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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镀行业有三大特点：第一，是中性行业；第二，理论性强，第三，现场突发性异常事件多。
笔者经过二十多年的电镀现场工作实践和研究得出结论：今天的电镀行业，需要的是懂技术的管理者
。
电镀工程师具备比较高的专业水平，具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显得非常重要。
但由于目前电镀行业的发展受到商业化炒作的影响日益严重，部分年轻的电镀工程技术人员对电镀工
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例如在电镀添加剂等方面，他们知道的仅局限于商品的代号(如A、B、C等），这不利于工程技术人员
水平的提高。
本手册的编写和出版就是为了帮助电镀工程师，特别是年轻的电镀工程师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企业
的技术管理水平。
本手册将从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高度出发，既着重理论知识的阐述，又导入大量的实际运用的电镀工
艺、电镀材料、电镀设备以及管理理念等方面的实例，来规范和引导电镀工程师建立正确的行为准则
。
在学习和熟练应用各个知识点的同时，使自己得以提高。
作为工程技术管理人员，电镀工程师必须具备三大素质：工艺技术、管理理念和工作方法。
本手册将在第1章对此特别予以阐述，这一思想实际上也贯穿于全手册之中。
为了便于读者查阅，本手册在结构设计时，充分考虑到作为工具书的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希望
给读者提供一本全面的、实用的专业书籍。
要特别强调的是，本手册所列举的规章制度、工具表格、标准作业指导书和管理程序等，基本上是以
相关国际质量标准认证所要求的基本格式为模板来进行编写和设计的。
这将为电镀工程师在实际工作中制作生产文本时，提供范本。
希望读者结合自身工作的实际情况，把本书中的理念、方法和资料充分、灵活地应用到电镀实践中，
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员工的素质，促进电镀事业的发展。
但切忌生搬硬套!笔者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实践，又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来编写本手册。
希望本手册能成为电镀工程师、电镀企业管理人员的指导用书。
本书也可以作为大专院校师生、电镀企业员工的教学和自学的辅助资料。
当然，书中可能存在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谢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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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镀工程师不但要掌握扎实的电镀工艺基础知识，而且要对电镀工艺管理有清晰的理念和适当的
办法。
《电镀工程师手册》着眼于电镀工程师的日常工作，除了简明地阐述电镀的化学和电化学原理、电镀
设备以外，重点对电镀生产中常用的电镀工艺流程、电镀标准作业方法、电镀生产管理方法进行了系
统的梳理和介绍，使得电镀工程师在实践中能够明确方向，明确方法。

　　《电镀工程师手册》是电镀工程师和电镀生产企业管理人员不可多得的工具书，也可以作为电镀
高级技术工人培训和电镀专业师生学习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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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无极，电镀高级工程师。
在电镀的生产、技术和电镀企业的全面的管理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精通各镀种的电镀工艺，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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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过《电镀工程师手册》、《电镀企业的数据化管理》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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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择优取向外延终止时，首先生成一定数目的孪晶，而后沉积变成具有随机取向
的多晶体沉积层。
在多晶体生长的较后阶段，沉积层趋向于建立一种占优势的晶体取向，即结晶的择优取向。
它可以用织构来描述。
织构是沉积金属在结构上的又一特征，它是在结晶过程中出现时，晶体学位向呈某种有规律排列的现
象。
影响沉积层织构的因素很多，主要是溶液组成、电流密度、温度及基体金属的表面状态的影响。
有人指出主要有两种取向生长：层状生长即显示出平行于基体的主要表面；外向生长即最集中的晶位
取向显示出垂直于基体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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