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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18086:2019《金属和合金的腐蚀 交流腐蚀的测定 保护准

则》。
本文件与ISO18086:2019相比结构上有调整: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A“本文件与ISO18086:2019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与资料性附录G“交

流腐蚀数据图谱”;
———将原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E、附录F、附录G调整为附录F、附录D、附录E、附录B、附

录C、附录J、附录I。
本文件与ISO18086:2019相比存在技术性差异,这些差异涉及的条款已通过在其外侧页边空白位

置的垂直单线(|)进行了标示,附录A给出了相应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一览表。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增加了对公式中符号的说明;
———增加了参考文献[9]~[28]。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8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科工程技术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西气东输分公司、国家管网集团

西部管道有限责任公司、中石油北京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北京安科腐蚀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修云、杜艳霞、侯捷、冯庆善、王振声、曹国飞、赵康、葛艾天、田子健、冯伟、

李振军、刘点玉、刘权、毕武喜、吴广春、陈少松、路民旭、孙梦寒、梁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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