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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9745-2005/ISO 10062：1991

                          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ISO 10062;1991《人造低浓度污染气氛中的腐蚀试验》。

本标准作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 删除国际标准前言。

本标准附录A是规范性附录，附录B是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钢铁研究总院、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玮、柳泽燕、金明秀、吴增强、周晓亭、刘宝石、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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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本标准目的为：

    — 定义了在指定条件下在被一种或多种低浓度〔镇10-6（体积分数）〕气体污染的气氛中进行试验

        的一般方法。为避免试验中的凝结现象选择合适的温度和相对湿度；

    — 为获得尽可能好的重现性，定义了试验仪器和试验程序；

    — 在加速腐蚀试验条件下的性能评定；随着对操作条件认识的进步，可使用更适合的污染物或混

        合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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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造低浓度污染气氛中的腐蚀试验

    普告：安全措施：用于试验的有毒气体必须由专业化学人员处理或在他们指导下进行。

    试验设备必须由专业人员使用和维护，以保证试验的正确进行及操作人员的健康和安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一种在确定的温度和相对湿度条件下，在浓度不大于10-6（体积分数）的一种或多种

污染气体中，对有镀层或无镀层的金属材料试样或产品进行腐蚀试验的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

    — 金属及其合金；

    — 某种金属覆盖层（阳极性或阴极性）；

    — 某种转化膜（见附录B);

    — 某种阳极氧化膜（见附录B);

    — 金属材料表面的有机涂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6545 金属和合金的腐蚀 腐蚀试样上腐蚀产物的清除（GB/T 16545-1996, idt ISO

8407：1991）

    GB/T 14292 人造大气中的腐蚀试验 一般规程（GB/T 14292-1998,egv ISO 7384:1986)

    ISO 554 环境（和）或试验中的标准大气 一般要求

    ISO 558 环境和试验 标准大气 定义

3 试验设备

    应特别注意试验装置的设计和结构材料的选择，以使在整个工作空间中环境条件（温度变化小于

士i0C，相对湿度变化小于士3%）保持恒定，确保试验箱内无凝结现象和良好的重现性。

    设备可使用一种或多种混合污染气体如SOz ,H,S,C1：和NO,，每种气体应至少达到试验方法要求

的浓度。

    重要的参数如下：

    — 用于试验箱和气体控制系统的材料 ；

    — 试验箱的几何尺寸；

    — 气流的流速和气流结构；

    — 气体混合的均匀性；

    — 人射照明度（见A.1.6)0

    设备的组建需要依据附录A中的要求。

4 试验方法

4.1 试验条件

    在相关说明中给出的试验条件由以下各项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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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污染气体的类型、浓度和流速；

    — 温度；

    — 相对湿度；

    — 暴露时间。

4.1.1 推荐的试验方法

    — 方法A:

        污染气体 S02= (0. 5士0.1)10-6（体积分数）

        温度 （25士D *C

        相对湿度 （75土3)％

    — 方法B:

        污染气体 HZ S= (0. 10士0.02)10-6（体积分数）

        温度 （25士1) C

        相对湿度 （(75士3)%

    — 方法 C:

        混合污染气体 SO：二（0.5士0.1)10-6（体积分数）

                          HZS二（0.10士0. 02)10-s（体积分数）

        温度 （25士1)0C

        相对湿度 （(75士3) %

    — 方法D:

        混合污染气体 HZ S= (0. 10士0.02)10-s（体积分数）

                        so,＝(0.20士0. 05)10-'（体积分数）

                        Cl, ＝(0.020士0.005)10一6（体积分数）

        温度 （25士1) C

        相对湿度 （(75士3)

    注1：由于方法 A,B,C,D的腐蚀性不同，因此由这些方法得到的结果不具有可比性。

    注2：根据将来的要求，也可能加人其他方法。（例如增加相对湿度比率）

4.1.2 试验时间

    每种试验方法总的试验时间取决于试验的目的、金属和合金的特性及试验的防护方式。

    推荐的暴露周期为24 h-48 h-96 h-240 h-480 h-720 h和2 160 h,
4.2 试验前试样的处理（见第5章）

    相关的技术条件可能要求对试样进行预处理，例如表面进行化学或机械清洗。

4.3 试验前试样的检验

    根据相关的技术条件对试样进行测量（见ISO 7384)0

4.4 试样的放置

    试验箱内试样的放置应满足以下条件：

    — 对于薄而平的试样，几平方厘米的整个表面不应超出污染气体浓度变化的临界水平；

    — 试样应根据相关技术要求放置于试验空间中。

    应注意放置试样使它们彼此不接触且不与试验箱内壁接触。试样之间不彼此阻碍与试验气体的接

触。试样应均匀地置于试验空间中。

4.5 试验步骤

4.5. 1 计算的甚本原理

4.5. 1. 1 暴露时间

    从试样放入试验箱到试验结束之间的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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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于标准方法，表示为t3一ti f（见图1);

    — 对于简化方法，表示为t3-t2 f（见图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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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装人试样； B-— 装人试样；

    4 温度恢复。 is - 温度恢复。

                图 1 标准方法 圈2 简化方法

4.5.1.2 试验持续时间

    试样暴露在污染气体中的时间间隔：

    — 对于标准方法，表示为t3一t2（见图1);

    — 对于简化方法，表示为t3一t5 f（见图2),

4.5.2 标准方法

    试样和试验箱的条件应是试样放人试验箱时，在试样表面不出现凝结现象。

    试验箱中的温度和相对湿度应调节到与规定方法要求一致（见4.1.1和Al. 4) o

    推荐温度调节时间至少间隔1 ho

    污染气体应同时导人潮湿气流中并且它们的浓度应调节到试验方法规定的值。在调节期间，不能

超过规定的最大浓度值（见4.1).

    污染气体的浓度应至少稳定1 ho

    试验时间应根据4.5.1测量。

    在试验的最后，应停止污染气体的导人并且试样应在没有污染气体的潮湿气流中保存2 ho

4.5.3 简化方法

    试验箱中的条件能够保持稳定，而且能够做到迅速导入污染气体保持条件不变化，恢复时间也非常

短，大约1 h,

    试验时间应根据4.5.1测量。

    在试验的最后，应停止污染气体的导人并且试样应在没有污染气体的潮湿气流中保存2 h,

4.6 试验过程的监控

    为了监控每次试验试验箱的工作状况，应将合适的金属控制试样（铜或银）与试样同时放人试验空

间中，并且评定这些控制试样的腐蚀作用（其他试样如：铜、银、镍和铜基镀金）。

    注3：控制试样的制备和评定方法尚在探讨中。

4.7 试验后存放

    试样应从试验箱中取出并且存放在ISO 554和ISO 558中所规定的标准条件下。应考虑在试验后

的存储过程中试样的反应。

5 相关技术说明

    相关技术说明中应提供如下信息：

    a) 本标准号；

    b) 试验条件和试验周期；

    。） 如要求，试验前对试样进行预处理；

    d) 试验前试样检查报告；

    e） 腐蚀效应评定和试验期间及试验后试样目视检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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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果评价

    评价有尤保护的金属和合金的耐腐蚀性能有很多的标准，例如：

    a） 试验中试样表面的变化；

    b） 基体金属或覆盖层开始出现局部腐蚀的时I司：

    c） 腐蚀点的数量、深度及分布；

    d) 质量的变化（见GB T 165-10:

    e) 尺寸的变化（特别是厚度）：

    f） 力学的、电学的、光学的和其他性能的变化。

7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试验的目的；

    b) 本标准号及所选用的方法（A,B,C或D) ;

    c) 所使用的试验试样和控制试样的标识和描述，如（化学成分，形状和尺寸，处理方法：化学的、热

        的、机械的，覆盖层类型及其厚度）；

    d） 试验试样的已知特性；

    e) 暴露周期：

    f） 试验时间；

    9） 试验过程中试样放置方式和固定材料；

    h） 试验后试样表面的腐蚀变化的评定结果，包括描述性和等级评定，也可附上试样照片；

    I） 控制试样试验前后的比较；

    J) 试验数据。

    如果需要的测量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可以延长在恢复条件下的保存时间，这个延长时间需在

试验报告中注明。

    根据试验的目的和描述试验结果所选择的判断标准，试验报告中司包含其他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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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中所用设备的技术要求

A.！ 试验箱

A.1.1 材料

    应对下述内容采取补允性保护措施：

    一一气体和蒸气的吸附和解吸作用：

    一 试验气氛对试验箱的腐蚀作用

    这要求 ：

      一 试验箱的内壁和部件应用惰性材料制造。巨例如玻璃或聚四氟乙烯（PTFE>];

    一 所有观察窗11应用聚四氟乙烯（PTFE）或玻璃制造；

          与污染气体接触的学管、阀门和塞子最好用惰性材料制造；

    －－一 衬垫和封「！应采用惰性材料（例如氟橡胶）。

    注：可以采用其他材料．但应考虑吸附或解吸现象

A. 1. 2 设计

    试验箱的设士十应避免在任何位置产生凝结现象并考虑到内壁和装置容易彻底清洗。

    试验箱的体积应不小于。．I  R1。

    工作空间中温度变化不大于十I,(，相对湿度变化不大f士3％0

A. 1. 3 压力密封

    试验箱应安装合适的气密封日。以使试验条件得以维持和控制。

A. 1. 4 试验气体

    应控制试验箱内气体的流速，试验气体流过试验箱应保证整个试验空间中的条件均匀性。

    这个流速应充分保ill'试验箱内气体每小时变换 二次。

    试验气体最好从试验箱底部通人，从顶部排出 开日处应安装合适的隔挡板，以确保试验空间中所

要求的恒定试验条件

    从试验箱中排出的试验气体的收集应符合法定安个标准。

A. 1. 5 取样点

    分析试验气体的取样点（见、、劲选在试验空间中靠近出、人[=7的地方。通过检查确保在污染气体

通过工作空间时的浓度（体积分数）一卜降不超过 ｝。旦勺

    应尽可能的避免监测试验气氛的上们线 卜的凝聚或吸收价用，因为这不利于测量。

A. 1. 6 照明强度

    试验箱不能直接暴露在阳光六＿射下、在试验箱内暴露表面［任何点测量的照明强度（E3光、白炽灯

或荧光4）不应超过3。。勒（克斯）

A. 2 试验气体的生成

A. 2. 1 一般要求

    试验气体是由连续不断地往潮湿空气流中通入足够F }3的污染气体以达到要求浓度的方法得到的

气体的混合通常需要一个棍介管或混合室

    干燥的污染气体和潮湿的空气应在通人试验空间前进行混合。

                                                                                                                                                                                                                                    J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GB/T 19745-2005八5010062：1991

A.2.2 潮湿大气的生成

    潮湿大气通人试验箱时其温度和相对湿度应在规定的公差范围内。小水滴或悬浮微粒不能进人试

验箱。使用的空气应在由活性炭或分子过滤器（尺寸0. 5 nm）和粒子过滤器过滤和提纯后从压缩汽缸

中排出或用干燥泵抽出获得。这个系统应被很好地控制。

A. 2.3 污染气体

    污染气体应尽可能的纯净，要求的污染气体的浓度可由装有纯污染气体和惰性气体（如氮气）的混

合气体的压缩气缸获得，也可以使用装液体或气体的渗透试管。气体应不含有可能会影响腐蚀过程的

杂质。

A. 3 检查和控制

    温度、相对湿度、气体流速和污染气体浓度参数应控制在指定范围内。

A. 3. 1 温度和相对湿度

    温度和相对湿度应在工作空间中测量。

    测量温度和相对湿度的仪器响应时间应小于30 s,

    特别推荐这两个参数应连续记录。

    传感器要不断校准，因为它有可能会受污染气体的影响。

A. 3.2 试验气流

    通过试验箱的混合物气流应保持恒定。有必要用浮球流量表或其他合适的流量表对气流连续

监控。

A. 3.3 污染气体的浓度

    分析的方法应允许连续的或周期性的（至少每天一次）对混合气体浓度进行测量，以控制这些参数。

A. 3.4 操作

    试验装置应能使试验不中断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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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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