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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摩擦磨损与耐磨材料》共分9章，主要介绍了金属表面的特性、接触表面之间的相互作用、摩擦磨
损过程中金属表层的组织结构变化；各种摩擦磨损机理及影响摩擦磨损的内外因素；摩擦磨损的测试
方法和材料磨损失效分析；各种耐磨材料的成分、组织、性能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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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分子理论（分子说） 早在1734年，在凹凸说占统治地位时，英国物理学家德萨古
里埃（J.T.Desaguliers，1683～1744）就在其著作《实验物理学教程》中提出产生摩擦的主要原因，在
于两摩擦表面间的分子引力的相互作用，主张接触面越光滑，表面分子间作用力越大，摩擦力就越大
。1929年G.A.汤姆林逊（Tomlinson）提出了摩擦的分子理论，他根据晶体晶格内原子间作用力的性质
，推导出摩擦系数与实际接触面积成正比，与法向载荷的立方根成反比。 汤姆林逊的假说是，在平衡
状态时，固体原子间的排斥力和内聚力相中和。但是，当两物体接触时，一个物体内的原子可能和第
二个物体的原子足够靠近以致于进入斥力场中。在此情况下，两表面分开就会造成能量的损失，并以
摩擦阻力的形式出现。 捷里亚金根据分子理论，将分子力和外力当作摩擦表面相互作用的力，得出
F=f（L+ArP分） （2.2） 式中，F为摩擦力；L为法向载荷；f为摩擦系数；Ar为实际接触面积；P分为
单位实际接触面积上的分子力。 3.机械理论 1939年苏联学者克拉盖尔斯基提出了分子一机械摩擦理论
，他认为摩擦力不仅取决于两个接触面间分子的相互作用力，而且还取决于因粗糙面微凸体的犁沟作
用引起的接触体形貌的畸变（可逆的或不可逆的）。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发生在可触及到固体表层几百
微米的深度；机械相互作用的过程发生在固体本身厚度为几十微米或更厚的各层中。由于这两个过程
发生的部位不同，因此根据该理论，摩擦力等于接触表面上的分子阻力和机械阻力之和，即 F=F分+F
机 （2.3） 式中，F为总摩擦力；F分为摩擦力的分子分量；F机为摩擦力的机械分量。 分子分量和机械
分量所占的比率取决于载荷、表面粗糙度和波纹度、材料的机械性能、摩擦副的分子特性以及接触条
件。它们的比值可在很大范围内变化，当表面粗糙度提高或载荷增大时，机械分量增大；流变性能表
现得越突出，则机械分量越大；对于十分光滑的表面，其变形分量很小，机械分量可以忽略不计。 克
拉盖尔斯基具体分析了在切向移动时接触点在机械作用或分子作用下而破坏的五种形式（也称结点的
破坏），如图2.1所示，其中上面的微凸体硬度高于下面。前三种形式主要是由于机械作用所致，后两
种则主要是分子间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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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摩擦磨损与耐磨材料》可作为高等院校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教材及参考
书，也可作为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大专院校教师和科技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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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写的比较泛泛，可作为一般教材。
2、第一本与我研究方向相关的书籍类文献⋯⋯暂不知道如何评价，但作为一本导论我觉得还是挺不
错的。至于四星是随便打的╮(╯▽╰)╭

又抄了一遍评论，我果然是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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