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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柔性装配偏差模型的

汽车车身薄板零件公差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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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汽车车身柔性薄板零件装配建模方法，建立柔性薄板零件公差优化设计方法。根据柔性薄板零件测点

装配偏差与各偏差源间的确定性模型，综合得到测点装配偏差的方差与零件制造方差和夹具定位方差之间的模

型，以零件测点平均方差为公差设计函数，工序能力指数和零件制造方差比为约束函数进行零件公差优化设计，

并采用车身后地板装配进行应用分析。结果表明，搭接焊接结构的零件公差设计需同步进行，对接焊接结构零件

公差设计各自独立进行，而角接焊接结构的零件公差设计则先进行其中对接零件公差设计，然后进行搭接零件公

差设计；搭接焊接结构中零件间刚度差异比较大时，刚度小的零件公差可以取相对更大的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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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零部件公差是汽车车身模具、检具、夹具制造的基础，公差设计不合理会增加模具、夹具的调整量，造成

制造成本提高。车身公差设计技术是指依据车身产品功能、内饰及外覆盖件配合要求以及总体技术要求，考

虑制造系统工艺能力和制造经济性，在车身设计阶段为零部件合理地设计公差。为保设计质量，国内外很多

汽车公司设有尺寸管理部门，任务之一就是利用公差设计技术将装配精度目标按照车身装配层次逐级分配

到各级零部件。在公差优化设计研究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公差设计方法：（１）面向成本最优的公差设
计，是以制造成本最小进行的零件公差优化设计方法［１６］；（２）面向工序能力最大的公差设计，是以设计满足
工序能力指标最大化的公差优化设计方法［７９］；（３）面向质量稳健性的公差设计，是考虑制造过程中各种变
差影响，以装配质量稳健性为目标的公差优化设计方法［１０１６］；（４）面向质量最优的公差设计，是以装配质量
公差最小为目标的公差设计方法［１７１９］。本研究在车身柔性薄板装配建模基础上，建立以零件综合装配质量

为目标，零件制造过程能力为约束，并考虑到零件装配间偏差传递关系，实现零件公差的优化设计。

１　车身柔性薄板零件公差设计方法

１１　车身柔性薄板零件公差设计方法
在零件装配夹具定位方案和测点方案基础上，可以利用柔性薄板零件装配偏差建模方法，建立各测点装

配偏差ｖＭｉ与各输入偏差之间的确定性关系为
［２０２１］

ｖＭｉ＝ｖＭｉ０＋［ＳＢＭｉ］｛ＶＢ｝＋［ＳＷＭｉ］｛ＶＷ｝＋［ＳｆＭｉ］｛Ｖｆ｝。 （１）
式中ｖＭｉ为测点Ｍｉ经过焊接装配后累积形成的装配偏差，ｖＭｉ０为测点Ｍｉ初始制造偏差，｛ＶＢ｝为装配零件所
有过定位点初始制造偏差向量，｛ＶＷ｝为装配零件所有焊点初始制造偏差向量，｛Ｖｆ｝为所有夹具定位偏差向
量，［ＳＢＭｉ］、［ＳＷＭｉ］、［ＳｆＭｉ］分别为该测点装配偏差对相应偏差源的敏感度矩阵。

在车身零件制造过程中，同一车身零件测点特征和焊点特征制造偏差具有相关性，而零件装配夹具定位

偏差间具有相互独立性，因此在本研究公差设计中，假定同一零件测点和焊点具有相同初始制造偏差，为同

一偏差参数，代表该零件的制造偏差，并且设定零件各过定位点制造偏差为小偏差，忽略不计。以２个零件
搭接装配结构为例，将式（１）中测点和对应零件焊点初始制造偏差参数合并，得到２个零件测点的装配偏差
模型为

ｖＭ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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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ＷＭ１( )

ｉ
ｖ１＋ｖ２∑

２ｎ

ｉ＝ｎ＋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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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式中ｖＭ１和ｖＭ２分别为零件１和零件２上的测点装配偏差，ｖ１和 ｖ２分别为零件１和零件２制造偏差参数，
ｓＷＭ１ｉ为零件１测点对各焊点偏差的敏感度，每个零件上有ｎ个焊点，ＳＷＭ１＝｛ｓＷＭ１１　ｓＷＭ１２　…　ｓＷＭ１２ｎ｝，前 ｎ
个为零件１测点对零件１焊点偏差敏感度，后ｎ个为零件１测点对零件２焊点偏差敏感度。

考虑各偏差为随机参数，由式（２）可以得到测点装配偏差均值和方差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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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μｖＭ１和μｖＭ２分别为零件１和零件２上测点装配偏差的均值，σ
２
ｖＭ２
和σ２ｖＭ２分别为零件１和零件２上测点装

配偏差的方差，μ１、μ２、μＶｆ分别为零件１制造偏差、零件２制造偏差和各夹具定位偏差的均值，σ
２
１、σ

２
２分别为

２个零件制造偏差的方差。夹具定位偏差相互独立，协方差矩阵ｃｏｖ（Ｖｆ）＝

σ２ｖｆ１ ０ … ０

０ σ２ｖｆ２ … ０

   ０
０ ０ ０ σ２ｖｆ















ｑ

，式中σ２ｖｆｉ

为各夹具定位偏差的方差。

在公差设计中，以装配零件的平均装配质量为目标函数，因此对于搭接装配结构，由式（４）得到公差设
计目标函数为

σ２ｓ＝
１
２（σ

２
ｖＭ１
＋σ２ｖＭ２）＝ａ１σ

２
１＋ａ２σ

２
２＋ａ０， （５）

式中σ２ｓ为零件１和零件２上测点装配偏差的平均方差，因此，搭接装配结构的所有零件公差同步设计，ａ０＝
１
２（［ＳｆＭ１］ｃｏｖ（Ｖｆ）［ＳｆＭ１］

Ｔ ＋［ＳｆＭ２］ｃｏｖ（Ｖｆ）［Ｓｆ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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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对接装配结构，焊接装配过程对零件主要面装配质量没有影响，装配质量只受零件本身制造偏差和

夹具定位偏差影响，此时各个零件独立进行公差设计。在角接装配结构中，其中对接结构零件的主要面装配

质量不受焊接装配影响，搭接结构零件主要面装配质量受焊接装配影响，零件公差设计时先进行对接结构零

件公差设计，然后进行搭接结构零件公差设计。这两类公差设计模型参照前述搭接装配结构。

１２　约束函数
（１）工序能力约束函数
工序能力是指产品制造工序能够稳定地生产合格零件的能力，它衡量工序能力满足技术要求的程度，其

大小用工序能力指数Ｃｐ来表示：

Ｃｐ＝
Ｔ０
６σ
， （６）

式中Ｔ０表示装配公差要求，６σ表示产品制造数据统计特性。
工序能力指数的计算基于以下条件：工序处于统计稳定状态、每个测量值遵循正态分布、公差上下限是

基于客户的要求、测量系统能力充分。工序能力指数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过大会造成工序能力浪费，过小

会引起工序能力不足，在本研究公差设计中，设定工序能力指数１３３≥Ｃｐ＞１０为公差设计约束条件，因此
０１６６７Ｔ０＞σ＝Ｔ０／（６Ｃｐ）≥０１２５３Ｔ０。

（２）其他约束函数
对于搭接装配结构来说，参与装配零件的主要面公差设计参数为同一方向，所有参与装配零件的公差同

步设计，利用相等影响原理和零件公差敏感度系数来确定不同零件公差之间的关系，如２个零搭接装配，由

式（５）得到２个零件公差要求之间的关系为 σ１／σ２＝ ａ２／ａ槡 １，这与零件间的刚度大小有关系。对于对接和

角接装配结构来说，所有参与装配的零件公差设计分别进行，零件公差间没有相互关系。

１３　公差设计函数
建立以面向装配质量控制的公差优化设计函数如下式

　　　　　　　　　　　ｍｉｎ　σ２ｓ
ｓ．ｔ．　０１６６７Ｔ０＞σｓ≥０１２５３Ｔ０，

σｉ／σｋ＝λ０，
σｉ∈［σｉ－ＬＣＬ，σｉ－ＵＣＬ］， （７）

式中Ｔ０为装配体公差要求，［σｉ－ＬＣＬ，σｉ－ＵＣＬ］为零件ｉ公差设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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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零件间为搭接装配结构时，上述公差设计的目标函数存在σｉ／σｋ＝λ０约束。对接或角接装配结构时，
各个零件分别进行公差设计，不存在该约束。

２　后地板装配公差优化设计

２１　案例描述
图１为轿车车身后地板装配总成，由横梁总成和后地板零件两部分通过搭接装配结构焊接组成，图中

Ｗ１１／Ｗ２１～Ｗ１８／Ｗ２８为２个零部件焊点位置。搭接装配结构使得焊接过程对２个零部件 ｚ向装配质量有影
响。２个零部件均采用４２１定位，夹具初始定位方案和测点方案见图１（ｂ）和（ｃ）所示，Ｐ１１、Ｐ１２和Ｐ２１、Ｐ２２分
别为横梁总成和后地板定位销，Ｂ１１～Ｂ１４和Ｂ２１～Ｂ２４分别为横梁总成和后地板定位块，Ｍ１１～Ｍ１４和Ｍ２１～Ｍ２４
分别为横梁总成和后地板测点。

图１　后地板装配总成
Ｆｉｇ．１　Ｒｅａｒｆｌｏｏｒ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２２　零件公差优化设计
建立测点Ｍ１１～Ｍ１４和Ｍ２１～Ｍ２４各测点装配偏差模型如下：

｛Ｕｚ｝＝｛Ｕ０｝＋［Ｓｆ］｛Ｖｆ｝＋［Ｓ］｛ＶＷ｝， （８）
式中｛Ｕｚ｝＝｛ｕＭ１１　ｕＭ１２　ｕＭ１３　ｕＭ１４　ｕＭ２１　ｕＭ２２　ｕＭ２３　ｕＭ２４｝

Ｔ，｛Ｕ０｝为相应测点初始制造偏差，｛Ｖｆ｝＝

｛ｖＢ１１　ｖＢ１２　ｖＢ１３　ｖＢ１４　ｖＢ２１　ｖＢ２２　ｖＢ２３　ｖＢ２４｝
Ｔ，｛ＶＷ｝＝｛ｖＷ１１　…　ｖＷ１８　ｖＷ２１　…　ｖＷ２８｝

Ｔ，各矩阵为

［Ｓｆ］＝

　１４６４５ －０２４８６ 　００１７７ －０２３３５ 　０１０９７ －０００８３ 　００５８５ －００８８６
－００２０３ 　１２４６１ 　００２４３ －０２５０２ －０００５９ 　０２１２９ 　０１３８９ －００２３３
－０１９２６ －００４８３ 　１３６１１ －０１２０３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０１５ 　０１０９９ －００４３６
－０２３７４ －０００３４ －０３４０１ 　１５８０９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８０２ 　０１３２０
　０２９２０ －００７５７ 　００５３２ －０１８２０ 　１５７６３ －００３５０ 　０００３５ －０５４４７
－００８４１ 　０１９３７ 　００８６４ －０１３９２ －００３７１ 　１５８２５ －０５４５６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８８１ －０１１７７ 　０２４４２ －００４４６ 　００２８４ －０２８３８ 　１７０１１ －０４４５７
－００７６１ －０１３２９ －００４０３ 　０４６５７ －０２７３１ 　００

























１４１ －０４２９９ 　１６８８９

，

［Ｓ］＝

　０２４９３　０１８４０－０１５２２－０１３６５－０１１４６－０１４８４　０１７４１　０１８７１
　０１９６０　０２６８７－０１４０６－０１４８３－０１４４６－０１１１６　０１６０６　０１７６５
－００９６１－０１１１８　０１７３５　０２４８２　０１７７７　０１６８９－００９４４－０１１７０
－０１１５８－００９４８－０１４４２　０１９２９　０１５７９　０１９３３　０１８４８－００６１９
　００８４２　００７３１－００２７６－００１４８－００１４１－０００９４　００９２０　００６３０
　００９４７　００６５０－００１０７－０００６０－００３２６－００１１３　００７４４　００８５９
－０００３４－０００６６　００７５０　００９０１　００８１８　００７１６－００１６２－００１８４
－０００８６－０００４２－００３３８　００６７３　００８９９　００












 ７５５　００９８３－００２３７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１８４－００１２６－００１２８－００１４８－００１７０　００４２２　００１２４
　００１８８　００３６１－００１７２－００１６８－００１８２－００１６７　００１６９　００３９２
－００１６６－０００６８　００２９１　００３５７　００４５０　００１５８－００３６０－００１６１
－０００２６－００２３１－００２７８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１７１　００５５７　００３５１－００２６６
　０１５１１　０１１２２－０１４１６－０１５９９－０１２８５－０１１４０　０１２４３　０１４８８
　０１４３６　０１５８１－０１２９１－０１４９８－００５５８－０１３９６　００９０４　０１２０５
－０１２３３－００８５３　００８９６　０１３７０　０１７１６　０１３３５－０１５４９－００８０４
－００８４７－０１４６４－００８４５　０１５４４　０１２９３　０１












５６９　０１０７４－０１１５４

。

夹具定位偏差取±０１，得到这８个测点装配方差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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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２Ｍ１１＝１５４４６σ
２
１＋０００１９σ

２
２＋０００２５，

σ２Ｍ１２＝１５７９１σ
２
１＋０００１８σ

２
２＋０００１９，

σ２Ｍ１３＝１８１９８σ
２
１＋０００２５σ

２
２＋０００２１，

σ２Ｍ１４＝１７２１８σ
２
１＋０００２０σ

２
２＋０００３０，

σ２Ｍ２１＝００６０７σ
２
１＋０９８４８σ

２
２＋０００３２，

σ２Ｍ２２＝００６７３σ
２
１＋１０７８１σ

２
２＋０００３２，

σ２Ｍ２３＝００７５０σ
２
１＋１１８３５σ

２
２＋０００３６，

σ２Ｍ２４＝００６８０σ
２
１＋１２４７７σ

２
２＋０００３７





















。

（９）

取各测点平均方差为公差设计的质量指标，得到公差优化设计目标函数为

σ２ｓ＝０８６７０σ
２
１＋０５６２８σ

２
２＋０００２９。 （１０）

取装配公差要求Ｔｚ０＝３，优化各零件标准差为σ１＝０２８２５，σ２＝０３５０６，因此横梁总成和后地板ｚ向面
轮廓度公差分别取１７和２１，这与横梁总成刚度相比后地板零件刚度大情况相符。
２３　结果分析

（１）与传统公差设计方法设计结果比较
应用本案例，与以制造成本为公差设计目标函数，装配质量为约束函数的公差设计方法进行比较，公差

设计函数如下

ｍｉｎ　 １
σ１
＋１
σ( )
２

ｓ．ｔ．　０１６６７Ｔ０＞σｓ≥０１２５３Ｔ０，
σｉ∈［σｉ－ＬＣＬ，σｉ－ＵＣＬ］。 （１１）

　　当Ｔ０＝３时，经过优化计算后得到各零件标准差设计结果为σ１＝０３９１，σ２＝０４５１，得到横梁总成和后
地板ｚ向面轮廓度公差分别取２３和２７。与前述公差设计结果比较能看出，由于本研究提出的公差设计方法
更重视装配质量和制造工序能力，所以所得公差设计结果值相对较小，得到的装配质量最优，工序能力更高。

（２）零件公差与零件刚度分析
当２个零件装配结构为搭接时，刚度大的零件比刚度小的零件对装配体质量影响更大，在本研究提出的

薄板零件公差设计方法中，以零件装配关系为约束，所得公差设计结果表明零件刚度大的公差取值较小，刚

度小的零件可以取相对更大的公差值，符合刚度小的零件公差在装配过程中被刚度大的零件消融特性。

３　结论

搭接焊接结构的零件公差设计需同步进行，对接焊接结构零件公差设计各自独立进行，而角接焊接结构

的零件公差设计则先进行其中对接零件公差设计，然后进行搭接零件公差设计；搭接焊接结构中零件刚度差

异比较大时，刚度小的零件公差可以取相对更大的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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