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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化学镀方面的书籍、文章越来越多，读者阅后给本刊来信反映不少问题。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
我国化学镀权威、本刊编委、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姜晓霞女士。 

记 者：读者反映按照文献上介绍的化学镀配方施镀效果不好是什么原因？ 
姜晓霞：我在贵刊 2001 年第 1 期中撰写的“如何正确认识化学镀镍高新技术－兼论目前国内化学镀

镍市场的一些问题”一文中已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技术绝窍通常都不公布，如微
（痕）量添加剂的种类及用量等。即使有了最佳镀液配方，如果不掌握 pH值、温度、装载比、搅拌、 补
加等工艺同样也镀不好。有些人根据文献公布的资料一试验不好用，就自己动手研究，可是等他的成果出
来时发表的文章别人照样无法实用。这就造成了重复研究、浪费资金，而对科技进步的贡献甚微。对于化
学镀的使用单位我建议购买已经商品化的化学镀镍液，不仅镀液质量能得到保证，在工艺上也能得到厂家
的具体指导，一些高性能的新型化学镀品种则让有实力的公司、研究单位去研究开发，这是今后的发展方
向。 

记 者：请您谈谈读者如何阅读和评价化学镀方面的报导？ 
姜晓霞：简捷地说就是把握实用性和创新性。化学镀近 20 年发展很快，许多镀种和工艺已经成熟。

但是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与工业应用往往有很大距离。目前，在各类期刊，甚至实用性很强的刊物上发表的
文章，尽管声称其镀液、工艺如何成熟，甚至可以商品化，除非您自己从实践中加以验证，才可以判断其
是否可以实用。市场上大量的广告资料也要认真对待，应剔除一些包装宣传用语，从科学实践的角度来认
识，以免上当受骗。21 世纪化学镀发展首先是从环境保护出发，要求在镀液中不含Pb、Cd等重金属离子
及含有Cr6+的钝化液，这对传统化学镀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此在创新性方面还应表现在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尽量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在Al、Mg、不锈钢等难镀金属上施镀、多元系化学镀及复合镀，除镀
Ni、Cu外的其它品种也都是研究开发的热点。至于理论上的成果应当对化学镀的研发及生产实践有指导意
义。 

记 者：读者常问什么情况下选用电镀，什么情况下选用化学镀？ 
姜晓霞：这个问题要视被镀零件的工况要求和施镀条件具体分析，但是熟悉和掌握化学镀与电镀二者

的特性是最基本的。化学镀与电镀工艺相比具有以下特点：① 镀层厚度非常均匀，分散力接近 100 %，
几乎是基材(工件)形状的复制，因此特别适合对形状复杂的工件如腔体件、深孔件、盲孔件、管件内壁等
表面施镀，电镀法因受电力线分布不均匀的限制是很难做到的。化学镀镀层厚度均匀、又易于控制，表面
光洁平整，一般均不需要镀后加工，适宜做加工件超差的修复及选择性施镀；② 通过敏化、活化等前处
理，化学镀可以在非金属(非导体)如塑料、玻璃、陶瓷及半导体材料表面上进行，而电镀法只能在导体表
面上施镀，化学镀成为非导体材料电镀前做导电底层的方法；③ 工艺设备简单，不需要电源、输电系统
及辅助电极；④ 化学镀是靠基材的自催化活性才能起镀，其结合力一般均优于电镀。不过，电镀工艺也
有其不能为化学镀所代替的优点，首先是可以沉积的金属及合金品种远多于化学镀，镀积厚度较大，其次
是价格比化学镀低得多，工艺成熟，镀液简单易于控制。读者可视施镀工件具体要求，必要时联合使用两
种方法以降低成本和提高镀层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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