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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防腐蚀技术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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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体系起草单位：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华晨汽车工程研究院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体系主要起草人： 

张宁、官璟、杨洁、高成勇、廖大政、高伟峰、李婷婷、金 超、宋先志、孙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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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必要性 

1、背景 

汽车防腐蚀与企业品牌建设、产品的品质和成本，以及与用户购买欲望、销量

等因素密切相关。整车及其部件的锈蚀也直接影响到汽车的使用寿命、安全，因此，

汽车腐蚀备受国内外汽车行业的重视，汽车耐腐蚀设计已经成为衡量汽车关键性能

指标之一。 

近年来，中国汽车消费网、汽车之家等媒体不断报道，国内外汽车频现因腐蚀

问题出现大量整车召回现象。我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不仅连续几年保持世界第一

的汽车生产和销售大国地位，而且国内自主品牌正逐步开拓欧盟、东南亚、南非等

国际市场。但是，汽车腐蚀已成为国内汽车企业正面临的难题。同时，汽车“三包”

等法规出台，对汽车防腐蚀性能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开展汽车腐蚀防护研究，

并建立汽车防腐蚀技术标准体系是我国汽车产业发展必然需求。 

但是，由于我国汽车腐蚀防护技术起步比较晚，目前，汽车企业主要通过对标

和参考欧系、日系、美系等汽车企业标准为主，既没有形成完善的规范体系；也没

有能够结合汽车销售市场和产业链，而且大量与腐蚀有关的基础数据严重缺失。同

时，以 GB、SAE 和 QC 等为代表的我国标准和规范体系，对汽车腐蚀与防护的技

术开发、检测方法和评价规范等关注也不足。与其他国家相比，能够在国家或行业

层面上用以指导我国汽车产品耐腐蚀防护设计的技术标准、规范体系严重缺乏。 

2、意义 

汽车防腐蚀技术标准体系的建立将有利于中国汽车行业腐蚀与防护技术能力提

升，是我国汽车发展重要的技术基础之一，本体系也将作为汽车企业制定产品规范

和标准的参考依据。 

整车防腐蚀涉及环境分析、车身结构设计、表面处理工艺、实验评价等多学科，

是多行业参与的系统工程。本技术标准体系的建立将促进各学科技术交流与融合，

使各学科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带动相关产业良性循环。 

该体系将贯穿汽车产品规划、设计、制造、运输及贮存、使用的整个生命周期。

不仅促进中国汽车产品品质提升，也有利于“二手车”市场的发展，对拉动汽车产

品销售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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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腐蚀与防护是涉及材料、冶金、环境、力学、结构设计、设备等多学科交

叉渗透的边缘性技术科学，汽车腐蚀发展离不开从事金属材料理论和腐蚀与防护领

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生产和管理等腐蚀与防护的高级技术人才。通过组织汽

车行业开展汽车防腐蚀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可以结合各企业发展需要培养一批不同

层次和不同专业的腐蚀人才。 

二、体系概念与范围 

此技术标准体系首先采用顶层设计，保障体系的全局性和延续性，并遵循 “标

准制定，体系先行”的理念。 

汽车腐蚀与防护工作贯穿于汽车设计、生产、储存、运输和使用整个过程，本

技术标准体系以此为主线，下设：环境、设计、生产制造、试验与评价、其他共五

个大类，各大类均包含若干相关内容，覆盖汽车防腐蚀领域的各个层面，本技术标

准体系不仅包括市场环境因素，还包括耐腐蚀设计、生产、储运等各环节，并将重

点解决汽车腐蚀试验与评价行业技术标准、规范统一问题。 

同时，重点考虑汽车生产企业技术人员和生产人员对于标准的易查性和易用性，

进行技术标准体系的类别设置和定义。 

三、与其他标准关联性分析 

1、国内标准 

本体系将与现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互补充，对于已经成熟且不需修订的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将直接引用；对于需要修订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根据汽

车行业需求程度，将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修订建议；若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不能及

时修订，且行业急需的标准，或还处于空缺的标准、规范，将在本体系框架内制定。 

2、国际标准 

以ISO、ASTM、SAE 等为代表的国际常用标准体系，已起草了多项腐蚀相关

的技术标准、规范，基本上实现有检测要求就有相关的技术标准对其进行标准化，

以ISO为例，它结合不同腐蚀环境、不同腐蚀材料、不同腐蚀机理等制定了不同的

检测方法，基本上可以支撑对汽车行业腐蚀检测与评价。 

ISO、ASTM 等标准相对比较系统和完整，一是明确地规范了腐蚀相关的术语；

二是他们标准体系针对某项具体技术或具体领域，覆盖关键环节和控制内容，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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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根据产品设计要求，对方法等进行标准化，可以系统指导腐蚀工程师及产品工程

师进行耐腐蚀设计工作。 

目前，奇瑞、长城、吉利、长安、华晨等国内自主汽车企业正在加快国际化进

程，开展汽车腐蚀控制将是引导汽车企业走出国门的关键工作。汽车腐蚀体系建设

需要收集和分析大量的基础数据，为此，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长

期不断完善和积累。由于我国汽车腐蚀技术开发起步比较晚，各家汽车企业基础数

据很难支撑其自身发展。虽然借用ISO、ASTM 等标准可以解决部分腐蚀控制问题，

但是，这些标准、规范没有结合我国汽车销售市场和企业技术状况，其实用性还有

待进一步验证。 

四、编制说明 

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区环境差异较大，而且出口市场的环境差异也比较明显。

不同的环境对汽车腐蚀影响不同。为了满足环境腐蚀的要求，需要开展汽车防腐蚀

设计、试验验证与评价工作。本技术标准体系包含环境、设计、生产制造、试验与

评价和其他等五类，各类分项将会覆盖如下内容： 

环境类标准包含：大气环境、汽车微环境和环境条件检测 

大气环境：主要基于汽车腐蚀市场的温度、湿度、降雨量、融雪等环境进行定

义、分类等。 

汽车在不同地区所服役的大气环境不同，除正常的雨水和阳光照射等的影响外，

还会受到各个地区特殊环境的影响，如沿海城市经常会有海水盐雾的腐蚀，工业城

市容易受到酸雨的腐蚀，北方城市冬季容易受到融雪剂的腐蚀，南方梅雨季节容易

受到潮湿空气的腐蚀等，以上的研究都归为大气环境。不同地区对应的防护等级存

在差异。 

汽车微环境：尘埃、微生物及整车存放周边环境等对汽车材料或产品的腐蚀。

汽车在同一个大气环境下不同功能区域受到微环境的影响也不同，内饰区域零部件

所处的环境比较温和，发动机仓上部区域的零部件环境较差，车身外覆盖和底部区

域的零部件环境最苛刻，以上的研究都归为汽车微环境。 

环境条件检测：主要是针对环境腐蚀分析时水样、土样、气样的取样方法及不

同材料、部件在环境下腐蚀速率检测方法等。 

设计类标准包含：车身腐蚀设计及零部件腐蚀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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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身腐蚀设计：主要是车用材料（汽车板、胶、蜡、油等）的选型、车身空腔

等耐腐蚀结构设计及涂胶部位、工艺的设计。 

零部件腐蚀设计：基于腐蚀控制，开展零部件防护的表面处理种类、工艺的选

型和零部件的耐腐蚀结构设计，如电镀处理（镀铬、镀锌、镀镍等），氧化处理（阳

极氧化、化学氧化），化学镀（镀镍、镀铜）。物理方法处理（涂漆、电泳、静电

喷涂等）。 

生产制造标准包含：工艺和储运 

工艺：一是针对与防腐蚀关联度较大的涂装工艺和涂装材料，其中涂装工艺可

能包括：磷化、底涂、中涂等性能要求；二是冲压、焊接（例如焊缝腐蚀）、总装

（例如安装过程中，对标准件等表面涂层、镀层破坏造成腐蚀），以及零部件或半

成品件在工序之间传递等工艺过程的腐蚀防护。 

储运：主要围绕零部件和整车储存、运输、包装工艺要求及材料要求，包含储

运防腐材料、储存防腐工艺规范、运输防腐工艺规范（陆运、海运等），包装规范

等。 

试验与评价标准包含：整车强化腐蚀试验、车身强化腐蚀试验及零部件和材料、

通用检测方法： 

试验：主要基于整车—总成系统—零部件和材料形成三级试验规范。 

评价：包含整车腐蚀评价、零部件及材料评价，其中零部件及材料评价主要包

括板材、标准件、零部件等腐蚀评价。 

其他标准包含：汽车腐蚀相关的术语定义及腐蚀试验中标准样条（样板）制作

的技术标准。 

在标准编制初期，将包含汽车腐蚀术语定义及腐蚀中如单个板、双层板、多层

板、焊接位置，空腔结构等典型部位的取样标准。未来有不可归属于前四类标准的

条目，将属于此类标准之下。 

五、预期效果 

本技术标准体系将具备可执行性、实用性，致力于作为业内公认的汽车防腐标

准系统，可以应用于产品的设计、制造、使用维护等流程。 

本标准体系的实施将提升中国汽车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取得质量与经济的最

佳平衡，以满足日益严苛的市场要求，促进中国汽车市场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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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规范作为汽车产品设计的基础，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组织搭建中国汽车防

腐技术标准体系，可以引导和带动汽车企业系统开展汽车防腐蚀技术研发，并基于

企业车型开发规划和技术水平，建立整车腐蚀控制技术路线。由汽车工程学会组织

行业技术资源，可以有利于整合行业优势资源，加快企业内部技术发展，促进行业

资源共享。 

前期调研发现，目前，我国汽车腐蚀控制与日系、欧系等差距在 10 年以上，

本体系建立，为我国自主汽车企业搭建了一个汽车腐蚀与防护的平台，大大缩短与

汽车发达国家的差距，提升我国汽车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汽车“走出去”战略提供

技术保障。也将在 3-5 年内培养一批汽车腐蚀相关的技术人员和人才。 

六、未来工作思路 

1）职责分工：成立“中国汽车腐蚀与老化标准技术委员会”及“中国汽车工程

学会腐蚀与老化技术分会”，在技术委员会领导下，技术分会协作下，根据单项标

准编制需求，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分别设立负责人，牵头编写工作，学会定期对

其工作进行检查和监督；  

2）可持续工作措施：对标准技术委员会成员，颁发专家证书；建立有效的成员

进入和退出机制，鼓励各领域专业人士积极参与。汽车腐蚀老化人才库的人员均有

资格申请加入标准技术委员会，审查合格后可加入。对于不能按时完成任务，不能

按时参加工作组会议的成员，超过 2 次以上予以退出。 

3）定制计划：根据前期“中国汽车腐蚀老化标准现状调查”结果，制定短期（1-3

年）、中期（3-5 年）标准编写计划，将近 3 年的编写计划，纳入学会工作计划，

努力获得各级领导支持和必要的资金投入。 

4）标准宣贯及推广 

利用“中国汽车腐蚀与老化技术论坛（VCAP）”专业平台，每年度进行标准发

布仪式。将定期发布标准体系搭建和标准编写进度，更多宣传和引导汽车行业参与

该项工作，也可以借此吸引社会资金支持该项工作开展，尤其是材料企业、检测机

构、表面处理企业等。同时召开“技术标准委员会”年度会议，形成标准工作年度

报告，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专业人士进行表彰。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将在每年不定时间，开展标准宣贯培训班，可采用集中学习

或进入企业培训等多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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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技术研究：学会牵头启动一批老化及腐蚀科研项目研究，为确定标准指标积

累基础数据，同时定期召开项目成果汇报交流会，加强行业技术交流，合作编写技

术跟踪报告或专业书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