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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过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对电镀技术所应概括的内容，并不十分明确。
若从字面的含义看，电镀自然应当是通过金属在器件表面上的电沉积，形成能满足各种需求的覆盖层
的工艺。
但在早期出版的各类电镀教材、专著、手册中，不仅可将化学镀、金属的化学氧化与电化学氧化、磷
化、电泳涂装、金属的电抛光等在原理上与电镀有一定关联的工艺包括在内，而且还会涉及热浸镀、
真空镀、机械镀等在应用上与电镀密切相关的技术。
这表明电镀的包容性还是相当大的。
因此，过去国内外学者在编写电镀书籍和手册时，常会被它应限定的范围所困扰。
不过近些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一些原来依附于电镀书籍中作为一章的重要课题，均已能
独立成书，当然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们从2002年开始组织编写与出版《实用电镀技术丛书》。
当时选定的各分册，主要是针对与金属表面上通过电化学反应而形成的各种镀层有关的内容。
这也正是电镀领域内应用面较广，且为众多从业人员十分关心的一些问题。
丛书在陆续出版的过程中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对已经出版的书踊跃购买，先睹为快；对尚未出版的，则是不断催问，希冀早日面市。
此外，还有不少人感到原来的出版计划尚不能完全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迫切要求能在更广阔的范围
内组织编写更多的在工艺上颇具特色，在生产上应用价值很高，而市场又不多见的一些专业书籍。
本丛书的第二批就是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顺利出台的。
我们希望经过认真筛选的《实用电镀技术丛书》第二批出版的各分册，也能像第一批那样，在推动电
镀科技发展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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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铸是用金属电沉积的方法制备产品的一种特种加工工艺，主要用于某些特种产品的成型。
《电铸原理与工艺》对电铸技术的特点及其应用、需电铸的金属制品设计、芯模的设计与加工、多种
金属和合金及复合材料的电铸工艺与性能、电铸质量控制与电铸层性能的检测、电铸设备及工艺装备
均作了详细的叙述，并对多种电铸产品的实例进行了介绍。
　　《电铸原理与工艺》是一本内容十分丰富的专业书籍，对从事电铸制品设计与加工的工程技术人
员在日常工艺维护、新产品及新工艺的开发方面具有极强的指导作用，也可供大专院校中从事材料腐
蚀与防护、应用电化学专业方向研究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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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电铸工艺的特点1.表面细微特征的复制能力特别强由电铸工艺过程可知，电铸层紧贴在
芯模表面以原子直径的尺寸（亚纳米级）逐渐堆积、向外生长，故它能准确复制出芯模表面精度达到
纳米级的细微特征，因此，当将电铸层与芯模分离后，即可得到粗糙度与芯模相当、纹理相反的镜像
表面，这就是电铸技术最基本的、也是最典型的工艺特点。
这一特性已被广泛用于印刷制版、光盘模具及光学部件的加工中。
光盘表面用于记录信息的沟槽，其宽度为0.4μm，深度为0.12μml。
除对表面粗糙度要求极高的光学部件外，这一特有的复制能力还被应用于部分采用传统技术无法加工
的零件制备上。
如波导管、文氏管等对内表面的尺寸及精度要求较高、同时内表面直径小的零件，采用传统加工技术
无法加工，无法使内表面尺寸及精度达到要求。
如果采用电铸技术，可使难以实施的内型面加工转变为容易实施的外型面加工。
其加工过程如下：先加工一个外表面的形状、尺寸及精度与波导管、文氏管内表面完全一致的芯模，
再利用电铸技术在芯模的外表面上制备厚度超过图纸要求的电铸层，也就得到了内表面的形状、尺寸
及精度与芯模外表面完全一致的电铸层，然后按照图纸要求对电铸层外表面进行机加工，最后将芯模
退除，即获得内表面尺寸及精度均符合要求的高品质的产品。
2.生产周期及成本电铸层是金属原子一层层逐渐堆积而成的，其生长速度与所使用的电铸工艺参数（
如溶液温度及pH值、阴极电流密度等）有关。
适当提高阴极电流密度可以提高电铸层的生长速度，但阴极电流密度的提高受电沉积过程三个因素的
限制：金属离子从溶液本体向阴极表面迁移的速度、金属离子在阴极表面的还原反应速度、离子还原
后在阴极表面的迁移和晶粒成核及晶粒长大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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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铸原理与工艺》：实用电镀技术丛书(第2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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