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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离子表面冶金》

前言

磨损是常见的一种失效方式，世界-摩擦学会统计表明，摩擦损失了世界性一次能源的1／3～1／2，据
有关资料介绍，磨损给工业国家带来的损失可达国民生产总值的2％～8％。据我国冶金矿山、农机、
煤炭、电力和建材5个工业部门的不完全统计，每年仅由于磨损而需要补充的备件就达100万t钢材，相
当于1545~20亿元人民币。机械工业每年所用的钢材，约有一半是消耗在备件的生产上，而大部分备件
是因磨损导致使用寿命不高而失效的。由于磨损失效往往始于材料表面，因而采用先进的表面技术，
提高材料表面耐磨性能，对于我国坚持节约合金元素资源、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
值和实用价值。表面工程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3年，表面工程的概念首次由英国伯明翰
大学Tom Bell教授提出，同年英国伯明翰大学沃福森表面工程研究所建立，这是表面工程学科发展的
重要标志。1985年《表面工程》国际刊物创刊发行，1986年国际热处理联合会也改名为国际热处理及
表面工程联合会，这些都是表面工程技术在国际上迅速发展的标志。表面工程已成为20世纪80年代10
项关键技术之一，90年代又成为加强研究的9项科技项目之一，形成了跨多种学科的边缘科学。同样，
表面工程技术在国内也得到了迅速发展，1987年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建立表面工程研究所（学会性质）
，并于1988年11月在北京召开全国首届表面工程现状及未来研讨会。

Page 2



《等离子表面冶金》

内容概要

《等离子表面冶金:铬-钼高合金强化层技术》内容简介：利用表面技术提高材料表面性能，是近十几
年来提高钢铁材料耐磨性能的新型工艺技术。双层辉光离子渗金属技术是一种表面处理技术，是等离
子表面冶金领域中的核心技术。等离子表面冶金技术是在离子渗氮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等离子
表面冶金:铬-钼高合金强化层技术》对采用我国原创的、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表面冶金技术制备铬一
钼高合金强化层的工艺及其性能作了详尽介绍，对该领域的研究学习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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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晋勇，男，1962年生，工学博士，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曾先后主持、参加国家“
八五”科技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晶、广西区自然科学基金项晶、广西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
计划项晶、横向项晶等多项科研项目，其中2项获国家科技二等奖，1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从
事多年机械设计制造和等离子体表而治金研究工作。主要研究言向：机电产品制图及其产业化、金属
材料表面治金、轻合鑫的微孤氧化。近年来在中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其中30多篇被SXI、EI
收录。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2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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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根据经典的物质结构理论，一切宏观物体都是由大量分子或原子组成的；所有分子都处于永不
停息的无规则热运动中；同时，分子间还存在着分子力，这就构成了物质不同的聚集态。固体分子之
间的作用力比较强，因此它能保持一定形状，如果使固体分子获得足够的能量，比如对它加热使其温
度升高，则分子无规则热运动加剧，从而使固体分子间的约束减弱，分子间虽不会散开，但已不能保
持固定形状，这时物质由固态变为液态。在外界进一步提供能量的情况下，液体分子无规则热运动进
一步加剧，若分子力无法保持它们之间的平均距离，分子之间相互分散远离，分子的运动几乎是自由
的，这就表现为气态。如果再对气体提供足够的能量，当气体的温度足够高时，构成分子的原子也获
得足够大的动能，开始彼此分离，如果能量大到一定程度，一部分原子外层电子就会摆脱原子核的束
缚成为自由电子，失去电子的原子变成带正电的离子，这个过程就是气体的电离。发生了电离的气体
（无论是部分电离还是完全电离），称为电离气体。它虽然在某些方面跟普通气体有相似之处，但它
的组成比前者多了带电粒子，更重要的是在性质上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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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了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黄美发院长、杨连发副院长、学科办有关人
员、各位同仁的帮助和支持，得到了导师徐重教授、高原教授的悉心指导和亲切关怀。在此表示我最
诚挚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了太原理工大学表面工程研究所潘俊德教授、唐
宾教授、贺志勇教授、李忠厚教授、刘小平教授、范爱兰博士、赵晋香工程师和王建民师傅等及太原
理工大学有关单位和人员的支持与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了刘燕萍教授
、王建忠博士、隗晓云工程师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在此也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感谢北京印刷学院张
广秋教授、葛袁静教授、张跃飞博士和傅亚波硕士为本书编撰工作提供的便利和帮助。本书在编撰过
程中广泛地借鉴并吸收了国内外同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在此也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的出版得到了
科学出版社有关编辑人员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最后要感谢我的妻子、孩子和父母、姐妹以及所有
亲人对我的默默支持和无私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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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等离子表面冶金:铬-钼高合金强化层技术》是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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