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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建标协字[2014]第 028 号文关于印发《2014 年第一批

工程建设协会标准制定、修订计划的通知》的要求，本规程由中国寰球工程公司和上海

路丰防腐科技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编制完成。 

本规程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水性防腐蚀涂装材料调查、研究、学习，

进行了涂料性能测试和试验，认真总结了我国工程建设的经验，并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

国内先进标准,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最后经审查定稿。 

近年来,我国环境污染问题的形式极其严峻，传统的防腐蚀涂料中挥发性有机物对环

境造成严重的污染。为了减少和避免有机物挥发造成的污染，环保型水性涂料的应用势

在必行，为了引导和规范水性涂料在工程建设领域的应用，特制订本规程。 

本规程对规范和指导钢结构水性防腐蚀涂装的正确合理应用，减少或避免环境污染，

推动无污染的水性防腐蚀涂料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规程共分 8 章 2 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防腐蚀涂

装设计、防腐蚀涂层施工、施工养护和质量、安全和环境保护、防腐蚀涂层维护和管理

等。 

根据国家计委计标[1986]1649 号文《关于请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委员会负责组织推

荐性工程建设标准试点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推荐给工程设计、施工、建设、监理等单

位及工程技术人员采用。 

本规程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防腐蚀专业委员会归口管理，由中国寰球工程公

司负责解释（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高科技产业园创达二路 1号 邮政编码：100012）。

在使用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资料寄给解释单位。 

主编单位： 中国寰球工程公司 

上海路丰防腐科技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  

主要起草人：  

主要审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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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使钢结构防腐蚀涂装设计和施工做到安全环保、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制定本

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在大气环境中的钢结构在常温下采用水性防腐蚀涂料涂装防护的设

计、施工、验收及维护管理。 

1.0.3 钢结构涂装设计和施工应根据使用环境条件和要求，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对危

及人身安全和维修困难的部位以及重要的承重结构和构件应加强防护。 

1.0.4 当工程环境无法满足材料和施工的要求时，应进行试验确定。 

1.0.5 钢结构防腐蚀涂装的设计、施工和质量检验，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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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气态介质环境分类  gaseous medium environment classification 

大气中腐蚀性介质和环境条件对钢结构腐蚀特性的描述。 

2.0.2 水性防腐蚀涂料 water-based anticorrosive paint  

完全或主要以水为介质的防腐蚀涂料。 

2.0.3 相容性 compatibility 

两种或两种以上涂料用于同一涂装体系中，不产生不良后果的能力。 

2.0.4 涂层配套 paint system 

能相容的各类涂层间在材料选用、结构搭配、涂装工艺等方面合理组合形成的复合

涂层。 

 

 

 

 

 

 

 

 

 

 

 

 

 

 

 

 

https://www.baidu.com/s?wd=%E6%B0%B4%E6%80%A7%E6%B6%82%E6%96%99&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PHwWnyDsnvFBmWP-uW--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1TL0qnfK1TL0z5HD0IgF_5y9YIZ0lQzqlpA-bmyt8mh7GuZR8mvqVQL7dugPYpyq8Q1ndnWR1njT4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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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腐蚀性分级 

3.1.1  大气环境的腐蚀性应按其性质、含量和环境条件划分类别。可分为乡村大气环境、

城市大气环境、海洋大气环境和工业大气环境。 

3.1.2  大气环境对钢结构长期作用下的腐蚀性可分为强腐蚀、中腐蚀、弱腐蚀和微腐蚀

4个等级。多种环境作用下的腐蚀性等级应按最高等级判定。 

3.1.3  环境相对湿度应采用正常生产环境中的相对湿度或所在区域连续三个月的最大

平均相对湿度。 

3.1.4  工业大气腐蚀性气态介质按环境湿度和浓度对碳钢的腐蚀性等级可按表 3.1.4确

定，或按表 3.1.5质量损失值确定。 

表 3.1.4   工业大气环境腐蚀性气态介质对碳钢材料的腐蚀性等级 

介质名称 介质含量（
3/ mmg ） 

碳钢 

环境相对湿度（%） 

＞75 60～75 ＜60 

氯 

＞1.0 强 中 中 

0.1～1.0 中 中 弱 

＜0.1 弱* 弱 弱 

氯化氢 

＞1.0 强 强 中 

0.1～1.0 强 中 弱 

＜0.1 弱* 弱 弱 

氮氧化物 

＞5.0 强 中 中 

0.1～5.0 中 中 弱 

＜0.1 弱* 弱 弱 

硫化氢 

＞5.0 强 中 中 

0.1～5.0 中 中 弱 

＜0.1 弱* 弱 弱 

氟化氢 
＞1 强 中 中 

＜1 弱* 弱 弱 

二氧化硫 

＞10.0 强 中 中 

0.5～10.0 中 中 弱 

＜0.5 弱* 弱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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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1.4 

介质名称 介质含量（
3/ mmg ） 

普通碳钢 

环境相对湿度（%） 

＞75 60～75 ＜60 

硫酸酸雾 
经常作用 强 强 中 

偶尔作用 强 中 中 

醋酸酸雾 
经常作用 强 强 中 

偶尔作用 强 中 中 

二氧化碳 ＞2000 中 弱 弱 

氨 ＞20 中 中 弱 

碱雾 偶尔作用 弱 弱 弱 

注：1  表中*表示在露天环境下钢结构的腐蚀性等级为“中”。 

2  多种介质同时作用时，腐蚀性等级应取最高者。 

 

3.1.5  乡村大气、城市大气、工业大气和海洋大气环境下，气态介质对碳钢的腐蚀以单

位面积质量损失或厚度损失值作为腐蚀条件时，腐蚀性等级可按表 3.1.5确定。 

表 3.1.5 气态介质对碳钢的腐蚀性等级 

无保护的碳钢在气态介质暴露 1 年后的损失值 
介质对碳钢的腐蚀性等级 

质量损失（g/m2） 厚度损失（μ m） 

650～1500 80～200 强腐蚀 

400～650 50～80 中腐蚀 

200～400 25～50 弱腐蚀 

＜200 ＜25 微腐蚀 

 

3.1.6  降水年均 pH 值小于 5.0 的地区，酸雨对碳钢的腐蚀性等级宜按中腐蚀。降水年

均 pH值等于或大于 5.0的地区，酸雨对碳钢的腐蚀性等级宜按弱腐蚀。 

3.1.7  离涨潮海岸线距离小于 1km的地区，大气对碳钢的腐蚀性等级宜按中腐蚀，离涨

潮海岸线距离为 1km～10 km 的地区，大气对碳钢的腐蚀性等级宜按弱腐蚀。 

3.1.8  海岛型气候条件或海洋性气候条件，大气对碳钢的腐蚀性等级宜按强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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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钢结构基层处理和涂料应用环境 

3.2.1  碳钢结构表面处理方法应根据使用要求和防腐蚀涂层配套产品确定，可采用抛丸

或喷砂除锈、手工或动力工具除锈、超高压水喷射除锈、转锈除锈剂。 

3.2.2  碳钢基层的除锈等级和要求，应符合表 3.2.2的规定。 

表 3.2.2   碳钢基层的除锈等级和要求 

项         目 除锈等级 

水性无机富锌底涂料 
Sa2½、St3 

水性丙烯酸底涂料、水性醇酸底涂料 

水性环氧底涂料 Sa2、St2 

水性(改性)聚偏二氯乙烯底涂料 Sa2、St2 

  

  

注：1 新建工程重要构件的除锈等级不宜低于 Sa2½。 

2 喷射或抛射除锈后的表面粗糙度宜为 40～75μ m，并不应大于涂层厚度的 ⅓。 

 

3.2.3  超高压水射流除锈最低除锈等级应为 Wa2。 

3.2.4  采用转锈除锈剂除锈时，干膜厚度应≥20μ m，成膜厚度应均匀。 

3.2.5  已经处理的钢材表面，应采取保护措施，避免污染。当受到污染时，应重新进行

表面处理。 

3.2.6  经处理的钢材基层,应在 4h之内涂刷底层涂料。 

 

 

 

 

 

 

 

 

 

 

 



 10 / 36 

4  防腐蚀涂装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结构类型、布置和构造的选择，应有利于避免腐蚀性介质或水在构件表面的积聚，

并易于及时排除积聚物。 

4.1.2  钢结构的组合间距应便于防护层的设置和维护。钢结构杆件之间间距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色涂料和清涂料 防护涂料体系对钢结构的防腐蚀保护 第 3部分：设计依据》

GB/T30790.3的有关规定。 

4.1.3  在腐蚀性气态介质作用下，钢结构的表面涂层，应根据介质的腐蚀性等级和期望

的防护层使用年限等因素合理的选择防腐蚀材料和防护体系。 

4.1.4  涂层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涂层系统应由底涂层、中间涂层、面涂层或底涂层、面涂层配套组成。涂层间应

相互结合良好，具有相容性。 

2  涂层与钢铁基层的附着力不低于 5MPa；附着力的测试方法为拉开法，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涂层附着力的测定拉开法》GB/T5210的规定。 

3  水性无机富锌底涂层不低于 3MPa。 

4  当涂层与基层的附着力采用拉开法测试确有困难时，可采用划格法进行测试，其

附着力不宜低于 1 级；划格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涂料膜的划格试验》GB/T9286 的规

定。 

 

4.2  水性防腐蚀涂层材料 

4.2.1 水性防腐蚀底涂料的主要品种如下： 

水性无机富锌底涂料、水性环氧富锌底涂料、水性环氧底涂料、水性丙烯酸底涂料、

水性醇酸底涂料、水性（改性）聚偏二氯乙烯底涂料、水性转锈除锈涂料。 

4.2.2 水性防腐蚀中间涂料的主要品种如下： 

     水性环氧云铁中间涂料、水性丙烯酸云铁中间涂料、水性（改性）聚偏二氯乙烯磷

酸铝中间涂料。 

4.2.3 水性防腐蚀面涂料的主要品种如下： 

      水性丙烯酸面涂料、水性醇酸面涂料、水性环氧面涂料、水性聚氨酯面涂料、水

性氟碳面涂料、水性有机硅（改性）丙烯酸面涂料、水性（改性）聚偏二氯乙烯面涂料。 

4.2.4 水性防腐蚀面涂料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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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用于工业大气酸性介质环境时，可选用水性丙烯酸面涂料、水性聚氨酯面涂料、

水性氟碳面涂料、水性有机硅（改性）丙烯酸面涂料、水性含氟面涂料、水性（改性）

聚偏二氯乙烯面涂料等涂料。用于弱酸性介质环境时，可选用水性醇酸面涂料。 

2  用于碱性介质环境时，可选用水性环氧面涂料，也可选用其他涂料，但不得选用

水性醇酸面涂料。 

3  用于城市、乡村及海洋大气环境时，可选用水性丙烯酸面涂料、水性聚氨酯面涂

料、水性醇酸面涂料和水性环氧面涂料。 

    4  用于室外环境时，可选用水性聚氨酯面涂料、丙烯酸和醇酸面涂料、水性（改性）

聚偏二氯乙烯面涂料等，不应选用水性环氧面涂料。 

    4.3  结构及构件的表面防护 

4.3.1  防腐蚀涂层使用年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低使用年限（L），预期使用年限为 2年～5 年。 

2  中使用年限（M），预期使用年限为 5年～10年。 

3  高使用年限（H），预期使用年限为 10年～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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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腐蚀涂层施工 

5.1  一般规定 

5.1.1  防腐蚀涂料的基本技术指标，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5.1.2  防腐蚀施工的材料，应具有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使用说明文件，其质量不得低于

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当材料没有国家现行标准时，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 

5.1.3  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产品质量合格证。 

2  质量技术指标及检测方法。 

3  材料检测报告或技术鉴定文件。 

5.1.4  涂料供应方应提供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涂装要求及涂料施工指南。当没有国家现

行标准时，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 

5.1.5  需要现场配制使用的材料，应经试验确定。经试验确定的配合比不得任意改变。 

5.1.6  防腐蚀工程的施工，应按设计文件规定进行。当需要变更设计、材料代用或采用

新材料时，应征得设计部门的同意。 

5.1.7  防腐蚀工程的施工，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1.8  普通碳钢结构基层除锈等级应达到 Sa2½级，局部基层难以采用喷射除锈的，应达

到 St3级或其他除锈等级，并应满足 3.2.2、3.2.3、3.2.4和 5.2.5条的规定。 

5.1.9  钢材构件表面焊缝、边角、孔内侧等难以施工的部位，应采用预涂装施工处理。 

 

5.2  钢材表面处理 

5.2.1  钢结构表面处理方法可采用喷射或抛射除锈、手工或动力工具除锈、超高压水射

流除锈或采用除锈转锈剂除锈。 

5.2.2  喷射或抛射除锈的等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1  Sa1 级：钢材表面应无可见的油脂和污垢，并且没有附着不牢的氧化皮、铁锈和

油涂料涂层等。 

2  Sa2级：钢材表面应无可见的油脂和污垢，并且氧化皮、铁锈和油涂料涂层等附

着物已基本清除，其残留物应是牢固可靠。 

3  Sa2½级：钢材表面应无可见的油脂、污垢、氧化皮、铁锈和油涂料附着物，任何

残留的痕迹应仅是点状或条纹状的轻微色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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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手工或动力工具除锈的等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1  St2 级：钢材表面应无可见的油脂和污垢，并且没有附着不牢的氧化皮、铁锈和

油涂料涂层等。 

2  St3 级：钢材表面应无可见的油脂和污垢，并且没有附着不牢的氧化皮、铁锈和

油涂料涂层附着物。除锈等级应比 St2级更为彻底，底材显露部分的表面应具有金

属光泽。 

5.2.4  超高压水喷射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Wa2级：彻底的高压水喷射。 

在不放大的情况下观察，钢材表面应无可见的油脂和污垢以及大部分铁锈、原始

涂层和其他外来杂质。任何残留污物应随机分散，且可构成附着牢固的涂层、附着牢固

的外来杂质和先前存在的铁锈斑点。 

2  Wa2½级：非常彻底的高压水喷射。 

在不放大的情况下观察时，钢材表面应无可见的铁锈、油脂、污物、原始涂层和

轻微痕迹外的任何其他外来杂质。原始涂层去掉之处可呈现色斑，在凹坑和侵蚀的钢材

上的灰色、褐色或黑色可见色斑不可能通过进一步的水喷射去除。 

3  超高压水射流处理的钢材表面经干燥处理后 4小时内应涂刷底层涂料。 

5.2.5  除锈转锈剂除锈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前应清除钢材表面灰尘、浮锈、涂料皮和松动的氧化皮，钢材表面油污、尘

垢应清除干净；  

2  施工应在通风干燥的环境中进行，环境温度宜为 5ºC～40 ºC，空气相对湿度不应

大于 85%，钢材表面温度应比露点温度高 3ºC。 

3  除锈转锈剂与钢铁基材表面的成膜厚度应均匀，干膜厚度应≥20μ m，表面应无

流坠、淌积；干膜遇水不能发生溶解、发粘、膨胀等损坏膜层现象。 

4  处理后的钢材表面应无可见的铁锈和松动的氧化皮，并形成致密防锈层； 

5  完成后的转锈层与上面防腐蚀涂层应相互结合良好，具有相容性； 

6  完成后的除锈层与钢铁基层附着牢固，拉开法测试附着力不小于 5MPa，划格法不

低于 1级； 

7  施工过程及养护期间应避免雨淋和风沙。 

5.2.6  已处理的钢材表面，不得再次污染，当受到二次污染时，应再次进行表面处理。 

5.3  涂装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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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涂料的施工可采用无气喷涂，也可采用有气喷涂、刷涂或滚涂。涂层厚度应均匀，

不得漏涂或误涂。 

5.3.2  在大风、雨、雾、雪天及强烈阳光照射下，不应进行室外施工。 

5.3.3  涂装施工应在通风干燥的环境下进行，施工时相对湿度宜在 30%～75%；当空气相

对湿度大于 80%时，不宜进行钢结构涂装施工。 

5.3.4  涂装施工应在环境温度高于 5ºC～40 ºC 情况下进行，钢结构表面温度应比露点

温度高 3ºC，钢材表面温度不宜高于 40ºC。 

5.3.5  涂层与涂层的重涂施工应有适当间隔时间，间隔时间应按产品说明书的要求确

定。 

5.3.6  对高湿工作环境中的结构构件，宜加强防护，并应避免构件表面结露。 

5.3.7  涂装结束后，涂层应养护干燥后方可使用。化学反应类涂料应按产品说明书规定

养护，彻底干燥固化后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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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养护和质量 

6.1  涂层养护 

6.1.1  涂装结束后，涂层应在通风干燥的环境下自然养护，养护温度不应低于 5ºC，养

护时间在常温（20℃）下不宜少于 7d。 

6.1.2  涂层养护期间应避免雨淋和阳光曝晒。 

6.1.3  当空气相对湿度大于 85%时，应采取强制通风措施或降低湿度。 

 

6.2  质量检查 

6.2.1  涂层的厚度应均匀、层数和厚度应符合设计规定。 

6.2.2  涂层的附着力不低于 5.0MPa,  

6.2.3  涂层应光滑平整，颜色均匀一致，无泛锈、开裂、剥落，无明显气泡和流挂等缺

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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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全和环境保护 

7.1.  安全要求 

7.1.1  钢结构水性防腐蚀涂料涂装工程的安全技术和劳动保护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施

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GB50656 和《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AQ/T9006 的有

关规定。 

7.1.2  施工前建设单位应与施工单位签订安全协议。 

7.1.3  工程施工前应进行危险源辨识和评价，并应针对重大危险源制定应急预案和监控

措施。 

7.1.4  施工单位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应包括安全技术措施及应急预案。 

7.1.5  施工危险性较大的涂料涂装工程,应制定专项安全技术方案和安全技术操作规

程；施工前，应对作业班组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7.1.6  施工管理人员、施工操作人员，应具备相应的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并应经安全

技术培训和安全技术考核合格，持证上岗。 

7.1.7  现场施工机具设备及设施，使用前应检验合格，符合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的规

定。 

7.1.8  施工用电安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电安全导则》GB∕T13869、《国家电气设

备安全技术规范》GB19517 和《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 46的有关规定。 

7.1.9  涂料涂装施工作业场所有害气体、蒸汽和粉尘的最高允许浓度应符合国家现行标

准《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GBZ 2.1、《车间空气中

溶剂汽油卫生标准》GB 11719。 

7.1.10  涂料涂装作业应符合《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安全管理通则》GB7691的有关规定。 

7.1.11  高处作业应符合行业标准《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 的规定。 

7.1.12  现场动火、受限空间施工和使用压力设备作业等施工现场，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现场作业应办理作业批准手续； 

2   作业区域应设置安全围挡和安全标志，并应设专人监护、监控； 

3   作业人员应规定统一的操作联络方式； 

4   作业结束，应检查并消除隐患后再离开现场。 

7.1.13  涂料涂装工程质量检验的检测设备和仪器的使用安全，应符合有关产品的安全

使用规定。 

7.1.14 涂料涂装操作人员配备的劳动保护用品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个体防护装备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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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GB/T11651的有关规定。 

7.2  环境保护要求 

7.2.1  涂料涂装工程应建立重要环境因素清单，并应编制具体的环境保护技术措施。 

7.2.2  施工现场应分开设置生活区、施工区和办公区。 

7.2.3  施工中产生的各类废物的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和处置各类废物时，应采取覆盖措施。包装物应采用可

回收利用、易处置或易消纳的材料。 

2  施工现场应工完料净场清，各类废物应按环保要求分类及时清理，并清运出场。 

3  危险废物应集中堆放到专用场所，按国家环保的规定设置统一的识别标志，并建

立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的管理制度，制订事故的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4  危险废物应盛装在容器内，装载液体或半固体危险废物的容器顶部与液体表面之

间应留出 100mm 以上的空间。不得将不相容的危险废物混合或合并存放。并定期对所贮

存的危险废物包装容器及贮存设施进行检查，发现破损，应及时采取措施清理更换。 

5  各类危险废物的处理应与地方环保部门办理处理手续或委托合格（地方环保部门

认可）的单位组织集中处理。 

6  运输危险废物时，应按国家和地方有关危险货物和化学危险品运输管理的规定执

行。 

7  施工现场严禁焚烧各类废物。 

8  严禁向未经许可的任何区域内倾倒、堆放、填埋或排放危险废物。 

7.2.4 施工现场应设置密闭式垃圾站。施工垃圾、生活垃圾应分类存放，并应及时清运

出场。 

7.2.5  施工中对施工噪声污染的防治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施工现场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GB12523 制订降噪措施。

定期对噪声进行测量，并注明测量时间、地点、方法。做好噪声测量记录，超标时应采

取措施。 

2  在施工场界噪声敏感区域宜选择使用低噪声的设备，也可采取其他降低噪声的措

施。 

3 运输材料的车辆进入施工现场不得鸣笛。装卸材料应轻拿轻放。 

7.2.6  涂料涂装施工中不得对水土产生污染，不得把水性涂料倾到在水源和土壤中。 



 18 / 36 

8  防腐蚀涂层维护和管理 

   8.1  防腐蚀涂层管理 

8.1.1  防腐蚀涂层的日常管理工作应建立管理、维修档案制度。 

8.1.2  档案制度应包含涂层原始资料、涂层巡检制度和涂层维修记录。 

8.1.3  涂层原始资料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有关的钢结构的设计、施工及竣工资料； 

    2  防腐涂层的设计、施工及竣工资料。 

8.1.4  涂层巡检制度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巡查记录； 

2  涂层状态的判定记录； 

3  腐蚀介质作用改变的记录； 

4  钢结构表面介质的清理记录； 

5  维修方案的确定记录等内容。 

8.1.5  涂层维修记录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维修档案除了与建设档案相同的内容外，还应包括新老涂层相容性； 

2  生产装置保护及环境保护等内容。 

8.1.6  建设方接受与防腐蚀涂层有关的建设档案后现场确认涂层等相关内容与设计文

件及验收文件的吻合程度。确认完毕形成记录存档。 

8.1.7  档案的更新包括定期巡检和特别巡检记录的更新以及因维修而产生的建设档案

的更新。 

8.1.8  应定期巡查钢结构涂层的变色破损情况及锈蚀情况，一般按 3-6个月为宜。 

8.1.9  当腐蚀性介质改变、环境变化、生产需要或重要的结构构件，应加强巡检，缩短

巡检周期。 

8.1.10 腐蚀介质作用改变的监督应包括以下内容： 

1  腐蚀介质种类的改变； 

2  腐蚀介质浓度的改变； 

3  腐蚀介质作用量的改变； 

4  腐蚀介质作用时间的改变； 

5  腐蚀介质温度的改变； 



 19 / 36 

6  腐蚀介质作用范围的改变； 

7  环境气象条件的改变。 

8.1.11 钢结构表面腐蚀介质的清理和清除应包含以下方面： 

1  钢构件表面腐蚀性粉尘的清除； 

2  钢构件凹槽内积液的清除； 

3  通过通风、吸收及吸附装置清除钢构件表面的腐蚀性性介质。 

8.1.12 维修方案的确定应考虑以下因素：  

1  腐蚀介质； 

2  操作环境； 

3  生产装置安全许可情况； 

4  气象情况； 

5  施工周期； 

6  防护年限； 

7  工程造价； 

8  环保许可； 

9  原设计方案。 

8.1.13 涂层完好性的判定应按 8.1.13确定。 

表 8.1.13  涂层完好性的判定 

等级 涂层表观情况 防护性能判定 

一级 涂层基本完好 优 

二级 涂层变色但无其它变化 良 

三级 涂层变色、有龟裂无浮锈 可坚持使用 

四级 涂层开裂有局部锈蚀和粉化 宜尽早维修 

五级 涂层鼓泡、剥落、大部锈蚀和粉化 应尽快维修 

 

 

8.2  防腐蚀涂层维修 

8.2.1  应通过现场的相容性试验和附着力检测来最后验证防腐涂装方案。 

8.2.2  防腐蚀涂层的维修施工前应制定严格的安全防护措施。 

8.2.3  防腐蚀涂层的维修施工前应制定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 

8.2.4  防腐蚀涂层的维修施工应根据维修的范围和规模来确定基层处理的措施，可采用

高压水射流、转锈除锈涂料、喷砂除锈或手工除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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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使用转锈除锈涂料时，应满足上层涂层的相容性要求。 

8.2.5 局部维修时应对原涂层的表面做适当处理，符合新老涂层结合的要求。 

8.2.6 防腐蚀涂层的维修施工应满足本规范第五章和第六章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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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环境空气露点换算表 

A.0.1  钢结构施工环境空气露点换算见表 A.0.1。 

       表 A.0.1    环境空气露点换算表 

相对湿度 

（%） 

环境温度（℃） 

-5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95 -6.5 -1.3 3.5 8.2 13.3 18.3 23.2 28 33 38.2 

90 -6.9 -1.7 3.1 7.8 12.9 17.9 22.7 27.5 32.5 37.7 

85 -7.2 -2.0 2.6 7.3 12.5 17.4 22.1 27.0 32.0 37.1 

80 -7.7 -2.8 1.9 6.5 11.5 16.5 21.0 25.9 31.0 36.2 

75 -8.4 -3.6 0.9 5.6 10.4 15.4 19.9 27.4 29.6 35.0 

70 -9.2 -4.5 -0.2 4.6 9.1 14.2 18.5 23.3 28.1 33.5 

65 -10.0 -5.4 -1.0 3.3 8.0 13.0 17.4 22.0 26.8 32.0 

60 -10.8 -6.0 -2.1 2.3 6.7 11.9 16.2 20.6 25.3 30.5 

55 -11.5 -7.4 -3.2 1.0 5.6 10.4 14.8 19.1 23.0 28.0 

50 -12.8 -8.4 -4.4 -0.3 4.1 8.6 13.3 17.5 22.2 27.1 

45 -14.3 -9.6 -5.7 -1.5 2.6 7.0 11.7 16.0 20.2 25.2 

40 -15.9 -10.3 -7.3 -3.1 0.9 5.4 9.5 14.0 18.2 23.0 

35 -17.5 -12.1 -8.6 -4.7 -0.8 3.4 7.4 12.0 16.1 20.6 

30 -19.9 -14.3 -10.2 -6.9 -2.9 1.3 5.2 9.2 13.7 18.0 

注：中间值按直线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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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防腐蚀涂层配套（资料性附录） 

B.0.1  在微腐蚀环境下，防腐蚀涂层配套可按表 B.0.1 选用。 

表 B.0.1   微腐蚀等级水性防腐蚀涂层配套 

序

号 

除锈

等级 

底涂层 中涂层 面涂层 总厚

度 

（μ

m） 

使用年限 

底涂料 
道

数 

厚度 

（μ

m） 

中间涂料 
道

数 

厚度 

（μ

m） 

面涂料 
道

数 

厚度 

（μ

m） 

L M H 

1 
Sa2½ 

或 St3 

水性丙烯

酸底涂料 

1 40 

— 

— — 

水性丙烯

酸面涂料 

2 60 100 √   

2 60 — — 2 60 120  √  

2 80 — — 2 80 160   √ 

2 
Sa2

或 St3 

水性醇酸

底涂料 

2 60 

— 

— — 

水性醇酸

面涂料 

2 60 100 √   

2 60 — — 2 60 120  √  

2 80 — — 2 80 160   √ 

3 
Sa2½ 

或 St3 

水性丙烯

酸底涂料 

1 40 

— 

— — 

水性聚氨

酯面涂料 

2 60 100 √   

1 40 — — 2 80 120  √  

2 80 — — 2 80 160   √ 

4 
Sa2 

或 St3 

水性醇酸

底涂料 

1 40 

— 

— — 

水性聚氨

酯面涂料 

2 60 100 √   

2 60 — — 2 60 120  √  

2 80 — — 2 80 160   √ 

5 
Sa2½ 

或 St3 

水性环氧

底涂料 

2 60 

— 

— — 

水性聚氨

酯面涂料 

2 60 120  √  

2 80 — — 2 80 160   √ 

          

6 
Sa2½ 

或 St3 

水性环氧

底涂料 

2 60 

— 

— — 

水性丙烯

酸面涂料 

2 60 120  √  

2 80 — — 2 80 160   √ 

          

7 
Sa2½ 

或 St3 

水性环氧

富锌底涂

料 

1 40 

水性环氧云

铁中间涂料 

1 40 

水性聚氨

酯面涂料 

1 40 120  √  

1 40 1 40 2 80 160   √ 

          

8 
Wa2 

或 St2 

水性铁锈

转化底涂

料 

1 25 

水性环氧云

铁中间涂料 

— — 

水性丙烯

酸面涂料 

2 60 85 √   

1 25 1 40 1 40 105  √  

1 25 1 40 2 80 145   √ 

1 25 --- --- 

水性聚氨

酯面涂料 

1 40 65 √   

1 25 1 40 1 40 105  √  

1 25 1 40 2 80 1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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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5 

水性 (改性 )

聚偏二氯乙

烯磷酸铝中

间涂料 

1 30 水性丙烯

酸面涂料 

1 40 95  √  

1 25 1 30 2 80 135   √ 

1 25 1 30 水 性 ( 改

性)聚偏二

氯乙烯面

涂料 

2 60 115  √  

1 25 2 60 2 60 145   √ 

1 25 1 30 水性聚氨

酯面涂料 

1 40 95  √  

1 25 1 30 2 80 135   √ 

9 
Sa2½ 

或 St3 

水 性 ( 改

性)聚偏二

氯乙烯底

涂料 

1 30 

水性 (改性 )

聚偏二氯乙

烯磷酸铝中

间涂料 

— — 

水性丙烯

酸面涂料 

2 60 90 √   

1 30 1 30 2 80 140  √  

1 30 2 60 2 80 170   √ 

1 30 — — 水 性 ( 改

性)聚偏二

氯乙烯面

涂料 

2 60 90 √   

1 30 1 30 2 60 120  √  

1 30 2 60 2 60 150   √ 

1 30 — — 

水性聚氨

酯面涂料 

2 60 90 √   

1 30 2 60 1 40 130  √  

1 30 2 60 2 80 170   √ 

注：1、涂料的品种和应用应符合本规程第 4.2 节的规定，当涂层用于室外时，涂层的总厚度宜增加 20～40μ m。 

2、如采用超高压水射流除锈，除锈等级应为 Wa2½ (注明者除外)。 

3、除锈转锈剂涂料处理应符合 5.2.5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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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  在弱腐蚀环境下，防腐蚀涂层配套可按表 B.0.2 选用。 

表 B.0.2   弱腐蚀等级水性防腐蚀涂层配套 

序

号 

除锈

等级 

底涂层 中涂层 面涂层 总厚

度 

（μ

m） 

使用年限 

底涂料 
道

数 

厚度 

（μ

m） 

中间涂料 
道

数 

厚度 

（μ

m） 

面涂料 
道

数 

厚度 

（μ

m） 

L M H 

1 
Sa2½ 

或 St3 

水性丙烯

酸底涂料 

2 80 — — — 水性丙

烯酸面

涂料 

1 40 120 √   

2 80 — — — 2 80 160  √  

2 80 — — — 3 120 200   √ 

2 
Sa2

或 St3 

水性醇酸

底涂料 

2 80 — — — 水性醇

酸面涂

料 

2 80 160 √   

2 80 — — — 3 120 200  √  

2 80 — — — 4 160 240   √ 

3 
Sa2½ 

或 St3 

水性丙烯

酸底涂料 

2 80 — — — 水性聚

氨酯面

涂料 

1 40 120 √   

2 80 — — — 2 80 160  √  

2 80 — — — 3 120 200   √ 

4 

Sa2½ 

或 St3 水性醇酸

底涂料 

2 80 — — — 
水性聚

氨酯面

涂料 

1 40 120 √   

2 80 — — — 2 80 160  √  

2 80 — — — 3 120 200   √ 

5 
Sa2

或 St3 

水性环氧

底涂料 

2 80 — — — 
水性聚

氨酯面

涂料 

1 40 120 √   

2 80 — — — 2 80 160  √  

2 80    3 120 200   √ 

6 

Sa2½ 

或 St3 
水性环氧

富锌底涂

料 

1 40 

水性环氧云

铁中间涂料 

1 40 水性聚

氨酯面

涂料 

1 40 120 √   

2 80 1 40 1 40 160  √  

2 80 1 40 2 80 200   √ 

7 

Sa2½ 

或 St3 
水性环氧

富锌底涂

料 

1 40 

水性环氧云

铁中间涂料 

1 40 水性氟

碳面涂

料 

1 40 120 √   

2 80 1 40 1 40 160  √  

2 80 1 40 2 80 200   √ 

8 
Wa2 

或 St2 

水性铁锈

转化底涂

料 

1 25 

水性环氧云

铁中间涂料 

— — 水性丙

烯酸面

涂料 

2 80 105 √   

1 25 1 40 2 80 145  √  

1 25 2 80 2 80 185   √ 

1 25 --- --- 水性聚

氨酯面

涂料 

2 80 105 √   

1 25 1 40 2 80 145  √  

1 25 2 80 2 80 185   √ 

1 25 水性 ( 改性 )

聚偏二氯乙

1 30 水性丙

烯酸面

涂料 

2 80 135  √  

1 25 2 60 2 80 1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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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5 烯磷酸铝中

间涂料 

1 30 水性(改

性)聚偏

二氯乙

烯面 

2 60 115  √  

1 25 2 60 3 90 175   √ 

1 25 1 30 水性聚

氨酯面

涂料 

1 40 95  √  

1 25 1 30 2 80 135   √ 

9 

Sa2½ 

或 St3 

水 性 ( 改

性)聚偏二

氯乙烯底

涂料 

1 30 

水性 ( 改性 )

聚偏二氯乙

烯 

磷酸铝中间

涂料 

1 30 水性丙

烯酸面

涂料 

1 40 105 √   

1 30 1 30 2 80 140  √  

1 30 2 60 2 80 170   √ 

1 30 1 30 水性 ( 改

性 ) 聚偏

二 氯 乙

烯面 

1 30 90 √   

1 30 1 30 2 60 120  √  

1 30 2 60 2 60 150   √ 

1 30 1 30 水性聚

氨酯面

涂料 

1 40 100 √   

1 30 1 30 2 80 140  √  

1 30 2 60 2 80 160   √ 

注：1、涂料的品种和应用应符合本规程第 4.2 节的规定，当涂层用于室外时，涂层的总厚度宜增加 20～40μ m。 

2、如采用超高压水射流除锈，除锈等级应为 Wa2½ (注明者除外)。 

3、除锈转锈剂涂料处理应符合 5.2.5 条的规定。 

 

 

 

 

 

 

 

 

 

 

 

 

 

 

 

 

 



 26 / 36 

B.0.3  在中腐蚀环境下，防腐蚀涂层配套可按表 B.0.3选用。 

表 B.0.3   中腐蚀等级水性防腐蚀涂层配套 

序

号 

除锈

等级 

底涂层 中涂层 面涂层 总厚

度 

（μ

m） 

使用年限 

底涂料 
道

数 

厚度 

（μ

m） 

中间涂料 
道

数 

厚度 

（μ

m） 

面涂料 
道

数 

厚度 

（μ

m） 

L M H 

1 

Sa2½ 

或

St3 

水性丙烯

酸底涂料 

2 80 — — — 

水性丙烯

酸面涂料 

2 80 160 √   

2 80 — — — 3 120 200  √  

3 120 — — — 4 120 280   √ 

2 

Sa2½ 

或

St3 

水性丙烯

酸底涂料 

2 80 — — — 

水性聚氨

酯面涂料 

2 80 160 √   

2 80 — — — 3 120 200  √  

3 120 — — — 4 160 280   √ 

3 

Sa2½ 

或

St3 

水性醇酸

底涂料 

2 80 — — — 

水性聚氨

酯面涂料 

2 80 160 √   

2 80 — — — 3 120 200  √  

3 120 — — — 4 160 280   √ 

4 

Sa2

或

St3 

水性环氧

底涂料 

2 80 — — — 

水性聚氨

酯面涂料 

2 80 160 √   

2 80 — — — 3 120 200  √  

3 120    4 160 280   √ 

5 

Sa2½ 

或

St3 

水性环氧

富锌底涂

料 

1 40 

水性环氧云

铁中间涂料 

1 40 

水性聚氨

酯面涂料 

2 80 160 √   

2 80 1 40 2 80 200  √  

2 80 1 40 3 120 240   √ 

6 

Sa2½ 

或

St3 

水性无机

富锌底涂

料 

1 40 

水性环氧云

铁中间 

1 40 

水性聚氨

酯面涂料 

2 80 160 √   

2 80 1 40 2 80 200  √  

2 80 1 40 3 120 240   √ 

7 

Sa2½ 

或

St3 

水性环氧

富锌底涂

料 

2 80 

水性环氧云

铁中间涂料 

1 40 

水性氟碳

面涂料 

1 40 160 √   

2 80 2 80 1 40 200  √  

2 80 2 80 2 80 240   √ 

8 

Wa2 

或

St2 

水性铁锈

转化底涂

料 

1 25 

水性环氧云

铁中间涂料 

1 40 

水性丙烯

酸面涂料 

2 80 145 √   

1 25 2 40 2 80 185  √  

1 25 2 80 3 120 225   √ 

1 25 1 40 

水性聚氨

酯面涂料 

2 80 145 √   

1 25 2 80 2 80 185  √  

1 25 2 80 3 120 225   √ 

1 25 水性(改性)聚

偏二氯乙烯

1 30 水性丙烯

酸面涂料 

2 80 135 √   

1 25 2 60 2 80 1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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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5 磷酸铝中间

涂料 

3 90 3 120 235   √ 

1 25 1 30 水性(改

性)聚偏

二氯乙烯

面 

2 60 115 √   

1 25 2 60 2 60 145  √  

1 25 3 90 3 90 205   √ 

1 25 1 30 

水性聚氨

酯面涂料 

2 80 135 √   

1 25 2 60 2 80 165  √  

1 25 3 90 3 120 235   √ 

9 

Sa2½ 

或

St3 

水 性 ( 改

性)聚偏二

氯乙烯底

涂料 

1 30 

水性(改性)聚

偏二氯乙烯 

磷酸铝中间

涂料 

1 30 

水性丙烯

酸面涂料 

2 80 140 √   

1 30 2 60 2 80 170  √  

2 60 2 60 2 80 200   √ 

1 30 1 30 水性 ( 改

性 ) 聚偏

二氯乙烯

面 

2 60 120 √   

1 30 2 60 2 60 150  √  

2 60 2 60 2 60 180   √ 

1 30 1 30 

水性聚氨

酯面涂料 

2 80 140 √   

1 30 2 60 2 80 170  √  

2 60 2 60 2 80 200   √ 

注：1、涂料的品种和应用应符合本规程第 4.2 节的规定，当涂层用于室外时，涂层的总厚度宜增加 20～40μ m。 

2、如采用超高压水射流除锈，除锈等级应为 Wa2½ (注明者除外)。 

3、除锈转锈剂涂料处理应符合 5.2.5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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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4  在强腐蚀环境下，防腐蚀涂层配套可按表 B.0.4选用。 

表 B.0.4   强腐蚀等级水性防腐蚀涂层配套 

序

号 

除锈

等级 

底涂层 中涂层 面涂层 总厚

度 

（μ

m） 

使用年限 

底涂料 
道

数 

厚度 

（μ

m） 

中间涂料 
道

数 

厚度 

（μ

m） 

面涂料 
道

数 

厚度 

（μ

m） 

L M H 

1 

Sa2½ 

或

St3 

水性丙烯

酸底涂料 

3 120 — — — 

水性丙烯

酸面涂料 

3 120 240 √   

4 160 — — — 4 160 320  √  

           

2 Sa2½ 
水性丙烯

酸底涂料 

3 120 — — — 

水性聚氨

酯面涂料 

3 120 240 √   

4 160 — — — 4 160 320  √  

           

3 Sa2½ 
水性环氧

底涂料 

3 120 — — — 

水性聚氨

酯面涂料 

3 120 240 √   

4 160 — — — 4 160 320  √  

           

4 Sa2½ 
水性环氧

底涂料 

3 120 — — — 

水性氟碳

面涂料 

3 120 240 √   

4 160 — — — 4 160 320  √  

           

5 

Sa2½ 

或

St3 

水性环氧

富锌底涂

料 

2 80 

水性环氧云

铁中间涂料 

2 80 

水性聚氨

酯面涂料 

2 80 240 √   

2 80 2 80 4 160 320  √  

          

6 

Sa2½ 

或

St3 

水性环氧

富锌底涂

料 

2 80 

水性环氧云

铁中间涂料 

2 80 

水性氟碳

面涂料 

2 80 240 √   

2 80 2 80 4 160 320  √  

          

7 

Sa2½ 

或

St3 

水性无机

富锌底涂

料 

2 80 

水性环氧云

铁中间 

2 80 

水性聚氨

酯面涂料 

2 80 240 √   

2 80 2 80 4 160 320  √  

          

8 

Sa2½ 

或

St3 

水性无机

富锌底涂

料 

2 80 

水性环氧云

铁中间涂料 

2 80 

水性氟碳

面涂料 

2 80 240 √   

2 80 2 80 4 160 320  √  

          

9 

Wa2 

或

St2 

水性铁锈

转化底涂

料 

1 25 

水性环氧云

铁中间涂料 

2 80 

水性丙烯

酸面涂料 

2 80 225 √   

1 25 3 120 3 120 265  √  

1 25 4 160 4 160 345   √ 

1 25 3 120 水性聚氨

酯面涂料 

2 80 225 √   

1 25 3 120 3 120 2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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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5 4 160 4 160 345   √ 

1 25 

水性 (改性 )

聚偏二氯乙

烯磷酸铝中

间涂料 

3 90 水性丙烯

酸面涂料 

2 80 195 √   

1 25 3 90 3 120 235  √  

1 25 4 120 水 性 ( 改

性)聚偏二

氯乙烯面 

4 160 305 
  

√ 

1 25 3 90 2 60 175 √   

1 25 3 90 3 90 205  √  

1 25 4 120 水 性 ( 改

性)聚氨酯

面涂料 

4 120 265 
 

√ 
√ 

1 25 3 90 2 80 190 √   

1 25 3 90 3 120 235  √  

10 

Sa2½ 

或

St3 

水 性 ( 改

性)聚偏二

氯乙烯底

涂料 

1 30 

水性 (改性 )

聚偏二氯乙

烯 

磷酸铝中间

涂料 

3 90 

水性丙烯

酸面涂料 

2 80 200 √   

2 60 3 90 3 120 270  √  

3 90 3 90 4 160 340   √ 

1 30 3 90 水 性 ( 改

性)聚偏二

氯乙烯面

涂料 

2 60 180 √   

2 60 3 90 3 90 240  √  

3 90 3 90 4 120 300   √ 

1 30 3 90 

水性聚氨

酯面涂料 

2 80 200 √   

2 60 3 90 3 120 270  √  

3 90 3 90 4 160 340   √ 

注：1、涂料的品种和应用应符合本规程第 4.2 节的规定，当涂层用于室外时，涂层的总厚度宜增加 20～40μ m。 

2、如采用超高压水射流除锈，除锈等级应为 Wa2½ (注明者除外)。 

3、除锈转锈剂涂料处理应符合 5.2.5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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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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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色涂料和清涂料 防护涂料体系对钢结构的防腐蚀保护 第 3 部分：设计依据》 

GB/T30790.3 

2  《涂层附着力的测定拉开法》GB/T5210 

3  《涂料膜的划格试验》GB/T9286 

4  《黑色金属室外大气暴露试验方法》GB/T14165。 

5  《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GB50656 

6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AQ/T9006 

7  《用电安全导则》GB∕T13869 

8  《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GB19517 

9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 46 

10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GBZ 2.1 

11 《车间空气中溶剂汽油卫生标准》GB 11719 

12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安全管理通则》GB7691 

13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 

14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T11651 

15 《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GB1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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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 

 

钢结构水性防腐蚀涂料应用技术规程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application of steel structure water-based anticorrosive paint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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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2  随着人们健康和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有关国家法规进一步严格限制溶剂型涂料

的使用场合，给水性涂料技术的发展创造出了广阔的空间。目前，虽然在有些强防腐的

环境下，水性涂料的应用还不尽人意，但很多工程也证明，水性防腐蚀涂料对钢材有很

好的保护作用。我们相信，随着水性涂料技术水平的提高，将来一定可以完全替代溶剂

型涂料。本规程给出了部分主要水性涂料的应用技术规定，将来会不断补充和完善。 

北京某公司生产的水性厚质低表面处理防腐涂料，钢结构涂装使用厚度 1000 um，分

2次施工，单道施工厚度大于 400um，与本标准其他类涂料不同，其按耐中性盐雾测试时

间大于 2000h,并在实际工程中应用效果良好，但考虑生产厂家较少，本标准未列入涂装

配套表中，具体工程应用可按企业标准技术指标实施。 

1.0.3  钢材的腐蚀的因素比较多，除了介质的种类、作用量、温度、环境条件等因素外，

还要预估生产以后的管理水平和维修条件以及构件的重要程度。因此，对重要构件和次

要构件应区别对待，重要构件和维修困难、危及人身安全的部位应采用耐久性较高的保

护措施。 

2 术  语 

2.0.1  根据《色涂料和清涂料 防护涂料体系对钢结构的防腐蚀保护 第 2部分：环境分

类》 GB/T30790.2中的示例，大气环境可分为清洁的室内大气、低污染水平的乡村大气、

中度污染的城市大气、工业区和近海地区的大气、高湿度和侵蚀性的工业大气和高盐度

的沿海和海上区域的大气。为了工程中的应用，进行了一定的合并和简化，划分为三种

大气环境，即一般大气环境（城市或乡村大气环境）、工业大气环境和海洋大气环境。 

工业大气环境和海洋大气环境通常对碳钢的腐蚀速率很高，本标准定义为腐蚀性气

态介质环境，要加强防护。 

由于大气环境的污染，酸雨环境也是对碳钢腐蚀严重的地区，因为酸雨环境不是恒

定，随着环境的治理，可能会消失或减轻。腐蚀强度的判断可按气象和环保监测资料确

定。 

2.0.2  水性涂料品种很多，根据成膜树脂的特性，有时也含有一定量的 VOCs，一般不超

过 120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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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2  国际标准 ISO12944 和国家标准《色涂料和清涂料 防护涂料体系对钢结构的防腐

蚀保护 第 2部分：环境分类》GB/T30790.2给出的大气腐蚀性等级分为 C1、C2、C3、C4、

C5-I和 C5-M，为了简化和便于工程应用，以及与我国工程建设的设计规范、施工规范和

验收规范规定的腐蚀性等级对应和统一，这里做了一定的归并。 

确定腐蚀性等级有几种路径，如无法取得环境腐蚀介质条件下，可采用标准试样的

暴露试验的方法。本规范推荐采用将标准试样在工作环境中暴露一年后的质量或厚度损

失量来确定腐蚀性等级。标准试样的尺寸和处理要求见《黑色金属室外大气暴露试验方

法》GB/T14165。 

腐蚀性等级也可以根据使用环境大致判定，在高盐度的海洋环境、高湿度和侵蚀性

工业大气环境下以及室内有重度凝露的环境一般可判定为强腐蚀环境；在有一定腐蚀性

气体存在的工业区域和中盐度的沿海地区以及有一定湿度的室内环境（游泳池等），可定

义为中腐蚀环境；在中度的二氧化硫污染、低盐度的沿海区域、高湿度和存在一定空气

污染的生产场所，以及一般城市和乡村大气环境，可定义为弱腐蚀；清洁大气环境下的

保温建筑物，例如：办公室、商店、学校、宾馆等，可定义为微腐蚀。 

3.1.6  酸雨是指 pH值小于 5.6的自然降水（包括雨、雪、霜、雾、雹、霰等）。酸雨区

按其年均降水 pH值和酸雨率（酸雨次数与降雨次数之比），可分为五级，见表 1。 

表 1 酸雨区的划分 

地区名称 年均降水 pH值 酸雨率（%） 

非酸雨区 ≥5.60 0～20 

轻酸雨区 5.30～5.60 10～40 

中度酸雨区 5.00～5.30 30～60 

较重酸雨区 4.70～5.00 50～80 

重酸雨区 ＜4.70 70～100 

     

酸雨会引起金属材料和水泥、混凝土、石材等非金属材料严重腐蚀破坏。据某酸雨地区

测定，碳钢的腐蚀速率达 200μ m/a，混凝土的腐蚀速率达 400μ m/a。 

3.1.7  沿海地区气态介质腐蚀程度与地区的温度、湿度、地域、地貌、风向、风力和海

水的成分、浓度等因素有关。以沿海岸线 1km以内对碳钢为中腐蚀，1km～10km 为弱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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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据国内外的有关资料和海边钢结构工程案例而确定的。 

3.1.8  海岛型气候或海洋性气候，由于大气长年湿度较高，且富含氯离子，对碳钢的腐

蚀非常严重。 

3.2.2  每种底涂料对基层处理的要求可以不同。选用基层处理的方法应根据现场实际情

况和底涂料的使用要求确定。 

 

4  防腐蚀涂装设计 

4.3.1  一旦涂层的锈蚀程度达到了 ISO4628-3定义的 Ri3级，则通常需要进行首次主要

维护涂装。基于此前提条件，规定的耐久性分为三个范围：低 L（2 年～5 年），中 M（5

年～10 年），高 H（10～15 年）。水性涂料因为尚在发展阶段，目前在较严重的腐蚀环境

下，还没有使用 15 年以上的案例，根据经验和判断，本规程无法确定 15 年以上的使用

年限。 

使用年限（耐久性）不是“担保年限”。使用年限（耐久性）是为业主制定维护计划

时提供技术上的参考。担保期限属于合同条款，不属于本部分考虑的范畴。目前没有规

则来阐述这两个期限的关联性。从理论上讲，通常担保期限比使用年限要短。 

使用年限为 10～15年的涂料体系通常认为具有较长的耐久性，涂层体系应有较高的保证

率，但使用方也应意识到具有较宽的年限范围，在制定技术规格书时予以考虑。有时由

于褪色、粉化、污染、磨损或基于美观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通常需要更频繁的进行维

护。 

5  防腐蚀涂层施工 

 

5.2.5  由于某些钢结构在维修施工时难以进行彻底的表面处理，可以采用低表面处理涂

料，除锈转锈剂就是这样涂料，它可以带锈施工。除锈转锈剂施工前，应对基层进行清

理，可以采用手工清理，也可采用超高压（≥200Mpa）水射流清洗； 

另一种方法是采用手工处理≥St1½后，用压力≥0.5MPa的自来水，对处理表面进行冲洗，

水迹干后即可涂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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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养护和质量 

6.2.3 水性涂料中含有较多的表面活性剂（如乳液中的乳化剂，制涂料配方中的润湿剂、

分散剂等）因此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气泡，要做到无气泡非常困难。 

施工过程中涂层均匀一致，无明显气泡和流挂，也应视为合格。 

 

附录 B  防腐蚀涂层配套（资料性附录） 

为了便于工程参与者的使用，本附录给出了一些常用的水性防腐蚀涂料涂层配套体

系，目的是对不同类型涂料提供一般性的指导建议。防腐蚀涂层配套主要是根据实验测

试、部分工程实例和经验总结得出的使用年限，该涂层配套有较高的保证率。涂料根据

树脂基团的不同，可能存在性能的差异，某种特定腐蚀环境环境下的设计涂装应当咨询

涂料生产企业。建议在实际工程中还要根据使用条件和工程经验，合理的确定使用年限。 

使用年限不是“担保年限”。使用年限是为业主制定维护计划时提供技术上的参考。

从理论上讲，通常担保期限比使用年限要短。有时由于褪色、粉化、污染、磨损或基于

美观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在使用期间要进行一定的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