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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17899—1999《不锈钢点蚀电位测量方法》,与GB/T17899—1999相比,除结构

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范围(见第1章,1999年版的第1章);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
———增加了原理(见第4章);
———增加了避免缝隙腐蚀的方法说明(见5.4、附录A.1和A.2);
———更改了最低溶液体积与试样面积之比(见5.5.5,1999年版的6.1);
———更改了参比电极(见5.7,1999年版的第5章);
———更改了试样的准备(见7.2.1,1999年版的3.6);
———更改了试验溶液的配制(见7.3,1999年版的第4章);
———更改了溶液除氧试验步骤(见7.4.3,1999年版的6.3);
———更改了电位扫描速度(见7.4.3,1999年版的6.4);
———更改了试验结果的观察(见7.6.3,1999年版的6.5);
———更改了平行试验数量(见8.1,1999年版的3.8);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15158:2014《金属和合金的腐蚀 不锈钢在氯化钠溶液中点蚀电位的动电位

测量方法》。
本文件与ISO15158:2014相比做了下述结构调整:
———增加第2章、第3章,将原第2章~第7章顺序调整为第4章~第9章。
本文件与ISO15158:2014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增加了“推荐N2 或Ar的纯度在99.99%以上,以获得较低的初始自腐蚀电位Ecorr,并且在整

个试验过程中一直通气除氧。”原因是除氧环节重要(见7.4.3)。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用资料性引用的GB/T40299代替了ISO17474(见5.7.2);
———增加了注(见5.7.2);
———用资料性引用的GB/T40796代替了ISO14802(见8.2)。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8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材料研究所、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钢铁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

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青拓集团有限公司、株洲时代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光福、侯捷、丰涵、纪开强、孙晓光、姜美雪、田子健、宋志刚、王睿、李倩、施黎明、

黄亮。
本文件于1999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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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虽然不锈钢作为一种耐腐蚀材料而广泛使用,但它容易发生点蚀、缝隙腐蚀、应力腐蚀开裂等。其

中,点蚀是不锈钢表面最常见的腐蚀现象之一。评估不锈钢点蚀抗力的一个常用参数是所谓的点蚀电

位,它定义了最低电位,认为稳定的点蚀坑在该电位以下就不生长。通常,点蚀受尺寸、取向、合金成分、
杂质、夹杂物、偏析、表面处理、热处理史、使用时间和环境波动等因素的影响而显示出随机性,因此它的

测量至少需要两个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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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和合金的腐蚀 不锈钢在氯化钠
溶液中点蚀电位的动电位测量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在动电位控制下测定不锈钢点蚀电位的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不锈钢(奥氏体、铁素体·奥氏体、铁素体、马氏体不锈钢)点蚀电位的测量。
与采用恒电位的测试方法[1][2]相比,本方法的主要优势在于测试的快速性,使用该方法在一次电位

扫描中即可测得点蚀电位。
本文件测得的点蚀电位可以作为性能的一个相对指标,例如用于比较不同批次不锈钢的相对性能。

本文件阐述的试验并非旨在测定真实服役条件下实际点蚀确实发生与否的点蚀电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原理

该测试将试样暴露在恒定温度下规定浓度的氯化钠溶液中,以指定的扫描速率增加其阳极电位。
点蚀电位(V'C10或V'C100)定义为电流密度超过10μA/cm2 或100μA/cm2 且达到60s以上时的电

位[3]。60s的延迟是为了确保观察到的电流增大来自于点蚀的稳态发展,而不是亚稳态点蚀引起的短

时电流峰值。
试样架和试样本身的设计要确保不会发生缝隙腐蚀。

5 试验装置

5.1 恒电位仪

恒电位仪应能将电极电位控制在给定值±1mV范围内。

5.2 电极电位测量仪

电极电位测量仪应具备高输入阻抗足以消除测量时由仪器带入电流而导致的电位读数误差,典型

阻抗是1011Ω~1014Ω数量级。仪器的灵敏度和精度宜足以检测到1.0mV的电位变化。

5.3 电流测量仪

回路中的电流是通过测量一已知电阻上的电位降计算得出的。许多恒电位仪内部集成了这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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