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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使用LZ91鎂鋰合金作為實驗基材，分別選用酸性與鹼性兩種不同pH值之釩酸鹽化成液對試片進行化成處理，並藉

由對化成溫度與化成浸置時間之控制來探討皮膜的成長情形與耐蝕性，其間使用SEM、EDS與XRD分別對不同參數之化成

皮膜進行皮膜形貌、結構與組成的分析，同時亦對皮膜進行厚度與耐蝕性測試，最後經由百格試驗量測皮膜之附著性。 觀

察實驗結果得知，酸性與鹼性釩酸鹽皮膜皆由上層滿佈裂紋之鬆散皮膜與結構較緊實之下層皮膜所構成。LZ91鎂鋰合金酸

性與鹼性釩酸鹽皮膜的長成機制應為鎂的氧化物率先於基材表面生成，此即為結構較緊實之下層皮膜層；然後再隨著浸置

時間的增長，化成液中的釩成份與由基材表層溶解於化成液中之鋁和鎂成份，於下層皮膜的上方陸續沉積生成結構較鬆散

之上層複合金屬氧化物皮膜。 經EDS與XRD分析可知，酸性與鹼性釩酸鹽皮膜成份分佈趨勢皆為上層皮膜中之鋁、釩含

量頗高，其次是下層皮膜，而鋁、釩含量最低者為基材部位。至於氧含量從上層皮膜往內層基材分析有逐漸減低的趨勢，

同時鎂含量則呈現相反走勢，且兩種皮膜之結構組成皆為非晶質結構。 接著經由極化試驗測試皮膜之耐蝕性表現，酸性釩

酸鹽皮膜於化成溫度30℃、化成時間5分鐘較佳，因此時下層皮膜已能提供良好的抗蝕性能；若繼續延長化成時間，似乎

對耐蝕性能的提升有限、且不符合經濟效益。若提高化成處理溫度至40℃時，則可明顯縮短化成處理所需的時間，此情形

應以2分鐘化成時間為最佳。 至於鹼性釩酸鹽化成皮膜而言，因其反應速率較酸性釩酸鹽緩慢，於化成溫度40℃、化成時

間15分鐘，上層皮膜層始披覆較完整時，即能呈現有效提升耐蝕性的結果。至於化成溫度50℃時，則建議化成時間以10分

鐘為佳，因其下層皮膜已能提供良好的抗蝕性能，若繼續延長化成時間，並無法進一步提升其耐蝕性能、亦不符合經濟效

益。 最後經百格試驗測試皮膜之附著性，酸性釩酸鹽皮膜經百格試驗皆可發現，下層皮膜與基材間之鍵結附著性頗佳；至

於上層皮膜從百格試驗前後可發現上層鬆散皮膜脫落甚多，而裸露出下層皮膜，由此可知上、下層皮膜間之附著性很差。

鹼性釩酸鹽皮膜經百格實驗後與酸性釩酸鹽皮膜類似，但於化成溫度40℃、化成時間15分鐘時，上層皮膜有較佳之附著性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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