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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8570. 5-2005/ISO 8502-5:1998

oli 吕

GB/丁18570((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评定试验》分为下列几部分:

— 第I部分:可溶性铁的腐蚀产物的现场试验(技术报告);

— 第2部分:清理过的表面上氯化物的实验室测定;

— 第3部分: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的灰尘评定(压敏粘带法卜

— 第4部分:涂覆涂料前凝露可能性的评定导则;

— 第5部分: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的氯化物测定(离子探测管法);

— 第6部分:可溶性杂质的取样 Bresle法;

— 第7部分:油和脂类的现场测定法;

  一第8部分:湿气的现场折射测定法;

— 第9部分:水溶性盐的现场电导率测定法;

— 第10部分:水溶性氯化物的现场滴定测定法;

— 第n部分:水溶性硫化物的现场浊度测定法;

第12部分:水溶性铁离子的现场滴定测定法;

第13部分:可溶性盐的现场电导率测定法。

    本部分为GB/丁1857。的第5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ISO 8502-5;1998《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评定试验 第5部

分: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的氯化物测定(离子探测管法)))(英文版)。

    本部分等同翻译ISO 8502-5:19980

    为便于使用，本部分作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a) “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部分”;

    b)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c) 用顿号“、”代替作为分述的逗号“，”;

    d)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

    本部分由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涂料和颜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涂漆前金属表面处理及涂漆工艺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中国船舶工业第十一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苗宏仁、宋艳媛、刘冰杨、傅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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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8570. 5-2005/ISO 8502-5:1998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评定试验

第5部分: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的氯化物测定

              (离子探测管法)

范围

GB/T 1857。的本部分规定了以专用探测管测定氯离子的现场试验方法

本方法适用于清理前后的钢材表面以及涂装过程中的涂层表面。

本方法利用适当的表面抽样技术进行测定。

注:ISO 8502-2 1)《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评定试验 第2部分:清理过的表面上氯化物的实验室

    测定》规定了测定表面抓化物的实验室方法。

2 规范性 引用 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 1857。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ISO 3696:1987， 分析实验 宰用水 规格 和试验方法

3 原理

    用定量水洗涤或浸泡，移取试验表面的水溶性氯化物，分析收集到的洗涤液。通过含有铬酸银的探

测管中颜色的变化测定氯离子的浓度。

仪器和材料

4.1 水

    至少应为ISO 3696:1987规定的3级纯度的水。

4.2 离子探测管

4.2. 1 设计

    探测管应为一根硅酸硼玻璃管，玻璃管长为140 mm- 150 mm，内径为2 mm-3 mm，管内的硅砂

载体含有5X(质量百分r匕)分析级的铬酸银试剂。硅砂颗粒尺寸范围为177 Km--250 ym。将铬酸盐

和硅砂的混合物装在玻璃管内，在两端塞人棉毛塞，再装人玻璃粉。熔融管子两端，密封探测管。

    注:若管子设计合理，棉毛不会嫩烧

4.2.2 标定

    制作完成一批探测管后，选择若干个，用玻璃切割机((4.3)将两端切断，然后将每个探测管的一端垂

直浸人含有不同氯离子浓度的溶液中。记下每根管内颜色发生变化的最高点.以毫克每升(mg/L)为刻

        GB/T 18570.2-2001为修改采用ISO 8502-2;1992,

        GB/T 6682---1992为非等效于ISO 3696: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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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8570.5-2005/1SO 8502-5:1998

度单位对这批试验管进行标记。

    注:可利用商用探测管测定不同范围的氯化物浓度。每个试验选择适当的探测管

    未用过的探测管应贮存于冷藏室，贮存期不超过2年。

4.3 切割机

    切割机用来切断探测管的端口。

4.4  f筒

    量筒容积为250 ml-

4.5 烧杯

    烧杯容积工00 ml的1个，容积250 m工的2个

4.6 玻璃搅拌棒

    玻璃搅拌棒1根

4.7 棉纱布

    棉纱布无氯化物.尺寸约为300 mmX300 mm,
4.8 手套

    塑料或橡胶手套若十。

4.9 粘带

    粘带 若干

4. 10  f尺

      量尺 1根

5 步骤

5.1 清洗试验区域

    下面的试验描述了一个详细的清洁试验区域的擦拭步骤。当愿意时，可采用各种可控的适当清洁

方法 清洗过程中.应戴上十净的塑料或橡胶手套(4. 8 )，确保不会污染清洗用水

    清洗操作前.选择一块涂覆涂料前的钢材表面作为试验区域。用量尺((4. 10)和粘带((4. 9)标记出一

块实际的试验区域，尺寸为。.5-X0.5m或者总面积为0. 25 m2。试验区域的形状取决于钢材表面的

形状和尺寸。

    将130 m工的水(4.1)倒人第一个250 m工烧杯中，20 m工的水倒人100 ml_烧杯中((4.5)。将棉纱

布((4.7)浸泡在第一个大烧杯的水中，然后用手轻轻的将棉纱布里面的水挤出 用棉纱布彻底擦拭整个

试验区域 尽可能少的让水从棉纱布上滴落或流出试验区域 用棉纱布移取试验表面的水，挤到第二个

250 ml烧杯中 然后重复擦拭过程4次(总共5次)。每一次应改变擦拭方向 因为在清洗过程的最

后阶段，仅可用非常少量的水来清洗手套，所以建议操作者用指尖拿棉纱布。

    完成第五次擦拭步骤后，将棉纱布放入第二个大烧杯中，在小烧杯的水中很小心地洗涤手套的指尖

部分，然后把洗后的水倒人第二个大烧杯中，用玻璃搅拌棒((4.6)搅拌，使其混合。

    注;通过离子探测管法的分析，若侧得的表面氯化物浓度高于 100 mg/m,(10 pg/cm'),也可用 GB/ "I 18570. 6--

        20050S0 8502-6:1995.IDT)规定的Bresie法提取化合物中的氯化物。

5.2 试验溶液中氮化物浓度的测定

    用切割机(4. 3J切断探测管的两端，将探测管的一端浸人溶液中，垂直握住探测管，使其底端接触或

靠近烧杯底部。当溶液升至顶端塞子时，通过铬酸盐与溶液中氯化物接触所引起的轻微颜色变化的指

示，从刻度上读出试验溶液中的氯化物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 l)

    若5 min之内，溶液未能升至探测管顶端，丢弃该探测管，用另一根新管重复以上操作。

    总共用5根新探测管进行5次测定 记录每次单独的测定结果，即可得到 3个中间测定值的平

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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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8570. 5-2005/ISO 8502-5:1998

    若试验在50C --80℃之间进行，则不必进行温度校正。本试验不应在低于5℃的温度下进行。

    注 漠离子、碘离子或氰离子的存在会导致读数略高。硫酸根离子、硝酸根离子或铁离子可影响读数最高达 10%>

        溶液的pH值在4-13之间的变化不会影响读数.

    操作过程中，避免溶液受到手、手套和擦拭用棉纱布上氯化物的污染。可用空白试验测定上述污

染量。

5.3 校准试验

    为校准探测管的刻度，每批产品中取3根探测管，用其来测量一种已知氯化物浓度的溶液，该溶液

中氯化物浓度接近试验溶液的浓度。取其中最接近的两个数值的平均值作为校准试验的结果，所获溶

液浓度平均值的准确度应在士15%内

    试验溶液中氯离子浓度应在50 mg/L̂ 100 m郊工范围内。

6 结果的表述

氯化物浓度N，以每平方米表面上氯化钠的毫克含量表示。按公式(1)计算:

                      N一V X pt, X [M,(NaCI)/A,(CD] X 1/A ·················，······⋯⋯(1)

式 中:

    V - 所用水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升(L);

  pa— 大烧杯中氯离子的浓度的数值，单位为毫克/升(m刃L) ;

M, (NaCI)

  A, (CD

氯化钠分子量(等于58.5) ;

氯的原子量(等于35.5);

A— 试验面积的数值，单位为平方米(MI) (等于0. 25 m'

7 试验 报告

试验报告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标识试验表面必需的所有细节;

b)本部分标准号(GB/T 18570. 5-2005);

c) 所用探测管的制造商、批量和型号;

d)探测管校准试验结果;

e) 试验溶液的氯离子浓度，表示如下:

    1) 弓根探测管单独所测数值;

    2) 其3个中间数值的平均值。

f) 第6章中所得出的试验结果;

9)与规定步骤的差异，尤其指所用的其他清洗方法的细节;

h)试验日期。 N
A

N
JI

N
G

 E
A

C
A

 C
O

A
TI

N
G

S 
EN

G
 &

 T
EC

H
 C

O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