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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GB/T14791—1993《螺纹术语》。本标准与 GB/T14791—1993相比,主要技术变

化为:
———本标准增加25条新术语:螺旋线导程(3.1.2)、螺旋线导程角(3.1.3)、对称螺纹(3.2.4)、非对称

螺纹(3.2.5)、引导螺纹(3.2.13)、相邻牙侧(4.9.1)、同名牙侧(4.9.2)、牙体(4.10)、牙槽(4.11)、
牙槽螺距(6.2)、累积螺距(6.3)、牙数(6.4)、牙槽导程(6.6)、螺纹接触高度(7.2)、螺纹装配长

度(7.4)、牙槽螺距偏差(8.1.2)、牙槽导程偏差(8.1.5)、最大实体差(8.2.1)、公差带代号

(8.2.2)、参照平面(10.9)、容纳长度(10.10)、中径圆锥锥度(10.11)、紧密距(10.12)、螺纹抗拉

强度面积(11.1)、螺纹抗剪强度面积(11.2)。
———“原始三角形”与“基本牙型”的关系:1993年版由“原始三角形”导出“基本牙型”(1993年版的

3.1.2和3.1.4);本标准由“基本牙型”导出“原始三角形”(见4.1和4.5)。
———“牙侧”定义:1993年版没有限定牙侧的形状(1993年版的3.1.11);本标准限定牙侧在轴线平

面内为直线形(见4.9)。
———“作用中径”定义:1993年版没有明确假想螺纹包容实际螺纹的位置(1993年版的3.2.8);本标

准明确规定假想螺纹包容实际螺纹的位置在“牙侧”处(见5.11)。
———“螺距”定义:1993年版没有限定测量螺距的位置在牙侧上(1993年版的3.3.1);本标准限定螺

距是牙侧间距离(见6.1)。
———关于“牙侧接触高度”与“螺纹接触高度”术语:1993年版没有明确区分这两个术语,只有一个“接

触高度”术语(1993年版的4.1);本标准将两个术语进行了区分,并给出明确定义(见7.1和7.2)。
———关于“螺纹旋合长度”与“螺纹装配长度”术语:1993年版没有明确区分这两个术语,只有一个

“长度”术语(1993年版的4.4);本标准将两个术语进行了区分,并给出明确定义(见7.3和

7.4)。 
———将1993年版“螺距累积误差”和“导程累积误差”两个术语分别修改为“累积螺距偏差”和“累积

导程偏差”术语;并重新确定了定义(见8.1.3和8.1.7)。
———修改了1993年版“基准直径”定义(见10.4)。
———用“扳紧余量”术语代替1993年版的“旋紧余量”术语;并且删除了1993年版术语定义内“最小

实体内螺纹”和“锥螺纹”两个限制(见10.8)。
本标准采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5408:2009《螺纹术语》(英文版)。
与本标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标准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标准如下:

GB/T1800.1—2009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极限与配合 第1部分:公差、偏差和配合的基

础(ISO286-1:1988,MOD)
本标准做了如下编辑性修改:
———增加了中文术语的汉语拼音索引。
———修改了附录B的标题和表B.1中内容的排列顺序;删除了表内的章节号列。
———删除了第1章(范围)内有关ISO标准官方语言的说明。
———“单一中径”定义:ISO5408:2009在术语定义内限制螺纹测量轴向长度范围为一个牙槽宽度,

与其定义后面所推荐的最常用量针(量球)测量方法相矛盾;本标准删除了ISO定义内有关测

量长度范围限制内容(见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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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螺距偏差”定义:ISO5408:2009在术语定义内引用“螺距偏差”(8.1.1),此术语对两牙侧

间距是有限定的(一个螺距),故在此定义内直接引用它不太合适;本标准引用“累积螺距”
(6.3),改正了ISO5408:2009出现的问题(见8.1.3)。

———“累积导程偏差”定义:ISO5408:2009在术语定义内引用“导程偏差”(8.1.4),此术语对两牙侧

间距是有限定的(一个导程),故在此定义内直接引用它不太合适;本标准采用具体描述方式给

出“累积导程偏差”定义(没有“累积导程”术语可供引用)(见8.1.7)。
———“最大实体差”定义:ISO5408:2009定义来源于1984年版的旧美国螺纹术语标准;本标准定

义来源于2006年版的新美国螺纹术语标准。新定义所给出的内、外螺纹配合关系是此术语的

最基本定义;旧定义只给出此术语基本定义的一个附属特性,并且是在一定条件下才具备的特

性(见8.2.1)。
本标准由全国螺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08)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国家标准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佛山市南海区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所、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成都艾立特螺

纹工具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青春、李晓滨、何卫平、忻成梁、刘远模。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4791—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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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 术语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螺纹的基本术语及其定义。
本标准适用于对称螺纹和非对称螺纹,或者圆柱螺纹和圆锥螺纹。
当对应一个定义有一个以上术语时,应优先选用黑粗体术语。
附录A列出一些在标准正文内没有给出定义的术语。
与中文和英文螺纹术语等同的法语、德语、日语和瑞典语术语参见附录B。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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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286-1:1988 极限与配合的ISO体系 第1部分:公差、偏差和配合的基础(ISOsystemof
limitsandfits—Part1:Basesoftolerances,deviationsandfits)

3 一般术语

3.1 螺旋线

3.1.1 
螺旋线 helix
沿着圆柱或圆锥表面运动点的轨迹,该点的轴向位移与相应角位移成定比。
见图1。

3.1.2 
螺旋线导程 leadofhelix
Ph(米制螺纹)

L(寸制螺纹)
在同一条螺旋线(3.1.1)上,位置相同、相邻的两对应点间的轴向距离。即一个点沿着螺旋线旋转

一周所对应的轴向距离。
见图1。

3.1.3 
螺旋线导程角 leadangleofhelix

φ(米制螺纹)

λ(寸制螺纹)
螺旋线(3.1.1)的切线与垂直于螺旋线轴线平面间的夹角。
见图1。

注1:对米制螺纹,其计算公式为tanφ=
Ph

2πr
;对寸制螺纹,其计算公式为tanλ=

L
2πr
。

注2:对圆锥螺旋线(3.1.1),其不同轴线位置处的螺旋线导程角(3.1.3)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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