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AE J2334—1998 

装饰用材料实验室腐蚀试验 

 
 

 

前言 

涂装腐蚀实验室试验方法是建立在现场相关性实验室试验方法参数的基础

之上, 由 SAE 汽车腐蚀与防腐协会和汽车/钢铁合作（A/SP）腐蚀工作组在设计

试验过程时进行测定。从这个试验得到的结果提供了与严重腐蚀的现场环境极好

的涂装腐蚀性的相关性。 

本方法是用一种典型的汽车涂层系统开发的。如果使用不同类型的涂层系

统，必须测定与现场的相关性。 

 

1． 范围 

SAE J2334 实验室试验方法适用于为特殊的涂装系统、基材、工艺或设计进

行涂装腐蚀试验，因为它是一种现场的相关性试验，因此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手

段和一种开发性工具使用。利用本方法除测定涂装或普通腐蚀外，如果确定了腐

蚀机理，必然确定了与现场的相关性。 

 

2． 参考资料 

2.1 适用的出版物—下列出版物在规定的范围内构成了本方法的一部分。除非另

有说明，应该应用最新的版本。 

2.1.1 SAE 出版物—可从 SAE 获得，地址 400 Commonwealth Drive、Warrendate、

PA15096-0001。 

     SAE J1553—汽车涂层零件实验室循环腐蚀试验 

2.1.2 ASTM 出版物—可从 ASTM 获得，地址 100Barr Harbor Drive、West 

Conshohocken、pa19428-2959。        

     ASTM D 1193—试剂级水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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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TM D 1654—腐蚀环境中的涂料或涂装样品评价方法 

     ASTM D 1735—涂层耐水性试验  水雾法 

     ASTM D 2247—涂层耐水性试验  100%相对湿度法 

     ASTM E 70-90—用玻璃电极测水溶液 PH 值试验方法 

     ASTM G 1 —腐蚀试验样品的准备、清洗和评价的推荐方法 

2.1.3 通用汽车公司出版物—可从全球技术资料（Global Engineering 

Documents）获得，地址 15 Inverness Way East、Englewood、CO 80112 

GM 9540P 

2.1.4 其他出版物  

………………………………(引用的刊物)省略……………………………… 

2.1.4.1 涉及本试验方法的再现性和重复性信息在 SAE 资料 970734 中讨论。 

 

3. 定义 

3.1 涂装腐蚀——由于涂层失效或破坏而产生的腐蚀。有代表性的是这种腐蚀不

是冲击碰撞行为造成但出现腐蚀。 

3.2 普通腐蚀—— 一种典型的裸样（没有有机涂层）腐蚀。腐蚀基本上是均衡

的并且分布在大面积上。 

3.3 划线机体腐蚀——由于划线处底部切割和腐蚀而产生的涂装基体腐蚀。划线

是根据模拟的破坏点控制的，用来表示刻痕和切口。 

3.4 对照腐蚀试样——通过失重进行试验控制并与实验室试验建立相关性的冷

轧钢试样。 

3.5 试验控制——已进行预试验和（或）已知相关性的样品（即式样、对照试样、

试件等）。它们能用来控制试验进行和比较试验结果（也有助于评价重复性和再

现性）。 

 

4  仪器和试验材料 

4.1 试验箱——试验箱要达到和保持下列环境条件的能力（参考 SAE J1563，ASTM 

D 1735，和 ASTM D 2247）： 

 a 、50℃±2℃，100%湿度（水雾/凝聚）——水雾/凝聚湿度能通过使用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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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雾，蒸气（水蒸气）发生器等获得。试样和对照试样应明显潮湿/湿润。 

b、 60℃±2℃，RH50%±5%。另外需要能保持 50%相对湿度条件的设备。 

空气必须充分流通以避免形成温度梯度，且在试验循环的干燥程序时干燥试

样。 

空气流通能通过风扇和强制对流获得。 

4.2 盐溶液——盐溶液是 3种盐的复合的混合物，如下： 

0.5%NaCl 

0.1%CaCl2

0.075%NaHCO3 

注 1——CaCl2或NaHCO3必须分别溶解在去离子水中（见 ASTM D 1193 Ⅳ部

分），然后加入其他材料的溶液中。如果所有的固体材料在“干燥”状态时同时

加入，可能会产生不溶解沉淀。如果仍然产生了少量的沉淀，而这些溶液用于喷

雾装置，有必要除去沉淀，避免堵塞喷嘴（也就是过滤或虹吸溶液）。不要试图

通过加入酸来溶解这些沉淀。 

注 2——试验前测量并记录盐溶液的 PH 值，以后每周测量和记录一次（见

ASTM E 70-90）。不要试图用任何形式的缓冲剂调整 PH 值。 

每隔一次试验循环试验样品要浸入盐溶液 15 分钟。施加盐液的其他方法，

例如手动喷雾或在试验箱内直接产生簿雾满足要求，但这种没有经过有关的相关

性、重现性或重复性效果的分析。使用完全湿润的喷雾装置使零件完全湿润 15

分钟（连续的）就应该足够了。然而，要避免高强度（压力）的喷雾（冲击试验

样品）。如果施加盐溶液时采用喷雾或薄雾代替浸盐水，必须证明它与浸盐水的

结果相等或它们仅仅是 A: B 的关系。对于喷雾与浸盐水技术关系的进一步研究

还在进行当中。当这些技术可以利用时，结果将使试验方法更先进。 

建议每周更换盐溶液，并在使用盐溶液之前搅拌溶液。 

 

5 试验过程 

5.1 试验循环——试验循环的大纲在图 1（5天/周——手工操作）和图 2（7天/

周——自动操作）中。包括 3个基本阶段： 

1）.湿润阶段——50℃和 100%湿度，持续 6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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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加盐液阶段——在室内环境条件下持续操作 15 分钟 

3）.干燥阶段——60℃和 50%RH，持续 17 小时 45 分钟 

试验循环每天重复。全自动试验箱在周末可选择正常运行或选择干燥阶段放

置（常用的是选择在周末和假日里运行以早日完成试验）。如果要与其他没有全

自动能力的实验室进行比较，这个规则就存在一个异议（对于手动操作，除非采

用 7 天操作，否则周末通常保持在干燥条件下）。整个试验的持续时间和周末的

条件必须整理在试验结果中。如果两个或更多的实验室对相似的零件进行试验，

建议在试验开始以前制定出不变的/共同的周末试验条件。 

在施加盐溶液阶段（2）和干燥阶段（3）之间的过度时间属于干燥时间。类

似的，干燥阶段（3）和湿润阶段（4）之间的过度时间属于湿润阶段。过度时间

应该在每个试验阶段记录。 

对于涂层的容易受到破坏影响的涂装腐蚀的评价。试验试样要先划线然后暴

露（见 ASTM D 1654）。线的长度最小应该 2 英寸。根据规定的腐蚀等级在预定

的间隔测量划线的机体腐蚀。样品上划线的方位必须规定并记录（对于典型的平

板样品推荐平板与垂线成 15 度，这样样品就不会互相遮住，划线在平板表面斜

交叉）。 

5.2 试验持续时间——当评价涂料产品时，SAE J2334 最少 60 个循环。观察重

量大的金属涂层的性能差异时需要较长时间的试验时间。不同的试验时间应根据

材料、腐蚀机理的影响或历史记录等其它因素确定。 

5.3 试样监控——试验过程用裸钢对照腐蚀试样监控。 

a. 对照腐蚀试样由 25.4（宽）×50.8（长）的长方形裸钢（AISI-1010））

片构成。这些对照试样用来监控试验环境产生的普通裸钢的平均腐蚀情况。 

b. 每块对照试样应该在表面印上数字作为永久标记。 

c. 对照腐蚀试样应彻底的清洁，使用合适的商用脱脂剂器将甲醇冲洗除去

杂质和贮存油/润滑油。然后称重，精确到毫克，记录下来以供日后参考。 

d. 对照试样应该固定在铝或非金属的对照试样架上，在用非黑色的塑料，

最好是尼龙，制成的夹具和垫圈与样品架电隔离。 

e. 对照试样和样品架表面之间至少有 5mm 的空间。所有的对照试样至少应

该与垂线成 15 度摆放，而且不能互相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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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对照试样架应该放置在试验样品的附近，这样对照试样就能接受到同样

的环境暴露。 

g. 在试验的过程中，达到预定的试验周期之后，对照试样应该拿出来分析，

监控腐蚀情况。分析对照试样时，从对照试样架末端取一个对照试样，准备称重

和检测失重。要确保暴露试验有足够的对照试样，这样才能完成频繁的监控腐蚀

情况的任务。另外，为了积累数据，没有暴露的对照试样可以加入到试验中来获

得间歇数据。 

h. 在称重以前，用轻微的吹沙（最好是玻璃细沙）来清理对照试样除去对

照试样表面的腐蚀产物。还有一个可供选择的/等价清洗的方法，化学方法，见

ASTM G1 中有关说明。一旦清理干净，用甲醇擦拭对照试样并称重，用式 1来测

定质量损失： 

质量损失=起始质量－暴露后的质量   （式 1）  

                           

6 数据报告 

6.1 对照试样——在每组预定的循环周期（例如，每 20 循环）后应测定并记录

对照试样的质量损失。这些就是累计性数据。另外，如果有必要，为了获得阶段

性的数据，没有暴露的样品在下组循环之后可以放入和除去。 

6.2 试验样品——在预定间隔（例如，20 个循环——仅在漂洗的条件）要测量

并记录试验样品的划线基体腐蚀宽度或腐蚀率。在试验结束时要记录两种划线基

本腐蚀宽度（如果要评价涂覆的样品），一种在漂洗条件下，一种在刮削和胶带

试验之后（参照 1989 SAE 汽车腐蚀和防护会议资料 P228，144-5 页。作为指导

方针，划线基体腐蚀宽度的平均、最大值和最小值（总的宽度）要记录。 

6.2.1 定义 

a 基体腐蚀总宽度——漆膜划线两侧未受影响的面积之间距离的测量值（与

划线垂直相交）用 mm 表示。（涂层与底层之间附着力的损失）。 

b 平均值——以划线为中心，等距分布的点所测得的基体腐蚀总宽度的平均

值。 

c 最大值——在附着力损失最大的点处测得的基体腐蚀总宽度，扣掉划线末

端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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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最小值——在附着力损失最小的点处测得的基体腐蚀总宽度，扣掉划线末

端的尺寸。 

6.3 试验设备——试验设备应有证明资料并包括下列信息： 

如果用许多试验箱进行试验，每个试验箱都必须包括下列信息。 

A 试验箱生产 T/型号 

B 湿度 

C 温度 

D 湿润过程 

E 除湿过程 

F 加热过程 

G 冷却过程 

H 空气循环过程 

I 尺寸 

J 容量 

K 校准过程 

I 校准周期 

M 两个阶段间的过渡时间 

6.3.1 解答信息 

a 盐溶液更换频率（如果杂质不确定推荐每周或更快） 

b 施加盐液的方法 

c PH 测量方法 

如果使用记录仪，循环图应随试验样品数据一起给出。如果不使用记录仪，

书写记录应该指出典型稳态条件和稳态条件间的过渡时间。 

 

由 SAE 汽车腐蚀和防护协会起草 

SAE J 2334 于 98 年 6 月发布 

基本原理——无 

SAE 标准与 ISO 标准的关系——无 

应用——SAE J2334 实验室试验方法适用于为特殊的涂装系统、基材、工艺

 6



或设计进行涂装腐蚀试验，因为它是一种现场的相关性试验，因此可以作为一种

有效的手段和一种开发性工具使用。利用本方法除测定涂装或普通腐蚀外，如果

确定了腐蚀机理，必然确定了与现场的相关性。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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