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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材料是国民经济、社会进步和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与先导，材料技术已成为现代工业、国防和高
技术发展的共性基础技术。
是当前最重要、发展最快的科学技术领域之一。
发展材料技术将促进包括新材料产业在内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又将带动传统产业
和支柱产业的改造和产品的升级换代。
”十五”期间，我国材料领域在光电子材料、特种功能材料和高性能结构材料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
破。
在一些重点方向迈入了国际先进行列。
依据国家“十一五”规划，材料领域将立足国家重大需求。
自主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材料领域持续创新能力将成为战略重心。
纳米材料与器件、信息功能材料与器件、高新能源转换与储能材料、生物医用与仿生材料、环境友好
材料、重大工程及装备用关键材料、基础材料高性能化与绿色制备技术、材料设计与先进制备技术将
成为材料领域研究与发展的主导方向。
不难看出，这些主导方向体现了材料学科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即材料学科正在由单纯的材料科学与工
程向与众多高新科学技术领域交叉融合的方向发展。
材料领域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对担负材料科学与工程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双重任务的高等学校提出
了严峻的挑战，为迎接这一挑战。
高等学校不但要担负起材料科学与工程前沿领域的科学研究、知识创新任务，而且要担负起培养能适
应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高速发展需求的、具有新知识结构的创新型高素质人才的重任。
　　为适应材料领域高等教育的新形势，2006——2010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
员会积极组织了材料类高等学校教材的建设规划工作，成立了规划教材编审委员会，编审委员会由相
关学科的分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以及全国30余所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高校材料学院院长组
成。
编审委员会分别于2006年10月和2007年5月在湖南张家界和中南大学召开了教材建设研讨会和教材提纲
审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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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的介绍了金属材料、 无机非金属材料、 高分子材料以及近年来新兴的复合材料、 
功能材料腐蚀的概念与特征、 腐蚀机理、 影响因素以及防护方法， 特别是在以往教材的基础上增加
了核工业材料、 信息材料、 生物医用材料和纳米材料等领域的腐蚀基础理论介绍。
全书共分11章，依次为绪论、 金属腐蚀电化学理论基础、 金属常见腐蚀形态及机理、 应力作用下的
腐蚀、 自然环境中的腐蚀、 典型工业环境中的腐蚀、 金属的高温腐蚀与防护、 金属腐蚀防护与控制
方法、 典型无机非金属材料的腐蚀及防护、 高分子材料的老化与防护、 功能材料的腐蚀与防护。
教材编写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内容难易程度适中， 既有经典的理论知识， 也包含最新的研究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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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3章　金属常见腐蚀形态及机理　　3.4　缝隙腐蚀　　3.4.1　缝隙腐蚀的特征与概念　　金属
表面因异物的存在或结构上的原因而形成缝隙，从而导致狭缝内金属腐蚀加速的现象，称为缝隙腐蚀
。
　　造成缝隙腐蚀的狭缝或间隙的宽度必须足以使腐蚀介质进入并滞留其中，当缝隙宽度处
于25-100um之间时是缝隙腐蚀发生最敏感的区域，而在那些宽的沟槽或宽的缝隙中，因腐蚀介质易于
流动，一般不发生缝隙腐蚀。
缝隙腐蚀是一种很普遍的局部腐蚀，因为在许多设备或构件中缝隙往往不可避免地存在着。
缝隙腐蚀的结果会导致部件强度的降低，配合的吻合程度变差。
缝隙内腐蚀产物体积的增大，会引起局部附加应力，不仅使装配困难，而且可能使构件的承载能力降
低。
　　金属的缝隙腐蚀表现出如下主要特征：　　（1）不论是同种或异种金属的接触还是金属同非金
属（如塑料、橡胶、玻璃、陶瓷等）之间的接触，甚至是金属表面的一些沉积物、附着物（如灰尘、
砂粒、腐蚀产物的沉积等），只要存在满足缝隙腐蚀的狭缝和腐蚀介质，几乎所有的金属和合金都会
发生缝隙腐蚀。
自钝化能力较强的合金或金属，对缝隙腐蚀的敏感性更高。
　　（2）几乎所有的腐蚀介质（包括淡水）都能引起金属的缝隙腐蚀，而含有氯离子的溶液最容易
引起缝隙腐蚀。
　　（3）遭受缝隙腐蚀的金属表面既可表现为全面性腐蚀，也可表现为点蚀形态。
耐蚀性好的材料通常表现为点蚀型，而耐蚀性差的材料则为全面腐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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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材料腐蚀与防护》可以作为高等院校材料学科的教材，也可作为化工、冶金、机械等学科的学
生用书，又可以供从事工程技术和科研设计相关工作的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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