旧版中的 12μm，则可确定该公差等级为 R43。

4.查表取得圆柱齿轮偏差的允许值

为了方便设计，依据 GB/T 10095.1—2022/ISO 1328-1:2013、GB/T 10095.2 —2023/ISO

1328-2:2020取得圆柱齿轮偏差的允许值见附表 8-3～附表 8-13。















5.齿轮副的中心距偏差

GB/Z 18620.3—2008未给出齿轮副的中心距偏差 af 的值。附表 8-14可作参考。

附表 8-14齿轮副的中心距偏差 af

见纸质文件

6.齿轮副的接触斑点

齿轮装配后的接触斑点见附表 8-15。
附表 8-15齿轮装配后的接触斑点（摘自 GB/Z 18620.4—2008）

7.齿坯的要求与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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