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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表面处理技术在机械行业中，一直是较为重要的部分，其涉及的范围从晶体生长、集成电路制作、热
电子
发射、热辐射、化工中的多相催化到金属腐蚀与防护、表面改性及强化等，都在工程技术界得到广泛
的应用。

本手册在简明介绍表面工程基本理论，基体前处理的基础上，重点系统地叙述了电镀、电铸、氧化、
化学镀、化
学转换膜处理、热浸镀、热喷涂、热烫印、化学热处理、堆焊、物理气相沉积（PVD）、离子注入、
化学气相沉积
（CVD）、涂装、电泳、静电喷涂、冲击镀、超硬膜、激光表面处理等18种表面工程领域中的最新技
术、工艺、装
备、应用技术及国内外最新通用标准。
具有内容全面、实用性强的特点，书中所介绍的均为国内外已经成熟的
工艺技术，可直接用于生产。
本书可供电镀厂、喷漆厂、涂装厂、热喷涂厂、热浸镀厂、真空镀膜厂、环保设备
厂、机械厂、化工厂、清洗厂、铝氧化厂、防腐厂及其它金属表面防腐、防磨、特殊功能层处理等单
位之工程技
术人员、管理及供销人员、科研人员阅读，也可供大专院校有关专业师生教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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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7部分国内厂家开发的商用
渗硼剂
11.5渗铝
11.5.1渗铝的方法及工艺
11.5.2渗铝层的组织与性能
11.6渗铬
11.6.1渗铬的方法及工艺
11.6.2渗铬层的组织与性能
11.7渗硫、硫氮共渗、硫碳氮共渗
11.7.1渗硫
11.7.2硫氮共渗及硫碳氮共渗
11.8渗硅
11.8.1渗硅的方法及工艺
11.8.2渗硅层的组织
11.9渗锌
11.9.1渗锌的方法及工艺
11.9.2渗锌层的组织
11.10 渗其它金属
11.11复合渗
11.11.1硼铝共渗
11.11.2硼硅共渗
11.11.3硼铬共渗
11.11.4铝硅共渗
11.11.5铬铝共渗
第12章 堆 焊
12.1概述
12.1.1金属表面堆焊的特点
12.1.2堆焊的应用领域
12.2堆焊合金的类型及性能
12.3堆焊方法
12.3.1堆焊方法及工艺
12.3.2堆焊方法的选择
12.4堆焊材料
12.4.1堆焊焊条
12.4.2焊丝
12.4.3焊剂
12.4.4其它堆焊材料
12.4.5耐磨堆焊复合钢板
12.4.6堆焊材料的选择
12.5堆焊检验
12.5.1外观检验
12.5.2无损检验
12.5.3堆焊层的机械性能检验
12.5.4堆焊层的耐磨试验
第13章 物理气相沉积
13.1真空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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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真空物理基础
13.1.2真空的获得
13.1.3真空的测量
13.2真空蒸镀
13.2.1真空蒸镀原理
13.2.2真空蒸发镀膜设备
13.2.3真空蒸镀工艺及应用
13.3溅射镀膜
13.3.1溅射镀膜原理
13.3.2溅射镀膜设备
13.3.3溅射镀膜工艺及应用
13.4离子镀
13.4.1离子镀原理
13.4.2离子镀设备
13.4.3离子镀膜工艺及应用
13.5镀膜前处理及膜厚测量
13.5.1镀膜前处理
13.5.2膜厚测量
13.6薄膜的分析测试技术
13.6.1薄膜的成分、组织和结构
分析
13.6.2薄膜的性能测试
第14章 离子注入
14.1概述
14.1.1离子注入技术的发展
14.1.2离子注入的特点
14.1.3离子注人的局限性
14.2离子注入的物理过程
14.2.1非晶靶注入离子的射程分布
14.2.2离子注入单晶靶中的射程
分布
14.2.3离子注入元素的分布
14.2.4能量淀积分布与注入辐射
损伤
14.3离子注入装置
14.3.1概述
14.3.2离子注入机的种类
14.3.3离子源
14.3.4离子束的加速
14.3.5质量分析器
14.3.6离子束的偏转、扫描和聚焦
14.3.7离子注入剂量
14.3.8靶室系统
14.3.9真空系统
14.4离子注入在半导体技术中的应用
14.4.1离子注入在双极器件中的应用
14.4.2离子注入在MOS电路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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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14.5离子注入功能材料
14.5.1半导体材料的离子注入
14.5.2半导体材料离子注入的工艺
特点
14.5.3化合物半导体离子注入的
特点
14.5.4化合物半导体和注入离子
种类
14.5.5磁性材料的离子注入
14.5.6离子注入在超导材料中的
应用
14.6离子注入与材料表面改性
14.6.1离子束与材料的相互作用
14.6.2金属材料离子注入改性
14.6.3离子注入改善金属材料
机械性能
14.7离子注入与金属化合物
化学效应
14.7.1荷能离子与衬底原子的化合
14.7.2离子注入与抗化学腐蚀
14.7.3离子注入与金属抗氧化性能
14.8离子注入辐射损伤与金属相变
14.8.1金属离子注入奥氏体钢和
相变
14.8.2铁素体钢照射组织相变
14.8.3氧化物弥散强化钢的组织变化
14.8.4离子注入照射材料的近表
组织损伤
14.8.5金属基复合材料注入损伤
14.8.6离子注入辐射相变
14.8.7离子注入金属间化合物与
合金相
14.9离子注入测量技术
14.9.1二次离子质谱技术（SIMS）
14.9.2核反应分析法（NRA）
14.9.3背散射能谱技术（RBS）
14.9.4俄歇电子能谱分析（AES）
14.9.5正离子湮没技术（PAT）
14.10 离子注入工艺及其它
14.10.1离子注人工艺要求
14.10.2离子束混合
14.10.3离子束缝合
14.10.4离子束反冲注入
14.10.5等离子源离子注入
14.10.6离子束注入的安全与防护
第15章 化学气相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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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化学气相沉积通论
15.1.1化学气相沉积定义
15.1.2化学气相沉积的种类和应用
15.1.3化学气相沉积（CVD）的特点及与
其它涂层工艺技术的比较
15.2化学气相沉积原理
15.2.1化学气相沉积一般原理及
过程分析
15.2.2几种先进的化学气相沉积技术
原理简介
15.3化学气相沉积工艺与技术
15.3.1化学气相沉积技术
15.3.2化学气相沉积涂层
15.4化学气相沉积的工业应用
15.4.1工具钢用CVD法涂覆TiC
15.4.2单层涂覆和多层涂覆技术
的应用
第16章 其它方法
16.1热烫印
16.1.1热烫印原理
16.1.2热烫印设备
16.1.3热烫印工艺
16.1.4热烫印质量
16.2冲击镀
16.2.1冲击镀原理
16.2.2冲击镀锌
16.2.3冲击镀锡
16.2.4冲击镀镉－锡－铅合金
16.3超硬膜技术
16.3.1金刚石薄膜
16.3.2立方氮化硼
16.4激光表面处理
16.4.1概述
16.4.2激光表面处理装备
16.4.3激光表面处理工艺原理
16.4.4激光表面处理前的表面预处理
16.4.5激光相变硬化
16.4.6激光熔凝处理
16.4.7激光表面合金化和激光涂敷
16.4.8激光冲击强化
第17章 涂层性能及检测
17.1涂层的外观检验
17.1.1涂层表面缺陷的检验
17.1.2涂层表面粗糙度的检验
17.1.3涂层表面光泽度的检验
17.2涂层的厚度检验
17.2.1测厚方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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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2测厚方法
17.3涂层的耐蚀性检验
17.3.1大气暴露试验
17.3.2盐雾试验
17.3.3铜盐加速醋酸盐雾试验
（CASS法）
17.3.4湿热试验
17.3.5腐蚀膏试验
17.3.6二氧化硫工业气体腐蚀试验
17.3.7周期浸润腐蚀试验
17.3.8其它人工加速腐蚀试验
17.4涂层的孔隙率及检验
17.4.1涂层孔隙率
17.4.2涂层孔隙率测定法
17.4.3涂层孔隙率检验标准
17.5涂层的结合力及检验
17.5.1涂层结合力
17.5.2涂层结合力的检验
17.5.3几种涂层的结合强度
17.5.4有关涂层结合强度试验的
国家标准目录
17.6涂层的硬度及检验
17.6.1几种涂层的硬度
17.6.2涂层硬度的特性
17.6.3涂层的宏观硬度检验
17.6.4涂层的显微硬度检验
17.6.5有关涂层硬度试验的国家
标准目录
17.7涂层的其它性能及检验
17.7.1涂层的内应力及检验
17.7.2涂层的耐磨性及检验
17.7.3涂层的热性能及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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