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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工艺、新设备。
与此同时，也出版了不少电镀2r_艺的图书，但对电镀设备很少介绍，而设备的不配套严重影响了电镀
新2T_-艺的实现。
本书从电镀工艺人员的角度介绍有关电镀设备和电镀工程方面的技术。
主要内容包括电镀2r_艺设计，电镀工艺选择，机械前处理设备，槽子，溶液的加热、冷却、搅拌、恒
温控制及过滤，滚镀与振动电镀设备，整流器和直流线，阴阳极与导电，抽风、通风和废气处理，干
燥和除氢设备，电镀参数的自动控制，直线式电镀自动线，环形自动线，线（带）材电镀线和水平电
镀线，专用电镀线，专用辅助设备，给水、排水、供气和回水，电镀厂的防腐，电镀废水处理。
书中的许多图都来自生产蓝图，实用性强。
本书第2章由倪百祥同志编写，其余各章由曾华梁编写。
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北京绿柱石电镀设备有限公司大力支持，敞开该公司电子图库供选用，崔刚、付
海旺、刘静同志在图片录入时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在此也向提供资料的有关单位和同仁、引用著述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本书疏漏、肤浅和错误之处难免，请读者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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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镀工程手册》是一本从电镀工艺人员的角度介绍有关电镀设备和电镀工程的技术书籍。
主要内容包括：电镀项目的工艺设计，电镀工艺选择，机械前处理设备，槽子，溶液的加热、冷却、
搅拌、恒温控制及过滤，滚镀与振动镀设备、整流器和直流线，阴阳极与导电，抽风、送风和废气处
理，干燥和除氢设备；电镀参数的自动控制，直线式电镀自动线，环形自动线，线（带）电镀线和水
平电镀线，专用电镀线，专用辅助设备，给水、排水、供气和回水，电镀厂的防腐，电镀废水处理。
书中的许多图都来自生产蓝图，实用性强。
　　《电镀工程手册》可供电镀业主、电镀技术人员和技工在新建电镀厂点、改造现有设备和采购新
设备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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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选定了镀种之后，还要选定镀液类型和溶液的来源。
这两件事都需要经验，无法在这里叙述清楚。
只能提供以下思路供参考。
1）向几个溶液供货商咨询。
一般说来，溶液供货商有更多的经验，接触过更多的客户和产品。
向几个而不是一个溶液供货商咨询，是为了在比较中学习。
2）尽可能选择一个相近的实例，最好能亲眼一见。
3）反复思考所选的镀种或镀层组合、确定的镀层厚度是否真能满足客户的要求。
4）在确认能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选用自己用过的或自己比较熟悉的东西。
5）在环境保护方面确实不违规。
尽可能选用对环境保护更有利的镀种和工艺。
6）和设备供货商商量，并邀请溶液供货商和设备供货商一起商谈。
7）思考在工艺维护、材料供应和生产成本方面是否可行。
关于镀种和镀液的选择，将在第2章“电镀工艺选择”中介绍。
不过，它并不能直接回答如何选择电镀溶液的问题，但从中一定可以得到启发。
至于电镀方法的选择，相对比较简单。
因为，常用的只有两种方法，即挂镀和滚镀。
显然，大的零件不能滚镀。
但像喇叭盆大小的零件却是既能挂镀又能滚镀的，挂镀时质量更好，滚镀时效率更高。
挂镀、滚镀的设备投资差别很大。
有的平片形零件因为叠片而难以滚镀，但是在掺入钢珠或玻璃珠后可以滚镀。
滚镀容易使镀件变形，而在零件变形影响使用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振动镀。
线材、接插件采用线材镀的方法更合理。
化学镀、氧化、磷化小零件时可以用筐篮、甚至用细网包起来处理，电泳时零件的装挂密度比电镀时
大很多。
因此，电镀方法的选择，对于产量计算、设备选型、投资估算影响甚大，仔细考虑、多方咨询是十分
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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