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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我国航海事业突飞猛进，造船行业也随

之快速发展，大量的新型船只与日俱增。在 2010 到 2013

年间，这几年间，我国的造船量一直保持着世界第一的

成就，这表明我国的造船技术已经处在领先的地位，在

实际生活中，为了能够控制造船的成本，并且保证船舶

的功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船舶都是运用高强度的钢铁

作为外壳 [1]。但是在海洋环境中，钢铁相对来讲容易被

腐蚀，这样会严重影响到船舶的结构，甚至有可能对船

舶上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所以，对船舶进行防腐检测

以及防腐蚀技术处理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能够增强船

舶的使用时间。1

一、船舶腐蚀的特征

船舶的建造结构是比较复杂的并且需要极大的工作

量，在未知并且比较危险的海洋环境中，船舶是会经常

遭受到腐蚀的侵害。普遍船舶比较容易被腐蚀的地方一

般在船壳、船舶上层建筑、管路、压载舱等等 [2]。每个

地方由于所在的腐蚀环境是不一样的，因此也会遭受到

不用程度的腐蚀，并且腐蚀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处

于水下的船体部分不仅会被海水进行腐蚀，在船舶行驶

的过程中还会受到海浪的冲刷一些一些海内的生物的腐

蚀。处于水线的船体会经常受到海水浪花和阳光暴晒的

影响，处于容易受到腐蚀的有充足供养、干湿交替的环

境，并且还会有一些漂浮物的撞击，导致这个部分的腐

蚀是比较严重的 [3]。处于海平面以上的部分，因为海水

蒸发会在大气中形成大量的盐，处在这样的环境中，船

舶表面还是会碰到由于空气盐分过多产生的雾的影响，

这种雾气会直接腐蚀到船体的表层部分，会让船体的表

层部分产生一种物质，这也就是导致船体上出现腐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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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再来说管路，在船舶的各个部位都会有着不

同的管路的路线，由于管路的材质不一样，受腐蚀的材

质也不一样，这样就导致管路的腐蚀也会出现不一样的

情况。船舶的压载水仓处在既有水又有空气的环境中，

并且压载水仓的结构比较繁琐，清洁起来非常的不容易，

并且遭受的腐蚀程度也是会比较高的。不仅如此船上一

旦进行供电或进行电焊时，都会出现漏电的风险，这个

时候船体会变成一个巨大的阳极，并且会更容易受到腐

蚀的侵害。

二、船舶腐蚀的监测

船舶的空间是比较有限的，并且由于海上的气候多

变，还有一些因为船舶设备等因素，这几个因素都会导

致船舶监测技术无法快速发展。现如今，缺陷识别技术、

传感器技术以及信号处理技术和电子机械等技术开始逐

步发展进步，这样船舶的防腐技术也能够得到快速发展，

船体防腐蚀检测的主要内容是监测船体腐蚀状况以及监

测船体腐蚀防护效果这两方面 [4]。比如生活可以运用测

定电位技术这项技术能够监测当前船体的腐蚀程度，运

用超声波测后技术可以测量出整个船体的腐蚀地区。现

阶段在船舶腐蚀监测技术研发以及开发这两方面来看，

重点放在一些新型传感器的研究和运用、完善传统监测

技术手段并且将多种传统监测技术手段融合在一起，这

样能够让监测设备方便人的日常携带以及功能更强等功

效，由于船舶腐蚀已经开始被更多人注意到，船舶腐蚀

监测技术也需要人们多加关注并且研究起来。

三、船舶防腐技术的分析

现阶段船舶一般都运用阴极保护技术与涂料保护相

结合的方式对船舶进行防腐措施，需要根据每个设备的

自身功能，以及可以应用的环境条件和船舶的自身需要，

每个部分都需要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与自身相符合的防

腐技术，也会有相对应的保护方式。需要在刚开始设计

船舶时，就考虑好船舶需要运用的材料，以及后续船舶

使用时出现问题怎样去修复，最后到船舶的使用期限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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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达到标准，这些方面都需要思考怎样去控制船舶的腐

蚀程度。

（一）船舶防腐蚀的设计

想要有效把控船舶腐蚀程度，首先就需要工作人员

在设计船舶时就提出比较符合我国情况比较合理的方案，

首先在选材上就需要进行严格的筛选、还有船舶结构也

需要进行合理的设计，要保证稳定的同时减少腐蚀的面

积，还有运用的建造手段也会关乎着腐蚀程度的高低 [5]。

首先在对船舶的材料进行选择时，需要考虑材质的强度

以及能够承受的腐蚀度，不光是在水上的环境在水底下

也需要有很强的不被侵蚀的性能，不光是钢铁材料，钛

合金在水下环境中的降低腐蚀度的能力比较强，还可以

使用一些密度低的钛合金，或者是一些复合材料，这两

种材料的使用也是比较广泛的。这几年，玻璃钢符合材

料也被广泛的应用到船只制造上，这种材料是比较轻的

并且比较坚硬，能够抵抗海水的冲刷，并且由于这种材

料比较滑海生物不容易在上面生存。玻璃钢渔船已经在

运用中了，在各个国家应属美国运用的最多，只有百分

之十不是这种渔船。但是我国运用的还比较少，只占据

百分之一左右，说明玻璃钢渔船还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除此之外，在一艘船上选取多种材料时，千万不要出现

不同材质的材料一起进行连接。如果想将不一样的材料

进行连接，中间需要加上一些绝缘体，进行阻绝。设计

师在进行船舶结构的方案构思时，需要注意尽量避免出

现在容易被腐蚀的环境中。像是船舶上会有一些犄角旮

旯一定要避免这种小位置出现腐蚀，因此有时候积水增

多会导致船舶这个地方容易受到腐蚀，在使用需要电力

的设备时，一定要注意接线的正负极，不要出现因为漏

电等原因导致当前部位受到腐蚀。

（二）阴极保护技术

想要保护船舶的阴极可以从两方面出出发，一种是

牺牲阳极来实现保护阴极的效果，另外一种时在外边增

加电流来对阴极进行保护。牺牲阳极来保护阴极的技术，

其根本原理就是将在船舶外面表面上有一些配备电位比

较低的成负数的金属，把这些金属当做阳极，这样船体

钢板就会变成阴极，这种情况下船体不容易遭受腐蚀。

现阶段对运用阳极来保护阴极的研究实践，通常上都是

开发新型阳极材料或者是改变阳极位置以及方向，一般

能够当做阳极的材料只有几种，分为别是锌合金、铝合

金、镁合金等，一些设计和工作人员不断分析船舶结构，

以及海洋生物结构的特点，利用外界的海洋环境以及材

料的一些化学反应，最后得出一组数据再利用这组数据

完善好设计方案，实现利用阳极保护阴极的方式减少遭

受腐蚀性。

（三）涂层防护

在对船舶进行防腐处理时，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手段

就是给船体涂满材料形成涂层，涂层可以十分有效的保

证船体的防腐蚀能力，所以在选择涂层材料的时候一定

要先从防腐蚀性入手，选择性能比较高，并且不容易被

水浸湿而且比较滑的材质，这样可以减少海生物在穿上

寄存。最后材质一定要强度够大，需要可以耐冲刷并且

耐磨。船舶不断的运用到生活中和生产中，于是对于船

舶的要求也会更高，在选择船舶的防腐涂料的时候不能

只看当前的防腐蚀性，要看长久的防腐蚀性并且这种材

料不能对人体有害，最近几年，我国也不断的研究一些

防腐材料，出现了很多种新型涂层，可以有效的进行防

腐，比如说环氧树脂、纳米改性涂层等等。现阶段的船

舶涂料，一般都是用无机富锌涂料当做底漆，中间层运

用环氧树脂，再搭配上一些其他的材料，这样可以保证

船体不容易被腐蚀，底漆和金属表面在一起能够增加强

度，这样腐蚀的物质就不容易进入船体，最重要的就是

底漆的性能，一般最常用并且受到大家欢迎的防腐涂料

底漆就是无机富锌涂料，富锌涂料可以将涂膜的屏蔽功

能以及阴极保护功能融在一起，在实际的运用中有着很

好的反响。涂层材料的研究一般都是对于材料进行改善

以及创新。

四、结束语

现阶段我国的船只建造行业在不断的发展，但是在

工艺和技术上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在航海过程中，船

舶一定会遭受到腐蚀，因此需要利用新技术去减少腐蚀

程度。目前船舶建造行业的重点应该放在合理有效运用

钢铁资源上。造船行业需要多去吸收国外的经验，引进

新技术，不断完善施工工艺，做好船舶的防腐措施。选

用材料的时候需要运用耐海水腐蚀的材料，研发复合型

材料。全面强化防腐技术，促进船舶防腐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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