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河南省工程建设标准

DBJ 41 /T095 － 2009
备案号: J11470 － 2009

建筑钢结构防腐蚀技术规程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anticorrosion of
steel structures for buildings

2009 － 08 － 27 发布 2009 － 11 － 01 实施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发布



前 言

随着建筑钢结构施工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不断应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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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标准，并经广泛征求意见编制而成。

本规程共分 7 个章节和 3 个附录，并附条文说明。本规程主要
内容: 1 总则; 2 术语和符号; 3 基本规定; 4 设计; 5 施工; 6 检验与
验收; 7 维护管理;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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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统一建筑工程钢结构防腐蚀设计、施工、检验和维护的
技术要求，控制建筑钢结构防腐蚀工程质量，制定本规程。

１．０．２　本规程适用于在大气环境中的建筑工程钢结构构件的防
腐蚀设计、施工、检验和维护。

１．０．３　建筑工程钢结构的防腐蚀设计、施工、检验和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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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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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和符号

２．１　术　语

２．１．１　金属腐蚀ｍｅｔａｌ　ｃｏｒｒｏｄｅ
金属与环境之间的物理－化学相互作用，其结果会使金属的

性能发生变化，并经常可导致金属、环境或由它们作为组成部分的
技术体系的功能受到损伤。

２．１．２　腐蚀速率ｃｏｒｒｏｓｉｖｅ　ｒａｔｅ
单位时间内金属腐蚀效应的数值。

２．１．３　腐蚀裕量ｃｏｒｒｏｓｉｖｅ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
设计金属构件时，考虑使用期内可能产生的腐蚀损耗而增加

的相应厚度。

２．１．４　表面预处理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ｒｅｈａｎｄｌｅ
为改善涂层与基体间的结合力和防蚀效果，在涂装之前用机

械方法或化学方法处理基体表面，以达到符合涂装要求的措施。

２．１．５　二次除锈ｒｅｍｏｖｅ　ｔｈｅ　ｒｕｓｔ　ａｇａｉｎ
对已经一次除锈并有保养底漆或磷化保护膜的钢材表面，再

次除去锈层及其他污物，以备涂装防蚀涂料的工艺过程。

２．１．６　除锈等级ｒｕｓｔ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ｇｒａｄｅ
表示涂装前钢材表面锈层等附着物清除程度的分级。

２．１．７　金属喷涂ｍｅｔａｌ　ｓｐｒａｙ　ｃｏａｔｉｎｇ
用高压空气、惰性气体或电弧等将熔融的耐蚀金属喷射到被

保护结构物表面，从而形成保护性涂层的工艺过程。

２．１．８　涂层ｃｏａｔ
由某一种涂料以一道或多道单一涂覆作业形成的保护层。

２．１．９　涂装ｃｏｖｅｒ　ｗｉｔｈ　ｐａｉｎｔ
·２·



将涂料涂覆于基体表面，形成具有防护、装饰或特定功能涂层
的过程。

２．１．１０　附着力ａｄｈｅｓ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
干涂膜与其底材之间的结合力。

２．１．１１　涂层老化ｃｏａｔ　ａｇｅｉｎｇ
涂膜受到自然因素的作用而发生褪色、变色、龟裂、粉化和剥

落等现象，使防锈性能逐渐消失的过程。

２．１．１２　涂层缺陷ｃｏａｔ　ｂｌｅｍｉｓｈ
由于表面预处理不当、涂料质量和涂装工艺不良而造成的遮

盖力不足、漆膜剥离、针孔、起泡、裂纹和漏涂等缺陷。

２．１．１３　表干ｓｕｒｆａｃｅ　ｄｒｙ
指在涂装工程中将涂料涂覆在基材表面后经过一定的时间未

彻底干透而表面初步干燥的阶段。

２．１．１４　实干ｉｎｓｉｄｅ　ｄｒｙ
指在涂装工程中将涂料涂覆在基材表面后经过一定的时间彻

底干透而内部干燥的阶段。

２．２　符　号

Δδ———钢结构单面腐蚀裕量；

Ｋ———钢结构单面平均腐蚀速度；

Ｐ———保护效率；

ｔ１———防腐蚀措施的设计使用年限；

ｔ———钢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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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　建筑工程钢结构应进行防腐蚀设计。

３．０．２　防腐蚀措施应根据环境条件、材质、结构型式、使用要求、
施工条件和维护管理条件等综合确定。

３．０．３　大气环境对建筑钢结构长期作用下的腐蚀环境类型见表

３．０．３－１，环境气体类型见表３．０．３－２。

表３．０．３－１　腐蚀环境类型的划分

腐蚀性分级

等级 名称

碳钢腐蚀速率
（ｍｍ／ａ）

腐蚀环境

环境气

体类型

环境相对湿度
（年平均）（％）

大气环境

Ⅰ 无腐蚀 ＜０．００１ Ａ ＜６０ 乡村大气

Ⅱ 弱腐蚀 ０．００ｌ～０．０２５
Ａ

Ｂ

６０～７５

＜６０

乡村大气

城市大气

Ⅲ 轻腐蚀 ０．０２５～０．０５０

Ａ

Ｂ

Ｃ

＞７５

６０～７５

＜６０

乡村大气

城市大气

工业大气

Ⅳ 中腐蚀 ０．０５～０．２０

Ｂ

Ｃ

Ｄ

＞７５

６０～７５

＜６０

城市大气

工业大气

海洋大气

Ⅴ 较强腐蚀 ０．２０～１．００
Ｃ

Ｄ
＞７５

６０～７５
工业大气

Ⅵ 强腐蚀 １～５ Ｄ ＞７５ 工业大气

　　注　１　在特殊场合与额外腐蚀负荷作用下，应将腐蚀类型提高等级。如：

ａ）风沙大的地区，因风携带颗粒（砂子等）使钢结构发生磨蚀的情况；

ｂ）钢结构上用于（人或车辆）通行或有机械重负载并定期移动的表面；

ｃ）经常有吸潮性物质沉积于钢结构表面的情况。

２　处于潮湿状态或不可避免结露的部位，环境相对湿度应取大于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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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０．３－２　环境气体类型分类

环境气体类型 腐蚀性物质名称 腐蚀性物质含量（ｍｇ／ｍ３）

Ａ

二氧化碳

二氧化硫

氟化氢

硫化氢

氮的氧化物

氯

氯化氢

＜２　０００

＜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０５

Ｂ

二氧化碳

二氧化硫

氟化氢

硫化氢

氮的氧化物

氯

氯化氢

＞２　０００

０．５～１０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１

０．０５～５

Ｃ

二氧化硫

氟化氢

硫化氢

氮的氧化物

氯

氯化氢

１０～２００

５～１０

５～１００

５～２５

１～５

５～１０

Ｄ

二氧化硫

氟化氢

硫化氢

氮的氧化物

氯

氯化氢

２００～１　０００

１０～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５～１００

５～１０

１０～１００

　　注　当大气中同时含有多种腐蚀性气体时，腐蚀级别应取最高的一种或几种为

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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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设　计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１　设计前应掌握建筑工程钢结构建筑所在地的腐蚀环境类
型、结构型式、外形尺寸和使用状况等资料。当资料不全时，应进
行现场勘察并参考类似工程经验。

４．１．２　初步设计应编制设计说明书，明确技术指标。施工图设计
应包括施工图、施工工艺和质量检验标准。

４．１．３　当钢结构有可能与液态腐蚀性物质或固态腐蚀性物质接
触时，应设置隔离措施予以隔离。

４．１．４　结构设计应留有适当的腐蚀裕量，封闭的钢结构内壁可不
考虑腐蚀裕量。钢结构的单面腐蚀裕量可按下式计算：

Δδ＝Ｋ［（１－Ｐ）ｔ１＋（ｔ－ｔ１）］ （４．１．４）
式中　Δδ———钢结构单面腐蚀裕量（ｍｍ）。

Ｋ———钢结构单面平均腐蚀速度（ｍｍ／ａ）。碳钢单面平均腐
蚀速度可参照表３．０．３－１取值，必要时可现场实测
确定；采用低合金钢时也可按类似环境中的实测结果
进行适当调整。

Ｐ———保护效率（％）。在防护层的设计使用年限内，保护效
率按表４．１．４取值。

ｔ１———防腐蚀措施的设计使用年限（ａ）。

ｔ———钢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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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１．４　保护效率取值

腐蚀等级

环境
Ⅵ Ⅴ Ⅳ Ⅲ Ⅱ Ⅰ

室内 ０．６　 ０．７　 ０．８　 ０．８５　 ０．９　 ０．９５

室外 ０．７　 ０．８　 ０．８５　 ０．９　 ０．９５　 ０．９５

４．１．５　腐蚀性等级为Ⅳ、Ⅴ、Ⅵ级时，桁架、柱、主梁等重要受力构
件不应采用格构式构件和冷弯薄壁型钢。

４．１．６　钢结构杆件截面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杆件应采用实腹式或闭口截面，闭口截面端部应进行封
闭；对封闭截面进行热镀浸锌时，应采取开孔防爆措施；

２　腐蚀性等级为Ⅳ、Ｖ、Ⅵ级时，不应采用由双角钢组成的Ｔ
形截面或由双槽钢组成的工形截面；

３　当采用型钢组合的杆件时，型钢间的空隙宽度应满足防护
层施工和维修的要求。

４．１．７　钢结构杆件截面的厚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钢板组合的杆件，不小于６ｍｍ；

２　闭口截面杆件，不小于４ｍｍ；

３　角钢截面的厚度不小于５ｍｍ。

４．１．８　门式刚架构件宜采用热轧 Ｈ型钢，当采用Ｔ型钢或钢板
组合时，应采用双面连续焊缝。

４．１．９　网架结构宜采用管形截面、球形节点，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腐蚀性等级为强、中时，应采用焊接连接的空心球节点；

２　当采用螺栓球节点时，杆件与螺栓球的接缝应采用密封材
料填嵌严密，多余螺栓孔应封堵。

４．１．１０　不同金属材料接触的部位，应采取隔离措施。

４．１．１１　桁架、柱、主梁等重要钢构件和闭口截面杆件的焊缝，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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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连续焊缝。角焊缝的焊脚尺寸不应小于８ｍｍ；当杆件厚度小
于８ｍｍ时，焊脚尺寸不应小于杆件厚度。

加劲肋应切角。切角的尺寸应满足排水、施工维修要求。

４．１．１２　焊条、螺栓、垫圈、节点板等连接构件的耐腐蚀性能，不应
低于主体材料。螺栓直径不应小于１２ｍｍ。垫圈不应采用弹簧垫
圈。螺栓、螺母和垫圈应采用热镀浸锌防护，安装后再采用与主体
结构相同的防腐蚀措施。

４．１．１３　高强螺栓构件连接处的接触面的除锈等级，不应低于

Ｓａ２１２
，并宜涂无机富锌涂料；连接处的缝隙，应嵌刮耐腐蚀密

封膏。

４．１．１４　钢柱柱脚应置于混凝土基础上，基础顶面宜至少高出地
面３００ｍｍ。

４．１．１５　当腐蚀性等级为Ⅵ级时，重要构件宜选用耐候钢制作。

４．２　表面预处理

４．２．１　钢结构在涂装之前必须进行表面预处理。

４．２．２　防腐蚀设计文件应提出表面预处理的质量要求，并应对表
面清洁度和表面粗糙度作出明确规定。

４．２．３　钢结构在除锈处理前，应清除焊渣、毛刺和飞溅等附着物，
并清除基体金属表面可见的油脂和其他污物。

４．２．４　钢结构在涂装前的除锈等级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涂装
前钢材表面锈蚀等级和除锈等级》（ＧＢ　８９２３）的有关规定外，除锈
最低等级要求尚应符合表４．２．４的规定。重要工程主要钢结构除
锈最低等级应提高一级。

·８·



表４．２．４　不同涂料表面除锈等级的最低等级要求

项　　目 最低除锈等级

富锌底涂料

乙烯磷化底涂料
Ｓａ２１２

环氧或乙烯基酯玻璃鳞片底涂料 Ｓａ２

氯化橡胶、聚氨酯、环氧、聚氯乙烯萤丹、高氯化聚乙烯、氯

磺化聚乙烯、醇酸、丙烯酸环氧、丙烯酸聚氨酯等底涂料
Ｓａ２或Ｓｔ３

环氧沥青、聚氨酯沥青底涂料 Ｓｔ２

喷铝及其合金 Ｓａ３

喷锌及其合金 Ｓａ２１２

　　注　１　新建工程重要构件的除锈等级不应低于Ｓａ２１２
。

２　喷射或抛射除锈后的表面粗糙度宜为４０～７５μｍ，并不应大于涂层厚度的

１／３。

４．３　涂层保护

４．３．１　防腐蚀涂料宜选用经过工程实践证明耐蚀性适用于腐蚀
性物质成分的产品，选用新产品应进行技术和经济论证。

４．３．２　防腐蚀面涂料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用于酸性介质环境时，宜选用氯化橡胶、聚氨酯、环氧、聚
氯乙烯萤丹、高氯化聚乙烯、氯磺化聚乙烯、丙烯酸聚氨酯、丙烯酸
环氧和环氧沥青、聚氨酯沥青等涂料。

用于弱酸性介质环境时，可选用醇酸涂料。

２　用于碱性介质环境时，宜选用环氧涂料，也可选用本条第１
款所列的其他涂料，但不得选用醇酸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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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用于室外环境时，可选用氯化橡胶、脂肪族聚氨酯、聚氯乙
烯萤丹、氯磺化聚乙烯、高氯化聚乙烯、丙烯酸聚氨酯、丙烯酸环氧
和醇酸等涂料，不应选用环氧、环氧沥青、聚氨酯沥青和芳香族聚
氨酯等涂料。

４　对涂层的耐磨、耐久和抗渗性能有较高要求时，宜选用树
脂玻璃鳞片涂料。

４．３．３　底涂料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锌、铝和含锌、铝金属层的钢材，其表面应采用环氧底涂料
封闭；底涂料的颜料应采用锌黄类，不得采用红丹类。

２　在有机富锌或无机富锌底涂料上，宜采用环氧云铁或环氧
铁红的涂料，不得采用醇酸涂料。

４．３．４　防腐蚀涂装同一配套中的底漆、中间漆和面漆应有良好的
相容性。宜选用同一厂家的产品。常用防腐蚀涂层配套可按附录

Ａ选用。

４．３．５　钢结构的表面防护，应符合表４．３．５的规定。

表４．３．５　钢结构的表面防护

防护层使用

年限（ａ）

防腐蚀涂层最小厚度（μｍ）

强腐蚀 较强腐蚀 中腐蚀 轻腐蚀 弱腐蚀

１０～１５　 ２８０　 ２６０　 ２４０　 ２２０　 ２００

５～１０　 ２４０　 ２２０　 ２００　 １８０　 １６０

２～５　 ２００　 １８０　 １６０　 １４０　 １２０

　　注　１　防腐蚀涂料的品种，应按本规程第４．３．２条确定。

２　涂层厚度包括涂料层的厚度或金属层与涂料层复合的厚度。

３　采用喷锌、铝及其合金时，金属层厚度不宜小于１２０μｍ；采用热镀浸锌时，

锌的厚度不宜小于８５μｍ。

４　室外工程的涂层厚度宜增加２０～４０μ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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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６　涂层与钢铁基层的附着力不宜低于５ＭＰａ。

４．４　金属热喷涂

４．４．１　在中腐蚀、较强腐蚀、强腐蚀环境类型中的钢结构宜设置
金属热喷涂保护系统，金属热喷涂保护系统应包括金属喷涂层和
封闭层，复合保护系统还应包括涂层。

４．４．２　金属热喷涂方法可采用气喷涂法或电喷涂法。

４．４．３　采用金属热喷涂的钢结构表面必须进行喷射或抛射处理，
表面清洁度和表面粗糙度应符合第４．２．４条的规定。

４．４．４　热喷涂金属丝应光洁、无锈、无油、无折痕，金属丝直径宜
为２．０ｍｍ或３．０ｍｍ。

４．４．５　热喷涂金属材料宜选用铝、铝镁合金或锌铝合金。

４．４．６　采用金属热喷涂层的钢结构构件应与未喷涂构件电绝缘。

４．４．７　封闭剂应具有较低的黏度，并应与金属涂层具有良好的相
容性。涂层涂料应与封闭层有相容性，并应有良好的耐蚀性。金
属热喷涂常用的封闭剂、封闭涂料和涂装涂料可参见附录Ｂ。

４．４．８　金属热喷涂系统可参照表４．４．８选用。

表４．４．８　 大气环境下金属热喷涂系统

设计使用

年限（ａ）
喷涂系统

最小局部厚度（μｍ）

中腐蚀 较强腐蚀 强腐蚀

１０～１５

喷铝＋封闭 １２０＋６０　 １５０＋６０　 ２５０＋６０

喷Ａｃ铝＋封闭 １２０＋６０　 １５０＋６０　 ２００＋６０

喷铝＋封闭＋涂装 １２０＋３０＋１００１５０＋３０＋１００　２５０＋３０＋１００

喷Ａｃ铝＋封闭＋涂装１２０＋３０＋１００１５０＋３０＋１００　２００＋３０＋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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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４．８

设计使用

年限（ａ）
喷涂系统

最小局部厚度（μｍ）

中腐蚀 较强腐蚀 强腐蚀

５～１０

喷锌＋封闭 １２０＋３０　 １５０＋３０　 ２００＋６０

喷铝＋封闭 １２０＋３０　 １２０＋３０　 １５０＋６０

喷锌＋封闭＋涂装 １２０＋３０＋１００１５０＋３０＋１００　２００＋３０＋１００

喷铝＋封闭＋涂装 １２０＋３０＋１００１２０＋３０＋１００　１５０＋３０＋１００

　　注　腐蚀严重和维护困难的部位应增加金属涂层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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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施　工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防腐蚀工程施工使用的设备、仪器应具备出厂质量合格证
或质量检验报告，必要时应进行质量复检或有关试验验证。

５．１．２　防腐蚀工程的施工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环境保护
的要求。防腐蚀施工应有妥善的安全防范措施。

５．１．３　钢结构防腐蚀材料的品种、规格、性能等应符合现行国家
产品标准和设计要求。防腐蚀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不得
大于４０％。

５．２　表面预处理

５．２．１　喷射清理的等级应符合第４．２．４条的规定。工作环境必
须满足空气相对湿度低于８５％，施工时钢结构表面温度不低于露
点以上３℃。露点计算见附录Ｃ。表面脱脂净化方法的适用范围
见表５．２．１。

表５．２．１　表面脱脂净化方法的适用范围

清洗方法 适用范围 注意事项

采用汽油、过氯乙烯、丙

酮等溶剂清洗

清除油脂、可溶污物、

可溶涂层

若需保留旧涂层，应使用

对该涂层无损的溶剂，溶

剂及抹布应经常更换

采用如氢氧化钠、碳酸

钠等碱性清洗剂清洗

除掉可皂化涂层、油

脂和污物

清洗后应充分冲洗，并做

钝化和干燥处理

采用ＯＰ乳化剂等乳化

清洗

清除油脂及其他可溶

污物

清洗后应用水冲洗干净，

并做干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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