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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12732:2006《金属和合金腐蚀 双环电化学动电位再活化测

量方法》。
本标准与ISO12732:2006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标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

况集中反应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用修改采用ASTME112:1996的GB/T6394—2002代替ISO643—2003(见第10章,

D.2)。其中ASTME112—1996与ISO643—2003标准有一定差异,但本标准引用内容

在上述两个标准中不存在技术差异。
● 用等效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0123—2001代替ISO8044:1999(见第3章)。

———用钢铁及合金产品牌号统一数字代号(ISC)代替金属和合金统一数字编号系统(UNS)(见
第11章)。

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删除国际标准目次、前言和引言;
———删除第1章中对于附录C的说明;
———删除附录D中参考文献 ASTM G108的引用,直接引用 ASTM G108—1994的9.2作为

D.2的注。
本标准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83)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艳亮、胡凡、侯捷、陈红星、刘宝石、吴玮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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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和合金的腐蚀
双环电化学动电位再活化测量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使用双环电化学动电位再活化(DL-EPR)试验评定不锈钢和镍基合金敏化程度

(DOS)的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定量测量晶界或基体中由有害热效应影响所形成的合金元素贫乏区域。
因为沿融合线的敏化区分布可能是非均匀的,在测试焊缝热影响区时宜格外注意。
该试验结果可作为判断不锈钢和镍基合金晶间腐蚀、点蚀和晶间应力腐蚀开裂的潜在敏感性指标,

但在进行腐蚀类型的预测时还需要进行特定的补充试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6394—2002 金属平均晶粒测定法

GB/T10123—2001 金属和合金的腐蚀 基本数语和定义(eqvISO8044:1999)

3 术语和定义

GB/T10123—200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量 electricquantity
Q
钝化过程中的电量(Qp)和再活化过程中的电量(Qr),是分别通过计算曲线上钝化峰和再活化峰电

流对时间的积分得出的。

4 原理

对耐蚀合金进行热处理(包括焊接)会出现微小颗粒物析出,如304不锈钢中的碳化铬或双相不锈

钢中的σ相(FeCrMo)。基体中合金元素扩散程度是由温度决定的,在微小颗粒物形成时若得不到基体

中合金元素的扩散补充,会使其邻近区域中合金元素贫乏。通常将这一过程称为敏化。合金元素贫乏

区域耐腐蚀性能差,也容易产生应力腐蚀开裂,这种破坏机制的扩展程度取决于合金元素的贫乏程度和

合金元素贫乏区域的密度。因此,需要一种简单的试验方法来快速判定不锈钢和镍基合金中潜在的有

害热效应。电化学动电位再活化试验(EPR)就是以此为目的开发的。目前,实验室中应用的两种电化

学动电位再活化试验方法分别是单环法和双环法。单环法尽管已包括了从钝化状态到活化状态的极化

扫描,但存在对表面光洁程度过于敏感的缺点。在对电解池和装配方式进行适当改进后,电化学动电位

再活化试验(EPR)也适用于现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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