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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首先从理论上论述了固体表面的晶体构造、理化特点以及表面强度等问题；然后就表面工程中10
个
大类表面技术的原理、工艺特点、应用领域进行了论证和说明；最后介绍了表面工程中常用的一些分
析和测试
方法。
本书适当地加强了理论性，突出了先进性，对于近一二十年来世界上出现的或迅速发展起来的表面工
程新工艺、新成果都作了必要的论述。

本书主要供高等院校本科生或研究生作为教材使用，适用于材料科学与工程、机械制造、能源动力、
化学
工程以及其它与表面处理有关的专业，对于从事表面处理工作的科技人员也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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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3 离子注入改性的一般机理
13－5－4 离子注入的极限浓度
13－6 离子注入技术的应用
13－6－1 离子注入技术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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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2用离子注入改变材料的摩擦磨损性能
13－6－3 离子注入对疲劳性能的影响
13－6－4 离子注入在腐蚀工程中的应用
13－6－5 离子注入――研究合金基础理论的工具
13－6－6 离子注入发展动向
13－7 电子束技术
13－7－1 电子束对材料表面的作用
13－7－2 电子束加热和冷却
13－7－3 电子束表面改性
思考题
第14章 表面分析与测试
14－1 表面分析
14－1－1 表面分析的一般概念
14－1－2 表面分析方法概述
14－1－3 探针与材料表面的相互作用
14－1－4 表面成分分析技术
14－1－5 表面结构分析技术
14－2 表面机械性能测试
14－2－1 表面硬度的测试
14－2－2 结合强度的测试
14－2－3 膜层残余应力的测量
14－2－4 耐磨性能试验
14－2－5 膜层脆性测试法
14－3 表面物理性能测试
14－3－1 表面粗糙度的测试
14－3－2 膜厚的测试
14－3－3 耐热性能测试
14－3－4 绝缘性能测试
14－4 表面化学性能测试
14－4－1孔隙度测试
14－4－2 耐腐蚀性能测试
思考题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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