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STM/G 85—1998 

改  性  盐  雾  试  验  方  法 
 

本标准已被（美国）国防部的机构所采用。 

 

 

1  范围 

1.1  本方法为特殊用途的五种改性盐雾试验提出了下述环境条件，以开发的时间顺序列出： 

1.1.1 附录 A1：连续醋酸盐雾试验。 

1.1.2 附录 A2：循环酸性盐雾试验。 

1.1.3 附录 A3：循环酸性海水试验（SWAAT）。 

1.1.4 附录A4：循环SO2盐雾试验。 

1.1.5 附录 A5：稀电解液喷雾和干燥循环试验。 

1.2  对具体的产品，本方法并没有规定所用的改性类型、试验样品或暴露周期，也没有规定对结果的解释。 

1.3  本方法没有涉及所有的安全问题，如在使用中涉及安全问题，使用本方法的人员有责任在使用前采用适当的安全和保健措施，制

定合适的限止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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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考资料 

2.1 ASTM 标准： 

B117 盐雾试验方法 

D609 用于涂料、上光涂、改性漆和有关涂装产品试验的冷轧钢试片的制备方法 

D1141 人造海水规范 

D1193 试剂级水的规范 

D1654 试验后涂层和涂装试样的评价方法 

E70 使用玻璃电极的水溶液 pH 值测定法 

 

3  意义和用途 

3.1 本方法适用于黑色金属及有色金属；也适用于有机和无机涂层。当需要采用与 B117 方法的盐雾试验不同的或更多的腐蚀环境的时

候，本方法所介绍的改性方法是有用的。 

 

4  设备 

4.1 试验箱： 

4.1.1 用于盐雾试验的设备包括一个喷雾箱，一个盐液槽，合适的电源，可调节的合适的压缩空气，一个或几个雾化喷嘴，试样支架，

试验箱加热装置。设备的大小及详细结构是可选择的，但应能提供本方法所要求的环境。所用的材料应不影响喷雾的腐蚀作用。能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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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这些环境的合适设备是 ASTM/B117 附录 A1 所述的设备，再按本方法各附录的介绍进行必要的改进。 

4.1.2 设计的设备，应使凝聚在试验箱顶上的液滴不落在试验中的样品上。不能将从试样上滴下的溶液回收到盐液槽中重新用于喷雾。 

4.1.3 试验箱应装有一个或者多个时间控制器，用于周期性的喷雾和定期的输入压缩空气。 

4.2 压缩空气源： 

4.2.1 确保传送到一个或几个喷嘴去雾化盐溶液的压缩空气无油和污物，并保持压力为 69kPa～172kPa(10psi～25psi)。 

注 1：通过一个水洗塔或通过至少长 610mm 的如石棉、云母，羊毛纤维或活性氧化铝等合适的洗涤材料，可以除去油和污物。 

4.2.2 饱和塔（水泡塔）的温度，随使用的试验方法的不同而不同。 

4.3 盐雾箱的条件： 

4.3.1 温度—暴露区的温度随使用的试验方法的不同而不同。不同的方法推荐的暴露区温度见附录。记录试验箱关闭时的温度，一天最

少两次，每次至少相隔 7小时（除周末和节假日之外，因此时盐雾试验没有因为放置暴露试样、重新放试样、取出试样或者检查，和

补充储液槽溶液而中断）。 

注 2：记录温度合适的方法是使用连续记录温度的设备或从设备外面能读出的温度表。在关闭试验箱时记录温度，可以避免由于开箱时湿球影响引起

的不可靠的低的读数。 

4.3.2 喷雾和盐雾量—在暴露区内至少放置两个干净的盐雾收集器，并使其不收集从试验样品上落下的溶液，或者任何别的水源。把收

集器放在接近试验样品的位置，一个放在靠近喷嘴的地方，另一个放在远离喷嘴的地方。确保在最少 16 小时连续喷雾时，在收集器的

水平面积 80cm
2
上，每小时每个收集器收集的溶液在 1.0～2.0mL之间。 

注 3:合适的收集器可用导管完全插入到有刻度的量筒里，且用塞子塞好的玻璃漏斗，或者定型的圆形容器。漏斗或圆形容器的直径为 100mm，面积

约 80c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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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控制或阻隔喷嘴或几个喷嘴，使盐雾不直接喷到试验样品上。 

 

5  试验样品 

5.1 根据受试材料或产品的规范，或者依据买卖双方共同的协议，规定使用的试验样品的型号和数量，及评定试样结果的准则。 

5.2 准备试验样品： 

5.2.1 清洗金属的和有金属覆盖层的样品，清洗方法应根据样品表面和沾染物的性质来选择，但清洗时不能使用除纯氧化镁软膏外的研

磨剂，也不能使用会产生腐蚀或保护膜的溶剂。使用硝酸溶液对不锈钢试样进行清洗或钝化时，须经买卖双方同意方可进行。应注意

清洗后的试样不要由于多余的操作或粗心大意，而使表面重新污染。 

5.2.2 涂料及其它有机涂层试样应根据试验材料的适用规范来制备或按买卖双方同意的方法制备。否则，试样用钢应符合 ASTM/D609

的要求，并按照 D609 有关程序来制备涂装试样。 

5.2.3 当要求测定涂料或有机涂装表面磨损部位腐蚀发展情况时，在试验前，用一个锋利的工具在试样涂层上划痕或刻线，暴露出底金

属。划痕的条件除买卖双方另有协议外，应符合 ASTM/D1654 的规定。 

5.2.4 除非另有规定，电镀、涂装或双层材料的切削边缘，以及带有识别标记或与支架接触的表面均应用在试验条件下保持稳定的合适

的涂料，如精制地蜡，加以保护。 

注 4：最好是从部件上或从已电镀的、涂漆的或用其它方法涂装的薄钢板上切割试样；切口边缘要用油漆、石蜡、胶带或其它有效介质加以保护，这

样可阻止切口边缘和邻近的镀层或涂装的金属表面之间的腐蚀和电池效应的发展。 

 

 4



6  盐溶液 

6.1 除非附录中另有规定，可按 ASTM/D1141 规定的人造海水或按 ASTM/B117 规定的氯化钠来制备盐溶液。配制用水应使用符合

ASTM/D1193 Ⅳ型的蒸馏水或去离子水，（除非本方法中对氯化钠的限量可不考虑）。 

6.2 人造海水： 

6.2.1 配制的盐溶液，应是每升溶液中含 42g 符合 ASTM/D1141 要求的人造海盐（见注 5）。 

6.3 氯化钠溶液： 

6.3.1 盐溶液的配制：以重量计，将 5±1份的氯化钠溶解在 95 份的蒸馏水中或所含固体颗粒总量不超过百万分之 200 的水中（见注 5）。

所用的氯化钠应基本上不含镍和铜，以干重为基准，所含碘化钠不超过 0.1%，杂质总量不超过 0.3%。有些盐含有起腐蚀抑制作用的添

加物，对盐的化学成分要特别小心，依据买卖双方的协议，对前面文中没有规定的化学成分和混合物亦可进行分析并规定限量。 

注 5：溶液的比重在 25℃时为 1.0255 至 1.0400 即符合 6.2.1 和 6.3.1 对浓度的要求。建议每天检测配制的溶液。 

6.4 盐溶液的 pH 值依据使用的试验方法而不同。溶液在雾化前不得有固体悬浮物（见注 6）。按 ASTM/E70 的方法使用 pH 值测定仪和带

有饱和氯化钾电桥的玻璃电极，在 25℃时测量。 

注 6：刚制备的盐溶液在注入储液槽前可以过滤或沉析，或者在溶液流向喷雾器导管的尾部时用双层干酪包布或者合适的非金属滤布过滤，以免堵塞

喷嘴。 

 

7  步骤 

7.1 试验时试样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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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除非另有规定，试样应支撑或悬挂在与垂直方向成 6°～45°的位置上，最好是使受试的主要表面与盐雾在试验箱中主要水平流

动方向平行。注意，随着试样与垂直方向的角度增大试验强度提高。 

7.1.2 试样之间不应互相接触，也不应接触任何金属材料或任何能起吸附作用的材料。 

7.1.3 每个试样的位置应能使盐雾自由地落到所有的试样上。建议试样间最少相隔 30mm。 

7.1.4 一个试样上的盐溶液不应滴在任何其它试样上。 

7.1.5 建议同样的试样随机放置，避免因为喷雾方式的不同引起偏差。同样的理由，各个试样也可以每天轮换位置。 

7.1.6 用于制作支架和支撑的合适材料或涂装材料是玻璃、橡胶、塑料或合适的有涂层的木材，不得使用裸露金属。最好从试样的底部

或侧面支撑。平板试片最好用开槽的木材、复合塑料，或者惰性塑料条来支撑。只要能使样品保持在规定的位置上，可使用玻璃勾或

涂蜡的绳子悬挂，必要时，在样品底部再作辅助支撑。 

7.2 试验的连续性： 

7.2.1 除试验材料或试件的技术要求另有规定者外，在整个试验过程中，试验应是连续进行的。连续试验的含义是：除日常必要的检查，

重新安排放试样，取走试验样品，检查样品，补充液槽中的溶液短时间中断试验外，试验箱是关闭的。试验操作过程必须安排好，使

这些中断控制在最低限度。 

7.3 试验时间： 

7.3.1 试验时间应根据试验材料或产品的技术要求确定或买卖双方商定。建议暴露时间为 24 小时的倍数。 

7.4 清洗试验样品： 

7.4.1 除试验材料或产品的技术要求另有规定外，在试验结束时，应慢慢地洗涤样品或者将样品浸泡在温度不超过 38℃干净的自来水

中，以便洗去沉积在它们表面的盐份，然后立刻干燥，可用干净的压缩空气流进行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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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7：对防腐层剥离试验的铝试样不适宜使用压缩空气干燥。 

 

8  评定结果 

8.1 根据试验材料或产品的技术规范规定的要求或买卖双方商定的要求，立即仔细地检查干燥试样的腐蚀程度或其它缺陷。 

 

9  报告 

9.1 除试验材料或产品的技术规范另有规定之外，报告中应记录下述信息： 

9.1.1 制备盐溶液所用盐和水的种类。 

9.1.2 试验箱暴露区所有的温度读数。 

9.1.3 每周记录通过每个喷雾收集装置所得数据，应包括下面的内容： 

9.1.3.1 每 80cm
2
每小时收集盐溶液的毫升量。 

9.1.3.2 收集的溶液在 35℃时的浓度或比重，（见注 8）。 

9.1.3.3 收集溶液的 pH 值。 

9.1.4 试样的类型、尺寸和数量或试件情况的描述。 

9.1.5 试验前后洗涤样品的方法。 

9.1.6 在盐雾箱中试样或试件支撑或悬挂的方法。 

9.1.7 5.2.4 节里要求使用的保护方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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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 暴露时间。 

9.1.9 试验中断的原因和时间。 

9.1.10 所有的检测结果。 

注 8：也可报告没有接触试样和返回储液槽的雾化盐溶液的浓度或比重。 

 

10  关键词 

酸性盐雾；腐蚀；盐雾 

 

 

附录 

（必须遵循的资料） 

 

A1 醋酸酸性盐雾（雾化）试验 

 

A1.1 盐溶液： 

A1.1.1 按 6.3 的规定配制氯化钠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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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2 在此溶液中加入醋酸将溶液 pH 值调节到 3.1～3.3，并按 ASTM/E70 规定的方法测定。 

注 A1.1：为使收集的盐雾的 pH 值能达到预期规定的限度范围内，开始溶液 pH 值调节到 3.0～3.1，再在起始的 pH 的基础上进行调节，使收集的溶

液样本达到规定的 pH 值。如为使达到规定的 pH 值，需加入冰醋酸少于 0.1%或大于 0.3%，说明所用的水或盐的纯度不能满足要求。 

A1.2 饱和塔的条件： 

A1.2.1 饱和塔（水泡塔）的温度应稳定在（47±1）℃。 

A1.3 盐雾箱的条件：
 

A1.3.1 醋酸盐雾箱暴露区温度保持在 35 ℃。 1.1
7.1

+
−

注 A1.2：本试验特别适用于分析、研究在钢或锌压铸件底面电镀装饰铬时改变电镀工艺参数的效果，以及评价产品质量。因为一般的试验时间，最

短的可能仅 16 小时，一般在 144 至 240 小时或更长，提供了足够的机会来观察参数轻微改变而产生的差别。 

 

A2 循环酸性盐雾试验 

 

A2.1 盐溶液： 

A2.1.1 按 6.3 的规定配制氯化钠溶液。 

A2.1.2 添加醋酸调节该溶液的 pH 值到 2.8～3.0 范围内。 

A2.2 饱和塔的条件：  

A2.2.1 饱和塔（水泡塔）温度稳定在（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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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 盐雾箱的条件： 

A2.3.1 温度—盐雾箱暴露区的温度保持在 49 ℃。 1.1
7.1_

+

A2.3.2 湿度—虽然所选用的湿度范围不用测定，但大部分试验时，使盐雾箱底部保持潮湿的环境（即在箱子底部保持约 25.4mm

深的水）。确保箱内不会变得干燥而降低腐蚀速率。（但是，2000—型铝合金和油漆涂层需要在轻微的腐蚀环境下试验时，建议试验箱

底部干燥。） 

A2.3.3 试验箱—试验箱应配备时间控制器，以便进行下述以 6小时为一周期的反复循环：
 3
/4小时喷雾；2小时吹干燥空气；3

1
/4小

时处于高湿环境。 

A2.3.4 吹气—在喷盐雾后马上用空气吹，这是本试验独有的特点。吹干样品上面的水滴和腐蚀产物，所以腐蚀产物是白色的，而

不是潮湿时显示的灰色。其操作是：用电钮使空气在 120 分钟内不通过饱和塔和虹吸喷嘴，而是以一定的角度直接进入试验箱，将盐

雾从试验箱顶盖处吹出。这样依靠室内的气候环境使箱内湿度在 40%～70%之间。吹气后，样品仍放置在关闭的试验箱内，直到下一个

喷雾循环为止。因为大部分试验要求试验箱底部潮湿，在试样放置期间湿度逐步从 65%升到 95%。 

A2.3.5 雾化和喷雾量—在周期性喷雾试验中，在持续喷雾时收集盐雾。通过玻璃储液槽里溶液的水位，检查溶液合适的消耗量。 

 

A3 酸性人造海水（盐雾）试验 

 

A3.1 盐溶液： 

A3.1.1 按 6.2 规定配制人造海水盐溶液，每升溶液里添加 10mL 冰醋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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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2 调整盐溶液 pH 值在 2.8～3.0 之间。 

A3.2 饱和塔的条件—试验箱内温度 35℃时，饱和塔温度稳定在（47±1）℃；试验箱内温度 49℃时，饱和塔温度为（57±1）℃。 

A3.3 盐雾箱的条件： 

A3.3.1 温度—盐雾箱暴露区的温度是可改变的，以满足试验材料的要求。可按试验材料或产品的规范规定的温度，或依照买卖双

方商定的温度。注解 A3.1 推荐了一些材料在暴露区的温度。 

注 A3.1：本试验特别适用于 2000，5000 和 7000 系列铝合金耐剥离腐蚀的热处理的生产控制，同样适用于为解决腐蚀性能改变热处理参数的试验研

究。用于此目的的试验，建议暴露区温度为 49℃。对于各种金属底材的有机涂覆层试验，暴露区温度在 24℃～35℃，因为温度超过 35℃后通常会导致油

漆起泡。 

A3.3.2 湿度—尽管没有规定最适于试验的湿度范围，实验室间比对试验结果显示，有必要在试验箱底部潮湿的条件下试验（即在

试验箱底部一直保持 25.4mm 深的水）。确保试验箱里面不会变得干燥而降低腐蚀速率。 

A3.3.3 试验箱—试验箱应配备时间控制器，以便进行下述循环：30 分钟喷雾，接着 90 分钟湿度高于 98%的环境。 

 

A4 盐/SO2喷雾（雾化）试验 

 

A4.1 本试验采用喷盐雾与往箱子里定期地输入SO2气体的方法。 

A4.2 盐溶液： 

A4.2.1 使用试验材料或者试验产品规范规定的或买卖双方的协议规定的盐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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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2 如果规定使用人造海水，按 6.2 的规定配制。 

A4.2.3 如果规定使用氯化钠溶液，按 6.3 的规定配制。 

A4.3 饱和塔条件： 

A4.3.1 饱和塔的温度保持在（47±1）℃。 

A4.4 盐雾箱条件： 

A4.4.1 温度—盐雾箱暴露区温度保持在 35 ℃ 1.1
7.1

+
−

A4.4.2 SO2—进行SO2试验的试验箱的设施与材料要求如下： 

A4.4.2.1 SO2气体钢瓶。 

A4.4.2.2 流量表，能够测量试验箱内SO2气体流量 35cm
3
/min.m

3
，试验箱应由耐SO2气体的材料制成。 

A4.4.2.3 时间控制器。 

A4.4.2.4 用耐SO2气体材料制造的SO2输送管道和接头。SO2流程图见图A4.1。 

注A4.1：进入试验箱内的SO2气体最好能均匀分散。如果试验箱配备一个中央分散塔，在塔的顶端的有机玻璃（PMMA）隔板上打孔，这样气体通过八

个均匀分布的气孔输出。毫无疑问也可用其它方法均匀分散气体。无论如何应避免气体从试验箱侧边的 1或 2个管路进入箱子。 

A4.4.3 调整溶液 pH 值到 2.5～3.2。 

A4.4.4 循环—按试验材料或者试验产品的规范规定或者买卖双方的协议确定循环条件。一些可用的循环举例如下： 

A4.4.4.1 持续喷盐雾同时通SO2气体，采用每天喷 4次，每次 1小时（每隔 6小时喷一次）。 

A4.4.4.2 
1
/2小时喷盐雾，

1
/2小时通SO2，2 小时在箱内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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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稀电解液喷雾/干燥循环试验 

A5.1 本试验采用 1小时干燥和 1小时喷雾的方法。电解液是氯化钠和硫酸铵溶液，比一般的盐雾浓度低的多。喷雾在室温下进行，

而干燥在较高温度下进行。另外，喷雾雾化的空气水含量不饱和。 

注 A5.1：本试验特别适用于钢制品上的涂层。 

A5.2 盐溶液： 

A5.2.1 用 0.05%的氯化钠和 0.35%块状硫酸铵制备电解液。水和氯化钠必须符合第 6章要求的纯度。硫酸铵杂质总量不超过 0.3%。 

A5.3 盐雾箱的条件： 

A5.3.1 湿润/干燥循环—1小时喷雾接着 1小时干燥组成一个循环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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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A5.2—经验表明循环时间越长剥蚀速度越慢。 

A5.3.2 喷雾温度—在喷雾过程中试验箱不加热。盐雾暴露在室温和室内环境下进行。 

A5.3：室内环境条件应该是无异常污染的室内大气环境，而不是由试验箱诱发的环境。这种条件应控制温度在（24±3）℃和相对湿度低于 75%。不

同的室温条件产生不同的结果。 

A5.3.3 收集的溶液 pH 值应调整在 5.0～5.4 之间（见 4.3.2 和 6.4）。 

A5.3.4 干燥温度—暴露区温度从喷雾周期转换到干燥周期的
3
/4小时内，应达到并保持（35±1.5）℃。 

A5.3.4.1 用新鲜的空气吹入试验箱进行干燥。这样，在
3
/4小时内，样品上的所有看得见的水分被吹干。 

A5.4 试验箱的改进—为了达到在附录中规定的温度变化，ASTM/B117 所要求的试验设备应改进或者增加配件，所用的设备应包括： 

A5.4.1 暴露箱。 

A5.4.2 温度控制器。 

A5.4.3 空气流动装置。 

A5.4.4 隔离层。 

A5.4.5 测量试验箱内加热空气或管中的水的温度的装置。 

A5.4.6 与试验箱生产商商定的设备附加装置或建议的设备。 

A5.5 饱和塔—这个试验不使用湿润空气，使用下列方法中的一种来避免湿润空气 

A5.5.1 排空饱和塔并确认饱和塔加热装置是关闭的。 

A5.5.2 调节喷雾管道使雾化空气不通过饱和塔，而直接通过喷嘴。 

注 A5.4：从湿润到干燥的循环使样品经历了一个溶液浓度变化的过程，从喷雾时很稀的浓度到完全干燥前很高的浓度。不要用水使喷雾空气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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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饱和的目的是帮助溶液保持固定的浓度。 

A5.6 喷雾和喷雾量—试验进行时，在持续喷雾至少 16 小时的过程中收集盐雾。通常的 1小时喷雾不能收集到精确测定所需的足够

的喷雾量。盐雾的收集装置见 4.3.2。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