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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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实用电镀技术丛书》（第二批）的一个分册。
    贵金属和稀有金属元素具有优异的物理化学性质、电学性能、高催化活性和强配位能力。
本书详细介绍了金、银、铂、钯、铑、铱、锇、钌等贵金属和稀有金属及其合金的实用电镀技术，其
中对镀金及金合金更是作了详尽的介绍，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书中内容包含作者的经验积累、最新的发展趋势以及近年专利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适合从事装饰性电镀生产技术人员、表面处理教学与科研人员使用，也可作为大专院校表面处理相关
专业教学的参考用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贵金属和稀有金属电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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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器等的电镀银    三、高速局部电镀银  第五节　无氰镀银  第六节　镀银合金  第七节　镀银的故障处
理    一、含氰镀液（通常为挂具镀银）的光亮镀银故障    二、高速镀银的问题、原因及其对策  第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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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镀铱及镀*第七章　电镀钌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贵金属和稀有金属电镀>>

章节摘录

　　第一章　镀金及金合金　　第一节　概述　　1800年，意大利Lugi V.Brougnatell教授发明了镀金技
术。
在此之后的100多年间，欧洲盛行电镀镍、铜、黄铜，仅少数电镀厂为了满足少数富人的需求而进行钟
表、随身装饰品、金属餐具等的镀金。
与此同时，美国进行的主要是与宝石精细加工有关的镀金。
　　1913年，Frary建立了比较全面的电镀金体系，开创了现代电镀之先河。
　　1950年，E.C.Rinker最早开发了在镀金电镀液中添加微量银的光亮电镀金技术。
　　随后，以有机酸为基础液的酸性镀金电镀液被开发，并得以大量应用。
　　1952年，E.A.Parker开创了氰化金（Ⅰ）钾的应用，报道了在氰化金（Ⅰ）钾电镀液中添加弱有机
酸（如柠檬酸、酒石酸等），其与碱性铵盐产生部分中和反应，能使电镀液在pH一3时仍处于稳定状
态。
　　1959年，E.C.Rinker公开了pH 3～5范围的酸性镀金技术。
　　之后，吨镀金技术得到了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其中包括析出原理、物理化学性质的解析等。
　　随着现代化工业生产日益扩大的需求，许多应用性镀金技术不断趋于成熟和实用化。
　　一、镀金液的种类和特性　　镀金液可分为氰化镀金液、无氰镀金液，如表1—1所示。
表1-2为各类镀金液的特性。
　　二、镀金用金的化合物　　金的化合价有很多，其中3价化合物最稳定，其次为2价化合物，5价化
合物易分解。
1价金在水溶液中有数个稳定的配体，如典型的二卤金（Ⅰ）酸配位体盐、二氰金酸配位体盐、硫代
硫酸根合金（Ⅰ）酸盐等，其中氰化物非常稳定，稳定常数K=4×1028。
因此，金的1价和3价化合物使用得最多、最普遍，而2价和5价化合物也不断被人们了解及应用。
　　到目前为止，氰化金（Ⅰ）钾是使用得最多、最普遍的镀金用主盐。
近年来，氰化金（Ⅲ）钾和亚硫酸金（Ⅰ）钠镀金液也被较多地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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