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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金属板材超声板波探伤方法的一般要求!探伤设备!对比试样!板波模式的选择!探伤方法

及缺陷评定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厚度不大于受检板材表面波波长<倍的容器钢!不锈钢!高温合金等金属板材超声板波探

伤#但必须证实所激发的声波确为板波#并能以足够的探伤灵敏度进行探伤"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 标 准 的 条 款"凡 是 注 日 期 的 引 用 文 件#其 随 后 所 有 的 修

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

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合于本标准"

TG&92!#"4E2无损检测术语 超声检测

SG&92""#2K型脉冲反射式超声波探伤仪通用技术条件

’#术语和定义

TG&92!#"4E2标准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E2#板波#N.+()b+_)
板波指的是当导声板状物体横截面厚度与波长 在 同 一 数 量 级 时#在 此 板 内 所 传 播 的 声 导 行 波"它 包 括

U+8P波和%M波"U+8P波是由纵波与垂直偏振的 横 波 合 成 的#而%M波 则 是 一 种 水 平 偏 振 的 横 波"每 种

板波都有自己的频率方程及依次绘制出的频散曲线#即相速度 与 群 速 度 对 频 率 与 板 厚 乘 积 的 关 系 曲 线 及 质

点位移曲线"

;E!#频散#/,JN)*J,-’
又称色散#指声速随频率变化的现象"

;E;#模式#8-/)
表示质点位移方向与传播方向的关系"在板波中#波的模式表明了声传播过程中质点位移对板中心 的

变化方式"

(#一般要求

4E2#板波探伤可用压电换能器也可用电磁声 换 能 器 进 行"不 论 用 哪 种 换 能 器#都 应 确 保 探 伤 灵 敏 度#

换 能器的中心频率应与检测设备的发射和接收单元的频率相匹配"检测设备发射!接收单元的频带宽度应

尽量窄"

4E!#被探板材表面应平整!光滑!厚度均匀#不应有液滴!油法!腐蚀和其他污物"

4E;#被探板材的金相组织不应在探伤时产生影响探伤的干扰回波"

4E4#探伤场地应避开强光!强磁场!强振动!腐蚀 性 气 体#严 重 粉 尘 等 影 响 超 声 波 探 伤 仪 稳 定 性 或 探 伤

人员可靠观察的因素"



4E<#从事板材探伤人员应持有权威部门认可的超声探伤专业$级或$级以上超声检测技 术 资 格 证 书!

并有足够的超声探伤知识!特别是板波探伤 基 础 知 识 和 技 能!签 发 探 伤 报 告 者 应 获 得 权 威 部 门 认 可 的 超 声

探伤专业/级或/级以上资格证书"

%#探伤设备

<E2#板材探伤用的超声波探伤仪应具有足够高的发射功率和足够宽的发射脉冲宽度"

<E!#发射单元激励脉冲的频带应尽量窄!以免激发出不需要的板波模式"应尽量采用脉冲调制正弦波

发射单元"

<E;#压电探头晶片应足够长!入射角尽量一致!从而减少不需要板波模式的激发!且探头必须在标准试

块上实际测定其发射声波的频率!使之都满足4E2中的要求"

<E4# 探伤仪的其他性能应满足SG#92""#2的要求"<E<#其他探伤设备如传动机构应保证探伤结果

的可靠性和重复性"

$#对比试样

#E2#对比试样用于探伤系统的灵敏度调整"

#E!#对比试样应与被探板材的厚度$声学性质及表面状态相同且内部无影响探伤的自然宏观缺陷"

#E;#对比试样应在成品板材上切取!其长边要垂直压延方向!端面要平直!厚度公差应小于板厚的!\"

#E4#对比试样上的人工伤可采 用 钻 孔 或 刻 槽 的 方 式 制 做!对 比 试 样 的 尺 寸$形 状 如 图2%+&$%P&$%7&$

%/&所示"图2%+&中通孔直径应符合表2的规定"

图2#板波探伤试样示意图

注2!以上所有对比试样中各钻孔或刻槽的加工尺寸公差均应不大于2"\

##注!!对比度样加工要求!均不应存在毛边"刻槽底部不应有明显倒角#

##注;!图中尺寸单位均为88#

##注4!人工伤距板边尺寸根据需要可以调整$

#E<#对比试样型式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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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通孔型对比试样通孔直径 单位为毫米##

板厚/ "E<!2E" ’2E"!!E" ’!E"!4E" ’4E"!>E" ’>E"!2" ’2"
通孔直径 "E> 2E! !E" ;E" 4E" <E"

0#板波模式选择

5E2#探伤时板波模式的选择方法是根据板波的频率方程或由其绘出的频散曲线!在已给定的板厚及选

定的工作频率下!找出所需模式的相速度"对有机玻璃楔块式压电探头 而 言!U+8P波 可 根 据 下 式 计 算 人 射

角."

.h+*7J,’
:U
:X

式中#5F$$$所激发U+8P波模式的相速度%

5)$$$有机玻璃的纵波速度"

几种常用的板波频散曲线!参见附录G&附录:&附录R&附录=&附录H&附录T&附录 M&附录$&附录U&

附录C&附录U&附录 F"

5E!#无论采用哪种方法选择板波模式!都要保证 供 需 双 方 探 伤 灵 敏 度 的 一 致 性!并 保 证 各 种 缺 陷 不 漏

检!必要时可采用两种或更多的板波模式进行探伤"

5E;#为减少由频散引起的信号显示上的混杂现 象!在 选 择 板 波 模 式 和 频 率 时!应 使 群 速 度 对 频 率 一 厚

度乘积的变化率尽可能小"供需双方所选用的板波模式一定要一致"

/#探伤方法及缺陷评定

>E2#探伤方法

>E2E2按供需双方合同’协议(所商定的人工伤调节探伤的起始灵敏度!使所有人工伤回波高度调至不低

于仪器荧光屏满刻度的>"\!并使仪器还有足够的灵敏度余量"扫查时灵敏度至少应提高#/G"为提高探

伤效率!应使探头至人工伤的距离尽量大"

>E2E!#探测方向应与板材压延方向垂直"必要时!应沿压延方向再探一次"

>E2E;#在使用压电探头时应确保声耦合稳定"

>E2E4#在探伤过程中要保证板边盲区不大于<"88"

>E!#缺陷评定

>E!E2#当探伤仪荧光屏上的始波和板边反射波间出现回波信号或板边反射波的位置异常时!在排除干

扰及扫查距离发生变化等因素后!应视 为 缺 陷 信 号!并 应 从 其 他 方 向 对 缺 陷 的 大 小 和 回 波 高 度 做 进 一 步 评

定"对于条状缺陷可用#/G衰减法确定其指示长度"

>E!E!#可用液滴法或试块比较法确定缺陷的位置"

>E!E;#可利用超声测厚或其他适当方法核定所探出缺陷的位置和尺寸"

.#探伤记录及报告

3E2#探伤记录至少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试验项目&板材编号&板材规格&探伤标准编号%

P(探伤方法’或工艺规程(&探伤仪器&工作频率&探头频率&探头尺寸&探头入射角!板波模式%

7(对比试样厚度&对比试样上用于校准灵敏度的人工伤尺寸&探测距离%

/(探伤起始灵敏度&缺陷的指示位置与指示长度及回波高度等探测结果%

)(探伤日期&探伤检测人员签字等"

3E!#探伤报告应包括探伤记录中的适当内容及签发报告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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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K
!资料性附录"

自由边界条件下的板波频率方程

对称型!J型"的频率方程#

"<!$!$!"
"<!$&$!"*A

4.#>
!

!>
!A#

!"!
非对称型!+型"的频率方程#

(1!/#$!"
(1!/.$!"*:

!3
!:!

!"!

4&!3
!

##式中#&!h1!$5!2A3
!%!

!h1!$5!RA3
!
3h1$5F1h!.M

52 &&&材料中的纵波速度’单位为秒每米!8$J"%

5B &&&材料中的横波速度’单位为秒每米!8$J"%

5! &&&U+8P波相速度’单位为秒每米!8$J"%

$ &&&板材厚度’单位为米!8"%

M &&&U+8P波激励频率’单位为赫兹!M0"(

附#录#G
!资料性附录"

4"#高强度钢板板波频散曲线

4"#钢中#纵波速度:Uh<3!"8$J 横波速度:Jh;!""8$J

图G2#4"#钢板U+8P波相速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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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4"#钢板U+8P波群速度曲线

图G;#4"#钢%M波相速度曲线

图G4#4"#钢板%M波群速度曲线

对称型式’h"!!!4!#""

非对称型式’h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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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资料性附录"

低碳钢板板波频散曲线

低碳钢中#纵波速度:Uh<3<48$J 横波速度:Jh;!!38$J

图:2#低碳钢板U+8P波相速度曲线

图:!#低碳钢板U+8P波群速度曲线

附#录#R
!资料性附录"

2:*2;材料板波频散曲线

2:*2;材料中%纵波速度:Uh#!!"8$J####横波速度:Jh;!!"8$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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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R2#2:*2;材料U+8P波相速度曲线

图R!#$:*2;材料U+8P波群速度曲线

附#录#=
!资料性附录"

2:*2>L,39,材料板波频散曲线

2:*2>L,39,材料中#纵波速度:Uh<>3<8$J####横波速度:Jh;"3>8$J

图=2#2:*2>L,39,材料U+8P波相速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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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L,39,材料U+8P波群速度曲线

附 #录#H
!资料性附录"

:*25L,!材料板波频散曲线

:*.5L,!材料中#纵波速度5Uh#2#"8$J####横波速度5Jh;!;"8$J

图H$#:*25L,!材料U+8P波相速度曲线

图H!#:*25L,!材料U+8P波群速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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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T
!资料性附录"

TM2#3材料板波频散曲线

:M2#3材料中#纵波速度5Uh<><"8$J### 横波速度5Jh;"<!8$%

图T2# TM2#3材料U+8P波相速度曲线

图T!# TM2#3材料U+8P波群速度曲线

附#录#M
!资料性附录"

9K!材料板波频散曲线

9K!材4料中#纵波速度5Uh#!4"8$J### 横波速度5Rh;2<"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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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M2#9K!材料U+8P波相速度曲线

图 M!#9K!材料U+8P波群速度曲线

附# 录#2
!资料性附录"

9K5材料板波频散曲线

9K5材料中#纵波速度5Uh##4"8$J#### 横波速度5Jh;;5"8$J

图22#9K5材料U+8P波相速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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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K5材料U+8P波群速度曲线

附# 录#S
!资料性附录"

9:!材料板波频散曲线

9:!材料中#纵波速度5Uh#<2"8$J###横波速度5%h;!>"8$J

图S2#9:!材料U+8P波相速度曲线

图S!#9:!材料U+8P波群速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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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C
!资料性附录"

9:4材料板波频散曲线

9:4材料中#纵波速度5Uh#<!"8$J###横波速度5%h;2<"8$J

图C2#9:4材料U+8P波相速度曲线

图C!#9:4材料U+8P波群速度曲线

附 #录#U
!资料性附录"

<K"#材料板波频散曲线

<K"#材料中#纵波速度5Uh###2"8$J###横波速度5%h;#2#"8$J

图U2#<K"#材料U8+P波相速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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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U!#<K"#材料U8+P波群速度曲线

附#录#F
!资料性附录"

!K2!材料板波频散出曲线

!K2!材料中!纵波速度5Uh#44"8"J###横波速度5Jh;2<"8"J

图 F2#!K2!材料U+8P波相速度曲线

图 F!#!K2!材料U+8P波群速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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