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四  钝化体系阳极极化曲线的测定 

 

一、目的要求： 

1、握用恒电位法和恒电流法测定阳极极化曲线的原理和方法，并比较之。 

2、通过阳极极化曲线的测定，判断实施阳极保护的可能性，初步选取阳极保护的技

术参数。 

3、掌握恒电位仪的使用方法。 

 

二、基本原理： 

阳极电位和电流密度的关系曲线叫做阳极极化曲线。为了判定金属在电解质溶液中采

用阳极保护的可能。选择阳极保护的三个主要技术参数—致钝电流密度、维钝电流密度和钝

化区电位范围。必须测定阳极极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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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极极化曲线可以用恒电流法测得。恒电位法测量极化曲线是以电极电位为主要变量，

即依靠适当的电路使电极电位维持在某一预定数值。记下达到稳定的电流值，然后调节电路

使电极电位维持在另一值。再记下对应的电流值。在得到足够的数据以后，就可以画出电流

密度(或电流密度的对数)和电位之间的关系曲线。恒电流法测极化曲线原理见实验 1。现以

18-8 不锈钢在 5%硫酸中的阳极极化曲线为例(见图 1)来说明恒电位法和恒电流法测阳极极

化曲线时的区别。 

图 1 中曲线 ABCDE 为恒电位法测

得的阳极极化曲线。当电位逐渐向正向

移动到某一值 B 时，钝化开始发生。由

于电位是人为维持恒定的，所以电流密

度逐渐减到 C，在 BC 电位区间是活化

—钝化过渡区；当继续提高电位时，金

属随之进入稳钝状态。这时金属以与维

钝电流密度相当的速度溶解着，在相当

大的一段电位变化范围(从 C 到 D)，电



流密度维持不变。最后，当电位移到很正的数值时，金属进入过钝化区。此时电流密度又重

新增大。 

曲线 ABEF 是用恒电流法测得的阳极极化曲线。用恒电流法测量时，由 A 点开始逐渐

增加电流密度。当达到 B 点时，金属开始钝化。由于人为控制电流密度的恒定，因此电极

电位突跃增加到很正的数值(到达 E 点)。跃过钝化区，进入过钝化区。当在增加电流密度时，

所测得的曲线在过钝化区内(EF)。因此，用恒电流法测不出金属进入钝化区的真实情况，而

是从活化区跃入过钝化区。 

比较这两种方法测得的阳极极化曲线，显然两种方法测得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由此

可见，当极化曲线上电极电位是电流密度的单值函数时，即在阳极极化过程中电极表面状态

不发生大的变化，恒电流法和恒电位法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而当电极表面在电极过程中发

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电极电位是电流密度的多值函数。用恒电流法不能测出完整的极化曲

线。恒电位法常用来研究一些电极表面在电极过程中发生很大变化的电极反应。 

本实验中采用恒电位仪来达到控制电极电位恒定的目的，并测定各电位值所对应的电

流值，计算出相应的电流密度值。将各点在半对数坐标纸上绘出电位与电流对数曲线，即得

恒电位阳极极化曲线。用恒电流仪逐点控制电流值恒定。测定相对应的阳极电位，同样可以

绘成恒电流阳极极化曲线。 

本实验中所用的电极装置，辅助电极，参比电极均与实验 1 中相同。 

 

三、仪器： 

恒电位/恒电流仪(1 台)、饱和甘汞电极(1 支)、铂电极(1 支)、毫安表(1 个)、烧杯(500ml，

1 只)、鲁金毛细管(1 只)、铁架(2 个)、自由夹与十字夹(各 3 个)、洗耳球(1 个)、滴管(1 支)、

导线(若干)、恒温水浴装置(1 套) 

 

四、材料与药品： 

碳钢试样、饱和碳酸氢氨溶液、无水乙醇、

脱脂棉、滤纸、饱和氯化钾溶液、金刚砂布。 

 

五、实验装置及操作步骤： 

1、测量装置线路如图 2 所示。 

2、操作步骤： 



1)用 1#-2/0#金刚砂布依次打磨电极，测量暴露表面尺寸，然后用无水乙醇除去油污。 

2)在烧杯中倒入待测溶液，将鲁金毛细管活塞打开，用洗耳球吸入介质至活塞处，关

闭活塞，活塞上端用滴管加入饱和氯化钾溶液，插入饱和甘汞电极，固定好辅助电极、参比

电极和待测电极。 

3)按图 2 所示用导线分别将待测电极和参比电极与恒电位仪的相应输出接线端相连。

按恒电位仪的操作步骤(见附录二)先测定研究电极的开路电位即稳定电位，然后进行阴极极

化 2 分钟，极化电位调至-0.9 伏(SEC，以下同)左右，断开电源稳定 1 分钟，再测定待测电

极的自腐蚀电位，然后由此电位开始进行阳极极化。 

4)调节恒电位仪进行阳极极化。在电位负于 400mv 时步进速率可采用 20mv/min，

-400—1000mv 之间可采用 50mv/min 的电位步进速率，正于+1000mv 时电位步进速率可采

用 20mv/min，采样时间均为 1 分钟。每调一次电位在达到规定采样时间时记下电流值。同

时注意观察电极表面的现象。当极化电位达到+1200mv 以上时即可停止极化测量，将电位

调至开路电位值，断开极化电源。 

5)按步骤(1)重新处理试样。仍按图 2 接好线路，按仪器的操作规程进行恒电流极化曲

线的测量。恒电流极化测量对于暴露面积为 0.785cm2的电极，可采用如下的步进速率：

0-500uA 范围采用 30mA/min ； 500-3000uA 可采用 500uA/min ； 3000-7000uA 可采用

1000uA/min；采样时间为 1 分钟，但在电位突跃时可等电位值稳定后再记下电位值。 

 

六、数据处理及结果： 

1、数据记录： 

实验时间：        ，室温：        ，介质：          ；实验材料：            ， 

试样暴露表面尺寸：          ，试样暴露表面积：          ，参比电极：              ， 

辅助电极：          ，自腐蚀电位：             ，    采用时间：               

测量数据可记录下表： 

（1） 恒电位极化曲线： 

电位，mv(SCE) 电流，uA 1.uA/cm2  备注 

     

 

(2)恒电流极化曲线： 



电流，uA 1.uA/cm2 电流对数 电位，mv 备注 

     

2、数据处理及结果：在同一张坐标纸上作出用恒电位法和用恒电流法测出的电位与电

流对数的关系曲线；指出致钝电流密度、致钝电位、维钝电流密度、钝化电位区间，活化—

钝化过渡电位区间，析氧电位，并指出实验材料在介质中所处的自然腐蚀电位。 

 

七、思考与讨论： 

1、分析所测得的阳极极化曲线上各段和各特征点的物理意义。 

2、阳极极化曲线对实施阳极保护有什么指导意义？ 

3、比较恒电位法所测阳极极化曲线和恒电流法测阳极极化曲线的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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