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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摩擦学是一门涉及到多个学科的边缘科学，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理论价值，是材料、机械等学
科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
《摩擦学材料及表面工程》共21章，包括固体表面特性、固体表面接触、摩擦学原理、材料磨损原理
、润滑原理、金属耐磨材料、陶瓷耐磨材料、高分子耐磨材料、复合材料、硬质合金、润滑油脂基础
油、成品润滑油脂、润滑油添加剂、表面淬火、化学热处理、电镀、化学镀、堆焊、热喷涂、气相沉
积、高能束表面改性等。
　　《摩擦学材料及表面工程》可作为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的研究生或高年级本科生教材
，也可供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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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碳化硅陶瓷的制备 碳化硅是典型的共价键结合化合物，加上它的扩散系数很低
，采用常规的烧结方法很难使其烧结及致密，必须通过添加助烧剂或采用特殊的工艺来获得致密的碳
化硅陶瓷。
主要的烧结方法有：①反应烧结法；②无压烧结法；③热压烧结法；④热等静压法；⑤重结晶法；⑥
聚合物分解法；⑦第二相结合法。
 4）碳化硅陶瓷的摩擦磨损性能 碳化硅陶瓷材料的摩擦学性能除了受载荷、滑动速度、空气湿度、润
滑条件、环境温度、气氛及对磨件的影响外，还受其制备工艺、元素或化合物掺杂、第二相粒子、气
孔率、颗粒尺寸等影响。
 热压碳化硅和烧结碳化硅陶瓷自配副在较干燥环境摩擦时，其摩擦系数一般较高，为0.8左右。
随着空气相对湿度的增大，摩擦表面生成的SiO2与H2O反应生成硅凝胶，由此使其摩擦系数降到0.25
左右。
在干燥环境下掺杂元素对摩擦系数影响较大，但相对湿度增大后，掺杂元素对摩擦系数的影响就很小
。
 在水润滑时，碳化硅陶瓷自配副摩擦系数进一步降低，为0.05，同时，摩擦系数随表面粗糙度的减小
而降低。
 随环境温度的增加，碳化硅陶瓷自配副摩擦系数有所增加，而且在600℃～800℃时表现出一定的自润
滑性，在载荷较低时，摩擦系数增加幅度较大。
 同样，载荷和速度对碳化硅陶瓷的磨损方式也产生影响，与氧化铝和氧化锆陶瓷相比，自配副碳化硅
陶瓷干摩擦由轻微到严重磨损的速度和压力（即PV值）较高，尽管在相同速度下其承载的压力较氧化
铝稍低，但在相同压力下碳化硅陶瓷承受的滑动速度最高。
 反应烧结碳化硅陶瓷由于其显微组织中存在游离硅和游离碳，由此使其室温自配副干摩擦系数相对较
低，在销盘式摩擦时为0.4～0.5，而且添加Ni后，由于摩擦表面NiO的生成，其摩擦系数随温度的升高
而降低；同样，反应烧结碳化硅的磨损率随温度升高而增加，但添加Ni后其增加幅度较低。
 此外，利用反应烧结方法制备多孔SiC，并浸渗CaF2，形成的RB—SiC／CaF2复合材料，在高温下自配
副摩擦时也表现出良好的自润滑性，其摩擦系数随温度升高而降低。
 然而，反应烧结碳化硅在水润滑自配副摩擦磨损时，尽管其摩擦系数可降到0.1，但比烧结和热压碳化
硅材料自配副的摩擦系数要高。
在不同液体介质润滑时，以pH=3的硝酸乙醇溶液润滑效果最好，摩擦系数可降到0.05以下，而且磨损
率也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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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摩擦学材料及表面工程》讲述了解决机械零件，特别是在苛刻条件下工作的零件的摩擦磨损问题，
对于节约能源、减少排放、改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和十分迫切的任务。
因此，需要对各种机械零件进行合理的摩擦学设计，采取三方面的措施（采用优质的耐磨材料，采用
合理先进的润滑材料，实施有效的表面工程技术）来减少或防止其摩擦磨损。
这三方面的技术本属于三个不同的学科，《摩擦学材料及表面工程》把它们综合起来，取名为“摩擦
学材料及表面工程”，尝试着使它成为一本综合性的解决材料摩擦磨损问题的通用教材，有助于相关
领域工程技术人员利用摩擦学知识有效减少工业生产中的摩擦磨损。
《摩擦学材料及表面工程》可作为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的研究生或高年级本科生教材，也
可供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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