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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电解液及制备方法和镁

合金微弧氧化涂层的制备方法，解决或改善了现

有技术中镁合金的微弧氧化技术中电解液失效、

电解液污染环境以及高能耗的技术问题。在制备

电解液过程中选用的原料包括水、Na2SiO3、KOH、

分散剂；其中该原料不含有氟，具有环境友好的

特征，避免了该电解液在使用过程中污染环境。

同时在电解液的加入分散剂，该分散剂的价格便

宜，从而以降低了镁合金微弧氧化处理过程中电

解液的成本，进而降低镁合金微弧氧化处理的成

本。同时，由于分散剂可与溶液中微小颗粒协同

工作，通过在镁合金微小颗粒的周围引入双电荷

层，能够使得细小颗粒稳定分散于水溶液中，避

免了微小颗粒沉淀而使得电解液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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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解液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选取原料，所述原料包括水、Na2SiO3、KOH、分散剂；

将Na2SiO3、KOH、分散剂加入水中，制得电解液；

其中，所述Na2SiO3的浓度为10~20g/L，所述KOH的浓度为2~3g/L，所述分散剂的浓度为

5‑10g  /L。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解液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散剂包括六偏磷酸钠

和聚丙烯酸铵，其中所述六偏磷酸钠和所述聚丙烯酸铵的质量比为1: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解液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原料还包括：纳米氧化

物；

其中，所述将Na2SiO3、KOH、分散剂加入水中，制得电解液包括：

将所述Na2SiO3、所述KOH、所述分散剂、所述纳米氧化物加入水中，制得所述电解液；所

述纳米氧化物的浓度为3‑5g/L。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解液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纳米氧化物包括纳米氧

化铝，纳米二氧化硅，纳米二氧化钛任一种或至少两种组合。

5.一种电解液，其特征在于，采用如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电解液的制备方法制得

电解液。

6.一种镁合金微弧氧化涂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选取镁合金；

将所述镁合金作为阳极，置入电解液中，进行微弧氧化处理，得到镁合金氧化涂层；

其中，所述电解液采用权利要求5制得的所述电解液。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镁合金微弧氧化涂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解液温

度0~45
oC，电流密度1~5A/cm

2，占空比为10~40%，频率为200~800Hz。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镁合金微弧氧化涂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微弧氧化

处理时间为10~40min。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镁合金微弧氧化涂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将所述镁

合金作为阳极，置入电解液中，进行微弧氧化处理，得到镁合金氧化涂层包括：

将所述镁合金作为阳极，置入电解液中，每累计工作100小时，在所述电解液中加入浓

度为1g/L的络合剂B，搅拌30min后，加入络合剂C直至所述电解液的ph值为9~10，继续搅拌

澄清后，进行微弧氧化处理，得到所述铝镁合金氧化涂层。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镁合金微弧氧化涂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络合剂B

为柠檬酸；

所述络合剂C为乙醇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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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解液及制备方法和镁合金微弧氧化涂层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金属材料表面处理技术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电解液及制备方法和

镁合金微弧氧化涂层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镁在地壳中含量十分丰富，约占2.35%，中国是世界上镁储存量最多的国家。镁合

金是目前工业上应用的最轻的金属结构材料，因其比强度高、减震性好、耐热疲劳性好、不

易老化，导热性良好、电磁屏蔽能力强、易加工及容易回收利用而被誉为“21世纪绿色工程

金属结构材料”。作为新一代绿色、高强、轻质的金属结构材料，镁合金在汽车工业、航空航

天、武器装备以及计算机和通信产品等领域具有一些其他材料无法相比的优势。但镁合金

的化学和电化学活性比较高，耐蚀性极差，在大气中镁合金零件表面生成的氧化膜疏松多

孔，极易发生接触腐蚀，且镁合金在实际的服役中表现出较差的耐磨性，这些缺陷大大限制

了镁合金的应用。

[0003] 目前，国内外已采取各种表面处理手段对镁合金进行表层改性，提高镁合金的耐

蚀性能，如化学转化法、激光表面处理技术、热喷涂技术、化学镀镍法、有机涂层法、阳极氧

化等，但这些方法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微弧氧化(  MAO)  作为一种比较新颖且更为有效的

表面处理方法，日益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其中，微弧氧化又称微等离子体氧化或阳极火花

沉淀，是在普通阳极氧化的基础上，利用弧光放电增强并激活在阳极上的反应，从而在Al、

Mg、Ti等金属及合金材料表面原位生长陶瓷膜的新技术。微弧氧化克服了阳极氧化的缺陷，

极大地提高了膜层的综合性能。通过该技术可以在合金表面生长一层致密的氧化物陶瓷

膜，膜层与基体结合力强、厚度可控制，极大改善了合金材料的耐磨性、耐腐蚀性能，在航空

航天、机械加工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0004] 现有技术中，针对镁合金的微弧氧化技术，存在以下问题：（1）采用了大电流和高

电压，其能耗非常大，使得产品生产成本昂贵，限制了微弧氧化工艺的大规模工业推广，也

有碍于微弧氧化工艺的改善和提升；（2）Mg元素会溶解到电解液中，部分的Mg以Mg(OH)2胶

体或盐类物质形式留在电解液中，随着电解液的长时间使用，电解液中的Mg基粒子增多，最

终发生沉淀而使得电解液失效；（3）微弧氧化所使用的电解液一般都含有氟，在排放溶液时

存在很大的污染问题，不符合环保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申请提供了一种电解液及制备方法和镁合金微弧氧化涂层的制备方

法，解决或改善了现有技术中镁合金的微弧氧化技术中电解液失效、电解液污染环境以及

高能耗的技术问题。

[0006] 根据本申请的一个方面，本申请提供了一种电解液的制备方法，包括：

选取原料，所述原料包括水、Na2SiO3、KOH、分散剂；

将Na2SiO3、KOH、分散剂加入水中，制得电解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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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述Na2SiO3的浓度为10~20g/L，所述KOH的浓度为2~3g/L，所述分散剂的浓

度为5‑10g/L。

[0007] 在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分散剂包括六偏磷酸钠和聚丙烯酸铵，其中所述

六偏磷酸钠和所述聚丙烯酸铵的质量比为1:1。

[0008] 在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原料还包括：纳米氧化物；

其中，所述将Na2SiO3、KOH、分散剂加入水中，制得电解液包括：

将所述Na2SiO3、所述KOH、所述分散剂、所述纳米氧化物加入水中，制得所述电解

液；所述纳米氧化物的浓度为3‑5g/L。

[0009] 在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纳米氧化物包括纳米氧化铝，纳米二氧化硅，纳米

二氧化钛任一种或至少两种组合。

[0010] 根据本申请的第二个方面，本申请提供了一种电解液，采用上述任一项所述的电

解液的制备方法制得电解液。

[0011] 根据本申请的第三个方面，本申请提供了一种镁合金微弧氧化涂层的制备方法，

包括：

选取镁合金；

将所述镁合金作为阳极，置入电解液中，进行微弧氧化处理，得到镁合金氧化涂

层；

其中，所述电解液采用上述制得的所述电解液。

[0012] 在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电解液温度0~45
oC，电流密度1~5A/cm

2，占空比为

10~40%，频率为200~800Hz。

[0013] 在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微弧氧化处理时间为10~40min。

[0014] 在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将所述镁合金作为阳极，置入电解液中，进行微弧

氧化处理，得到铝镁合金氧化涂层包括：

将所述镁合金作为阳极，置入电解液中，每累计工作100小时，在所述电解液中加

入浓度为1g/L的络合剂B，搅拌30min后，加入络合剂C直至所述电解液的ph值为9~10，继续

搅拌澄清后，进行微弧氧化处理，得到所述铝镁合金氧化涂层。

[0015] 在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络合剂B为柠檬酸；

所述络合剂C为乙醇胺。

[0016]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电解液及制备方法和镁合金微弧氧化涂层的制备方法，在制备

电解液过程中选用的原料包括水、Na2SiO3、KOH、分散剂；其中该原料不含有氟，具有环境友

好的特征，避免了该电解液在使用过程中污染环境。同时在电解液的加入分散剂，该分散剂

的价格便宜，从而以降低了镁合金微弧氧化处理过程中电解液的成本，进而降低镁合金微

弧氧化处理的成本。同时，由于分散剂可与溶液中微小颗粒协同工作，通过在镁合金微小颗

粒的周围引入双电荷层，能够使得细小颗粒稳定分散于水溶液中，避免了微小颗粒沉淀而

使得电解液失效。

附图说明

[0017] 图1所示为本申请提供实施例一镁合金微弧氧化涂层的制备方法制备的镁合金氧

化涂层样品A表面的扫描电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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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所示为本申请提供实施例一镁合金微弧氧化涂层的制备方法制备的镁合金氧

化涂层样品B表面的扫描电镜图；

图3所示为本申请提供实施例一镁合金微弧氧化涂层的制备方法制备的镁合金氧

化涂层样品A极化曲线数据图；

图4所示为本申请提供实施例一镁合金微弧氧化涂层的制备方法制备的镁合金氧

化涂层样品B极化曲线数据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将结合本申请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申请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是本申请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

申请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

施例，都属于本申请保护的范围。

[0019] 本申请提供一种电解液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选取原料。

[0020] 其中选取的原料包括水、Na2SiO3、KOH、分散剂；其中该原料不含有氟，具有环境友

好的特征。

[0021] 步骤二，将Na2SiO3、KOH、分散剂加入水中，制得电解液；其中，Na2SiO3的浓度为10~
20g/L，KOH的浓度为2~3g/L，分散剂的浓度为5‑10  g/L。

[0022] 将浓度为10~20g/L的Na2SiO3浓度为2~3g/L的  KOH，浓度为5‑10  g/L的分散剂加入

水中，制得电解液，该电解液不含有对环境有害的氟等元素，具有环境友好的特征，避免了

该电解液在使用过程中污染环境。选用Na2SiO3的浓度为10~20g/L，Na2SiO3具有起弧功能，

可以对镁合金具有良好的起弧作用，促进微弧氧化行为发生，选用10~20g/L浓度，是因为钙

浓度下起弧较好，涂层生长速度和质量都很好。KOH的浓度为2‑3g/L，主要是调节ph值9~10

之间，只有在ph值9‑10之间，起弧效果最佳；而此时分散剂的浓度为5‑10  g/L，该浓度可以

稳定的将溶液中可能变质的颗粒稳定分散开来，不发生团聚，从而可以获得均匀的涂层表

面质量。

[0023] 具体地，分散剂包括六偏磷酸钠和聚丙烯酸铵，其中六偏磷酸钠和聚丙烯酸铵的

质量比为1:1。由于分散剂包括六偏磷酸钠和聚丙烯酸铵，该六偏磷酸钠、聚丙烯酸铵的价

格便宜，以降低了镁合金微弧氧化处理过程中电解液的成本，进而降低镁合金微弧氧化处

理的成本。同时，由于该六偏磷酸钠和聚丙烯酸铵可协同工作，通过在镁合金微小颗粒的周

围引入双电荷层，能够使得镁合金细小颗粒稳定分散于水溶液中，避免了微小颗粒沉淀而

使得电解液失效。

[0024] 本申请提供一种电解液的制备方法，在制备电解液过程中选用的原料包括水、

Na2SiO3、KOH、分散剂；其中该原料不含有氟，具有环境友好的特征，避免了该电解液在使用

过程中污染环境。同时在电解液的加入分散剂，该分散剂的价格便宜，从而以降低了镁合金

微弧氧化处理过程中电解液的成本，进而降低镁合金微弧氧化处理的成本。同时，由于分散

剂可与溶液中微小颗粒协同工作，通过在镁合金微小颗粒的周围引入双电荷层，能够使得

镁合金细小颗粒稳定分散于水溶液中，避免了微小颗粒沉淀而使得电解液失效。

[0025] 在一种可能实现方式中，原料还包括：纳米氧化物；加入这些纳米氧化物，不仅可

说　明　书 3/7 页

5

CN 114540918 A

5



以提高镁合金微弧涂层的硬度，耐磨性，还能降低孔隙率，从而提高耐腐蚀性等。

[0026] 其中，步骤二（将Na2SiO3、KOH、分散剂加入水中，制得电解液）包括：

步骤二一，将Na2SiO3、KOH、分散剂、纳米氧化物加入水中，制得电解液；纳米氧化物

的浓度为3‑5  g/L。

[0027] 具体地，纳米氧化物包括纳米氧化铝，纳米二氧化硅，纳米二氧化钛任一种或至少

两种组合。这些加入纳米氧化物的加入，可以提高镁合金微弧涂层的硬度，耐磨性，降低孔

隙率并提高耐腐蚀性等。

[0028] 作为本申请的第二个方面，一种电解液，采用上述所述的电解液的制备方法进行

制得电解液，该电解液的有益效果在上述已经描述，再此不在赘述。

[0029] 作为本申请的第三个方面，一种镁合金微弧氧化涂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选取镁合金；

选取表面干净的镁合金。

[0030] 步骤2，将镁合金作为阳极，置入电解液中，进行微弧氧化处理，得到镁合金氧化涂

层；其中，电解液采用上述制得的所述电解液。

[0031] 将镁合金作为阳极，置入电解液中，采用交流恒流模式对镁合金进行微弧氧化处

理，以能够获取镁合金氧化涂层，该镁合金氧化涂层为镁合金表面原位生长的氧化涂层。

[0032] 通过将镁合金，置入在上述制备的电解液中，对镁合金进行微弧氧化处理，在处理

过程中，由于电解液中不含氟，因此在对电解液中排放的过程中，避免了对环境污染，从而

符合环保的要求。同时，由于电解液中引入了陶瓷行业用的分散剂，该分散剂六偏磷酸钠和

聚丙烯酸铵，价格便宜，从而降低了铝合金微弧氧化处理的成本；并且该分散剂能够协同工

作，通过在微小颗粒周围引入双电荷层，能使得微小的颗粒稳定分散于水溶液中，从而使得

微弧氧化处理过程中，因高温高电压条件下产生的微小颗粒（包括一些氧化物以及一些盐

类物质），不至于沉淀进而避免溶液失效。其中制备的镁合金微弧氧化涂层具有致密性好、

耐磨、耐腐蚀、结合强度高的陶瓷膜。

[0033] 在一种可能实现方式中，步骤2（将镁合金作为阳极，置入电解液中，进行微弧氧化

处理，得到镁合金氧化涂层）包括：

步骤2.1，将镁合金作为阳极，置入电解液中，不锈钢作为阴极，电解液温度0~
45oC，电流密度1~5A/cm

2，占空比为10~40%，频率为400~800Hz，进行微弧氧化处理，得到镁合

金氧化涂层。通过使用不锈钢作为阴极，其中不锈钢在电解液中不会发生生锈变质，以能够

使得对镁合金进行微弧氧化处理时，得到更加纯净的镁合金氧化涂层。

[0034] 在一种可能实现方式中，步骤2（将镁合金作为阳极，置入电解液中，进行微弧氧化

处理，得到镁合金氧化涂层）还包括：

步骤2.2，将镁合金作为阳极，置入电解液中，不锈钢作为阴极，电解液温度0~
45oC，电流密度1~5A/cm

2，占空比为10~40%，频率为400~800Hz，每累计工作100小时，在电解

液中加入络合剂B，搅拌30min后加入络合剂C，继续搅拌澄清后，进行微弧氧化处理，得到镁

合金氧化涂层。其中络合剂A为柠檬酸，络合剂B为乙醇胺。

[0035] 通过引入了络合剂A柠檬酸和络合剂B乙醇胺这两种一酸一碱的络合剂，针对盐类

物质，这两种络合剂可与之反应，生成溶解于水的络合物，从而保障了电解液的长期有效。

乙醇胺还具有调节pH的功能，通过调节柠檬酸带来的多余H+，使电解液维持在弱碱性，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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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发生微弧氧化的基本条件。

[0036] 具体地，将镁合金作为阳极，置入电解液中，不锈钢作为阴极，电解液温度0~45
oC，

电流密度1~5A/cm
2，占空比为10~40%，频率为400~800Hz，每累计工作100小时，在电解液中

加入浓度为1g/L的柠檬酸，搅拌30min后加入乙醇胺，直至电解液的pH值达到9‑10，停止添

加乙醇胺，继续搅拌澄清后，进行微弧氧化处理，得到所述镁合金氧化涂层。

[0037] 加入1g/L的柠檬酸是用于与变质的物质反应，并具有络合作用，而乙醇胺不仅可

以络合金属离子使之不变质，还能将电解液的ph值调节至9‑10之间。其中电解液的ph值在

9‑10时，镁合金才能很好发生起弧，生长出微弧氧化涂层。

[0038] 实施例一

镁合金微弧氧化涂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具体步骤：

步骤（1），制备电解液：

步骤（11），选取原料，其中原料包括水、Na2SiO3、KOH、六偏磷酸钠、聚丙烯酸铵；水

为去离子水；

步骤（12）以水为溶液，加入15g/L 的Na2SiO3，2g/L的  KOH，1g/L的六偏磷酸钠和

1g/L的聚丙烯酸铵，获得电解液。

[0039] 步骤（2），对镁合金进行处理：

步骤（21），选取镁合金，镁合金的型号为AZ91D；

步骤（22），将AZ91D镁合金工件作为阳极，浸泡在电解液中，不锈钢为阴极，采用交

流恒流模式对镁合金进行等离子氧化处理，电解液温度不高于45  oC下，运行电参数为：电流

密度3A/cm2，占空比为30%，频率为400Hz，氧化时间为10min，获得镁合金氧化涂层，该镁合

金氧化涂层为镁合金表面原位生长氧化涂层。其中，电解液每使用100小时后，需在电解液

中加入柠檬酸1g/L，搅拌澄清后，加入乙醇胺调节pH到9‑10后，即可继续使用。

[0040] 利用该方法获得的镁合金氧化涂层外观平整，采用涡流测厚仪测得膜层平均厚度

为18.69μm，测得膜层的平均显微硬度为756.7HV。

[0041] 实施例二

步骤（1），制备电解液：

步骤（11），选取原料，其中原料包括水、Na2SiO3、KOH、六偏磷酸钠、聚丙烯酸铵；水

为去离子水；

步骤（12），以去离子水为溶液，加入10g/L 的Na2SiO3、2g/L的  KOH，0.5g/L的六偏

磷酸钠和0.5g/L的聚丙烯酸铵，获得电解液。

[0042] 步骤（2），对镁合金进行处理：

步骤（21），选取镁合金，镁合金的型号为AZ91D；

步骤（22），将AZ91D镁合金工件作为阳极，浸泡在电解液中，不锈钢为阴极，采用交

流恒流模式对镁合金进行等离子氧化处理，电解液温度不高于45  oC下，运行电参数为：电流

密度4A/cm2，占空比为10%，频率为100Hz，氧化时间为10min，获得镁合金氧化涂层，该镁合

金氧化涂层为镁合金表面原位生长氧化涂层。其中，电解液每使用100小时后，需在电解液

中加入柠檬酸1g/L，搅拌澄清后，加入乙醇胺调节pH到9‑10后，即可继续使用。

[0043] 利用该方法获得的镁合金氧化涂层外观平整，采用涡流测厚仪测得膜层平均厚度

为24.78μm，测得膜层的平均显微硬度为1026.5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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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实施例三

步骤（1），制备电解液：

步骤（11），选取原料，其中原料包括水、Na2SiO3、KOH、六偏磷酸钠、聚丙烯酸铵；水

为去离子水；

步骤（12），以去离子水为溶液，加入20g/L 的Na2SiO3、1g/L的  KOH，0.5g/L的六偏

磷酸钠和0.5g/L的聚丙烯酸铵，获得电解液。

[0045] 步骤（2），对镁合金进行处理：

步骤（21），选取镁合金，镁合金的型号为AZ91D；

步骤（22），将AZ91D镁合金工件作为阳极，浸泡在电解液中，不锈钢为阴极，采用交

流恒流模式对镁合金进行等离子氧化处理，电解液温度不高于45  oC下，运行电参数为：电流

密度2A/cm2，占空比为40%，频率为200Hz，氧化时间为40min，获得镁合金氧化涂层，该镁合

金氧化涂层为镁合金表面原位生长氧化涂层。其中，电解液每使用100小时后，需在电解液

中加入柠檬酸1g/L，搅拌澄清后，加入乙醇胺调节pH到9‑10后，即可继续使用。

[0046] 利用该方法获得的镁合金氧化涂层外观平整，采用涡流测厚仪测得膜层平均厚度

为32.78μm，测得膜层的平均显微硬度为1326.5HV。

[0047] 实施例四

步骤（1），制备电解液：

步骤（11），选取原料，其中原料包括水、Na2SiO3、KOH、六偏磷酸钠、聚丙烯酸铵；水

为去离子水；

步骤（12），以去离子水为溶液，加入10g/L 的Na2SiO3、2g/L的  KOH，0.5g/L的六偏

磷酸钠和0.5g/L的聚丙烯酸铵，获得电解液。

[0048] 步骤（2），对镁合金进行处理：

步骤（21），选取镁合金，镁合金的型号为AZ91D；

步骤（22），将AZ91D镁合金工件作为阳极，浸泡在电解液中，不锈钢为阴极，采用交

流恒流模式对镁合金进行等离子氧化处理，电解液温度不高于45  oC下，运行电参数为：电流

密度3A/cm2，占空比为20%，频率为800Hz，氧化时间为10min，获得镁合金氧化涂层，该镁合

金氧化涂层为镁合金表面原位生长氧化涂层。其中，电解液每使用100小时后，需在电解液

中加入柠檬酸1g/L，搅拌澄清后，加入乙醇胺调节pH到9‑10后，即可继续使用。

[0049] 利用该方法获得的镁合金氧化涂层外观平整，采用涡流测厚仪测得膜层平均厚度

为15.78μm，测得膜层的平均显微硬度为426.5HV。

[0050] 镁合金氧化涂层性能检测

下面按照实施例1，以电解液工作100小时后，向电解液中添加和不添加柠檬酸和

乙醇胺，进行对比分析溶液的优劣，及所得样品的好坏。

[0051] 其中，按照实施例1，电解液工作100小时后，未向电解液中添加柠檬酸和乙醇胺，

对AZ91D镁合金进行微弧氧化所得样品记为样品A；

按照实施例1，电解液工作100小时后，向电解液中添加柠檬酸和乙醇胺，对AZ91D

镁合金进行微弧氧化所得样品记为样品B；

将样品A和样品B进行比对，具体比对结果如下：

（1）形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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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为样品A的表面形貌，如图1可知，样品A的表面凹凸不平，而且颜色不均匀，有

裂纹，是溶液变质后，产生了析出物导致。

[0052] 图2为样品B的表面形貌，如图2可知，样品B的表面平整，颜色均匀，表明溶液中加

入柠檬酸和乙醇胺以后，溶液中不会在产生变质的析出物，从而能获得均匀的镁合金氧化

涂层。

[0053] （2）耐腐蚀性研究

样品A，B的极化曲线分别如图3，图4所示；测试条件：将样品A和样品B在3.5wt%

NaCl水溶液中浸泡24h，后利用电化学工作站测试它们的动电位极化曲线以考察其耐蚀性

能，同时对极化曲线数据进行拟合。拟合后的数据如表1 所示。

[0054] 表1 实施例1所制得的镁合金微弧氧化膜层的动态极化曲线的电参数

工作条件 Ecorr(V) Icorr(A/cm
2) Rp(Ω·cm2)

样品A ‑1.79 2.71×10‑5 1.5×103

样品B ‑0.51 5.10×10‑6 8.8×103

分析可知，样品B的腐蚀电流下降了1个数量级，腐蚀电位也降低很多，而且腐蚀电

阻Rp增加6倍左右，样品B比样品A的耐腐蚀性大大提高。

[0055] 作为本申请的第四个方面，一种镁合金微弧氧化涂层，采用上述所述的镁合金微

弧氧化涂层的制备方法进行制备得到镁合金微弧氧化涂层；该镁合金微弧氧化涂层具有致

密性好、耐磨、耐腐蚀、结合强度高的陶瓷膜。

[005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

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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