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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GB/T17005—1997《滨海设施外加电流阴极保护系统》。本标准与 GB/T17005—

1997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标准适用范围增加了核电站用鼓形旋转滤网(见第1章)。
———修改了碳钢的保护电位范围(见3.1,1997年版的3.1);增加了不锈钢、铜及铜合金的保护电位

范围(见3.2~3.4)。
———修改了阴极保护系统的组成表述(见4.1,1997年版的第4章);补充了电源设备的供电方式

(见4.2);增加了钛基金属氧化物阳极及其性能参数,将阳极类型与性能有关内容移入第4章

(见4.3.1中表1,1997年版的5.2.1中表2);修改了不同参比电极的设计参数,将参比电极类

型及主要性能有关内容移入第4章(见4.4.1中表2,1997年版5.4中的表4);增加了轴接地装

置与被保护体之间的电位差(见4.7.3)。
———增加了阴极保护系统设计的一般规定(见5.1);增加了鼓形旋转滤网的保护电流密度(见5.4

中表3);增加了电源设备输出电流的设计裕量(见5.5.1);增加了鼓形旋转滤网的辅助阳极数

量(见5.6.2.6);增加了参比电极的选型、数量及安装位置的设计要求(见5.7.2、5.7.3);增加了

阳极屏蔽层的厚度 (见5.8)。
———修改了第6章标题(见第6章,1997年版的第6章);增加了电源设备安装要求(见6.1);将辅

助阳极、参比电极、阳极屏蔽层、轴接地装置安装的有关内容移入第6章(见6.2、6.3、6.4、6.5,

1997年版的4.3、4.4、4.5、4.6);增加了鼓形旋转滤网辅助阳极的布置及安装结构(见6.2.8);增
加了鼓形旋转滤网参比电极的安装结构(见6.3.6);增加了轴接地装置的安装结构图(见附录

D);删除了验收规则中对生产厂商的要求(见1997年版的6.1)。
———合并了原标准第7章和第8章(见第7章,1997年版的第7章、第8章);修改了电位应满足的

技术要求(见7.3.1.1、7.3.1.2,1997年版的8.1.1、8.1.2);增加了阴极保护电位测量的要求(见

7.3.1.3);修改了腐蚀失重检测(见7.3.2,1997年版的8.2);修改了试片的称量精度和保护度计

算公式(见7.3.2,1997年版的8.2)。
本标准由全国海洋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2)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五研究所、青岛双瑞海洋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江苏核电有限公司、中国电

力工程顾问集团华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能源

建设集团沈阳电力机械总厂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工程

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廷勇、王辉、赵超、汪相辰、许立坤、王明韧、白玮、张云乾、曾小超、王伟民、

符滨、毛卫兵、廖内平。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7005—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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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设施外加电流阴极
保护系统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滨海设施外加电流阴极保护系统的保护电位准则,系统的技术要求,系统设计,安装

与检验,运行、维护与检测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海水管道、海水水泵、鼓形旋转滤网、凝汽器、浮船坞等滨海设施在海水中的外加电流

阴极保护。对海水中其他装置及输送海淡水、高含盐水的循环水系统和水中设施的外加电流阴极保护

亦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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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108 船体外加电流阴极保护系统

GB/T7387 船用参比电极技术条件

GB/T7388 船用辅助阳极技术条件

GB/T7788 船舶及海洋工程阳极屏涂料通用技术条件

CB*3220 船用恒电位仪技术条件

3 保护电位准则

3.1 由碳钢或者碳钢与不锈钢、铸铁、铜合金等多种材料构成的设施或系统,在有氧的环境中,保护电

位应达到-0.80V~-1.05V(相对于银/氯化银参比电极,下同);在硫酸盐还原菌及硫化物存在的缺

氧环境下,保护电位应达到-0.90V~-1.05V;对于屈服强度不小于550MPa的钢种,施加阴极保护

时的最负电位不应引起氢脆。

3.2 由不锈钢制成的设备、部件和管道,阴极保护电位准则如下:

a) 当奥氏体不锈钢耐点蚀当量不小于40时,保护电位应达到-0.30V~-1.05V;

b) 当奥氏体不锈钢耐点蚀当量小于40时,保护电位应达到-0.50V~-1.05V;

c) 对于双相不锈钢或马氏体不锈钢等耐蚀合金钢,保护电位的上限为-0.50V。如果材料强度、
冶金条件及受力状态等因素有导致被保护体发生氢脆及氢致应力开裂的风险,则保护电位下

限不应负于-0.80V。
注:耐点蚀当量PREN是以金属中某些元素的质量分数为基础计算的一个数值,通常PREN值越高,耐点蚀性能越

好,PREN=Cr%+3.3×(Mo+0.5W)%+16×N%。

3.3 由铜及铜合金制成的设备、部件和管道,保护电位范围应达到-0.45V~-0.60V。

3.4 由钛与钢、铸铁、铜合金等多种材料构成的设备,钛表面电位不应负于-0.7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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