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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水分侵入管道保温层 (由于防水层

损坏等原因 ) 会加剧管道的腐蚀
。

这种腐蚀

属于电化学腐蚀
,

与保温材料本身含有的可

浸出盐 (量及种类 )有密切关系
。

本文在实验

的基础上
,

对各种保温材料浸出盐量的确定

及其在使用过程 中的淋失规律做一总结
。

一
、

浸泡实验和漫出盐最的电导测 定法

1
.

根据浸泡条件实验结果 (以水玻璃

珍珠岩为例
,

见图 1
、

2 )
,

用 5 克材料加

30 0毫升去离子水 (k 约为 1 7m g / m l)
,

搅匀

后静置2 4小时
,

取其浸出液进行电导测定
。

2
.

单次浸出盐量的确定

用蒸干法求得几种浸出液浓度与电导值

之 间的关系
,

在
“
电导一浓度

” 坐标平面上

标出其位置
,

取位于这些点之间的一条曲线

(图 。 )
,

近似作为各种材料浸出液通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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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浸泡时间曲线
“电导一浓度

”
换算曲线 (图中虚线所示为

光谱纯氯化钠溶液的工作曲线以供对照 )
。

将 测得的浸出液电导值I和原浸泡水 电 导 值

l
。

经温度校正后从曲线上换算成相应的浓 度

值C和C
。 。

按下式定义和计算结果
:

浸出盐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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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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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是单位重量材料所浸出的盐量
,

在

图 1 线性 区域内
,

它与浸泡比无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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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1

.

几种保温材料首次浸出盐量的比较

二
、

矿物类保温材料盐分淋失现象

和淋洗公式

为止
。

实验中所用的去离子水电导值均小于

2 卜乙/c m ,

可忽略浸抱水自身含盐量
,

直接

以浸出液 电导值作比较
。

画出淋洗曲线如图

4
。

3
.

实验结果

三组不同比例的水玻璃珍珠岩保温块及

二组蛙石保温块的淋洗实验数据列于表 3 实

测值栏 内
。

日�\幻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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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的�烈帅钾

1
.

盐分淋失现象

以矿物原料为主体的保温材料
,

在使用

过程中盐分有明显的淋失现象
。

用鲁一宁管

线各泵站架空管道保温层样品做实验
,

发现

同样的珍珠岩保温块的浸出液电导
,

可以从

3
.

2 x 1 0 , 林6 /
e m 变到9

.

6 x 1 0林6 /
e m ; 蛙石

样品也有类似现象
。

这主要是由于外界水分

对材料的淋洗作用造成的
。

实际情况表明
:

当防水层破损时
,

管道顶部保温材料的淋洗

现象要远远超过侧部 (见表 2 )
。

2
.

室内淋洗实验方法

在室内将一定量保温材料加定量水
,

搅

拌均匀后测其电导值 , 放掉清液再 加 水 搅

拌
、

再测电导值⋯ ⋯
,

至电导值变化不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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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保温材料浸出盐量的比较 (浸泡温度10 一11 ℃ ) 表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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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地点管道顶部与侧部保温块漫出液成份对比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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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洗实验分析数据 表 3

I克珍珠岩 (潮)

加s o m l水

电 导 值

( x 一o a林匕 / 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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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s o m l水

电 导 值

3 克珍珠岩 (干)

加s om l水

电 导 值

1克蛙石加50 m l水

电 导 值

1克蛙石加 10 m l水

电 导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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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 Io k一n + b

4
.

实验结果讨论

( 1 )新的保温材料首次淋洗浸出液的电

导值
‘

F降很快
,

这可能是材料本身 (或外界

沾染 ) 含有部分易溶成分的缘故
。

( 2 )从第二次淋洗起
,

浸出液电导值就

有规律的下降
,

电导值l与淋洗次数
。近似符

合I = I诱
一” + b 的 函 数关系

。

以实验数 据代

入确定 I
。 、

互及b的值
,

并计算其余各点的电导

值均列于表 3 计算值一栏
。

( 3 )从实验数据可看出
:

淋洗公式 中l
。

和b不仅与材料种类有关
,

而且与起始状态及

淋洗条件 (如浸泡比 ) 等有关 , b值与 材 料

中难溶性基体存在有关
。

淋洗公式 反映了矿

物类保温材料在易溶成分流失
,

而难溶基体

尚未解体这一期间的盐分流失规律
。

k值 仅

与保温块种类有关
。

例如
:
水玻璃珍 珠岩k

值在1
.

8 ~ 1
.

”之间 , 妊石只有 1
.

1左 右
。 k

值反映了保温材料盐分淋失的快慢程 度
。 k

越大
,

淋失就越快
。

三
、

结 论

1
.

各种保温材料浸水后
,

都要析出一

定数量的盐分
,

其中以珍珠岩
、

蛙石等矿物

材料的量为多
。

故对此类材料尤其要注意防

水
。

2
.

采用电导测定法
,

可以很简便地来

比较各种材料的浸出盐量
。

对于矿物类保温

材料除看它的首次浸出盐量外
,

还应考虑其

淋洗吞值
。

可应用淋洗经验公式来计算该材

料的积分平均浸出盐量
,

并以此作为比较
。

.

性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