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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ＳＯ４５４３：１９８１《金属和其他无机覆盖层　储存条件下腐蚀试验的一般规则》（英

文版）。

本标准等同翻译ＩＳＯ４５４３：１９８１。为便于使用，本标准作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用“本标准”代替“本国际标准”；

———取消国际标准的前言，重新起草了本标准前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１３７７—１９８９《金属和其他无机覆盖层　储存条件下腐蚀试验的一般规则》。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１３７７—１９８９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本标准增加了“目次”；

———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等同采用原则，根据ＩＳＯ４５４３：１９８１重新编辑标准文本；

———本标准将 ＧＢ／Ｔ１１３７７—１９８９第２章“试验目的”改为“引言”，并等同采用ＩＳＯ４５４３中

“引言”；　

———本标准对ＧＢ／Ｔ１１３７７—１９８９第３、４、５章的顺序和部分内容有所调整，并对部分内容作了修

改，使表达更完整明晰。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金属与非金属覆盖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马鞍山市鼎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艳、李志、王亚平、史志民、刘翼鲁、唐成宽、童凯。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１３７７—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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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进行储存条件下的腐蚀试验，其目的在于：

ａ）　评价不同的保护覆盖层在特定的储存条件下的耐腐蚀性能；

ｂ）　比较两种或多种保护覆盖层的耐腐蚀性能；

ｃ）　确定保护覆盖层的种类、最佳厚度以及保护包装的类型；

ｄ）　探索在给定的试验室试验条件下和储存条件下试验结果的相关性。

本标准包括涂覆试样的暴露对储存中所遇腐蚀因素的作用和对试样进行定期的观察。

储存室的腐蚀性取决于大气的温度和湿度，以及在特殊小气候下经常、定期或偶然变化的其他环境

因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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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和其他无机覆盖层

储存条件下腐蚀试验的一般规则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加热和不加热、有控制或没有控制气候参数的储存室中，金属和其他无机覆盖层的

腐蚀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金属、金属覆盖层、转化膜和其他无机覆盖层及它们的保护性包装或无保护性包装的

试样和试件。

２　试样

２．１　类型

可采用下述类型的试样：

———专门制备的、镀（涂）有受试覆盖层的试样；

———带有覆盖层的试件或零部件。

试样和产品零部件有或没有保护包装，以及有或没有暂时性保护层，由试验目的决定。

２．２　形状和尺寸

为使边缘效应引起的误差减至最小程度，并使其受到有代表性的腐蚀，试样的表面面积应尽可能

大，任何情况下不得小于５０ｃｍ２（５ｃｍ×１０ｃｍ）。

如果采用面积小于５０ｃｍ２ 的镀覆件，则可以将同类试样组合而达到所要求的最小表面积。但是这

种情况所得到的结果不宜与专门制备的、规定最小面积的试样所得的结果进行比较。

２．３　准备

在试验前，应彻底清洗试样，以除去可能影响受试覆盖层性能的任何污染物。清洗的方法取决于试

件表面和污染物的性质，不应使用可能损害试样表面或形成保护膜的任何磨料或溶剂。

如果所测覆盖层带有临时性保护膜，则不需清洗表面。

２．４　搬运

对准备好的试样应戴上清洁的棉布手套搬运（如安放在试样支架、吊架上等）。

２．５　标记

每件试件应做好标记，避免在储存试验过程中发生混乱。标记在整个试验过程中应清晰、耐久。标

记不应标在会影响外观检查及具有功能作用的表面上。

试样可用下列方法之一进行标记：

ａ）　在镀（涂）覆前打上标识缺口（最佳方法）；

ｂ）　打上合适的号码；

ｃ）　在试样上吊挂一块耐腐蚀材料制作的号码标牌，吊挂时要使用松软的非金属线（如尼龙线）；

ｄ）　用合适的耐候油漆涂于试样反面。

号码最好标记在试样正面（测试面）的底边上，吊挂标牌的孔应打在试样底边，标牌不与试样接触。

试样的标记可用数字和字母表示，用以指明下列内容：

ａ）　覆盖层的类型；

ｂ）　包装或封存的种类；

ｃ）　如果使用了暂时性保护，需要说明暂时性保护层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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