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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２４６３３《产品几何技术规范（ＧＰＳ）　圆柱度》分为两部分：

第１部分：词汇和参数；

第２部分：规范操作集。

本部分为ＧＢ／Ｔ２４６３３的第２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ＳＯ／ＴＳ１２１８０２：２００３《产品几何技术规范（ＧＰＳ）　圆柱度　第２部分：规范操作

集》（英文版）。

本部分等同翻译ＩＳＯ／ＴＳ１２１８０２：２００３。

为了便于使用，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国际标准本部分”一词改为“本部分”；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和引言。

本部分的附录Ａ、附录Ｂ和附录Ｃ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全国产品尺寸和几何技术规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郑州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青云仪器厂、中原工学院、上海大

学、深圳市计量质量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李晓沛、陈月祥、张琳娜、赵卓贤、赵凤霞、崔瑞志、乔雪涛、李明、于冀平、陈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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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几何技术规范（犌犘犛）　圆柱度

第２部分：规范操作集

１　范围

ＧＢ／Ｔ２４６３３的本部分仅规定了完整组成要素圆柱度的完整的规范操作集。

本部分适用于整个圆柱度轮廓，即圆柱形要素的几何特性。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２４６３３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ＧＢ／Ｔ１８７７９．１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ＧＰＳ）　工件测量与测量设备的检验　第１部分：按规范检

验合格或不合格的判定规则（ＧＢ／Ｔ１８７７９．１—２００２，ｅｑｖＩＳＯ１４２５３１：１９９８）

ＧＢ／Ｔ２４６３３．１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ＧＰＳ）　圆柱度　第１部分：词汇和参数（ＧＢ／Ｔ２４６３３．１—

２００９，ＩＳＯ／ＴＳ１２１８０１：２００３，ＩＤＴ）

ＧＢ／Ｚ２４６３７．２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ＧＰＳ）　通用概念　第２部分：基本原则、规范、操作集和不确

定度（ＧＢ／Ｚ２４６３７．２—２００９，ＩＳＯ／ＴＳ１７４５０２：２００２，ＩＤＴ）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２４６３３．１和ＧＢ／Ｚ２４６３７．２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４　完整的规范操作集

４．１　概述

完整的规范操作集（见ＧＢ／Ｚ２４６３７．２）是有序的和完整的一组具有明确定义的规范操作。本部分

规定了圆柱表面的传输带、测量方法和相应触针针尖的几何形状等。

　　注：事实上，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利用目前的技术期望以理论最小测点密度（见附录Ｂ）获得圆柱要素全方位信息

的描述是不现实的。因此，应采用有限测量点提取方案给出与圆柱形状误差有关的特定信息，而非一般性

信息。

４．２　探测系统

４．２．１　探测方法

在４．２．２中规定的触针针尖接触式探测系统是规范操作集的一部分。

４．２．２　触针针尖几何形状　狊狋狔犾狌狊狋犻狆犵犲狅犿犲狋狉狔

触针针尖的理论几何形状为球形。

４．２．３　测量力

测量力为０Ｎ。

５　与规范的一致性

按ＧＢ／Ｔ１８７７９．１规范进行合格或不合格的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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