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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二版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修订和编写的过程中，融合了学科的进
展和本课程多年的教学经验。
　　考虑到教材的系统性，第1章 增加了化学腐蚀与电化学腐蚀的差异、电位?pH图、部分电位的计算
、电化学腐蚀热力学判据和极化与表征等内容，规范了原书电化学腐蚀的基本术语和概念，将极化曲
线统一为电位向上为正。
第2章 增加了氢（致）损伤、Ebr的影响因素、结构因素对电偶腐蚀影响等内容，修改了应力腐蚀防护
、孔蚀防护、电偶腐蚀防护等内容。
第3章 的腐蚀术语采用了目前通用的提法，并着重从过程装备服役环境对腐蚀的影响进行修改，考虑
到石油天然气和核电站的发展增加了微生物腐蚀、硫化氢腐蚀和辐照环境中的腐蚀，氢腐蚀影响因素
、土壤腐蚀防护、海水腐蚀防护等内容。
第4章 按新的国家标准编写常用18?8奥氏体不锈钢，并增加了合金元素氮的内容，全面修订了结构材料
选择原则。
第5章 从过程装备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应用出发，按非金属材料性能、耐蚀特性和结构设计的思路顺序
进行修改编写，并增加了耐腐蚀橡胶，混凝土的耐蚀特性；第5章 第3节按照“耐腐蚀无机非金属材料
”内容进行修改编写。
为了学习方便和跟踪行业的发展需要，第7章 增加了相关装备图和流程，第8章 从石油和天然气的钻、
采、输、炼的装备腐蚀进行全面修订编写。
第9章 对腐蚀数据库的内容进行了修改。
　　本书由闫康平、陈匡民教授主编，由闫康平统稿并修订编写绪论、第5、第6和第9章 ；王贵欣修
订编写第1、第2和第3章 ；吉华修订编写第4、第7章 ；西南石油大学匡飞编写第8章 和第3及第5章 的
第6节。
　　限于编者水平，书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敬请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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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按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要求进行编写，全书共9章。
内容包括金属腐蚀电化学理论、影响局部腐蚀的结构因素、防腐方法和腐蚀监控等章节内容，重点阐
明腐蚀理论的应用，分析过程装备常见的腐蚀现象并提出正确的防护途径。
常用耐蚀金属结构材料和耐蚀非金属结构材料等两章内容，重点突出耐蚀共性和过程装备的选材原则
，同时图文并茂介绍耐蚀非金属材料的装备结构设计特点。
典型化工过程和石油工程装备的腐蚀防护等两章内容主要加强理论联系实际进行腐蚀失效分析，丰富
工程实际的过程装备防腐蚀应用。
    本书主要供高等院校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及相近专业作教材用，同时可供过程装备设计、制造和使
用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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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　　0.1　腐蚀的危害性与控制腐蚀的重要意义　　腐蚀现象几乎涉及国民经济的一切领域。
例如，各种机器、设备、桥梁在大气中因腐蚀而生锈；舰船、沿海的港工设施遭受海水和海洋微生物
的腐蚀；埋在地下的输油、输气管线和地下电缆因土壤和细菌的腐蚀而发生穿孔；钢材在轧制过程因
高温下与空气中的氧作用而产生大量的氧化皮；人工器官材料在血液、体液中的腐蚀；与各种酸、碱
、盐等强腐蚀性介质接触的化工机器与设备，腐蚀问题尤为突出，特别是处于高温、高压、高流速工
况下的机械设备，往往会引起材料迅速的腐蚀损坏。
　　目前工业用的材料，无论是金属材料或非金属材料，几乎没有一种材料是绝对不腐蚀的。
对于金属而言，在自然界大多数是以金属化合物的形态存在。
例如FezO3、FeS、A1203、Cu2（OH）2C03等。
冶金的过程就是外加能量将它们还原成金属元素的过程，因此金属元素比它们的化合物具有更高的自
由能，必然有自发地转回到热力学上更稳定的自然形态——氧化物、硫化物、碳酸盐及其他化合物的
倾向。
这种自发转变的过程就是腐蚀过程，显然冶金是腐蚀的逆过程。
非金属的腐蚀一般是介质与材料发生化学或物理作用，使材料的原子或分子之间的结合键断裂而破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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