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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ion of dimensions in ships' accommodation

Selection ofcomponents and assemblies

sizes and assembly

    本fl准参明 ISO 3827 I一1977 ((j:':皓一升留1居注枪空的尺寸协训一第 ·部分:‘、二生协调的原
则》ISO 3827/Pd一1977《造船一{'i11:7% 居注鲍空的尺寸阶j,̀ ?-第三部分:7G件和组件的协调尺码》制
1丁a

1元件和组件尺寸选择的原则

    选定一个具有最大组装灵活性的模数化创洲扫尺}系刘，能单独或以各种组装方式满足不同的协
调空间。在选择时必须拷虑以下因素:人沐1_程学、经济性，使用频度、灵活性、兼吝f-}和互换性。

  1.1人体工程学

    供生活或上作的任何空间部必须适应由人bs形态数据得出的人体尺寸以及报据人沐厂程学数据确
定的沃动的尺寸要求。

    在人体L程学数据的基础匕确定的人们活动斯需要的空间尺寸。如图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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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注 木图与ISO 3827  1一1977中的图例相同。根据我国有关部门调资统计的人体形态数据来看，目前我国人

      体高度接近 于本图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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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岌- '定以10Urr.za为基本模数适用于大多数场合，但对有些尺寸的确定显得还不够细，如工作台

面的高度，’可以有较小的增量。
  i.之 经济性

    任何元件的尺寸系列，其最大和最小尺寸的确定还必须受材料、; ii造、储存、装卸和运输上的经
济效益的限制。

  1.3 使用频度

对每一元件的顶汁使用颁度进行研究，找出一定的常用尺寸，以便为尺寸协调提供依据。
心 灵活性

    灵冷陀梦、·今元件系列单独或以谷种组装方式能够满足的不同的协调空间的数目来衡量。
    为了使元件的叭装达到最大限度的灵活性，,Z,须找到 一种方法以求在组合时用最窄的元件系列来

滋退经泛的配合空川J系)勺

    应砚数协方祝式大越趁刃“数的组合”法，能够确定达到这一目的的数群。

    如与 一小元件蕊创选艺两个尺才时，若这两个尺寸含有公因数，将它们组合起来便不可能满足所
有空阅。例,ha, .?- 尺寸4和6进行组合，如图2，因4和6有公因数2，不可能组对奇数，因此满足
不犷奇数协:i尺、}一组成的空间。

余类子TT

                                          图 2

翻之花万个三件l断数的数。将它们组合起来，若其值大于临界数，则可满足每个空间。
i!a界数介珍 厂式汗算:

                                1V= (a一1) (b一1)

式击:和孙为没含公因数的两个数。

例卯 。二任 b二J则A'= 12，这表明大于12的数都可由数4和0组合获得，如图3,

珊

璧撇盘益
r;界 Ca

抢
日
曰

比
比
片

余 雌性

图 3



GB 7388，3- 87

    采用类似的方法选择三个或更多的数进行组合，可获得灵活的组合区域。

    数的系列和由此导出的临界数可与任何单位的数值眠系起来。在尺寸协调结构体系中，它们一般
表示尺寸的增量为l00mm。因而，上述咧子可表明，400 m m和500mm的元件可以满足所有大于1200m m,
并且是l00mm倍数的空间。

    以分割刚性平板材料如壁板为例。如果把1200 m m宽的板平均分割为600 m m宽的两张板，只能得
到600mm及其倍数这一灵活性，如果分成700 m m和500mm宽，则能得到更大的灵活性。因为700和500
的临界数为2400,超过2400 m m的所有l00mm的倍数便都能得到满足。
  1.5 兼容性和互换性

    随着尺度协调的采用，元件的尺寸规格将减少。相似功能的元件，也趋向于采用同样的尺寸系列。
    相似元件应是可以互换的，为取得完全的互换性，邻接元件之间也需适配。
    元件具有适配的邻接关系称为兼容性。
    兼容性不仅要求尺寸以及网格线的定位以标准化来实现，而且也应采用约定的公差系统和合理化

灼元件接头型式来实现。

    当元件设计成兼容的，并且其尺寸的组合能得到最大的灵活性时，可以在组件内交换元件并改变
铸寸，而不影响组件总的协调尺寸，如图4,

舱 壁的 协调空1,97

b.舱壁的适配组合

改变组a儿件尺、上

圈}口}日

改变组合元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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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改变组合元件功能

    续图 4

6 基本元件

在协调尺寸的优选系列中，某些元件的特定尺寸由于使用频度高、经济、组装灵活等因素，在尺
度协调方面具有较大的实用意义。这些元件称为“
系列的所有要求，

基本元件”。尽管这些元件本身不能满足对某一尺度

但在协调尺寸的优选系列方面是主要尺寸。

2 元件和组件的协调尺寸

    元件和组件的协调尺寸是先选定一个或几个定值尺度为模数，
选尺寸。

    元件和组件的协调尺寸应按下列优选顺序排列的模数选取。

并以其倍数来表达元件和组件的优

n x 300mm

”x 100mm

”x 50m m

n为包括1在内的任何自然数。
协调尺寸应根据有关功能要求，按上述优先顺序选用.

尺寸 。
不管元件用何种材料制造，都应选用优选

并充分考虑不同类型的元件或组件占用同样尺度空间的需要。当用一定数量的元件组合成组件
，组件的总尺寸应为协调尺寸。

组装

    尺度协调的主要目的之一
尺寸和接头型式。

是避免在现场切割元件，便利组装。为此，必须合理地没计元件的实际

理论上，元件的协调尺寸和安放元件的协调空间是相等的，
寸有误差。为了求得元件尺寸的最大和最小极限，
接提供余量o

但事实七在制造中实际尺寸与没计尺
需要留有一定的裕度，这一裕度为偏差、位移和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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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在组装阶段，必须将尺度协调运用于实际的结构安装或划线，以取得便利组装的最大效益。第一

个元件的组装精度特别重要，它将决定在协调结构体系中安装其他元件可以得到的空间。
    组装时必须注意控制管、线等设备的安装，以保证这些设备与邻接元件的干扰最小。例如在甲板

与天花板之间的区域内a使端部接头和附件的尺寸在紧靠协调的可用空间部分是协调尺寸。

      附加说明:

      木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提出，由全国船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基础
  标准分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上海f.舶设计研究院负责起草。
      木标准主要起草人陈丰年、何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