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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金属表面的腐蚀产物称之为“锈”，而金属制品在加工、储存、运输过程中的防锈则称为“暂时防锈
”，“暂时防锈”又称为“暂时保护防腐蚀”。
这里，“暂时”并不是指防锈期限，而是指经过一定时间后即能去除。
金属表面的镀层、涂层等，虽然亦可用于防止金属表面腐蚀，但却不属“暂时防锈”，因为它们是属
在使用前不用去除的一类。
 防锈包装是包装类标准中的一类，即为以防锈为目的的包装方法，用于金属制件在储存、运输过程中
的防护。
由于包装也有可去除的内涵，所以防锈包装也属暂时防锈；但它却不包括金属制件在加工过程中的防
锈，所以本手册也没有采用“防锈包装”作为书名。
 暂时防锈作为金属腐蚀与防护专业的一个分支，国内起源于20世纪中期。
1957年华保定、沈行素翻译的《中性介质缓蚀剂》，推动了以亚硝酸盐为代表的无机盐类缓蚀剂在金
属加工和储运中的应用。
1960年华保定撰写的《机件在加工和储藏过程中的防锈》，为国内最早公开出版的专业图书。
1965年周静妤、李少正又将同期相关的美军标准、日本标准翻译整理成册。
接着，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又按上述标准制定了《防锈材料试验方法标准》（即“FS标准”）。
1964年前后，石油系统也组织了专业技术人员，翻译了有代表性的美国、日本、前苏联、英国等国的
文献，并陆续刊登在《石油译丛（油气加工）》期刊上。
在此期间，各机械工业部又相继举办了各种交流会、短训班。
1965年秋，国防科工委在南京召开了由各机械部、局、石油部、商业部、中科院系统的400多人参加的
交流会，至此，“暂时防锈”已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分支。
 受航空工业部的委托，1980年由301所组织编写了《防锈、包装、封存手册》，并于1982年作内部资料
发行；1990年经大量删减后，出版了《机电产品防锈包装手册》，由航空工业出版社发行。
2004年再次作重大修订，改名为《防锈材料应用手册》，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作为机械制造的大国，我国机械产品的不断升级，对“暂时防锈”也提出了
愈来愈高的要求，市场对其中的中、高档产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加。
在创新中求生存，在竞争中谋发展，已是当务之急。
为此，我们对这本手册进行第三次大的修改，除了适时地采用最新的相关标准之外，在内容上也作了
增删，形成这本《暂时防锈手册》，以期更适应于市场的需求。
 本书中的金属腐蚀、大气腐蚀和表面活性剂部分，是暂时防锈的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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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属材料及其制品在储存、运输及制造过程中容易受环境大气影响而锈蚀。
正确地实施暂时防锈技术，合理地选择和使用防锈材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本手册简要介绍了金属在大气中锈蚀的原因、类型、影响因素及暂时防锈的概念，重点介绍暂时防锈
技术中使用的各种材料，如防锈剂、清洗剂、缓蚀剂及金属加工液等的特性、工艺，以及与之相关的
暂时防锈工艺和防锈材料试验方法。
本手册着眼于应用，注意与国际接轨，收集了有关材料和技术的国内外标准，以便于读者查阅。

　　本手册可供机械、钢铁等行业的应用技术人员和精细化工行业的油品开发、销售专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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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锈蚀的鉴别
12.5.2除锈
参考文献
第13章清洁生产与环境友好
13.1清洁生产
13.2环境友好
13.2.1环境友好润滑剂的生态标志
13.2.2润滑剂的生物降解
13.2.3润滑剂生物降解性评估方法
13.2.4润滑剂的毒性评估
13.2.5环境友好润滑剂的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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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4）镁合金①镁合金只能用于不暴露于腐蚀环境中且具有高度可靠防护系统的零件
。
镁合金不能用于主要的飞行控制系统、起落架、主要结构件或其它可能遭到外来物损伤、磨损的部位
及液体或水易于聚积的部位。
②Mg-Al系合金对应力腐蚀敏感性较大，这类合金制造的零件，在设计时应防止局部受热、应力集中
或减少截面突变。
③选择合理的热处理规范，减少镁合金应力腐蚀倾向。
零件退火可以消除残余应力，还可以提高尺寸的稳定性，改善塑性，减少和消除各向异性。
④选材时尽量避免异类金属接触，当必须选用异类金属接触时，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以防止电偶腐
蚀。
铆接镁合金零件仅可使用LF5铝镁合金的铆钉。
⑤镁合金耐蚀性极差，虽然化学氧化处理后，耐蚀性有一定提高，但因氧化膜层薄且软，耐蚀性很低
且易擦伤，所以氧化膜只能作短期防锈和工序间防锈用，不能作耐蚀的最终防护层，只能作有机涂层
的底层。
阳极氧化膜防锈性较化学氧化膜好，经蜡封的厚阳极氧化膜对电偶腐蚀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当零件
必须弯曲时，不能采用阳极氧化。
⑥为了使镁合金零件得到充分保护，氧化后必须进行涂漆。
镁合金的有机涂层系统视其应用环境及零件的特性而定，但至少应涂两层底漆与油漆。
涂底漆前最好进行封闭处理，底漆最好采用缓蚀性底漆。
通常的磷化底漆对镁合金来说酸性太强，必须使用时应按规定磷酸量的25％配漆。
（5）钛合金①钛合金的板、棒，锻、挤压型材均应100％进行机械加工或化学铣切，以除去全部被污
染的表面和高温下所形成的污染层。
②钛合金对摩擦有较高的敏感性，即钛合金与钛合金或与其他金属界面之间产生摩擦会使钛合金疲劳
寿命降低。
在设计时应尽量避免此种摩擦作用。
当怀疑有此摩擦作用存在时应进行试验，并将此摩擦作用减至最低程度。
③钛合金零件不应镀镉，并不能与镀镉件或镀镉工具接触。
钛合金银钎焊件和镀银紧固件应避免在高温下使用。
④用于钛合金的清洗剂和其它化学药品不应对钛合金产生不利影响。
能使钛合金产生应力腐蚀断裂的物质有：盐酸、三氯乙烯、四氯化碳、全氯化物、氯化切削油、氟利
昂、二氯二氟甲醇等。
⑤钛合金耐蚀性能良好，但不耐磨；由于其电位很正，在与其它电位负的材料接触时，会引起接触腐
蚀；在积累足够的能量后，它会发生自燃，以致熔化。
这些问题可以采用适宜的镀覆层或其它保护措施来加以弥补。
（6）非金属材料①尽可能采用抗霉性能良好的材料即没有真菌养分的材料，最大限度地延长生长霉
菌所需要的时间，使由于长霉而导致的材料损伤减至最小，当选用的材料抗霉性不能满足要求时可以
使用防霉剂。
常用抗霉材料见表12-10、表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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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暂时防锈手册》：金属制件在加工、储运过程中的防锈称为“暂时防锈”，其中“暂时”并不是指
其防锈期限的长短，而是指在使用前，可方便地去除。
暂时防锈是金属产品生产和运输的重要环节。
《暂时防锈手册》由防锈专家张康夫先生领衔编写，对金属腐蚀的基本原理、暂时防锈的基本概念进
行了简明的阐述，重点对防锈包装的工艺过程、暂时防锈用的各种材料和应用工艺进行了系统介绍；
书中结合最新标准和最新数据，全面展示当前国内外防锈新成果，是目前国内最全面的防锈专业手册
。
读者对象：涉及机械加工、包装的机械工程技术人员；涉及防锈材料的研制、生产和销售的化工技术
人员；防腐蚀和表面技术的科研和开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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