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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5DSS 焊接结构在酸性环境下腐蚀速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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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试验研究了 2205DSS 焊接结构的母材区、融合区、热影响区分别在草酸、硝酸和盐酸溶液中的腐蚀速率。研究发现:

该结构在草酸和沸腾的硝酸溶液中有较好的耐腐蚀能力，而在盐酸溶液中较差; 熔合区腐蚀速率最快，母材区次之; 在盐酸

溶液中腐蚀速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加快，随着盐酸溶液浓度的增加先增加后降低，随着腐蚀时间的进行而降低。建立了

腐蚀速率与盐酸溶液的温度、浓度、腐蚀时间之间的数学模型，该模型能快速计算该焊接结构在盐酸溶液中的腐蚀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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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osion Rate of the Welding Seam of 2205 Stainless Steel in the Acidic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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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rosion rates of the base metal zone，fusion zone and the heat affected zone of 2205DSS welded structures in vari-
ous acid solutions are studied． It is found that the 2205DSS welded structure shows better corrosion resistance in oxalic acid and
boiling nitric acid solution． However，the structure shows poor corrosion resistance in the hydrochloric acid solution obviously and
the fastest rate of corrosion is the fusion zone，and the corrosion rate of base metal is followed． In the hydrochloric acid solution，

the corrosion rate is accelerated as the temperature rises; the corrosion rate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hydrochloric acid solu-
tion concentration firstly and then decrease; the corrosion rate is reduced with the conduct of the etching time． The mathematical
model of relationship among corrosion rate，temperature of the hydrochloric acid solution，concentration and etching time is estab-
lished，which can quickly calculate the corrosion rate of the welded structures in the hydrochloric acid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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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5DSS 是由大约各占 50%的奥氏体和铁素体
组成的，具有良好的力学和耐腐蚀性能。很多学者
对其进行的试验研究表明，与奥氏体不锈钢相比，它
的强度更高，耐晶间腐蚀和耐氯化物应力腐蚀性更
强［1-3］。然而材料在工程运用中大量使用焊接工艺，

焊接后的焊接结构与母材相比，奥氏体相和铁素体
相的比例发生改变从而导致焊接结构的力学性能和
耐腐蚀性能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4-7］。

在 2007 年，川东船厂在国内首次使用国产 2205
双相不锈钢制造化学药品船，该船制造过程中大量
用到焊接工艺，在最近检查发现焊接处有明显腐蚀
痕迹，并且装酸性溶液的化学船被腐蚀的情况比装
碱性 药 品 的 化 学 船 严 重 得 多。而 国 内 对 国 产
2205DSS 焊接结构在酸性环境中的耐腐蚀没有单独
研究，笔者根据 GB /T 4334—2008《金属和合金不锈

钢晶 间 腐 蚀 实 验 方 法》，用 草 酸、硝 酸、盐 酸 对
2205DSS 焊接结构进行腐蚀试验，旨在研究焊接处

在恶劣的酸性环境下的耐腐蚀能力。

1 焊接工艺及试验前处理
1． 1 试验材料

试验采用川东造船厂特种船舶用 2205 双相不

锈钢，焊丝选用 ER 2209，两者的化学成分见表 1。
表 1 2205 双相不锈钢和 ER 2209 焊丝的化学成分

Table 1 Main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2205 duplex

stainless steel ＆ ER 2209 wire /%

元素 母材 ER2209 元素 母材 ER2209
C 0． 016 0． 013 Cr 22． 48 22． 92
Mn 0． 82 1． 54 Ni 5． 46 8． 61
P 0． 024 0． 018 Mo 3． 12 3． 18
S 0． 001 0． 007 N 0． 16 0． 17
Si 0． 36 0． 49 Cu 0． 012



1． 2 焊接工艺

将 2205 双相不锈钢板加工成 200 mm ×100 mm
×10 mm 的试样，焊接前焊接坡口如图 1。焊接时

采用川东船厂焊接试验室的 NB-500 IG-BT 型气体
保护焊机对母材进行多层平焊。层间温度 T 控制在
150 ～ 250 ℃ 范围内，焊接速度 v 控制在10 ～ 12 m /
min 范围内，焊接电流 I 控制在 125 ～ 135 A 范围内，

电压 U 控制在 24． 5 ～ 25 V 范围内。

图 1 V 型破口试验

Fig． 1 Test on V-Shaped weld groove

2 试 验
2． 1 草酸试验
2． 1． 1 试验方法

按照GB/T 4334． 1—2008《不锈钢10%草酸浸蚀实
验方法》进行草酸试验。试验后，用试件的金相图与标
准试验结论图对比，研究试件是否发生晶间腐蚀。
2． 1． 2 试验结果及分析

显微镜下试件腐蚀前后金相如图 2。对比母材
腐蚀前后如图 2 中的( a) 和( b) 状态，可以清晰看到
图 2( b) 中标示的白色部分为奥氏体，黑色部分为铁
素体并且在奥氏体表面有很多被腐蚀的深孔，对比
国家标准［8］证实 2205 双相不锈钢发生晶间腐蚀。
图 2( c) 为热影响区，可以看到奥氏体相和铁素体相
分布均匀，其表面看不到腐蚀留下的孔洞。

图 2 草酸试验结果

Fig． 2 Oxalic acid test results

2． 2 65%硝酸沸腾试验
2． 2． 1 试验方法

1) 根据 GB /T 4334． 3—2008《不锈钢 65% 硝酸

腐蚀实验方法》选择母材和焊缝各 2 块。试件 1 和
试件 2 为母材，试件 3 和试件 4 为焊缝。

2) 用分析天平称出 4 块材料的质量 W1，用千分
尺测出其尺寸并计算出腐蚀面积 S。

3) 分别放入 4 个装有 400 mL 浓度为 65% 硝酸
的锥形圆底烧瓶中，放入水域箱中加热并保持沸腾，

保温 48 h。称其质量 W2，按式( 1) 计算腐蚀速率:

V = ( W1 － W2 ) / ( S·t) ( 1)

式中: V 为腐蚀速率，g / ( mm2·h) ; W1 为试验前式
样重量，g; W2 为试验后试样重量，g; S 为试样腐蚀面

积，mm2 ; t 为腐蚀时间，h。
4) 每隔 12 h 测量 1 次试件质量以及表面硬度，

并且用显微镜观察试样表面显微组织。
2． 2． 2 试验结果及分析

试验完成后，将所测数据带入式( 1 ) 计算腐蚀
速率结果见表 2。

表 2 腐蚀速率计算结果

Table 2 Calculation results of corrosion rate

试样编号
腐蚀速率 / ( g·m －2·h －1 )

测定值 平均值

母材
试件 1 0． 32
试件 2 0． 31

0． 315

焊缝
试件 3 0． 81
试件 4 0． 83

0． 820

从表 2 可知母材和焊接处的腐蚀速率分别为
0． 315，0． 820 g / ( m2·h1 ) 。在 65%沸腾的硝酸溶液

中，腐蚀率不大于 0． 6 g / ( m2·h1 ) 的材料可以用来

装硝酸溶液［6］，因此，母材能达到要求，而焊接处达
不到要求。所以，船厂制造用来装硝酸溶液的化学
船，焊接部位必须每间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检测，防
止因焊接腐蚀失效而引起的灾难。

图 3 为 2205DSS 焊接结构在沸腾的硝酸溶液中
腐蚀后表面硬度变化情况。

图 3 腐蚀后硬度变化

Fig． 3 Hardness change after corrosion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焊缝的融合区硬度变高，而
热影响区变低。这是由于加工硬化和电化学腐蚀使
Cr 元素富集到焊缝从而引起焊缝处硬度增加，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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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影响区热处理后奥氏体相和铁素体相分布不均
匀，腐蚀影响了其表面硬度。热影响区由于热处理
使 Cr 原子与 C 原子结合生成了 CrC，从而导致表面
硬度降低［9-10］。
2． 3 盐酸腐蚀试验
2． 3． 1 试验方法

1) 在上述标准焊接材料的熔合区、热影响区及
母材中，各取 12 个 10 mm × 10 mm × 10 mm 的立方
体，并将腐蚀表面以外的面用环氧树脂密封好。测
量出腐蚀面的表面积 S 和重量 W1 待用。

2) 取 36 根试管、4 个恒温箱，每个恒温箱中装
入 9 根试管，试管中分别装入 10%，20%，30% 盐酸

并编号。
3) 试验时间为 72 h，每隔 24 h 检测一次。通过

对比腐蚀前后质量变化，按式( 1) 计算出腐蚀速率。
4) 根据试剂浓度、腐蚀时间和温度，建立新的腐

蚀速率数学模型。
2． 3． 2 盐酸中腐蚀试验结果

每隔 24 h 测一次试件质量 W2，根据试验前测得

的试验数据带入式( 1) 。分别计算出母材、热影区、
焊缝在不同温度、不同浓度、不同时间下材料的腐蚀
速率。计算结果见表 3。

表 3 材料各区在不同环境的盐酸中的腐蚀速率

Table 3 Corrosion rate of different districts of weld structures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 / ( mg·mm －2·h －1 )

试验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腐蚀时间 t /h 24 48 72 24 48 72 24 48 72

盐酸浓度 W /% 10 10 10 20 20 20 30 30 30
环境温度 T /℃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V母材 0． 004 1 0． 003 1 0． 005 5 0． 005 9 0． 004 2 0． 005 0 0． 004 0 0． 004 0 0． 002 7
V热影响区 0． 002 9 0． 003 0 0． 001 2 0． 030 8 0． 004 3 0． 003 5 0． 004 1 0． 004 7 0． 002 4
V焊缝 0． 003 2 0． 003 4 0． 001 2 0． 005 2 0． 004 4 0． 007 5 0． 006 5 0． 006 2 0． 006 5

试验编号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腐蚀时间 t /h 24 48 72 24 48 72 24 48 72

盐酸浓度 W/% 10 10 10 20 20 20 30 30 30
环境温度 T /℃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V母材 0． 140 0 0． 158 0 0． 082 0 0． 118 5 0． 175 0 0． 108 0 0． 161 0 0． 228 0 0． 156 0
V热影响区 0． 120 5 0． 153 7 0． 086 4 0． 090 0 0． 138 4 0． 114 9 0． 205 3 0． 203 6 0． 134 1
V焊缝 0． 178 0 0． 220 0 0． 114 0 0． 152 0 0． 183 0 0． 143 0 0． 215 0 0． 260 0 0． 208 0

试验编号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腐蚀时间 t /h 24 48 72 24 48 72 24 48 72

盐酸浓度 W /% 10 10 10 20 20 20 30 30 30
环境温度 T /℃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V母材 0． 157 8 0． 238 6 0． 085 7 0． 240 8 0． 277 5 0． 212 2 0． 281 6 0． 345 8 0． 188 8
V热影响区 0． 094 8 0． 257 8 0． 065 9 0． 188 9 0． 226 1 0． 192 5 0． 233 1 0． 365 4 0． 159 0
V焊缝 0． 207 5 0． 312 5 0． 148 4 0． 276 8 0． 310 4 0． 220 7 0． 325 4 0． 480 1 0． 204 5

试验编号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腐蚀时间 t /h 24 48 72 24 48 72 24 48 72

盐酸浓度 W/% 10 10 10 20 20 20 30 30 30
环境温度 T /℃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V母材 0． 274 7 0． 326 1 0． 177 2 0． 408 0 0． 359 6 0． 202 2 0． 480 88 0． 438 0 0． 268 2
V热影响区 0． 245 5 0． 349 4 0． 163 9 0． 315 0 0． 335 0 0． 259 1 0． 400 4 0． 424 3 0． 202 3
V焊缝 0． 269 9 0． 498 7 0． 140 7 0． 464 7 0． 447 0 0． 389 7 0． 625 6 0． 526 7 0． 278 2

3 腐蚀速率的数学模型及分析
根据表 3，母材、焊缝、热影响区的腐蚀速率变

化趋势是一致的。这说明腐蚀速率 V 与温度 T、腐
蚀时间 t 以及盐酸浓度 W 存在某种数学关系，经研
究发现腐蚀速率 V 与温度 T 成指数关系，腐蚀速率
V 与腐蚀时间 t 成周期变化，腐蚀速率 V 与盐酸浓度
w 成二次关系。运用 ORIGIN 软件对表 3 数据进行
非线性数学模型模拟，采用单参数变化的方法，确定
该参数与腐蚀速率之间的最佳拟合模型:

V = a( T + b) c·sin( dt + e) ·( W + f) 2

该数学模型对曲线拟合精度可根据模型拟合值
V －

i 与实测值 Vi 的接近程度来衡量［11］。定义曲线回
归拟合精度指标相关系数 RNL为:

RNL = 1 － ∑ ( Vi － V－
i ) 2

∑V2槡 i

RNL把统计学中常用 RSS 参差平方和与相对误
差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RNL越接近 1，表明数学模型
对曲线地拟合精度越好。曲线拟合精度见表 4，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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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可见建立的模型能够准确的反映盐酸溶液的温
度、浓度和腐蚀时间对腐蚀速率的影响。

表 4 数学模型拟合精度

Table 4 Fitting results of mathematical model

模型 母材 热影响区 焊缝

拟合精度 RNL 0． 959 9 0． 919 7 0． 907 7

根据 ORIGIN 软件非线性回归分析得到如下结
果:

1) 母 材
V = －0．019( T －19．7) 0． 777 × sin( 1．018t －0．427) ×

( W + 0．726) 2

2) 热影响区
V = －0．016( T －19．6) 0． 752 × sin( 1．013t －0．075) ×

( W + 0．726) 2

3) 焊 缝
V = －0．021( T －19．77) 0． 772 × sin( 1．015t －0．26) ×

( W + 0．81) 2

T∈ ( 20，80) ，t∈( 0，72) ，W∈ ( 0．1，0．3)

从数学模型可以看出，温度对腐蚀速率的影响
最大，其次是盐酸溶液的浓度，而腐蚀时间对其影响
不明显。在同一浓度的盐酸溶液中，腐蚀开始的第
1 天，焊缝腐蚀速率是最大的，母材次之，而热影响
区的腐蚀速率是最小的。这是由于在焊接过程中，

焊缝的融合区是富含合金元素的区域，热影响区在
热处理过程中该区域的 Cr 元素与 C 元素结合生成
了 CrC，从而发生贫铬，热影响区含合金元素相对减
少，最终导致腐蚀速率偏低。腐蚀发生到第 2 天和
第 3 天，焊缝腐蚀速率最大，热影响区和母材的腐蚀
速率相同。这是由于热影响区在热处理时是有一定
深度的，当腐蚀到一定深度后热影响区的组织与母
材差不多，所以腐蚀速率趋于相等［12-13］。

本模型能够准确表明 2205 双相不锈钢在盐酸
溶液中的腐蚀速率的变化情况。与传统的腐蚀速率
模型( 1) 相比，本模型能良好的反映腐蚀环境因素
与腐蚀速率之间的关系。

4 结 论
1) 在硝酸溶液中焊缝的耐腐蚀性能远不如母

材，所以有焊缝的化学船不能用来装硝酸药品。
2) 在硝酸溶液腐蚀过程中母材硬度变化很小，

焊缝腐蚀后硬度明显变大，热影响区硬度变小。
3) 2205 双相不锈钢在盐酸中腐蚀速率由快到

慢依次是焊缝 ＞ 母材 ＞ 热影响区。
4) 建立了 2205 双相不锈钢在盐酸中腐蚀速率

与温度、时间、盐酸浓度之间的数学模型。该模型在
T∈( 20，80) ，t∈( 0，72) ，W∈( 0． 1，0． 3) 的条件下能
良好的预测瞬时腐蚀速率。

5) 对 2205 双相不锈钢在盐酸中腐蚀速率的影

响程度由大到小排序为温度 ＞ 浓度 ＞ 腐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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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且沿深度向下逐渐转移到轮隙中心位置 2 前侧;

剪应力峰值在外侧轮底中心后侧位置取得，且沿深
度向下逐渐靠近并转移到外侧轮底中心前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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