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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镁合金具有优异的生物相容性和独特降解性，但其在生理环境中的耐蚀性能较差，严重制约了其在临床应用

中的发展。使用预拉伸工艺制备 Mg-Zn-Sr-Zr-Mn 新型镁合金，通过 XRD、OM 和 SEM 探究预拉伸形变量与显微组织、

腐蚀速率和膜层形貌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随预拉伸形变量的增大（2%、4%、6%），合金晶粒尺寸被逐渐拉长，孪

晶数目逐渐增多，析出相离散程度逐渐增大。4%预拉伸合金由于适量孪晶的出现及析出相离散程度的增大，增加了电

偶腐蚀形核点位，加速了合金表面均匀氧化产物的快速产生，增大了合金极化电阻阻值；3 种预拉伸合金电化学（0.38、

0.25、0.74 mm·a
-1）及失重速率（2.85、1.83、5.88 mm·a

-1）均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4%预拉伸合金具有较高的耐

蚀性证明适当的预拉伸变形能提高界面析出相的连续性，阻碍腐蚀进程，对合金耐腐蚀性能起到积极作用。而当预拉

伸形变量继续增加，产生大量位错，创造氢扩散路径，有利于氢富集，导致合金耐蚀性下降。此外，适当的预拉伸形

变通过改变残余应力的重新分布，提高腐蚀均匀性，同时提高膜层致密性与连续性，延缓腐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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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镁合金因其优异的生物相容性、良好的

生物可吸收性和适宜的弹性模量被视为最具有前景的

生物医用材料之一[1-5]。镁合金的生物可吸收性消除了

术后摘除植入物的需要，也极大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

担、身体痛苦与精神压力 [6-10]。但降解速率过快是当

前制约镁合金广泛临床应用的缺点之一[11-15]。而且，

镁合金在人体内的快速降解会严重影响植入物周围微

生物稳态平衡，进而使人体产生炎症现象，延缓组织

愈合周期，严重时会威胁人体身体健康。因此，如何

有效调控镁合金降解速率是当前的瓶颈性问题。 

为实现这一目标，研究学者们通常采用微合金

化来提高镁合金耐蚀性能。在先前的研究成果中发

现 [16-25]，Zn 是人体重要的微量元素之一，是骨和软骨

可选酶的辅助因子，参与骨骼生长、新陈代谢过程，

其作为合金元素加入镁合金中，可提高其腐蚀疲劳寿

命。Sr 是人体中的一种微量元素，具有改善合金显微

组织和促进骨形成的作用，但过多会导致晶间形成金

属相，进而恶化合金耐蚀性能。Zr 元素和 Mn 元素均

可细化合金的晶粒，提高合金的耐蚀性能，但含量过

高会导致形成第二相，促进腐蚀进程。因此，本研究

选择 Mg-Zn-Sr-Zr-Mn 合金作为实验原材料。此外，预

形变工艺和微合金化相结合可以更有效地调控镁合金

晶粒度及微观组织结构，从而起到调控降解速率的作

用[26-32]。Zhong[33]等发现时效前进行挤压（APE 处理）

可以有效地改变晶粒尺寸及析出相尺寸、形态，在细

化晶粒的同时，消除了较大的块状析出相，降低了合

金电偶腐蚀倾向，使其电化学腐蚀速率由 6.33 mm·a-1

降低至 4.58 mm·a-1。Ma 等[34]研究了等通道转角挤压

预处理（equal-channel angular pressing, ECAP）对

AZ91D 镁合金耐蚀性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

等通道转角挤压道次的增加，合金的耐蚀性能逐渐提

高。这是由于等通道转角挤压可使合金微观结构更均

匀，显著降低了 α-Mg 相的尺寸，进而获得超细组织，

提高了镁合金的耐蚀性能。Zhang[35]等研究了预形变

对镁合金耐蚀性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预形变可

有效地溶解较粗的偏析相，为溶质原子的扩散提供了

更大的驱动力，进一步提高了原子扩散能力，从而提

高了合金的性能。由此可见，经预形变处理后的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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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不仅可实现对合金内部晶粒度的控制，还可有效

降低合金内部偏析程度，消除析出相块状结构，使表

面析出更为均匀，进而降低合金内部电偶腐蚀倾向，

使镁合金耐蚀性能得到有效改善[36-40]。尽管研究人员

们深入探究了预形变镁合金的耐蚀性能[33-40]。但到目

前为止，关于合金化元素对镁合金内部电偶腐蚀强度

及密度影响的研究还较少，预拉伸形变量的变化对镁

合金腐蚀产物膜层形成 /破裂机制及合金动态降解行

为的影响还未得到系统性的研究。 

因此，本研究主要从经预拉伸形变后试样合金的

组织形态（晶粒尺寸、孪晶数量及第二相形态）、膜

层特征等角度出发，深入探究了预拉伸形变量与镁合

金微观组织结构及耐蚀性能之间的内在关联，全面阐

述了浸泡周期对预拉伸镁合金降解行为的影响规律，

以期为医用镁合金的广泛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1  实  验  

实验原材料为纯 Mg（99.99%）、纯 Zn（99.99%）、

Mg-10%Mn 中间合金、 Mg-25%Sr 中间合金以及

Mg-30%Zr(质量分数)中间合金。根据课题组前期合金

熔化收得率经验可知，Mg 为 95%~97%，Zn 为 98%~ 

99%，Zr 为 94%~96%，Mn 为 90%~92%，Sr 为 91%~ 

93%。采用锯床将纯金属铸锭及中间合金切割为 200 g

左右的长条状并采用粗砂纸打磨除去表面氧化膜，随

后将原材料按需配比及称重（每炉 1.5 kg），使用镁

合金熔炼炉（MRL-8）熔炼出 Mg-Zn-Sr-Zr-Mn 合金。

由于镁化学性质活泼，整个熔炼过程在 SF6 和 N2（体

积比为 1:6）的保护气氛中进行。首先将原材料加热至

720 ℃，待纯镁铸锭完全融化后，除去表面浮渣，随

后加热至 760 ℃，并保温 30 min 使其他金属元素得到

充分的扩散，最后将其浇铸在石墨模具中，浇铸过程

在 680 ℃下进行。将材料表面用砂纸打磨后，采用直

读光谱仪（ARL 4460）对其进行成分分析，检测 5 个

点并取平均值作为合金的实际成分，其主要成分如表

1 所示。 

在铸态试样心部位置进行取样，试样尺寸选取为

50 mm×200 mm×3 mm，随后将试样放置在加热炉中

460 ℃下固溶处理 24 h，经水冷淬火后，使用 SUNS- 

UTM5305 万能试验机在室温以 0.01 mm/min 的位移速

率，将试样分别进行 2%、4%以及 6%的拉伸试验。

随后将拉伸后的试样进行时效处理，处理温度为

200 ℃，时间为 24 h（如图 1）。最后在预拉伸合金

表面取样，利用 OM、SEM、浸泡实验及电化学实验

等手段分析微观组织与膜层结构对医用镁合金降解

性能的作用机制。 

 

表 1  试样的成分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sample (ω/%) 

Zn Sr Zr Mn Mg 

3.12 0.18 0.57 0.31 Bal. 

 

 

 

 

 

 

 

 

 

 

 

 

 

 

 

 

 

 

图 1  Mg-Zn-Sr-Zr-Mn 合金预拉伸及浸泡实验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pre-stretching preparation and static immersion of Mg-Zn-Sr-Zr-Mn al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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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试样在 400#、800#、1200#、1500#、2000#、3000#

和 5000# SiC 砂纸上依次打磨，随后采用硝酸钾醇溶液

（体积分数为 20%）将表面化学抛光至光亮无划痕后

用乙醇冲洗并吹干。随后对合金进行刻蚀并用乙醇溶液

冲洗表面，冷风吹干，腐蚀溶液为混合苦味酸溶液（醋

酸 10 mL、苦味酸 5 g、蒸馏水 10 mL 和乙醇 100 mL）。

最后在光学显微镜（Leica DM6M）和聚焦离子束场发

射扫描电镜（Scios）下进行显微组织观察。 

将试样依次在 SiC 砂纸（160#、400#、800#、

1500#、2500#、3000#）上机械研磨至光滑无划痕，随

后使用 X 射线衍射仪（XRD，D/MAX2500PC）分析

合金相组成，使用 Cu Kα 辐射，设置扫描速度 10°/min。 

为了模拟真实的人体内环境，所有试样浸泡之前

均需用 SiC 砂纸研磨至 4000 目，随后利用超声波以及

乙醇冲洗，待干燥后随 Hank’s 溶液放置入广口瓶中

（溶液体积与样品表面积设定为 30 mL·cm-2）。将溶

液利用水浴锅加热至广口瓶内温度计显示 37 ℃。整个

浸泡周期内维持溶液温度恒定不变，待浸泡试验结束

后用冷风吹干并对其表面产物进行组分鉴定。失重试

验包括观察降解形貌及测定降解速率。浸泡前利用电

子天平记录试样初始质量 m1。然后将试样分别在

Hank’s 溶液中浸泡不同时间（3、5、10 d），每隔 24 h

更换 1 次模拟体液。试样取出后将表面用乙醇冲洗，

待干燥后采用 SEM 观察合金浸泡形貌，并对浸泡 10 d

后的试样表面腐蚀产物层进行 XRD 分析。整个试验

过后，利用煮沸的 CrO3 和 AgNO3 溶液去除试样表面

的腐蚀产物层。反应如下： 

CrO3+H2O→H2CrO4                      (1) 

H2CrO4+Mg(OH)2→MgCrO4+2H2O          (2) 

H2CrO4+MgO→MgCrO4+2H2O             (3) 

Ag++Cl-→AgCl↓                        (4) 

随后再次对去除腐蚀产物后的腐蚀形貌进行观察，并

最后利用电子天平测量此时质量 m2，计算出溶液浸泡

前后的质量变化，利用公式(5)[41]衡量其在 Hank’s 溶

液中的浸泡降解速率(R)为： 

R=KΔW/(ATD)                           (5) 

式中，K 为常数，8.76×104；ΔW 为浸泡前后的质量变

化，g；A 为试样与溶液的接触面积，cm2；T 为浸泡

时间，h；D 为材料密度, g·cm-2。 

为了保证实验的准确性，所有试样的电化学试验

均在 CORRTEST CS2350 三电极电化学工作站上进

行。反电极为金属铂片，参比电极为饱和甘汞，工作

电极为暴露面积 1 cm2 的样品。试验前所有样品均在

SiC 砂纸上研磨至 2500 目，腐蚀介质选择为 Hank’s

溶液。采用电化学阻抗谱（EIS）和电位动态极化（PDP）

分析了合金的腐蚀行为。将样品放置在电解液中 15 min

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开路电位，以 1 mV/s 的扫描速率

进行测试，扫描范围为-0.6 ~ 0.6 V（相对于 EOCP）。

随后在 100 kHz~100 mHz 的频率范围内，以 10 mV 的

扰动信号进行了电化学阻抗谱（EIS）测量。使用

ZsimpWin 软件拟合测试结果，并根据公式(6)[42]计算

电化学降解速率。 

Pi=22.85Icorr                            (6) 

式中，Pi 为电化学腐蚀速率（mm·a-1）；Icorr 为腐蚀电

流密度（mA·cm-2）。 

2  实验结果 

2.1  预拉伸形变量对合金微观结构的影响 

图 2a~2c 为 Mg-Zn-Sr-Zr-Mn 镁合金经不同预拉

伸形变量后合金的光学组织。由图 2a~2c 可以看出，

经预拉伸形变后合金的呈现多晶 α-Mg 固溶体组织，

并伴有分布在晶界处共晶相。晶粒沿拉伸方向明显发

生了伸长，在合金表面存在大量孪晶的产生，且随着

形变量的增加，合金内孪晶数量逐渐增多且晶粒变形

程度更为显著。图 2d~2f 为预拉伸形变合金的 SEM 组

织。3 种预拉伸合金都由粗大晶粒组成，并伴有共晶

相。这些共晶相生长为粗大链状结构，主要沿晶界分

布，并随着预拉伸形变量的增加，共晶相被拉长，尺

寸变大，由点状分布转变为连续链状和条状分布。 

随预拉伸形变量增加，α-Mg 晶粒尺寸变小，共

晶相尺寸变大。这是由于预拉伸可储存更多的应变能，

增强了结晶形核的驱动力，使晶粒细化均匀，但同时

会导致晶粒长大及再结晶驱动力也会越来越大[43]，因

此，晶粒尺寸细化程度较低。对于共晶相，由于预拉

伸形变量的增加，会使晶粒内部的位错密度增加，位

错在位错核心区域的扩散活化能较低，可作为溶质原

子快速扩散的途径[44]，促进其向共晶相偏聚扩散。由

图 2d~2f 可观察到晶界处第二相由点状转变为连续条

状分布。这是由于随着预拉伸形变量增加，析出相在

位错处的形核功不断降低，提高了析出相形核率。此

外，由图 2 可明显观察到孪晶数量随预拉伸形变量的

提高明显增加，尺寸显著减小。这是由于在塑性形变

过程中，除位错之外，孪晶对协调塑性变形也起到至

关重要的作用。孪晶长大是通过基面滑移实现的，条

状第二相相较于点状第二相对滑移具有更强的阻碍作

用，可以有效的阻止孪晶长大。 

2.2  预拉伸形变量对合金降解性能的影响 

图 3 为 2%、4%、6%预拉伸合金在 Hank’s 溶液中

的极化曲线。在极化曲线中，由阴极分支拟合出的数

据结果如表 2 所示，3 种预拉伸量合金的腐蚀电流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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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别为 14.79、10.96 和 32.31 μA·cm-2。从表中可以

看出，随着预拉伸形变量的增加，合金的腐蚀电流密

度呈现出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经公式(6)可计算出不

同的预拉伸形变量合金在 Hank’s 腐蚀溶液中的降解

速率分别为 0.38、0.25 以及 0.74 mm·a-1。可以发现 4%

预拉伸试样具有最低的降解速率，这与其表面生成了

较为致密的钝化产物膜有关。钝化膜可以起到更好的

保护镁合金基体的作用，从而抑制腐蚀过程中的阴极

动力学，防止腐蚀离子的渗入，从而提高了镁合金的

耐蚀性能。 

 

 

 

 

 

 

 

 

 

 

 

 

 

 

 

图 2  不同预拉伸形变合金 OM 和 SEM 组织 

Fig.2  OM (a-c) and SEM microstructures (d-f) of alloys with different pre-stretching deformations: (a, d) 2%, (b, e) 4%, and (c, f) 6% 

 

 

 

 

 

 

 

 

 

 

 

图 3  2%、4%及 6%预拉伸形变合金在 Hank’s 溶液中的动电位

极化曲线 

Fig.3  Potentiodynamic polarization curves of 2%, 4% and 6% 

pre-stretched alloys in Hank’s solution 

 

表 2  极化曲线相对应的拟合结果 

Table 2  Fitting results of polarization curves 

Pre-stretching 

deformation/% 

βc/ 

-mV·decade
-1

 
Icorr/μA·cm

-2
 

Corrosion 

rate/mm·a
-1

 

2 -4.22 14.79 0.38 

4 -3.90 10.96 0.25 

6 -3.31 32.31 0.74 

图 4 为不同预拉伸形变态 Mg-Zn-Sr-Zr-Mn 镁合金

在模拟体液环境下的电化学阻抗谱测试结果。在电化学

测试过程中镁基体作为工作电极，当基体镁与电解液接

触时，界面迅速发生腐蚀反应，并产生游离的 Mg2+，这

与电荷转移电阻相对应。根据阻抗图谱高频阶段结果，

3 种合金的 Rct数值依次表现为 4%预拉伸＞2%预拉伸＞

6%预拉伸，其中 4%的预拉伸形变镁合金表现出最高的

阻抗模值，同时结合电化学极化测试的结果，进一步表

明 4%预拉伸形变合金具有最佳的耐蚀性能。 

另外一方面，随着镁合金基体的溶解和 Cl-在合金

表面的扩散，导致腐蚀产物在镁合金表面动态析出与破

裂，进而形成疏松多孔腐蚀产物层结构。腐蚀产物膜层

在保护基体结构的同时，阻碍了侵蚀性离子在合金表面

的扩散，这与电化学阻抗图谱中的低频阶段相对应。通

过阻抗谱对应纵坐标数值对比，同样验证了 4%预拉伸

形变镁合金具有更高耐蚀性能，与其表面生成了更为致

密的氧化物/氢氧化物产物层有关[45]。通常我们在实验过

程也可通过极化电阻 Rp 衡量合金在腐蚀介质中的降解

性能，极化电阻可以根据公式(7)来进行计算[46]： 

Rp=Rct+RL+Rf                            (7) 

由于本试验中并无感抗弧的产生，因此并无感应电阻，Rp

主要受Rct和Rf  2 个共同作用的影响。经计算 3 种预拉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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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4%及 6%预拉伸形变合金电化学阻抗谱测试及对应

的拟合电路 

Fig.4  EIS and the corresponding fitting circuit of 2%, 4% and  

6% pre-tensile deformation alloys 

 

变量镁合金的 Rp数值同样表现为：4%预拉伸＞2%预拉伸

＞6%预拉伸合金。综合表明 4%预拉伸合金在腐蚀溶液

（Hank’s）中具有最高的腐蚀抗性。 

图 5 分别代表了不同预拉伸形变量处理后的合

金浸泡在 Hank’s 溶液中 3、5、10 d 后的腐蚀形貌。

由于晶界处偏析的存在，合金发生的腐蚀类型主要为

晶间腐蚀。由图 5 可知，3 种预拉伸形变量镁合金的

降解产物随浸泡周期的延长而逐渐增多，但其在合金

表面的分布程度及致密程度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所

有试样在 3 d 的浸泡过程中均显示出数量较少的簇状

降解产物。但相比之下，不同预拉伸形变后的合金腐

蚀特征却存在着较大差异。6%预拉伸形变量合金表

面腐蚀较为严重，腐蚀产物较多，且局部出现块状结

构的降解产物。而其它 2 种预拉伸形变量合金的腐蚀

程度较轻，腐蚀产物分布较为均匀。当浸泡时间增至 5 d

时，4%预拉伸合金仍展现出均匀致密的腐蚀产物层结构，

而其它 2 种合金均出现了覆盖不完整区域。随预拉伸量

的增加，可明显发现 6%预拉伸合金腐蚀产物出现局部块

状结构，合金表面膜层致密程度显著降低，表面出现疏

松的氧化产物层结构，不能有效地保护合金基体。 

当浸泡周期到达 10 d 后，3 种预拉伸合金试样

表面降解产物层差异更加明显，2%以及 4%预拉伸

合金仍展现出较均匀致密的膜层结构（4%预拉伸合

金降解产物更多且致密）。而 6%预拉伸合金表面虽

产生大量的腐蚀产物，但腐蚀产物相比之前更加疏

松，且存在孔洞等缺陷，这些孔洞可作为腐蚀介质

进入基体的特殊通道，使合金更易发生点蚀行为。

随着腐蚀的扩散，极易造成合金发生局部腐蚀。图

6 为 3 种预拉伸合金在腐蚀溶液中浸泡 10 d 后腐蚀

产物的 XRD 图谱。XRD 图谱显示，除 Mg(OH)2 外，

还有少量 CaHPO4 的产生，这主要是由于 Hank’s 溶

液中 H2PO4
-和溶液中游离的 Ca2+及 OH-离子发生结

合，生成磷酸盐沉淀沉积到镁合金表面，其具体反

应如公式(8)所描述：  

Ca2++OH-+H2PO4
-
+H2O→ CaHPO4·H2O        (8) 

此产物的产生可更加有效的修复合金表面不稳定的膜

层结构，提高合金在腐蚀介质中的腐蚀抗性。 

不同预拉伸形变合金浸泡在 Hank’s 溶液中 3、5、

10 d 后去除降解产物层的形貌如图 7 所示。浸泡初期

（3 d），2%预拉伸试样表面出现大量点蚀坑，但整

体分布较均匀。随着预拉伸形变量的升高，4%预拉伸

试样腐蚀程度加深，但整体仍以均匀腐蚀为主。当合

金预拉伸量增至 6%时，可明显发现镁合金表面腐蚀

程度相对严重，合金表面除产生点蚀坑外，还出现了

局部腐蚀特征。随着浸泡时间的进一步延长，5 d 后仅

4%预拉伸合金呈现出均匀腐蚀特征，其表面相对平

坦。2%以及 6%预拉伸形变量合金表面腐蚀程度却逐

渐严重，均出现局部腐蚀特征，其中 6%预拉伸合金

最为严重。当浸泡周期增至 10 d 后，2%及 6%预拉伸

合金表面局部腐蚀特征更加显著，且均存在部分点蚀

坑。6%预拉伸合金表面显现出更为严重的腐蚀行为，

合金表面出现少量微观孔洞，而 4%预拉伸合金表面

腐蚀形貌相对均匀，此现象进一步证实了膜层分析结

果。4%预拉伸形变合金形成了更加致密、完整的腐蚀

产物层，可有效地阻碍腐蚀介质的入侵，保护了合金

基体免受外界有害离子的侵蚀，从而促使合金表面显

现出更加均匀的腐蚀特征。利用公式(5)计算出 3 种预

拉伸状态下合金在 Hank’s 溶液中浸泡 10 d 后的失重

速率，它们分别为 2.85、1.83、5.88 mm·a-1，整体变

化趋势与电化学结果相同。这表明 4%预拉伸形变量

合金由于表面膜层致密层度更高，完整性更强，从而

导致其膜层结构具有更高的保护性，防止了有害离子

于表面膜层处的形核，降低了表面膜层开裂几率，大

幅提高了合金的腐蚀抗性。 

3  分析与讨论 

3.1  预拉伸形变量对镁合金降解性能的影响机制 

通过对不同预拉伸形变量镁合金晶粒尺寸、析出

相形态、腐蚀形貌的观察以及失重试验、电化学试验

所得的 3 种预拉伸形变量镁合金降解速率进行对比及

分析，指出了随着预拉伸形变量的增加，合金材料的

耐蚀性能呈现出先增强后降低的趋势。产生此现象的

具体原因如下所示： 

孪晶数量是影响预拉伸形变镁合金耐蚀性能的主

要因素之一。随着预拉伸形变量增加，第二相由连续 

Rs 
Rct 

Rf 

Qdl 

Q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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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预拉伸合金浸泡在 Hank’s 溶液中 3、5、10 天后的腐蚀形貌 

Fig.5  Corrosion morphologies of different pre-stretched alloys soaked in Hank’s solution for 3, 5 and 10 d: (a, d, g) 2%, (b, e, h) 4%, and 

(c, f, i) 6% 

 

 

 

 

 

 

 

 

 

 

图 6  2%、4%、6%预拉伸合金在 Hank’s 溶液中浸泡 10 d 后腐

蚀产物的 XRD 图谱 

Fig.6  XRD patterns of corrosion products of 2%, 4% and 6% 

pre-stretched alloys immersed in Hank’s solution for 

10 d 

 

分布在晶界向半连续（断续）分布在晶界处转变，孪

晶数量也随之增加。由于孪晶数目的增多以及析出相

离散程度的增加，导致合金腐蚀进程中主导地位出现

了改变，腐蚀速率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正如

图 7 所示，2%预拉伸试样表面出现大量点蚀坑，当合

金预拉伸量增至 6%时，可明显发现合金的腐蚀程度

相对严重，合金表面除产生点蚀坑外，还出现了局部

腐蚀特征。在不同预拉伸形变量镁合金中，只有 4%

预拉伸形变量的试样呈现出均匀腐蚀特性，降解性能

更为优异。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为：当预拉伸形变量

达到 4%以上时，孪晶在整个腐蚀进程中占据主导位

置，孪晶与基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微电偶现象，而孪

晶数目的增多可以有效地加速镁合金表面氧化膜的产

生，进而增强了电荷之间的传递阻力，改善镁合金耐

蚀性能。因此，相较于 2%预拉伸形变量镁合金，4%

预拉伸形变量镁合金表面可以更快的形成氧化产物

膜，阻碍侵蚀性离子与镁合金基体相互接触，从而极

大地降低了合金的点蚀倾向，促进其均匀腐蚀，有效

地减缓了腐蚀进程，从而提高了预拉伸形变镁合金的

耐蚀性能。 

但是，6%预拉伸镁合金的降解速率要高于 2%预

拉伸镁合金的降解速率。这是由于对于 6%预拉伸合

金而言，过多的腐蚀产物层在合金表面的产生易导致

合金表面膜层得到破坏，局部降解和分层剥落现象逐

渐明显。由于 6%预拉伸镁合金表面的腐蚀膜层较多，

膜层之间存在着应力差，易导致膜层的破裂。此现象

的产生打破了膜层与腐蚀介质之间的离子交换平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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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预拉伸合金浸泡在 Hank’s 溶液中 3、5、10 d 去除腐蚀产物后的腐蚀形貌 

Fig.7  Corrosion morphologies after removing corrosion products of different pre-stretched alloys immersed in Hank’s solution for 3, 5 

and 10 d: (a, d, g) 2%, (b, e, h) 4%, and (c, f, i) 6% 

 

及膜层与基体之间的电荷传递平衡，从而在一定程

度上破坏了膜层的自我修复性，导致合金的耐蚀性

能被进一步的破坏。正如图 5 所示，4%预拉伸镁合

金相比 6%预拉伸镁合金表面膜层展现出更高的致

密性和更加良好的完整性。因此，相比之下 4%预拉

伸镁合金在 Hank’s 溶液中展现出了更良好的降解

性能。  

此外，预拉伸形变处理增加了位错密度，从而引

入孪晶，维持晶粒尺寸不变，因此晶粒尺寸对腐蚀的

影响作用几乎不变。但位错作为腐蚀反应产生氢气的

快速扩散路径，会促进氢富集现象的出现，进而削弱

合金耐蚀性能[36, 39]。预拉伸形变的残余应力促进了钝

化膜破裂，使侵蚀性离子与基体接触，产生阳极溶解

现象。但预拉伸形变可改变残余应力在试样上的分布，

为点蚀的萌生提供更加均匀的形核点位，促进均匀腐

蚀形貌的生成，与均匀的降解形貌一致(如图 7b、7e、

7h 所示)，可以提高合金的腐蚀均匀性。由此可见，

在预拉伸形变量大于 4%时，合金的位错密度增加，

易发生点蚀现象，当点蚀出现后便快速的扩展长大，

进而降低了合金的耐蚀性能，此现象与电化学阻抗试

验结果一致。此外，6%预拉伸形变量镁合金的腐蚀产

物相比之前更加疏松，且会有孔洞的产生，这些孔洞

可作为腐蚀介质进入基体的特殊通道，使合金更易发

生点蚀行为。随着腐蚀的扩散，极易造成合金发生局

部腐蚀，进而降低合金的耐蚀性能。 

3.2  合金的降解进程 

根据对预拉伸形变 Mg-Zn-Sr-Zr-Mn 合金微观组

织、表面腐蚀形貌、腐蚀膜层结构以及氧化产物膜形

成/破裂机制的分析，并对其腐蚀进程进行了分析（见

图 8）。 

首先，在腐蚀开始阶段，Mg-Zn-Sr-Zr-Mn 合金与

腐蚀介质之间会形成一个相接触的界面（Rct）。随着

浸泡时间的延长，合金在该界面处形成了具有保护性

的降解产物膜。对于预拉伸形变镁合金而言，由于此

时的孪晶数目较少，基体与析出相之间的微电偶腐蚀

在整个腐蚀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会在合金表面局部

形成点蚀坑，推进腐蚀进程。 

在腐蚀初期，首先试样表面会形成腐蚀膜层，

随后由于第二相和基体电位不同，会发生电偶腐蚀，

产生腐蚀萌生现象(如图 8a 所示)，形成微小腐蚀坑。

随腐蚀时间的增加，腐蚀萌生点位扩展，逐渐形成

了均匀的腐蚀形貌(如图 8b 所示)。紧接着由于析出

相的尺寸较大，其周围的 α-Mg 基体优先发生溶解，

且由于腐蚀产物与基体之间的结合力较弱，会造成

析出相的脱落，进而破坏氧化膜层的结构，在合金

表面会形成腐蚀通道，使 Cl-离子穿过腐蚀通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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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Mg-Zn-Sr-Zr-Mn 合金在 Hank’s 溶液中的腐蚀机制示意图 

Fig.8  Schematic diagrams of corrosion mechanism of Mg-Zn-Sr-Zr-Mn alloys in Hank’s solution 

 

触基体，并持续腐蚀基体，导致腐蚀坑持续向基体

扩展。  

随着合金腐蚀进程的进一步推进，由于 Cl-在表面

缺陷处的形核，这些点蚀坑会在镁合金表面持续的扩

大、扩散，逐渐促使合金发生局部腐蚀行为，破坏合

金的耐蚀性能（如图 8c、8d 所示）。因此，相比于

2%及 6%预拉伸镁合金，4%预拉伸镁合金腐蚀较为均

匀，点蚀坑较少，腐蚀产物膜的致密性及完整性更好，

从而具备更优异的耐蚀性能。 

4  结  论 

1）随预拉伸形变量的增加（2%、4%、6%），合

金晶粒尺寸沿拉伸方向被略微拉长，孪晶数目逐渐增

多，析出相离散程度增大。但析出相类型与时效态合

金相同，均为 α-Mg、Mg17Sr2 及 Mg-Zn 相。 

2）随预拉伸形变量的增加，3 种预拉伸量合金的

腐蚀电流密度（14.79、10.96、32.31 μA·cm-2）先降低

后升高，3 种预形变合金的电化学降解速率分别为

0.38、0.25、0.74 mm·a-1。其中，4%预拉伸合金具有

最佳的降解性能。 

3）与 2%与 6%预拉伸合金疏松的表面腐蚀产

物相比，更为均匀致密的膜层结构是 4%预拉伸合

金腐蚀性能优异的原因之一。合金的降解产物主要

包含 Mg(OH)2、MgCO3、CaHPO4 以及 HA。去除

腐蚀产物后，4%预拉伸合金表面呈现均匀腐蚀特

征。而 2%与 6%预拉伸合金表面均呈现局部腐蚀特

征，后者更为严重。3 种合金失重速率分别为 2.85、

1.83、5.88 mm·a-1。  

4）在适当的预拉伸形变过程，应力的重新分布

和均匀的点蚀萌生位置促进均匀致密腐蚀膜层的生

成，提高合金耐蚀性能。当预拉伸形变量继续增加，

大量纠缠的位错极大提升点蚀发生概率，使合金耐蚀

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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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re-stretching Deformation on Degradation of Mg-Zn-Sr-Zr-Mn Alloy 
 

Zhang Yuan, Zheng Ruining, Liu Yun, Zhao Guanzhang, Tian Yaqiang, Zheng Xiaoping, Chen Liansheng 

(Key Laboratory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Modern Metallurgy Technology,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ngshan 063210, China) 

 

Abstract: Magnesium alloys own excellent biocompatibilities and unique degradation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the poor corrosion 

resistance in physiological environment seriously restricts its development in clinical applications. Mg-Zn-Sr-Zr-Mn alloys were prepared 

by pre-tensile proc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crostructure, corrosion rate and film layer morphology and the pre-tensile type 

variables was investigated by XRD, OM and S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increase deformation of pre-stretching, the grain sizes are 

gradually elongated, the numbers of twins are increased, and the dispersion degrees of precipitated phases gradually increase. The 

corrosion rate of the three pre-stretching alloys in electrochemical (0.38, 0.25, 0.74 mm·a
-1

) and mass loss (2.85, 1.83, 5.88 mm·a
-1

) both 

decreases firstly and then increases. Therein, the 4% pre-stretching alloy has high corrosion resistance, which indicates that appropriate 

pre-tensile deformation can improve the continuity of the precipitated phase at the interface, hinder the corrosion process, and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he corrosion properties of the alloys. However, when the pre-tensile deformation continues to increase, a large number of 

dislocations will be generated and hydrogen diffusion path will be created, which is conducive to hydrogen enrichment and leads to the 

decrease of corrosion resistance. Moreover, appropriate pre-tensile deformation can improve the corrosion uniformity, densification and 

continuity of the film-layer, and delay the corrosion process by changing the redistribution of residual -stress. 

Key words: medical magnesium alloy; pre-stretching deformation; film degradation; film density; corrosion rate 

 

Corresponding author: Tian Yaqiang, Ph. D., Professor, Key Laboratory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Modern Metallurgy Technology,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ngshan 063210, P. R. China, Tel: 0086-315-8805420, E-mail: tyqwylfive@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