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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8069—1998《功能量规》,与GB/T8069—1998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

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标准适用范围(见第1章,1998年版的第1章);

b) 更改了“功能量规”的定义(见3.1,1998年版的3.1);

c) 增加了“实体功能量规”的定义(见3.1.1);

d) 增加了“数字功能量规”的定义(见3.1.2);

e) 删除了“一般规定”,将相应内容并入“功能量规的操作规范设计”、“功能量规的检验与符合性

判定”与“被测工作的符合性判定”(见第4章、第5章、第6章,1998年版的第5章);

f) 将“形位公差”更改为“几何公差”(见C.2,1998年版的第4章);

g) 将“基本偏差”更改为“极限偏差”(见C.2,1998年版的第4章);

h) 将“基本尺寸”更改为“公称尺寸”,并更改了相应的符号(见C.2,1998年版的第4章);

i) 增加了“实体功能量规检测部位的主要类型”(见表C.2);

j) 删除了功能量规线性尺寸的未注公差等级的要求(见1998年版的8.2.5);

k) 删除了功能量规的标志、包装、合格证的规定(见1998年版的9.7~9.10)。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产品几何技术规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40)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徽省尚展模具工业有限公司、上海大学、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泛亚汽

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四川省产业计量测试研究院、郑州大学、济南圣达建

业量具有限公司、浙江大学山东工业技术研究院、上海墨圆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

院、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宁波灏钻科技有限公司、中机研标准技术研究院(北京)
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明、汪月霞、朱悦、胡敏、郭继平、段玲、郑鹏、刘文静、韦庆玥、詹高伟、张宗政、
柴子涛、张健、马修水、高钰、马勰、陈君磊。

本文件于1987年首次发布,1998年第一次修订,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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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功能量规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功能量规及其操作规范的设计,功能量规的检验、符合性判定和仲裁,及被测工件的

符合性判定和仲裁。
本文件适用于实体功能量规和数字功能量规的设计和应用。一些未标注最大实体/最小实体要求

的几何公差要求的检验器具设计和应用参考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182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几何公差 形状、方向、位置和跳动公差标注

GB/T16671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几何公差 最大实体要求(MMR)、最小实体要求

(LMR)和可逆要求(RPR)

GB/T17851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几何公差 基准和基准体系

GB/T18779.1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工件与测量设备的测量检验 第1部分:按规范验证

合格或不合格的判定规则

GB/T18779.3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工件与测量设备的测量检验 第3部分:关于测量不

确定度表述达成共识的指南

GB/T18779.6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工件与测量设备的测量检验 第6部分:仪器和工件

接受/拒收的通用判定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1182、GB/T16671、GB/T17851和GB/T18779.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

文件。

3.1 
功能量规 functionalgauge
当最大实体要求和最小实体要求应用于被测要素和/或基准要素时,用来确定被测要素的实际轮廓

是否超出规范要求边界(最大实体实效边界或最小实体实效边界)的测量器具。
注1:功能量规按标准器型式分为实体功能量规和数字功能量规。
注2:在实际应用中,也存在一些能体现功能量规作用的测量器具,以及用于不涉及相关性测量要求的综合测量器

具,如部分样板、检具、中心线位置测量器具、面差测量器具和间隙测量器具等。

3.1.1
实体功能量规 physicalfunctionalgauge
以物理实体方式体现规范要求边界的功能量规。
注1:实体功能量规用于检验最大实体要求应用于被测要素和/或基准要素时的场合。
注2:实体功能量规中的检测部位外形与被测要素存在对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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