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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极射线示波器通用规范
)*!1$%/%",..$

>;<64#’%,",#,.0$
代替 TG#<><!23>#

## TG#<>#!23>#

,#范围

2E2#本标准适用于测量电量的通用阴极射线示波器!以下简称示波器"#它至少应包括$

+"一个阴极射线管%

P"垂直偏转装置%

7"时基!水平偏转"装置&

注$通常示波器所用的阴极射线管#简称为示波管&

2E!#本标准也适用于$

+"多踪示波器!见;E2E;"#当符合2E2要求时%

P"具有插入单元或附属装置的示波器&

2E;#在评价示波器某些特性时#本标准仅涉及到对示波管的一般使用要求#而示波管本身的特性#将在

示波管的标准中给出&

2E4#本标准的部分内容也适用于其他示波器#例如$

+"取样示波器%

P"记忆示波器%

7"存储示波器%

/"矢量示波器%

)"专用示波器等&

2E<#本标准是示波器产品设计’生产和使用的共同技术依据#也是制定相应各类示波器产品标准的依据&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 本 标 准 中 引 用 而 构 成 本 标 准 的 条 文&本 标 准 出 版 时#所 示 版 本 均 为 有

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TG232(233"#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TG2""!(233##家用和类似用途单相插头插座型式’基本参数与尺寸

TG)9;"45E2(233<#高度进制为!"88的面板’架和柜的基本尺寸系列

TG453;A23>4#电子测量仪器安全要求

TG#<>5E2(23>##电子测量仪器#环境试验总纲

TG#<>5E!(23>##电子测量仪器#温度试验

TG#<>5E;(23>##电子测量仪器#湿度试验

TG#<>5E4(23>##电子测量仪器#振动试验



TG#<>5E<!23>##电子测量仪器#冲击试验

TG#<>5E#!23>##电子测量仪器#运输试验

TG#<>5E>!23>##电子测量仪器#电源频率与电压试验

TG#<3!!23>##电子测量仪器误差的一般规定

TG#<3;!23>##电子测量仪器质量检验规则

TG#>;;A23>5#电子测量仪器电磁兼容性试验规范

TG3;3;!23>>#%9;型电子测量仪器用连接器

TG224#;!23>3#电子测量仪器可靠性试验

TG224#4!23>3#电子测量仪器术语

TG224#<!23>3#电子测量仪器热分布图

TG"92;2##!2332#电子测量仪器设计余量与模拟误用试验

%S34#!23>;#电子测量仪器电气#机械结构基本要求

%S"92"4#;!23>;#电子测量仪器包装#标志#贮存要求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E2#阴极射线示波器#7+(I-/)A*+Y-J7,..-J7-N)
是测量或观察用的一种仪器%它用一个或多个电子 束 的 偏 转%从 而 得 到 表 示 某 变 量 函 数 瞬 时 值 的 显 示&

通常%变量之一是时间$’$=:#;<2A2(235#中!E2E2)

;E2E2#测量示波器#8)+J@*,’1-J7,..-J7-N)
它是一种测量用的示波器%借助于刻度或校准的开关位 置’偏 转 系 数 和 时 间 系 数 的 旋 钮 位 置)以 一 定 准

确度进行测量$’$=:;<2A2(235#中!E2E!)

;E2E!#观察示波器#-PJ)*_+(,-’-J7,..-J7-N)
一种仅仅适用于对变量定性观察的示波器%它不具有确定的准确度$’$=:;<2A2(235#中!E2E;)

注(一些观察示波器%当线性较好%性能稳定时也可以由外部设备校准后%用作测量$

;E2E;#多踪示波器#8@.(,(*+7)-J7,..-J7-N)

是一种能同时观察或测量若干个电现象的示波器%每一种现象分别以不同的光迹显示出来$

注(可用下述方法获得多踪(

+)具有多枪’多束)的示波管’通常称为几线示波器)&

P)具有一个分离射束的示波管’通常称为几束示波器)&

7)电子开关与单束阴极射线管’通常称为几踪示波器)&

/)具有多管的示波器’通常称为几管示波器)$

;E!#阴极射线管#7+(I-/)A*+Y(@P)
是一个电子束管%其射束可以在平面上聚焦成一个 小 截 面%并 且 可 以 改 变 位 置 和 强 度%从 而 能 产 生 一 个

可见的或可以检测的图形$’$=:;<2A2(235#中!̂!)

;E!E2#阴极射线管尺寸#7+(I-/)A*+Y(@P)J,0)
指阴极射线管屏幕的轮廓尺寸’对圆屏幕管%是指管子的外径%对矩 形 屏 幕 管%是 指 它 的 宽 和 高)$’$=:

;<2A2(235#中!E!E2)

;E!E!#屏幕#J7*))’
指示波管上产生可见图像的表面$’$=:;<2A2(235#中!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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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光点#JN-(
屏幕表面上受电子束撞击瞬时影响的小面积!"$=:;<2A2#235#中!E!E;$

;E!E4#光迹#(*+7)

屏幕上光点移动形成的轨迹!

;E!E<#有效工作面#)ZZ,7,)’(8)+J@),’1+*)+

屏幕上能保证示波管各种性能指标的显示区域!

;E!E##聚焦#Z-7@J

控制电子束会聚成为一个清晰的小光点!

;E!E5#辅助聚焦#+J(,18+(,J8

使光点在屏幕有效工作面内的任何位置都成为一个清晰的小光点!

;E!E>#视差#N+*+..+‘

当观察屏幕上显示波形时%人眼&坐标刻度&光迹三者不在垂直于刻度面的同一直线上所造成的误差!

;E!E3#光晕#I+.+(,-’

屏幕上由于杂散放射引起光点以外的亮区!

;E!E2"#辉度#P*,1I(’)JJ

屏幕上显示图像的明暗程度!

;E;#通用术语

;E;E2#主机#8+,’Z*+8)

插入式示波器中除去插入单元的部分!

;E;E!#插入单元#N.@1A,’@’,(

是插入式示波器中可更换的部分%采用插入方式与主机连成一体%以完成一定的特殊功能!例如#

+$时基单元’

P$宽带放大单元’

7$分差放大单元!

;E;E;放大器#+8N.,Z,)*

能将加在输入端的电压进行放大%从而获得偏转或其他功能的电路!"$=:;<2A2#235#中!E;E2E2$

;E;E4#衰减器#+(()’@+(-*

使电压按给定比例进行衰减的装置!"$=:;<2A2#235#中!E;E2E!$

;E;E<#探极#N*-P)
是示波器的一个附加的输入装置%通常为一个独立的单元%借助软电缆连接它能将被测信号以合适的方

式传输给示波器!"$=:;<2A2#235#中!E;E!E!$

;E;E##正弦波的失真#/)N+*(@*)JZ*-8+J,’)Ab+_)

正弦波失真的定义为锋值与,!倍有效值之差异与(或由下面公式中的!值定义#

P *&"2Q!$R;%1" "2$!!!!!!!!!!!!!!!!!

##式中#P)))正弦波的失真’

&)))常数’

!)))失真系数!

注##为失真系数%即波形的失真应保持在+".?#$J,’7(与+".A#$J,’7(所形成的包络之间!

;E;E5#检验工作面#8)+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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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上能保证示波器各种性能指标的显示区域!

;E;E>#基本幅度#P+J,7+8N.,(@/)

矩形脉冲信号中的一个稳定状态突变到另一个稳定状态的幅度!

;E;E3#脉冲持续时间#N@.J)/@*+(,-’

脉冲信号基本幅度<"\处的前沿与后沿上两点间的时间间隔!

;E;E2"#矩形脉冲#*)7(+’1@.+YN@.J)

具有轮廓近似为矩形"其上升和下降时间远小于脉冲持续时间的波形!#$=:;<2A2$235#中!E;E;E;%

;E;E22#方波#JN@+*)b+_)

是一个周期为脉冲持续时间两倍的矩形脉冲!#$=:;<2A2$235#中!E;E;E!%

;E;E2!#预热时间#b+*8A@N(,8)

将处在基准条件下的示波器接通电源之后"直到满足所有准确度要求的必要的时间间隔!#$=:;<2A2$

235#中!E4E2%

;E;E2;#调整#+/d@J(8)’(

调节某些可调部分"使示波器达到规定准确度的要求!#$=:;<2A2$235#中!E4E!%

;E;E24#中心调节#7)’()*,’1
将光点#或光迹%调到屏幕中心的过程!

;E;E2<#调整#+.,1’)8)’(

是一个获得预期准确度的调整!

;E;E2##校准位置#简称校准%#7+.,P*+(,-’

是指控制件满足指定准确度的特定位置!

;E;E25#微调装置#简称微调%#_)*’,*#Z,’)(@*’,’1%

是一个连续可变的调节装置!

;E;E2>#基准档#*)Z)*)’7)N-J,(,-’

额定带宽的最小偏转系数档#微调置于校准位置%!

;E;E23#功能正常性#Z@’7(,-’+.

是指各控制装置均符合其相应的作用要求!

;E;E!"#最大输入电压#8+‘,8@8N)*8,JJ,P.),’N@(_-.(+1)

输入端能够承受的最大电压!

;E;E!2#探极校准信号#N*-P)7+.,P*+(,-’J,1’+.

用于校准探极补偿"定性观测示波器工作是否正常的信号!

;E4#关于误差的术语

;E4E2#性能#N)*Z-*8+’7)

仪器完成预期功能的程度!#TG224#4&>3中4E#%

;E4E!#特性#7I+*+7()*,J(,7

是指功能正常性和工作特性的综合!

;E4E;#性能特性#N)*Z-*8+’7)7I+*+7()*,J(,7

是赋于示波器的一种量"用其数值’公差’范围等定义示波器的性能!#$=:;<2A2$235#中!E<E2E2%

注$(性能特性)这一术语不包括影响量!

;E4E4#影响量#,’Z.@)’7)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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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指来自示波器外的一种量!它可以影响示波器的性能"#$=:;<2A2$235#中!E<E2E!%

注$一种性能特性的变化影响另一性能特性时!前者称为影响特性"

;E4E<#基准值#*)Z)*)’7)_+.@)
是影响量的单一数值!在该数值上!示波器#或 附 件%满 足 固 有 误 差 的 要 求"#$=:;<2A2$235#中!E<E

2E;%

;E4E##基准范围#*)Z)*)’7)*+’1)

是一个影响量的数值范围!在此范围内!示 波 器#或 附 件%满 足 固 有 误 差 的 要 求"#$=:;<2A2$235#中

!E<E2E;%

;E4E5#极限条件#.,8,(7-’/,(,-’J
工作状态下的测量仪器可承受的极端条件"在此条件下!仪器不致损坏&且当仪器恢复到额定工作条件

时!其性能不降低"#TG#224#4’23>3中4E2<%

;E4E>#贮存和运输条件#7-’/,(,-’J-ZJ(-*+1)+’/(*+’JN-*(
非工作状态下的测量仪器可承受的极端条件"在此条件下!仪器不致损坏&且当仪器恢复到额定工作条

件时!其性能不降低"#TG224#4’23>3中4E2#%

;E4E3#变动量 #_+*,+(,-’
当单个影响量相继取两个不同的值时!对于被测量 的 同 一 数 值!指 示 波 器 或 记 录 仪 器 的 示 值 差!或 供 给

测量仪器的#约定%真值的示值差"#TG#224#4’23>3中4E!"%

;E4E2"#绝对误差#+PJ-.@())**-*
测量仪器的指示值减去被测量的#约定%真值"#TG#224#4’23>3中4E25%

注$对于一个供给量来说!指示值就是它的标称值或刻度值"

;E4E22#相对误差#*).+(,_))**-*

绝对误差与约定真值之比"#TG#224#4’23>3中4E2>%

;E4E2!#偏转系数误差#*).+(,_))**-*-Z+/)Z.)7(,-’7-)ZZ,7,)’

示波器偏转系数所给出的误差极限!由下述公式求得$

3$":3$
3$

D2""A #!%!!!!!!!!!!!!!!!!!

##式中$C/’’’为平均偏转系数!是在>"\的检验工作面内!输入电压与偏转高度之比!D(/,_&

C/-’’’为偏转系数的额定值!D(/,_"

;E4E2;#时间系数误差#*).+(,_))**-*-Z+(,8)7-)ZZ,7,)’
示波器时间系数所给出的误差极限!由下述公式求得$

34":34
34 D2""A #;%!!!!!!!!!!!!!!!!!

##式中$3P’’’为平均时间系数!是在>"\的检验工作面内!扫描光点移动的时间与对应长度之比!J(/,_&

3P-’’’为时间系数的额定值!J(/,_"

;E4E24#相对线性误差#*).+(,_).,’)+*,(Y)**-*

;E4E24E2#幅度线性误差#+8N.,(@/).,’)+*,(Y)**-*

在检验工作面内!对输入电压幅度变化的相对误差"由下述公式求得$

E:!&
!& D2""A #4%!!!!!!!!!!!!!!!!!

##式中$&’’’达到检验工作面高度#长度%<"\的显示波形幅度!/,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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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信号源的输出电压增加一倍时的显示波形幅度"/,_#

;E4E24E!#位移线性误差#JI,Z(.,’)+*,(Y)**-*
在检验工作面内"由于图像位置的变化而引起的幅度变化的相对误差"由下式求得"取二者较大值#

4:&
& D2""A

S:&
& D2""

1

2

3
A

$<%!!!!!!!!!!!!!!!!!

##式中&&!!!波形为检验工作面<"\时的幅度"/,_’

4!!!波形上移$左移%后的幅度"/,_’

S!!!波形下移$右移%后的幅度"/,_#

;E4E24E;#扫描线性误差#Jb))N.,’)+*,(Y)**-*
在检验工作面的>"\内"所测得的平均偏转系 数"与 两 边 缘2"\区 域 内 任 一 端 所 测 得 的 平 均 偏 转 系 数

所产生的相对误差"由下式求得"取二者较大值#

3P:3+
3+ D2""A

37:3+
3+ D2""

1

2

3
A

$#%!!!!!!!!!!!!!!!!

##式中&3+!!!>"\检验工作面内的实测平均时间系数"J(/,_’

3P!!!检验工作面左边2"\边缘处的实测平均时间系数"J(/,_’

37!!!检验工作面右边2"\边缘处的实测平均时间系数"J(/,_#

;E<#关于垂直$水平%偏转的术语

;E<E2#垂直$水平%偏转#_)*(,7+.$I-*,0-’(+.%/)Z.)7(,-’
水平$垂直%系统处于不工作状态"当信号输入到垂直$水平%输入端时"光点的偏转#

;E<E2E2#垂直偏转系数#_)*(,7+./)Z.)7(,-’7-)ZZ,7,)’(
电压与由此电压产生的垂直偏转的长度之比#

注&偏转系数用单位长度电压表示"并且<D(/,_比<8D(/,_的偏转系数大#对灵敏度而言"具有系数

为<D(/,_的灵敏度比具有系数为<8D(/,_的灵敏度低#$$=:;<2A2&235#中!E#E2E2%

;E<E2E!#水平偏转系数#I-*,0-’(+./)Z.)7(,-’7-)ZZ,7,)’(
时间与在此时间内光点位移的距离之比#$TG224#4!23>3中2"E>%

;E<E2E;#扩展#)‘N+’J,-’
是指偏转扩大的装置"其通常用于提高放大器增益"使显示的部分加以放大#

;E<E!#光点位置的不稳定性#,’J(+P,.,(Y-Z(I)JN-(N-J,(,-’
此术语包含下列四种现象"此时"可能有信号"也可能没加信号#$$=:;<2A2&235#中!E#E!%

;E<E!E2#漂移#/*,Z(
指光点随时间缓慢的和连续的$不需要的%偏移#$$=:;<2A2&235#中!E#E!E2%

+%长期漂移#.-’1A()*8/*,Z(
光点在一小时内的最大偏移#$$=:;<2A2&235#中!E#E!E.+%

P%短期漂移#JI-*(A()*8/*,Z(
在一小时总的记录时间内"光点在最不利的一分钟内的最大偏移#$$=:;<2A2&235#中!E#E!E2P%

;E<E!E!#周期偏移#N)*,-/,7/)_,+(,-’
是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周期哼声)纹波等性质 的 不 希 望 的 偏 移#当 无 信 号 时"它 显 示 在 屏 幕 上’有 信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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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它叠加在输入信号的显示上"#$=:;<2A2$235#中!E#E!E!%

;E<E!E;#零点偏移#0)*-JI,Z(
不加信号时!由于特定影响量一定变化的影 响 所 产 生 的 光 点 或 者 不 带 信 号 的 光 迹 的 运 动"#$=:;<2A

2$235#中!E#E!E;%

注$零点偏移!通常不是瞬时的!此偏移的最大值!应在规定时间间隔上测定"

;E<E!E4#噪声#随机偏移%#’-,J)#*+’/-8/)_,+(,-’%

是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电子不规则运动的随机现象!通 常 以 它 的 幅 度 换 算 成 等 效 输 入 电 压 的 峰A峰 值

表示"

+%开路噪声

是指通道输入端开路并加以屏蔽时的噪声"

P%短路噪声

是指通道放大器输入端短路时的噪声"

;E<E;#频率响应不平度与频带宽度

;E<E;E2#频率响应不平度#Z*)a@)’7Y*)J-’J)J
当示波器输入不同频率的等幅正弦信号时!在屏幕上所显示的幅度是随频率变化的函数!通常以其所显

示幅度的最小值与最大值之比来表示"

;E<E;E!#频带宽度#带宽%#Z*)a@)’7YP+’/b,/(I
当示波器输入不同频率的等幅正弦信号时!屏幕上对应基准频率的显示幅度随频率变化而下跌;/G时!

其下限到上限频率的范围"

;E<E4#瞬态响应#,’J(+’(+’)@JA*)JN-’J)

;E<E4E2#上升时间#*,J)(,8)
一个矩形脉冲前沿的电压或电流从稳态幅度E的2"\!3"\所经过的时间间隔#见图2%!通常以"* 表

示"#$=:;<2A2$235#中!E#E;E!%

图2

;E<E4E!#上冲#-_)*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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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上显示的矩形脉冲信号!前沿部分高于基本幅度平顶的最大值4与基本幅度E 的百分比"见图2#!

如下式$

4
E D2""A

"5#!!!!!!!!!!!!!!!!!!

##式中$4%%%前沿部分高于基本幅度平顶的最大值!/,_&

E%%%基本幅度!/,_’

;E<E4E;#阻尼振荡#*,’1,’1
屏幕上显示的矩形脉冲信号!除上冲外!在2""*!时间内的衰减振荡最大幅度S2 或S! 与基本幅度K的百

分比"见图2#!取二者较大值!见下式$

S2
E D2""A

S!
E D2""

1

2

3
A

">#!!!!!!!!!!!!!!!!!!

##式中$72"或7!#%%%除上冲外!在2""* 时间内的衰减振荡最大幅度!/,_&

E%%%基本幅度!/,_’

;E<E4E4#下垂#(,.(
屏幕上显示的脉冲信号!平顶部分的倾斜幅度$与基本幅度E 的百分比"它是对一定的脉冲宽度而言!

见图!#!取二者较大值!见下式$

$
E D2""A

$.
E.D2""

1

2

3
A

"3#!!!!!!!!!!!!!!!!!!

##式中$$"或$.#%%%平顶部分的倾斜幅度!/,_&

E"或E.#%%%基本幅度!/,_’

图!

;E<E4E<#直流特性#/E7*)JN-’J)
对频率响应从直流开始的示波器!检验放大器直 流 增 益 的 一 致 性’当 输 入 直 流 电 平 的 瞬 时 到 达 稳 定 状

态时!其幅度值的偏移<或’与稳定幅度E 的百分比"见图;#!如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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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D2""A

或<
E D2""

1

2

3
A

!2""!!!!!!!!!!!!!!!!!

##式中#<!或’"$$$输入直流电平的瞬时到达稳定状态时幅度值的偏移%/,_&

E$$$稳定幅度%/,_’

图;

;E<E4E##脉冲顶部不平度!平坦度"#N@.J)(-NZ.+(’)JJ
屏幕上显示的矩形脉冲信号%除上冲外在;"Y 时间内最大起伏幅度4S与基本幅度E 的百分比!见图2"%

如下式#

4S
E D2""A !22"!!!!!!!!!!!!!!!!!!

##式中#4S$$$除上冲外在;"Y 时间内最大起伏幅度%/,_&

E$$$基本幅度%/,_’

注#"Y 为延迟线的延迟时间’

;E<E4E5#其他脉冲失真#-(I)*N@.J)/,J(-*(,-’J
除了在;E<E4E2!;E<E4E#中所定义的失真外%其 他 几 种 失 真 用 图4+"!4Z"的 图 形 来 定 义 名 称%均 不 作

文字上叙述%因为图形本身已足够明显%易于识别%根 据 选 择 的 时 间 系 数 不 同%这 些 失 真 可 能 单 独 出 现%也 可

能成群或结合后出现在显示的图形上’

当这些失真的持续时间与上升时间可以比较时%图 形 上 就 用 一 定 的 斜 率 大 小 表 示 上 升 时 间%相 反 地%当

这些失真的持续时间大于上升时间的几个数 量 级 时%图 形 上 就 把 上 升 时 间 表 示 为 跳 变’!$=:;<2A2#235#
中!E#E;E<"

;E<E<#位移#N-J,(,-’,’1
使图像作垂直和水平方向移动的调节装置’!$=:;<2A2#235#中!E#E4"

;E<E##动态范围#/Y’+8,7*+’1)
图像失真在规定的范围内%显示幅度的范围’一般表示为示波器带宽的上限值能够显示到多少幅度’

;E<E5#输入阻抗#,’N@(,8N)/+’7)
在示波器输入端测得的直流电阻值和并联电容值’!$=:;<2A2#235#中!E#E<"

;E<E>#示波器内电路之间的相互作用

;E<E>E2#通道隔离度#7I+’’).,J-.+(,-’
用于确定示波器任意两通道间相互影响的一个量%如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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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32!E2
3!!E!

"2!#!!!!!!!!!!!!!!!!!!

##式中$32%%%干扰通道的偏转系数&D’/,_(

3!%%%被干扰通道的偏转系数&D’/,_(

E2%%%干扰通道的显示幅度&/,_(

E!%%%被干扰通道的显示幅度&/,_)

;E<E>E!#通道延迟时间差#/).+Y(,8)/,ZZ)*)’7)P)(b))’7I+’’).J

当相同信号加于多踪示波器任意两输入端时&它的两个显示波形之间 的 时 间 差)"$=:;<2A2$235#中

!E#E#E4#

;E<E>E;# #P的相位差#NI+J)/,ZZ)*)’7)P)(b))’#+’/P
当相同相位信号加于具有#AP 显示的示波器 两 输 入 端 时&多 踪 示 波 器 的 任 意 两 显 示 光 迹 之 间 的 相 位

差&它是个与频率有关的量值)

;E<E>E4#共模抑制比#7-88-’8-/)*)d)7(,-’*+(,-

把一电压加于示波器并接后的两输入端与接地点之间所测得的偏转量与把该电压加于偏转电路的两个

差分输入端之间所测得的偏转量之比)

;E<E3#延迟线#/).+Y.,’)

延迟被测信号的具有集中或分布参数的传输线)"$=:;<2A2$235#中!E#E5#

注$延迟的数值应足够大&以便允许在信号显示之前扫描就已开始&并且增辉)

;E<E3E2#视在信号延迟时间#+NN+*)’(J,1’+./).+Y(,8)

从扫描出现的瞬间到信号轨迹达到基本幅度2"\所经过的时间""/#)

;E<E2"#电子开关#).)7(*-’,7P)+8Jb,(7I

为实现多踪"迹#显示而采用的电子交换装置)

;E<E2"E2#开关速率#Jb,(7I,’1*+()

在使用电子开关产生多踪"迹#显示的示波器或附带插入单元中开关过程的重复频率)这一频率在断续

<;!!""#年无损检测与探伤应用技术标准手册



显示时!可以是固定的或是可调的"在交替显示时!可以由时基和触发的重复频率控制#

;E<E22#直流平衡#/E7EP+.+’7)

差分放大器中保持直流电位对称的调节装置#

;E##关于时基的术语

;E#E2#时基#(,8)P+J)

能使光点随时间位移的电路#$$=:;<2A2%235#中!E5E2&

注%由时基产生的光点的位移称为扫描#

;E#E2E2#连续扫描#Z*))*@’’,’1Jb))N
是周期的连续的扫描$即使在没有信号时&#$$=:;<2A2%235#中!E5E2E2&

注%连续扫描可由外部或内部同步#

;E#E2E!#触发扫描#(*,11)*)/Jb))N
每一次扫描都是由一个触发脉冲 驱 动 的 时 基!它 的 重 复 速 率 不 一 定 是 周 期 的#$$=:#;<2A2%235#中

!E5E2E!&

注%置这种方式工作时!可选择任何时间系数!它与观察的周期无关!并且不影响显示的稳定性#

;E#E2E;#单次扫描#J,’1.)Jb))N
仅被触发扫描一次的时基工作状态!直到外部作用将扫描电路 复 原 以 前!不 允 许 再 次 扫 描#$$=:#;<2

A2%235#中!E5E2E;&

;E#E2E4#双时基#/-@P.)(,8)P+J)

由两套扫描所组成的时基#

;E#E2E<#释抑电路#I-./A-ZZ7,*7@,(

是时基电路的一部分!它的作用是%使光点恢复到原有静止位置!而且在电路完全恢复以前!防止重新被

触发扫描#$$=:;<2A2%235#中!E5E2E4&

;E#E!#扫描时间系数#Jb))N(,8)7-)ZZ,7,)’(

光点在#轴方向移动单位长度所需的时间$以"’/,_表示&#

;E#E;#扫描频率#Jb))NZ*)a@)’7Y
连续扫描中扫描的重复频率#

;E#E4#增辉#JN-(@’P.+’[,’1$-*P*,1I(@N&

使光点仅在扫描期间内增加辉度!而在回扫与静止期间被抑制的过程#$$=:;<2A2%235#中!E5E2E>&

;E#E<#信息记录速度#,’Z-*8+(,-’b*,(,’1JN))/

是一种显示特性!可以用照相方法记录和鉴别每秒的扫迹长度最大数目#$$=:;<2A2%235#中!E5E2E

22&

;E#E##延迟扫描#/).+Y,’1Jb))N
在双时基电路中!除能单独运用外!还可用来延迟驱动被延迟扫描的时基电路#

;E#E5#被延迟扫描#/).+Y)/Jb))N
在延迟扫描工作后!延迟一定时间再开始扫描的时基电路#

;E#E>#双时基工作状态#/-@P.)(,8)P+J)-N)*+(,-’

是指延迟扫描和被延迟扫描同时作用的示波器工作状态#

;E#E3#扫描延迟时间#/).+Y)/Jb))N(,8)

在具有双时基电路示波器中!延迟扫描和被延迟扫描的两个起始点之间的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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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关于显示的术语

;E5E2#显示稳定度#/,JN.+YJ(+P,.,0+(,-’
使扫描依赖于观察现 象 或 其 他 有 关 现 象!从 而 使 屏 幕 上 的 图 像 获 得 稳 定 显 示 的 过 程"#$=:;<2A2$

235#中!E>E2%

;E5E!#稳定的方式#8-/)J-ZJ(+P,.,0+(,-’

;E5E!E2#同步#JY’7I*-’,0)/
使重复扫描同步!从而使扫描周期与被观察信号的周期成整数倍关系"

;E5E!E!#触发#(*,11)*)/
是一种触发扫描的工 作 方 式"每 次 扫 描 开 始 时 均 对 应 于 被 观 察 信 号 上 预 定 电 平 点 而 获 得 稳 定 显 示"

#$=:;<2A2$235#中!E>E!E!%

注$在触发方式中!内触发脉冲可在正向或负向变化信号的任意电平上产生"

;E5E;#触发#同步%阈值 #(*,11)*)/#JY’7I*-’,0)/%(I*)JI-./
使图像获得稳定显示所需的触发#同步%信号最小数值"#$=:;<2A2$235#中!E>E4%

注$通常外触发以电压表示!内触发以P 轴显示幅度表示"

;E5E4#触发#同步%频率范围#(*,11)*,’1#JY’7I*-’,0+(,-’%Z*)a@)’7Y*+’1)
在规定的触发#同步%阈值值时!可获得稳定显示的频率范围"

;E5E<#时基晃动#(,8)P+J)d,(()*
是显示位置#或它的一部分%平行于扫描方向的一种抖动"#$=:;<2A2$235#中!E>E<%

注$这是一种不需要的抖动!引起抖动的原因可能是$

+%触发延迟的不需要的变化&

P%光点速度的不需要的调制"

;E5E##扫描延迟晃动比#d,(()**+(,--Z/).+Y)/Jb))N
在采用延迟扫描和被延迟扫描的电路中!表示被延迟扫描的晃动和扫描延迟时间之比"

(#要求

4E2#外观与结构

示波器的电气’机械结构应符合%S34#的要求"其外观结构应完整’无明显机械损伤和镀涂破坏 现 象&

各控制件均需完整正确’牢固可靠’操作灵活"

4E!#安全性

示波器的安全性能应符合TG453;中的要求&产品标准中应规定所属安全类别和要求"

4E;#环境适应性

在产品标准中应标明符合TG#<>5E2中规定的组别和级别"示波器一般属于/组和!级环境级别"

4E4#电磁兼容性

在产品标准中至少应给出传导干扰和辐射干扰要求"

4E<#热分布

在新产品设计的初样#实验室样机%阶段!应按TG224#<(23>3中第4章规定的内容给出热分布数据"

4E##设计余量与模拟误用

在新产品设计的初样阶段!应按TG)92;2##(2332中第;章的要求!考虑几个主要的或有代表 性 的 变

量!进行设计余量与模拟误用试验"

4E5#可维修性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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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可靠性

应在产品标准中给出平均无故障间隔时间 F9GH!82"值#并按TG224#;规定其试验方案号#给出&$!$

R8的数值%

4E3#功能正常性

示波器面板上的各控制机件均应能正常 工 作%如 e工 作 方 式!e2$e!$e2?e!$B?e等"$输 入 耦 合

K:$5$R:"$扫描工作方式!常态$自动$单次等"$扫描显示方式!延迟扫描$被延迟扫描$加亮$交替等"$触发

!同步"工作方式$位移等等%

4E2"#性能特性

4E2"E2#P 轴系统

4E2"E2E2#位移

+"应给出位移范围&

P"应给出位移线性误差&

7"高频!大于2""FM0"示波器还应给出动态范围%

4E2"E2E!#输入阻抗

产品标准中应给出其数值#也可给出在带宽上限值时的高频输入阻抗%

注’电阻值应优先采用2F4和<"4#并以相对数值表示其误差&电容值以绝对数值表示其误差%

4E2"E2E;#最大输入电压

产品标准中应给出最大输入电压!R:?K:N或K:NAN"的数值及其对应的频率%

4E2"E2E4#偏转系数

+"范围与档级’应优先采用2$!$<进制数列&

P"误差’应给出误差值&

7"微调比’如有此装置应给出微调比#且要保证档级覆盖&

/"扩展’如有此装置应给出扩展倍率与倍率误差值&

)"串接偏转系数’如有此装置应给出最小偏转系数及误差&

Z"幅度线性误差#应给出误差值%

4E2"E2E<#频带宽度

产品标准中应给出不同耦合方式时的频带宽度%多踪示波器须规定在各种工作方式下的频带宽度%

注’观察示波器允许仅给出频率响应不平度#其值应不超过;/G#并由下式求得’

!".1
19;%

19&T
!2;"!!!!!!!!!!!!!!!!!

##式中’M8,’(((频带范围内最小显示高度#/,_&

18+‘(((频带范围内最大显示高度#/,_%

4E2"E2E##瞬态响应

+"上升时间

产品标准中应给出其数值%

注’数值一般应符合下述公式’

"L 6;<"O
!24"!!!!!!!!!!!!!!!!!!

##式中’"*(((上升时间#’J&

O(((示波器频带宽度的上限值#F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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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上冲

产品标准中应给出其数值"

7!阻尼

产品标准中应给出其数值"

/!脉冲顶部不平度

产品标准中可分段递减给出其数值"

)!下垂

产品标准中应给出最大百分比数值"

Z!直流特性

产品标准中可给出其数值"

在产品标准中对所有的偏转档级应给出其对应的频带宽度或上升时间"

2""FM0以上的示波器#在产品标准中对阻尼或脉冲顶部不平度的数值可任选一个给出"

4E2"E2E5#视在信号延迟时间

当具有延迟线装置时#应给出视在信号延迟时间"

4E2"E2E>#通道延迟时间差

带宽在;"FM0以上的多踪示波器#应在产品标准中给出通道延迟时间差"

4E2"E2E3#漂移

在产品标准中通常应给出长期漂移$当偏转系数小于!8D%/,_时#还应给出短期漂移的数值"

4E2"E2E2"#噪声

在产品标准中通常应给出开路噪声值$高灵敏度示波器还应给出短路噪声值"

4E2"E2E22#通道隔离度

多踪示波器应在产品标准中给出通道隔离度#也可按频带宽度分段给出不同的比值"

4E2"E2E2!#共模抑制比

多踪示波器及具有差分输入装置的示波器#应在产品标准中给出共模抑制比的数值及其频率范围"

4E2"E!# #轴与时基系统

4E2"E!E2#位移

产品标准中应给出水平位移范围"

4E2"E!E!#外触发&或外#轴!输入阻抗

产品标准中应给出其数值及误差"

4E2"E!E;#外触发最大输入电压

产品标准中应给出最大输入电压数值"

4E2"E!E4# #偏转系数

如有此装置#应给出其数值"

4E2"E!E<##轴频带宽度&或#轴频率响应!

当具有#偏转系数时#应在产品标准中给出相应的频带宽度&或频率响应!"

4E2"E!E###P相位差

具有#P显示特性时#在产品标准中应给出相位差不超过;i时的频率范围"

4E2"E!E5#扫描时间系数

+!范围与档级’应优先采用2(!(<进制数列$

3;!!""#年无损检测与探伤应用技术标准手册



P!误差"应给出未扩展和扩展后的误差数值#

7!微调"如有此装置$应给出微调比$微调器应保证档级覆盖#

/!扩展"如有此装置$应给出扩展倍率值与倍率误差值#

)!扫描线性误差"产品标准中应给出未扩展和扩展后的线性误差"

Z!扫描频率"当仅采用连续扫描时$应在产品标准中给出扫描频率范围和微调比%

4E2"E!E>#延迟时间范围

如有此装置$应在产品标准中给出延迟时间范围%

4E2"E!E3#延迟时间刻度线性误差

如有延迟度盘装置时$应给出延迟时间刻度线性误差%

4E2"E!E2"#晃动

产品标准中应给出时基晃动数值#双时基还应给出延迟晃动比的值%

4E2"E!E22#时基信号输出

当具有锯齿波$闸门脉冲$被延迟扫描闸门脉冲信号 的 输 出 装 置 时$应 在 产 品 标 准 中 给 出 规 定 电 阻 负 载

下的输出波形&幅度及极性%

4E2"E;#触发’同步!特性

4E2"E;E2#触发’同步!电平控制范围

+!内触发’同步!电平控制范围

应给出能获得稳定显示的内触发’同步!电平控制范围$以格表示%

P!外触发’同步!电平控制范围

应给出能获得稳定显示的外触发’同 步!电 平 控 制 范 围$以 伏 表 示%当 具 有 衰 减 装 置 时$应 分 别 给 出 数

值%

4E2"E;E!#触发’同步!阈值

+!内触发’同步!阈值

应给出内触发’同步!阈值$以格表示%当分频段给出时$应在产品标准中给出相应的数值%

P!外触发’同步!阈值

应给出外触发’同步!阈值$以伏表示%当分频段给出时$应在产品标准中给出相应的数值%

4E2"E;E;#触发’同步!频率范围

应给出至少能达到带宽要求的触发’同步!频率范围%也允许按偏转系数分段给出%

4E2"E;E4#最高触发’同步!频率

应在产品标准中给出最高触发’同步!频率值%

4E2"E4#显示系统

4E2"E4E2#图像畸变’几何失真!

当具有图像的调整装置时$可在产品标准中给出相应的偏差%

+!边缘直线度偏差值#

P!垂直度偏差值#

7!平行度偏差值%

4E2"E4E!#外调辉’U轴!

当具有该装置时$应在产品标准中给出下列内容"

+!输入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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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最大输入电压"

7!增辉电压和极性"

/!最高调辉频率#

4E2"E<#探极校准信号

产品标准中应给出幅度$频率值及其误差值#

4E2"E##探极

当具有探极时%应在产品标准中给出与整机组合工作时的性能特性#

+!探极名称和型号"

P!输入阻抗及允差"

7!最大输入电压"

/!衰减比及误差"

)!上升时间"

Z!其他#

4E2"E5#功率

产品标准中应给出在额定条件下的视在功率&单位’DK!或消耗功率&单位’V!#

4E22#其他

4E22E2#预热时间

产品标准中应给出预热时间#

4E22E!#结构分类

产品标准中应标明结构型式%如’台式$便携式$装架式等#

4E22E;#尺寸

应以宽$高$深(P&88!]I&88!]/&88!)的顺序给出机箱尺寸%也可给出最大外形尺寸%其尺寸的系列

应符合TG;"45E2的要求#

4E22E4#质量

产品标准中应给出整机质量或分别给出主机$插入单元$附件的质量&单位’[1!#

4E22E<#使用电源

产品标准中应给出符合TG#<>5E>规定的电源种类$电压与频率#

4E22E##电源连接器

应使用符合TG3;3;规定的连接器%接电网端的插头型式应符合TG2""!的规定#

4E22E5#示波管

应在产品标准中提供下述内容’

+!型号与名称"

P!有效工作面’高&88!]宽&88!"

7!检验工作面’高&88!]宽&88!#

%#试验方法

<E2#总的检验要求和原则

应根据产品不同的特点%按照本条规定的原则确定检验要求#

<E2E2#在进行环境试验时%其试验顺序及方法均应按TG#<>5E2!#<>5E#的规定进行#

<E2E!#试验室的环境条件&以下称为正常条件!除产品标准中另有规定外%一般应接近TG#<>5E2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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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条件!

<E2E;#当示波器带有可更换的插入单元时"其主机与每个插入单元均应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试验!

<E2E4#示波器在进行工作特性测试时"应保持示波器处于完整状态"在不打开机箱的情况下进行!

<E2E<#测试应符合TG#<3!的有关规定!

<E2E##在试验时"采用下列基准正弦波!

<E2E#E2#系数!等于"E"2的正弦波"如;E;E#定义!

<E2E#E!#系数!等于"E"<的正弦波"但是其峰值与,!倍有效值之差不超过2\!

<E2E#E;#系数!等于"E"<的正弦波"如;E;E#定义那样"但对峰值没有特殊的要求!

<E2E5#基准脉冲

基准脉冲定义#为待试验电路的上升时间"* 的函数!

<E2E5E2#短基准脉冲

半幅度点处的持续时间等于!"*$

上升时间#"E2!"E!<"*$

幅度最大误差#g<\!

<E2E5E!#中基准脉冲

持续时间#2""*$

上升时间#"E2!"E!<"*$

幅度最大误差#g<\!

<E2E5E;#长基准脉冲

持续时间#从!<"* 到任意特殊试验所需的时间$

上升时间#"E2!!E<"*$

平顶部分的最大偏离#"E<\!

长基准脉冲的幅度由基准区域处的幅度来确定!如图<所示"图中K点是脉冲跳变沿的中心"基准区域

U2 和U! 各自具有持续时间"*"并且相对于中心对称地配置"距离为"* 的倍数"例如!<"*!

幅度的最大公差是在基准区域和脉冲交界部分"而不是在脉冲跳变中心处!

注#不对称的偏差"时间常数大于"E!<"* 的偏差"以及从U2 到U! 区间所存有的偏差都会增加对 测 量 准

确度的不确定性"它们表现为一个等量的脉冲幅度的变化!

<E!#外观与结构的检查

用目测法检查结构应完整"无明显机械损伤和镀涂损坏现象"各控制件均需安装正确%牢固可靠%操作灵

活!

<E;#安全性试验

按TG453;的方法进行试验"并符合4E!条要求!

<E4#环境与电源试验

按TG#<>5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并符合4E;条和4E22E<条的要求!

<E<#电磁兼容性试验

按TG#>;;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并符合4E4条的要求!

<E##热分布试验

按TG224#<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并符合4E<条的要求!

<E5#模拟误用与设计余量试验

按TG&92;2##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并符合4E#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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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可维修性试验

待定!

<E3#可靠性试验

根据产品标准选取的方案"按TG224#;的方法进行试验"应满足4E>条的要求!

<E2"#功能正常性试验

示波器接通电源"经规定的预热时间后"按产品标准中给出的功能进行逐项检查"并满足4E3条的要求!

<E22#性能特性测试

<E22E2#位移范围

<E22E2E2#测试框图

见图#!

图< 图#

<E22E2E!#测试步骤

输入耦合置于#K:$"时间系数置于合适档"信 号 发 生 器 一 般 用2[M0正 弦 波!调 节 信 号 发 生 器 的 输 出

电压"达到检验工作面高 度"并 居 中 稳 定 显 示!然 后 调 节 位 移"在 波 形 无 明 显 失 真 情 况 下"分 别 读 取 上%下

&左%右’两限的最大可移的幅度"即为位移范围!

<E22E!#位移线性误差

<E22E!E2#测试框图

见图#!

<E22E!E!#测试步骤

按产品标准中规定的偏转系数及频率范围进行!输入耦合置于#K:$"时间系数置于合适档!信号发生

器输出为正弦波"按规定的频率调节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压"使幅度达到检验工作面的<"\"并居中稳定显

示!然后调节#位移$"使波形的上边&左边’及下边&右边’分别置于检验工作面的上限&左限’及下限&右限’"

读测对应的显示高度"其位移线性误差由下式求得"取二者较大值!

4:&
& D2""A

VS:&& VD2""
1

2

3
A

&2<’!!!!!!!!!!!!!!!!

##式中(&)))波形为检验工作面<"\时的幅度"/,_*

4)))波形上移&左移’后的幅度"/,_*

S)))波形下移&右移’后的幅度"/,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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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2E;#动态范围

<E22E;E2#测试框图

见图5!

图5

<E22E;E!#测试步骤

输入耦合置于"K:#时间系数置于合适档$脉冲信号发生器输出波形应具有中基准脉冲特性!调节脉冲

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压$约达到检验工作面高度的>"\$居中稳定显示!调节位移按图>所示$分别读取正%负

脉冲上冲的变化4$不超过;\时的位移幅度EN 与EP$则其动态范围4B由下式求得&

+’正脉冲 P’负脉冲

##图>

4B*E"+EP+EN (2#’!!!!!!!!!!!!!!!!

##式中&4B)))动态范围值$/,_*

E")))波形为检验工作面>"\时幅度$/,_*

EP)))波形下移后的幅度$/,_*

EN)))波形上移后的幅度$/,_!
<E22E4#输入阻抗

<E22E4E2#测试框图

见图3!

<E22E4E!#测试步骤

测量电阻时应采用电阻表或直流电桥!在各偏转系数档级上测试!

测量电容时应采用电容表交流电桥$在不小于2[M0频率下$在各偏转系数档级上测试!

高频输入阻抗的测试$应按产品标准中规定的频率要求进行!

被测示波器处于工作状态$分别读取输入端电阻值与电容值!当有误差规定时$其输入电阻误差与输入

电容误差由下式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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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2""A !25"!!!!!!!!!!!!!!!!!

5":5 !2>"!!!!!!!!!!!!!!!!!!!

##式中#6"$$$输入电阻的额定值%4&

@$$$输入电阻的实测值%4&

5"$$$输入电容的额定值%NH&

5$$$输入电容的实测值%NH’

<E22E<#最大输入电压

<E22E<E2#测试框图

见图2"’

图3 图2"

<E22E<E!#测试步骤

被测示波器处于工作状态%输入耦合置(R:)%光迹居中%调节电压源!低频电压源采用直流电压或<"M0
交流电压%高频电压源采用正弦信号发生器"的输出 电 压 与 频 率%达 到 产 品 标 准 中 规 定 值 后%接 通 输 入 电 压%

并持续28,’%断开输入电压%被测示波器仍应工作正常’

<E22E##偏转系数及误差

<E22E#E2#测试框图

见图22’

<E22E#E!#测试步骤

输入耦合置于(R:)%(微调)置校准位置%调节标准电压发生器!在无特殊规定时%标准电压发生器采用2

[M0方波"输出电压%使显示幅度约为检验工作面高度!或长度"的>"\%读取显示高度!或长度"和相应的标

准电压发生器输出电压值8%则偏转系数及误差可由下式求得#

##3$ * 81$

或 #3$ * 82
1

2

3$

!23"!!!!!!!!!!!!!!!!!

?*3$":3$3$
D2""A

* 1$:1$"1$" D2""A

或 #?*2$:2$"2$" D2""

1

2

3
A

!!""!!!!!!!!!!!!!!

##式中###3/$$$偏转系数的实测值%D*/,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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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标准电压发生器输出电压值"D#

1/$或2/"%!!!偏转的显示高度$或长度%"/,_#

?!!!偏转系数误差#

3/"!!!偏转系数的额定值"D&/,_#

1/"$或2/"%!!!偏转的额定显示高度$或长度%"/,_’

注(本测试应在各偏转系数档级上进行’

<E22E5#偏转微调比

<E22E5E2#测试框图

见图22’

图22

<E22E5E!#测试步骤

偏转系数置于任意档")微调*置校准位置"调节标准电压发生器$在无特殊规定时"标准电压发生器采用

2[M0方波%的输出电压"使显示达到检验工作面高度"然后调节微调从最大到最小位置时"分别读取显示的

最大高度19TT 与最小高度19;% "则偏转微调比由下式求得(

19&T

19;%
$!2%!!!!!!!!!!!!!!!!!!!

##式中(18+‘!!!微调最大显示高度"/,_#

18,’!!!微调最小显示高度"/,_’

<E22E>#扩展倍率及误差

<E22E>E2#测试框图

见图22’

<E22E>E!#测试步骤

)倍率*装置置于不扩展"调节标准电压发生器$在无特殊规定时"标准电压发生器采用2[M0方波%输出

电压"使显示高度约为检验工作面高度的>"\"然后使)倍率*置于扩展档"减小标准电压发生器的输出电压

达到额定倍率的电压要求"读取显示高度1"则偏转系数扩展倍率及其误差由下式求得(

3*3"
+1
1"

$!!%!!!!!!!!!!!!!!!!!

?*3":33 D2""A * 1":11 D2""A $!;%!!!!!!!!!!!

##式中(3!!!实测的扩展倍率#

3" !!!额定的扩展倍率#

1" !!!未扩展时的显示高度"/,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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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2E!#E!#测试步骤

偏转系数置于合适档!显示方式置于"延迟扫描#!时间系数 置 于""K$/,_#!调 节 时 标 信 号 发 生 器 的 输 出

频率与延迟扫描时间系 数 相 适 应!使 延 迟 扫 描 触 发 同 步 后!显 示 方 式 改 置"被 延 迟 扫 描#!时 间 系 数 置 于""

G$/,_#!当产品标准无规定时!本项可仅对延迟扫描时间系数""K$/,_#为"2#8J$/,_#!被延迟扫描时间系数

""G$/,_#为""E28J$/,_#的组合状态下测定!扫描置于自激状态!延迟倍率置"2#附近!使波形居中显示!读取

度盘值为02!然后改变"延迟倍率#!依次读取 显 示 波 形 出 现 在 同 一 位 置 时 的 度 盘 值0!%0’A2!则 延 迟 刻 度

线性误差由下式求得!取二者较大值&

V4:&& VD2""A

VS:&& VD2""
1

2

3
A

’4!(!!!!!!!!!!!!!!!!

##式中)&***各相邻度盘读测值之间差值变化量的平均值!/,_+

4***各相邻度盘读测值之间的最大差值!/,_+

S***各相邻度盘读测值之间的最小差值!/,_+

<E22E!5#时基信号输出

<E22E!5E2#测试框图

见图;#&

图;#

<E22E!5E!#测试步骤

偏转系数置于合适档!时基系统置于合适的工作状 态!在 产 品 标 准 规 定 的 负 载 条 件 下!读 出 时 基 信 号 输

出的幅度,波形及极性&

<E22E!>#触发’同步(特性

<E22E!>E2#测试框图

见图;5&

<E22E!>E!#测试步骤

按表!规定测定各有关特性&

表!#触发!同步"特性

步聚条号 <E22E!>E!E2 <E22E!>E!E! <E22E!>E!E; <E22E!>E!E4 <E22E!>E!E<<E22E!>E!E#<E22E!>E!E5<E22E!>E!E>
特性名称 触发’同发(电平控制范围 触发’同发(阈值 触发’同步(频率范围 最高触发’同步(频率

触发源 内 外 内 外 内 外 内 外

垂直偏转系数 基准档 合适档 合适档 合适档 基准档 合适档 基准档 合适档

时间系数 28J$/,_ 置合适档 置合适档 置合适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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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聚条号 <E22E!>E!E2 <E22E!>E!E! <E22E!>E!E; <E22E!>E!E4 <E22E!>E!E<<E22E!>E!E#<E22E!>E!E5<E22E!>E!E>

信 号 源 输

出频率
2[M0正弦波

在规 定 的 频 带 范 围 内 或

各分 段 频 率 范 围 上 限 值

及下限值

按产 品 标 准 中 技 术 要

求规定

等于 或 大 于 规 定 的 最

高频率

信 号 电 压

!无 特 殊 规

定时"

>"\ 的 检

验 工 作 面

高度

等 于 或 大

于 规 定 的

最 大 触 发

电压

实 测 的 最

小 显 示 高

度

实 测 的 最

小 输 入 电

压

规 定 的 最

小幅度

规 定 的

最 小 输

入电压

>"\ 的

检 验 工

作 面 高

度

规 定 的 最

大 触 发 电

压值

操作要求 调节电平#变换极性

在测试频率 保 持 不 变 时#
改变 信 号 源 的 输 出 电 压

幅度

在显 示 高 度!或 电 压"
保持 不 变 时 改 变 信 号

源的输出频率

在 显 示 高 度!或 电 压"
保持 不 变 时 改 变 信 号

源的输出频率

测试要求

显 示 波 形

的 任 意 点

均 能 触 点

!同步"

在 规 定 输

入 电 压 范

围 内 输 入

电 压 均 能

触发同步

测出 稳 定 显 示 时 的 最 小

显示高度!或 电 压"#且 极

性改变应符合要求

测出 稳 定 显 示 时 的 频

率范围

测出 稳 定 时 的 最 高 频

率

测试结果 以格表示 以伏表示 以格表示 以伏表示 以频率表示 以频率表示

#注#2稳定显示$$$指显示的晃动不超过产品标准中的规定%

#!当具有耦合方式装置时#应检验其工作特性是否符合规定%

#;当采用非锁相高频同步时#对<E22E!>E!E;#<E22E!>E!E4的极性要求不作测试%

注#2本特性与允许的时基晃动有关#高频测试时允许图像晃动不超过产品标准规定的晃动值%

!当触发源具有&内’外(等功能时#应分别测定%

;当产品标准中给出正弦波及脉冲波不同要求时#应分别进行测试%

<E22E!3#时基晃动

<E22E!3E2#测试框图

见图;5+%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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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2E!3E!#测试步骤

时间系数置于最快档!经扩展后"#调节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频率为触发!同步"频率范围的上限值#输出电

压达到检验工作面高度的;"\#读取图像在#轴方向上抖动最大的宽度所代表的时间值/d$

<E22E;"#延迟晃动比

<E22E;"E2#测试框图

见图;5+$

<E22E;"E!#测试步骤

被延迟扫描时间系数置于较快档#并处于%自激&工作状态’延迟扫描时间系数与被延迟扫描时间系数的

比值应不小于#2"""#%延迟倍率&置于适当位置#调节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压#使显示为检验工作面高度;"\’

改变信号发生器时标周期#使显示波形与时间系数 相 适 应#并 居 中 显 示#转 动%延 迟 倍 率&#读 取 如 图;>所 示

图像在#轴方向上抖动最大宽度所代表的时间值#则延迟晃动比由下式求得(

4/J
/J

!4;"!!!!!!!!!!!!!!!!!!!

##式中(4/d)))光迹抖动最大宽度与被延迟扫描时间系数的乘积’

/d)))延迟倍率值与延迟扫描时间系数的乘积$

<E22E;2#示波管图像畸变

<E22E;2E2#测试框图

见图;"$

<E22E;2E!#测试步骤

<E22E;2E!E2#边缘直线度偏差

输入耦合置于%接地&!或合适档"#扫描处于自激工作状态!或不工作"#使光迹幅度达到检验工作面的幅

度#调节位移#如图;3所示’测定其在检验工作面内上 下!或 左 右"边 缘 位 置 时#光 迹 最 大 弯 曲 偏 离 直 线 的 距

离08+‘应不超过产品标准中规定$

图;>
图;3

##<E22E;2E!E!#垂直度偏差

输入耦合接地#扫描工作方式置于%自激&#信号发生器输出置于%零&#调节垂直%位移&#使光迹与坐标刻

度的水平轴线重合#然后使时基系统不工作#调节#轴%位移&#使光点处在#*P 坐标的原点#偏 转 系 数 置 合

适档#耦合置%R:&#调节信号发生器输出为检验工 作 面 的>"\以 上#使 图 像 居 中 显 示#如 图4"所 示#读 测 此

时#轴与P 轴图像的交角见图4"$

垂直度偏差为3"iA.$

如使用多束示波管时#应对各电子束分别进行测试$

<E22E;2E!E;#平行度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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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被测示波器各P 轴输入端短路!改变位移!使各通道光迹调节至屏幕中央并保 持 适 当 距 离!然 后 选 择

二条最不平行的光迹!将该二光迹的始端位移重合!测量该二光迹间的夹角#!如图42所示!其平行度偏差由

下式求得"

#*+*7(1412 62>",
#41
.2

$44%!!!!!!!!!!!!!!

##式中"#&&&两光迹的夹角!$i%’

41&&&两光迹末端开口的距离!/,_’

2&&&光迹在检验工作面水平面长度!/,_(

<E22E;!#外调辉

<E22E;!E2#测试框图

见图4!(

图4" 图42

图4!

<E22E;!E!#测试步骤

<E22E;!E!E2#U轴最大输入电压

一般以<"M0交流电压在无匹配电阻的条件下检查!同<E22E<E!步骤(

<E22E;!E!E!#U轴增辉电压与极性

一般以2[M0正弦波电压在匹配的条件下检查(

偏转系数置于合适档!时间系数置 于)28J*/,_+!使 显 示 的 峰 值 电 压 略 小 于 产 品 标 准 规 定 的 增 辉 电 压!

用内触发方式获得稳定的显示波形后!配合辉度调节!应 能 观 察 到 具 有 周 期 性 的 明 暗 调 制 显 示!使 明 亮 处 到

达正常辉度!从明暗分界线中!判断增辉作用的电压值于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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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2E;!E!E;#U轴最高调辉频率

偏转系数与时间系数均置于合适档!调节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压为产品标准规定的调辉电压值!获得图

像稳定显示后!使波形显示出可分辨的调辉现象!改变信 号 发 生 器 的 输 出 频 率 及 时 间 系 数!并 保 持 图 像 稳 定

的调辉现象!直到调辉现象消失前时!此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频率!为最高调频率"

<E22E;;#探极校准信号

<E22E;;E2#测试框图

见图4;与图44"

图4; 图44

##<E22E;;E!#测试步骤

<E22E;;E!E2#探极校准信号电压误差

按图4;连接!测量示 波 器 偏 转 系 数 为 合 适 档!使 触 发 耦 合 接 地 时 光 迹 上 下 居 中!然 后 使 输 出 耦 合 为

#R:$!将被测示波器的校准信号输出与信 号 发 生 器 输 出 分 别 同 时 馈 入 测 量 示 波 器 差 分 输 入 端!调 节 信 号 发

生器的输出!使测量示波器输入信号的差分值波形接近重合!读取此信号发生器指示的电压幅度值= !则 探

极校准信号幅度误差由下式求得%

=":=
= D2""A &4<’!!!!!!!!!!!!!!!!!

##式中%="(((探极校准信号电压幅度的额定值!D)

=(((标准脉冲电压发生器指示的电压幅度值!D"

<E22E;;E!E!#探极校准信号频率误差

按图44连接!调节探极校准信号的输出幅度达到频率计的输入要求!记录频率计所指示的频率!则频率

误差由下式求得%

M":M
M D2""A &4#’!!!!!!!!!!!!!!!!!

##式中%M"(((探极校准信号重复频率的额定值!M0)

M(((频率计显示的重复频率!M0"

<E22E;4#探极的特性

<E22E;4E2#测试框图

见图4<"

<E22E;4E!#测试步骤

按表;进行测试"

<E22E;4E;#探极衰减比及误差的测试方法

在无特殊规定时!信号发生器采用2[M0方波!调节信号发生器输 出 电 压!使 显 示 高 度 均 为 检 验 工 作 面

高度的>"\!然后!将探极置被测衰减档!按约定的倍率!增大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压!达到衰减比的相 应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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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分别读取显示高度1!则探极衰减比及其误差由下式求得"

表;

步骤条号 探极性能特性 测试框图 有关的测试步骤

<E22E;4E!E2 输入阻抗及允差 图4<P 见<E22E4方法

<E22E;4E!E! 最大输入电压 图4<P 见<E22E<方法

<E22E;4E!E; 探极上升时间 图4<+ 见<E22E2#E!E2方法

<E22E;4E!E4 探极上冲 图4<+ 见<E22E2#E!E!方法

<E22E;4E!E< 探极衰减比及误差 图4<+ 见<E22E;4E;方法

图4<

> *>"
#1"
1

$45%!!!!!!!!!!!!!!!!!

?*>":>> D2""A * 1:1"1" D2""A $4>%!!!!!!!!!!!

##式中">&&&实测的探极衰减比’

>"&&&额定的探极衰减比’

1"&&&未衰减时的额定显示高度’

1&&&衰减后!扩大>" 信号电压的显示高度’

?&&&探极衰减比误差(

#注"本项是指探极与示波器组合后的特性检查(

<E22E;<#功率

<E22E;<E2#测试框图

见图4#(

<E22E;<E!#测试步骤

<E22E;<E!E2#视在功率

按图4#+连接!测出被测示波器在额定电源电压条件下的有效值电流与电压!其视在功率由下式求得"

!*=I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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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实测交流电压有效值#D$

I"""实测交流电流有效值#K%

注!当示波器的视在功率与工作状态有明显关系时#应按照产品标准中注明的最大功率状态进行测定%

<E22E;<E!E!#消耗功率

按图4#P连接#测出被测示波器在额定电源电压条件下的实测功率%

图4#

<E2!#其他各项的测试和检验

<E2!E2#预热时间的测试

测量开机至被测示波器满足各项性能准确度要求所需的时间#应小于产品标准中规定的预热时间%

<E2!E!#结构分类的检查

用目测法判别其结构形式#应符合产品标准的规定%

<E2!E;#尺寸的测试

用直尺分别测试被测示波器的外形尺寸#宽&高&深应符合产品标准的要求%

<E2!E4#质量的测试

用标准秤#称整机的质量或主机&插入单元&附件的质量#应符合产品标准的要求%

<E2!E<#使用电源的检查

将符合产品标准规定的电源种类#电压与频率的使用电源插入被测示波器#示波器应正常工作%

<E2!E##电源连结器的检查

用目测法检查%

<E2!E5#示波管的检查

用目测和长度尺检查%

$#检验规则

#E2#检验分类和检验分组

#E2E2#检验分类

本标准规定的检验分为!

+’鉴定检验$

P’质量一致性检验%

#E2E!#检验分组

K组"""主要特性的检验(包括外观与安全’$

G组"""其他特性的检验$

:组"""环境试验(包括气候和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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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组!!!特殊环境试验"包括电磁兼容#盐雾#霉菌#沙尘#淋雨等$%

=组!!!一次性试验"可维修性#热分布#模拟误用与设计余量以及安全等$%

H组!!!可靠性试验&

#E!#检验项目和顺序

检验项目和顺序应按表4#表<进行&

产品标准可根据表4#表<的要求确定检验项目&对表4#表<中未包括的内容’可按需要在产品标准中

增加&

#E;#检验抽样和合格判据

按TG#<3;!>#第;章规定进行&

表4#鉴定检验

序
#
#
号

检验项目

检验分组

K G : R = H

常
#
#
#
温

常
#
#
#
温

温##度 湿##度 机##械

基
#
#
#
准

任
#
#
#
选

额
#
#
#
定

极
#
#
#
限

贮
#
#
#
存

高
#
#
#
运

电

压

和

频

率

基
#
#
#
准

额
#
#
#
定

贮
#
#
#
后

振
#
#
#
动

冲
#
#
#
击

运
#
#
#
输

特
#
#
#
#
#
殊

一
#
#
次
#
#
性

可
#
#
靠
#
#
性

技

术

要

求

章

条

号

试

验

方

法

章

条

号

2 外观与结构 7 A 7 A A A A 7 A 7 8 7 7 7 7 A A 7 4E2 <E!
! 安全性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7 A 4E! <E;
; 环境适应性 A A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A A A 4E; <E4
4 电磁兼容性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7 A A 4E4 <E<
< 热分布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7 A 4E< <E#

#

模 拟 误 用

和 设 计 余

量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7 A 4E# <E5

5 可维修性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7 A 4E5 <E>
> 可#靠#性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7 4E> <E3
3 功能正常性 7 A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A A 7 4E3 <E2"
2" 性能特性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 <E22

位移范围 7 A 7 A 8 A A 7 A 7 8 7 A A 7 A A A 4E2"E2E2<E22E2
位移线性误差 7 A 7 A 8 A A 7 A 7 8 7 A A 7 A A A 4E2"E2E2<E22E!

动态范围 7 A 7 A 7 A A 7 A 7 7 7 A A 7 A A A 4E2"E2E2<E22E;
输入阻抗 7 A 7 A 7 A A 7 A 7 7 A A A 7 A A A 4E2"E2E!<E22E4

最大输入电压 7 A 7 A 7 A A 7 A 7 7 7 A A 7 A A A 4E2"E2E;<E22E<偏 转 系 数

范 围 与 误

差

7 A 7 7 7 A 7 7 7 7 7 7 7 7 7 A A 7 4E2"E2E4<E22E#

微#调#比 7 A 7 A 8 A A 7 A 7 8 7 A A A A A A 4E2"E2E4<E22E5
扩##展 7 A 7 A 8 A A 7 A 7 8 7 A A A A A A 4E2"E2E4<E22E>

串接偏转系数 7 A 7 A 8 A A 7 A 7 8 7 A A A A A A 4E2"E2E4<E22E#
幅度线性误差 7 A 7 A 8 A A 7 A 7 8 7 A A A A A A 4E2"E2E4<E22E3

频带宽度 7 A 7 7 7 A 7 7 7 7 7 7 7 7 7 A A A 4E2"E2E<<E22E2"
上升时间 7 A 7 7 7 A 7 7 7 7 7 7 7 7 7 A A 7 4E2"E2E#<E22E2#E!E2
上##冲 7 A 7 7 7 A 7 7 7 7 7 7 7 7 7 A A 7 4E2"E2E#<E22E2#E!E!
阻##尼 7 A 7 7 7 A 7 7 7 7 7 7 7 7 7 A A 7 4E2"E2E#<E22E25E!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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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
号

检验项目

检验分组

K G : R = H

常
#
#
#
温

常
#
#
#
温

温##度 湿##度 机##械

基
#
#
#
准

任
#
#
#
选

额
#
#
#
定

极
#
#
#
限

贮
#
#
#
存

高
#
#
#
运

电

压

和

频

率

基
#
#
#
准

额
#
#
#
定

贮
#
#
#
后

振
#
#
#
动

冲
#
#
#
击

运
#
#
#
输

特
#
#
#
#
#
殊

一
#
#
次
#
#
性

可
#
#
靠
#
#
性

技

术

要

求

章

条

号

试

验

方

法

章

条

号

脉 冲 顶 部

不平度
7 A 7 A 8 A 8 7 A 7 8 7 8 8 7 A A A 4E2"E2E#<E22E25E!E!

下垂!上斜" 7 A 7 A 8 A 8 7 A 7 8 7 8 8 7 A A A 4E2"E2E#<E22E25E!E;
直流特性 7 A 7 A 8 A 8 7 A 7 8 7 8 8 7 A A A 4E2"E2E#<E22E25E!E4

视 在 信 号

延迟时间
7 A 7 A 8 A 8 7 A 7 8 7 A A A A A A 4E2"E2E5<E22E2#E!E;

通 道 延 迟

时间差
7 A 7 A 8 A 8 7 A 7 8 7 A A A A A A 4E2"E2E><E22E2>

漂##移 7 A 7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2E3<E22E22
噪##声 7 A 7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2E2"<E22E2!

通道隔离度 7 A 7 A 8 A A 7 A 7 8 7 A A 7 A A A 4E2"E2E22<E22E2;
共模抑制比 7 A 7 A 8 A A 7 A 7 8 7 A A 7 A A A 4E2"E2E2!<E22E24

水平位移范围 7 A 7 A 8 A 8 7 A 7 8 7 A A A A A A 4E2"E!E2 <E22E2
外 触 发 输

入阻抗
7 A 7 A 8 A A 8 A 7 8 8 A A A A A A 4E2"E!E!<E22E4

水 平 偏 转

系数
7 A 7 A 7 A 8 7 A 7 8 7 8 8 7 A A A 4E2"E!E4<E22E#

# 轴 频 带

宽度
7 A 7 A 7 A 8 7 A 7 8 7 8 8 7 A A A 4E2"E!E<<E22E2"

#P 相位差 7 A 7 A 7 A 8 7 A 7 8 7 8 8 7 A A A 4E2"E!E#<E22E2<
时 间 系 数

范 围 与 误

差

7 A 7 7 7 A 7 7 7 7 7 7 7 7 7 A A 7 4E2"E!E5<E22E23

时 间 系 数

微调比
7 A 7 A 8 A 8 8 A 8 A 8 A A 7 A A A 4E2"E!E5<E22E!!

扩展误差 7 A 7 8 7 A 8 7 A 7 8 7 8 8 7 A A 8 4E2"E!E5<E22E!;
扫描线性误差 7 A 7 8 8 A 8 7 8 7 8 7 A A A A A A 4E2"E!E5<E22E!4
延迟时间范围 7 A 7 A 8 A A 7 A 7 8 7 A A A A A A 4E2"E!E><E22E!<

延 迟 时 间

刻 度 线 性

误差

7 A 7 A 8 A A 7 A 7 8 7 A A A A A A 4E2"E!E3<E22E!#

触 发 电 平

控制范围
7 A 7 8 7 A A 8 A 7 7 8 A A A A A A 4E2"E;E2<E22E!>

触发阈值 7 A 7 7 7 A 7 7 7 7 7 7 7 7 7 A A 7 4E2"E;E!<E22E!>
触发频率范围 7 A 7 8 7 A A 7 A 7 7 7 8 8 7 A A A 4E2"E;E;<E22E!>
最高触发频率 7 A 7 A 7 A A 7 A 7 7 8 A A 7 A A A 4E2"E;E4<E22E!>

时基晃动 7 A 7 A 7 A A 7 8 7 7 8 A A A A A A 4E2"E!E2"<E22E!3
延迟晃动比 7 A 7 A 7 A A 7 8 7 7 8 A A A A A A 4E2"E!E2"<E22E;"

时基信号输出 7 A 7 A 8 A A 7 A 7 8 7 A A A A A A 4E2"E!E22<E22E!5

5#!!""#年无损检测与探伤应用技术标准手册



序
#
#
号

检验项目

检验分组

K G : R = H

常
#
#
#
温

常
#
#
#
温

温##度 湿##度 机##械

基
#
#
#
准

任
#
#
#
选

额
#
#
#
定

极
#
#
#
限

贮
#
#
#
存

高
#
#
#
运

电

压

和

频

率

基
#
#
#
准

额
#
#
#
定

贮
#
#
#
后

振
#
#
#
动

冲
#
#
#
击

运
#
#
#
输

特
#
#
#
#
#
殊

一
#
#
次
#
#
性

可
#
#
靠
#
#
性

技

术

要

求

章

条

号

试

验

方

法

章

条

号

边 缘 直 线

度偏差
7 A 7 A 8 A A 7 A 7 8 7 A A A A A A 4E2"E4E2<E22E;2E!E2

垂直度偏差 7 A 7 A 8 A A 7 A 7 8 7 A A A A A A 4E2"E4E2<E22E;2E!E!
平行度偏差 7 A 7 A 8 A A 7 A 7 8 7 A A A A A A 4E2"E4E2<E22E;2E!E;
U轴输入电阻 7 A 7 A 8 A A 7 A 7 8 7 A A A A A A 4E2"E4E! <E22E4
U 轴 最 大

输入电压
7 A 7 A 8 A A 7 A 7 8 7 A A A A A A 4E2"E4E!<E22E;!E!E2

U 轴 增 辉

电 压 与 极

性

7 A 7 A 8 A A 7 A 7 8 7 A A A A A A 4E2"E4E!<E22E;!E!E!

U 轴 最 高

调辉频率
7 A 7 A 8 A A 7 A 7 8 7 A A A A A A 4E2"E4E!<E22E;!E!E;

探 极 校 准

信 号 幅 度

误差

7 A 7 A 8 A A 8 A A 8 A A A A A A A 4E2"E< <E22E;;

探 极 校 准

信 号 频 率

误差

7 A 7 A 8 A A 8 A A 8 A A A A A A A 4E2"E< <E22E;;

探 极 输 入

阻抗
7 A 7 A 7 A A 7 A A 7 A A A 7 A A A 4E2"E# <E22E;4

探 极 最 大

输入电压
7 A 7 A 7 A A 7 A A 7 A A A 7 A A A 4E2"E# <E22E;4

探 极 衰 减

比
7 A 7 A 7 A A 7 A A 7 A A A 7 A A A 4E2"E# <E22E;4

探 极 上 升

时间
7 A 7 A 7 A A 7 A A 7 A A A 7 A A A 4E2"E# <E22E;4

尺##寸 7 A 7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2E; <E2!E;
质##量 7 A 7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2E4 <E2!E4
视在功率 7 A 7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5 <E22E;<

#注#7!!!必须进行检验"

#8!!!需要时进行检验"

##A$!!!在必要时由质量部门按需要进行抽测%

0#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5E2#标志

5E2E2#产品标志

+&制造厂名称和商标"

P&产品型号和名称"

>#! !""#年无损检测与探伤应用技术标准手册



7!额定供电电压与频率"

/!保险丝定额及性质"

)!生产序号或生产日期#

5E2E!#包装标志

应符号%S$92"4#;%3;中第<章规定#

5E!#包装

应符号%S$92"4#;%3;中第4章规定#

5E;#运输

应符号%S$92"4#;%3;中第#章规定#

表<#质量一致性检验

序
#
#
号

检验项目

检验分组

K G : R = H

常
#
#
#
温

常
#
#
#
温

温##度 温##度 机##械

基
#
#
#
准

任
#
#
#
选

额
#
#
#
定

极
#
#
#
限

贮
#
#
#
存

高
#
#
#
运

电

压

和

频

率

基
#
#
#
准

额
#
#
#
定

贮
#
#
#
后

振
#
#
#
动

冲
#
#
#
击

运
#
#
#
输

特
#
#
#
#
#
殊

一
#
#
次
#
#
性

可
#
#
靠
#
#
性

技

术

要

求

章

条

号

试

验

方

法

章

条

号

2 外观与结构 7 A 7 A A A A 7 A 7 A 7 A A A A A 7 4E2 <E!
! 安全性 7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 <E;
; 环境适应性 A A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A A A 4E; <E4
4 电磁兼容性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4 <E<
< 热分布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 <E#

#

模 拟 误 用

和 设 计 余

量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 <E5

5 可维修性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5 <E>
> 可#靠#性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7 4E> <E3
3 功能正常性 7 A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A A 7 4E3 <E2"
2" 性能特性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 <E22

位移范围 A 7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2E2<E22E2
位移线性误差 A 7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2E2<E22E!

动态范围 A 7 A A 8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2E2<E22E;
输入阻抗 A 7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2E!<E22E4

最大输入电压 A 8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2E;<E22E<偏 转 系 数

范 围 与 误

差

7 A 7 7 7 A 7 7 7 7 7 7 7 7 7 A A 7 4E2"E2E4<E22E#

微#调#比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2E4<E22E5
扩##展 7 A A A 8 A A A A A 8 A A A A A A A 4E2"E2E4<E22E>

串接偏转系数 A 8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2E4<E22E#
幅度线性误差 A 7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2E4<E22E3

频带宽度 7 A 7 7 7 A 7 7 7 7 7 7 7 7 7 A A A 4E2"E2E<<E22E2"
上升时间 7 A 7 7 7 A 7 7 7 7 7 7 7 7 7 A A 7 4E2"E2E#<E22E2#E!E2
上##冲 7 A 7 7 7 A 7 7 7 7 7 7 7 7 7 A A 7 4E2"E2E#<E22E2#E!E!
阻##尼 7 A 7 7 7 A 7 7 7 7 7 7 7 7 7 A A 7 4E2"E2E#<E22E25E!E2

3#!!""#年无损检测与探伤应用技术标准手册



序
#
#
号

检验项目

检验分组

K G : R = H

常
#
#
#
温

常
#
#
#
温

温##度 温##度 机##械

基
#
#
#
准

任
#
#
#
选

额
#
#
#
定

极
#
#
#
限

贮
#
#
#
存

高
#
#
#
运

电

压

和

频

率

基
#
#
#
准

额
#
#
#
定

贮
#
#
#
后

振
#
#
#
动

冲
#
#
#
击

运
#
#
#
输

特
#
#
#
#
#
殊

一
#
#
次
#
#
性

可
#
#
靠
#
#
性

技

术

要

求

章

条

号

试

验

方

法

章

条

号

脉 冲 顶 部

不平度
7 A 7 A 8 A 8 7 A 7 8 7 A A 8 A A A 4E2"E2E#<E22E25E!E!

下垂!上斜" A 8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2E#<E22E25E!E;
直流特性 A 7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2E#<E22E25E!E4

视 在 信 号

延迟时间
A 7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2E5<E22E2#E!E;

通 道 延 迟

时间差
A 7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2E><E22E2>

漂##移 A 7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2E3<E22E22
噪##声 A 7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2E2"<E22E2!

通道隔离度 A 7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2E22<E22E2;
共模抑制比 A 7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2E2!<E22E24

水平位移范围 A 7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E2 <E22E2
外 触 发 输

入阻抗
A 7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E!<E22E4

水 平 偏 转

系数
7 A 7 A 7 A 7 A 8 7 8 A A A A A A 4E2"E!E4<E22E#

# 轴 频 带

宽度
A A A A 7 A A A A A 7 A A A A A A A 4E2"E!E<<E22E2"

#P 相位差 A 7 A A 8 A A A A A 8 A A A A A A A 4E2"E!E#<E22E2<
时 间 系 数

范 围 与 误

差

7 A 7 7 7 A 7 7 7 7 7 7 7 7 7 A A 7 4E2"E!E5<E22E23

时 间 系 数

微调比
A 8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E5<E22E!!

扩展误差 7 A 7 A 7 A A A A A 7 A A A 7 A A A 4E2"E!E5<E22E!;
扫描线性误差 A 7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E5<E22E!4
延迟时间范围 A 7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E><E22E!<

延 迟 时 间

刻 度 线 性

误差

A 8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E3<E22E!#

触 发 电 平

控制范围
A 7 A A 8 A A A A A 8 A A A A A A A 4E2"E;E2<E22E!>

触发阈值 7 A 7 A 7 A A 7 A 7 8 A 8 8 7 A A 8 4E2"E;E!<E22E!>
触发频率范围 7 A 7 A 7 A A 7 A 7 8 A 8 8 7 A A A 4E2"E;E;<E22E!>
最高触发频率 A 7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E4<E22E!>

时基晃动 A 8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E2"<E22E!3
延迟晃动比 7 A 7 A 7 A A 7 A 7 7 A 8 8 7 A A A 4E2"E!E2"<E22E;"

时基信号输出 A 7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E22<E22E!5

"5! !""#年无损检测与探伤应用技术标准手册



序
#
#
号

检验项目

检验分组

K G : R = H

常
#
#
#
温

常
#
#
#
温

温##度 温##度 机##械

基
#
#
#
准

任
#
#
#
选

额
#
#
#
定

极
#
#
#
限

贮
#
#
#
存

高
#
#
#
运

电

压

和

频

率

基
#
#
#
准

额
#
#
#
定

贮
#
#
#
后

振
#
#
#
动

冲
#
#
#
击

运
#
#
#
输

特
#
#
#
#
#
殊

一
#
#
次
#
#
性

可
#
#
靠
#
#
性

技

术

要

求

章

条

号

试

验

方

法

章

条

号

边 缘 直 线

度偏差
A 8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4E2<E22E;2E!E2

垂直度偏差 A 8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4E2<E22E;2E!E!
平行度偏差 A 8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4E2<E22E;2E!E;
U轴输入电阻 A 7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4E! <E22E4
U 轴 最 大

输入电阻
A 7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4E!<E22E;!E!E2

U 轴 增 辉

电 压 与 极

性

A 7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4E!<E22E;!E!E!

U 轴 最 高

调辉频率
A 7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4E!<E22E;!E!E;

探 极 校 准

信 号 幅 度

误差

7 A 7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 <E22E;;

探 极 校 准

信 号 频 率

误差

7 A 7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 <E22E;;

探 极 输 入

阻抗
A 7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 <E22E;4

探 极 最 大

输入电压
A 7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 <E22E;4

探 极 衰 减

比
A 7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 <E22E;4

探 极 上 升

时间
7 A 7 A 7 A A 7 A 7 7 A A A 7 A A A 4E2"E# <E22E;4

尺##寸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2E; <E2!E;
质##量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2E4 <E2!E4
视在功率 A 8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E2"E5 <E22E;<

#注#7!!!必须进行检验"

#8!!!需要时进行检验"

##A$!!!在必要时由质量部门按需要进行抽测%

5E4#贮存

应符合%S&92"4#;!3;中第5章规定%

25!!""#年无损检测与探伤应用技术标准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