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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7998—2005《铝合金晶间腐蚀测定方法》和GB/T26491—2011《5×××系铝合

金晶间腐蚀试验方法 质量损失法》。本文件与GB/T7998—2005和GB/T26491—2011相比,除结

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范围(见第1章,GB/T7998—2015和GB/T26491—2011的第1章);

b) 更改了原理(见第4章,GB/T7998—2015和GB/T26491—2011的第2章);

c) 增加了试验条件(见第5章);

d) 增加了警示条款(见第6章),增加了浸蚀剂(见6.7);

e) 增加了“试样主变形方向标记”和“质量损失法取样示意图”(见8.4);

f) 增加了“锻件试样的示意图”(见8.5);

g) 增加了“6×××系试验方法”的相关内容(见第9章);

h) 更改了预处理用硝酸的浓度(见9.1,GB/T7998—2015的7.1.1);

i) 更改了腐蚀深度法的试验温度(见9.3.2,GB/T7998—2015的7.3.1);

j) 增加了质量损失法试样摆放示意图(见9.3.3);

k) 增加了腐蚀深度法试样制样位置示意图(见9.4.1.1);

l) 更改了质量损失法试验后试样清洗方法(见9.4.2.2,GB/T26491—2011的6.10);

m) 增加了晶间腐蚀典型特征图片(见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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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合金晶间腐蚀敏感性评价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铝合金产品晶间腐蚀敏感性的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2×××系、5×××系、6×××系、7×××系铝合金产品晶间腐蚀敏感性的测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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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246.1 变形铝及铝合金制品组织检验方法 第1部分:显微组织检验方法

GB/T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6684—2002 化学试剂 30%过氧化氢

GB/T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JJG(教委)012 金相显微镜检定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晶间腐蚀 intergranularcorrosion
沿着金属或合金的晶粒边界或其邻近区域发展的腐蚀。
注:晶粒本身腐蚀很轻微。这种腐蚀使晶粒间的结合力大大削弱,严重时可使机械强度完全丧失。

4 原理

根据阴极去极化作用原理,将铝合金试样放置在特定试验溶液中一定时间,加速合金晶粒边界或晶

界附近的腐蚀,测定其腐蚀深度或质量损失来评价铝合金的晶间腐蚀敏感性。
———腐蚀深度法:采用光学(金相)显微镜检查2×××系、5×××系、6×××系、7×××系铝合

金试样晶间腐蚀情况,并测量晶间腐蚀深度。
———质量损失法:采用天平测量5×××系铝合金试样腐蚀前、后的质量,并计算单位面积上的质

量损失。对试验结果存疑时,借助光学(金相)显微镜对其纵截面进行晶间腐蚀情况的定性

分析。
注1:阴极去极化是指消除或减少阴极极化所造成的腐蚀电池阻滞作用,增强阴极去极化作用能加速腐蚀速度。
注2:5×××系铝合金通常采用质量损失法,当需方有特殊需求时,一般采用腐蚀深度法。

5 试验条件

试验环境温度应不高于试验温度,并应配置通风设施。
1

GB/T7998—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