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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磨损问题是建材水泥、冶金矿山和火力发电行业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也是生产和使用耐磨产品的企业
涉及生产成本和经济效益的关键因素。
解决磨损问题的关键是要对造成机械设备和零件磨损的原因和机理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了解解决磨损
问题的基本规律，然后采取合适的“对症下药”的措施。
材料磨损是一个复杂的并和多种因素相关的系统工程问题，它和材料本身以及机械设备的使用工况和
工作条件及对象密切相关。
所以，解决磨损问题不能光凭查阅材料手册采用普通的选用材料和方法那么简单和直接，它要充分地
考虑和了解实际的使用工况，经过科学的理论分析和实际试验，反复验证，才能获得良好的和最为经
济有效的效果。
解决磨损问题的方法无非是：正确和合理地选用合适的耐磨材料和改善零件结构和设计，采用经济而
有效的生产制造工艺，在可能条件下，选用合适的表面处理和强化手段，以获得最佳和最为经济和有
效的减磨效果。
近几十年来，我国广大的技术和研究工作者在材料磨损和摩擦学及表面工程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在引进、开发和自主创新新型耐磨材料和生产工艺方面有了许多丰富的成功经验和科学成果。
这些成果对促进我国耐磨材料行业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也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减少材料和
能源的消耗产生巨大的经济效果。
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建材水泥、冶金矿山和火力发电行业的高速发展促进了对耐磨产品的更高质量
和更大数量的需求。
随着我国进入WTO的新形势，国际市场对耐磨备件的需求也增加了进一步发展壮大耐磨材料行业的诱
惑力，一些国际大型耐磨材料生产企业来到中国，企图建立生产基地并寻求供应和合作伙伴，这种趋
势也促进了我国在耐磨材料方面研究和生产的发展。
因此，当前，耐磨材料的市场形势是非常有利的，但竞争也是不可避免的。
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我国在水泥这个领域中，从事耐磨材料产品的开发研究和生产的历史是最早的
。
最初，服务于该行业的耐磨材料生产工厂也最多，发展也最快。
由于这些研究和应用，在很多水泥工厂中所获得的节约能源和材料的实际效果也最为明显。
早在1984年，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磨损失效与抗磨技术专业委员会和当时的国家建材局装备技术总公司
就联合举办了多次球磨机磨球、衬板和齿板等典型耐磨产品的技术交流和评定会。
至今，我们累计已经召开了十届全国性的耐磨材料学术和生产经验交流会和几十次中、小型有关耐磨
材料和技术的专题会议。
2004年5月，经国家民政部批准，正式成立了中国建材机械工业协会耐磨材料及抗磨技术分会，并
于2005年7月和2007年5月分别在成都和郑州召开了第一届和第二届水泥工业用耐磨材料和技术研讨会
。
本书的出版就是在以上这些工作的基础土，认真总结了国內外在材料磨损和摩擦学及表面工程领域近
些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生产经验，特别是水泥行业和领域中实际应用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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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比较系统和全面地叙述了在水泥工业中的耐磨材料和技术以及它的应用实例。
第1章、第2章综合介绍了磨损在水泥以及其他工业中的重要性和它的基本理论；第3章介绍了典型的耐
磨材料和应用，其中包括各种耐磨铸铁和高、中低合金铸钢材料；第4章专门介绍了耐磨铸造产品的
生产技术、装备和质量控制；第5章、第6章介绍了一些实用的表面工程技术，包括工程陶瓷等。
第7章、第8章重点介绍了水泥工业中普遍存在的磨损问题以及典型零件的磨损控制技术应用实例。
最后，还列举了耐磨材料领域有关国内外技术标准，中、英文词汇对照。
本书由中国建材机械工业协会耐磨材料及抗磨技术分会和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磨损失效与抗磨技术专业
委员会负责组织编写，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相当的实用价值。
　　本书的读者对象为水泥工业及为水泥工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机械设备设计、耐磨产品生产厂家的
工程技术和经营管理人员；也适用于冶金矿山和火力发电等相关行业人员参考使用，并供从事材料磨
损领域和耐磨材料与表面技术方面的研究人员、相关专业的大专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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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4.1 耐磨铸件的特点在水泥工业使用的消耗量最大的、众多的耐磨件中，其生产制造工艺大多直
接采用铸造方法来成型，然后经过修整、热处理或机械加工出厂使用。
其原因是：大多数的耐磨件都有较高的硬度和脆性。
在一般情形下，耐磨件在铸造成型后，很难再通过锻造或其他方法重新进行塑性变形。
因此，铸造工艺和设备的选择以及质量控制就是保证生产铸造耐磨产品质量的重要前提。
由于历史条件和企业具体情况的差别，目前，我国生产耐磨铸件企业其生产的设备和选用的铸造工艺
有较大的差别。
应该指出：耐磨铸件的生产厂与一般的铸造工厂选用的铸造工艺和设备既有共同之处，但也有它本身
的特点和需要。
耐磨铸件生产的特点是：（1）耐磨铸件和一般铸件的材料品种不同，耐磨铸件的主要材料品种是：
高锰钢，中、低合金钢和各种合金白口铸铁和球墨铸铁；而一般的铸造工厂则偏重于生产普通的灰口
铸铁或者碳钢铸钢件。
（2）耐磨铸件的品种相对来说比较繁杂，一般都是设备运转中的易损件。
除了大量消耗的球磨机磨球和衬板这些耐磨介质外，其同一品种的批量并不大。
（3）大多数耐磨铸件要直接依靠铸造成型来保证其尺寸精度和表面光洁度，且有较高硬度和脆性，
难以机加工、焊接和校正。
（4）耐磨件的使用性能不仅和本身材料品种的生产技术和质量有关，也和用户的实际需求及使用工
况条件有关。
4.2 耐磨铸件材料品种的分类、化学成分及金相组织的选择4.2.1 耐磨铸件材料品种的分类耐磨铸件的
材料品种很多，可以按不同类型和用途进行广泛的分类。
例如，可分为：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耐磨铸件（铸铁磨球或铜轴瓦）；抗磨料磨损、摩擦磨损或腐蚀
磨损铸件（衬板或泵件）等；但实际应用较多的还是金属耐磨铸铁或铸钢件。
耐磨合金铸铁一般可分为：减磨铸铁、普通白口铸铁、低合金白口铸铁、镍硬铸铁及低、中、高铬合
金铸铁等；耐磨合金铸钢可分为：低、中合金钢；高锰钢；轴承钢和耐热耐磨钢等。
对于一些典型的耐磨铸铁和耐磨和合金铸钢的性能和特点已经在第3章中进行叙述。
这里只是就耐磨铸件化学成分和材料品种及金相组织的选择进行讨论。
4.2.2 耐磨铸件材料化学成分及金相组织的选择耐磨铸件材料的化学成分和显微组织与其机械性能密切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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