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B射线管光电性能测试方法

)*,+20.!,./.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B射线管的光学参数和电参数的测试方法!并规定了对测试条件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类型的B射线管"

B射线管测试规范和采用的具体测试方法!应在详细规范中加以规定"

+#测试条件

!E2#测试设备

!E2E2#B射线管电气测试用的各种设备应符 合 电 气 设 备 的 规 定 标 准!每 台 设 备 应 有 使 用 说 明 书#电 路

图#仪表校验卡及有关技术资料"

!E2E!#B射线管阳极与阴极接点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大于<""F4"

!E2E;#测试设备应满足被测管的冷却要求!B射线管冷却有以下方式$

!E2E;E2#自然冷却$B射线管附近不应有任何隔板屏蔽以及会引起B射线管过热的其他零部件"若被

测管封闭在箱体内!则箱体上必须有通风孔"

!E2E;E!#强制风冷$若在测试标准或产品标准中没有专门规定冷却方法时!则气流 应 沿B射 线 管 轴 向

流过!冷却系统必须有测量气体流速#流量的仪器!其散热条件应符合详细规范的规定"

!E2E;E;#强制水冷$对强制水冷的B射线管!应装有水的循环系统和测量进水温度及水流量的仪器!其

散热条件应符合详细规范规定"

!E2E;E4#自然油冷$其散热条件应符合产品标准的规定"

!E2E;E<#强制油冷$对强制油冷的B射线管!应装有油的循环系统和测量进油温度及油流量的仪器!其

散热条件应符合详细规范的规定"

油的绝缘强度不应低于;<[D%!E<8F"

!E2E4#测量灯丝特性时!应使连接管子同管座之间的导线以及连接电压表与管座之间的导线电阻足够

小!使其在导线上的压降不超过标准规定值的"E!\"

!E2E<#当灯丝用交流供电时!电源的非线性失真系数如影响到测量灯丝电压的精度&’g2\’时!应进

行修正"

!E2E##对测试电源的要求

!E2E#E2#电源为<"M0交流电!当负载从零增加到最大值时!电源电压的变化不大于2"\"

!E2E#E!#电源频率变动值应在规定值的g"E<\以内"

!E2E#E;#电源在无负载时!电源电压的变动 值 应 在 规 定 值 的g<\以 内!而 在 一 个 项 目 的 试 验 过 程 中!

变动值应在g"E<\以内"

!E2E#E4#电源无负载时!电压波形的瞬时值和相应的理想正弦波形瞬时值之差与理想的正弦波形相应

瞬时值之比应在<\以内"



!E2E#E<#应用三相电源时!每二根相线间的阻抗和其他二根相线间的阻抗的差与该二阻抗平均值之比

应在g2"\以内"

!E2E#E##电源的高压装置接地应良好!接地电阻不应大于"E<4"

!E2E5#用于测量B射线管的阳极电流#灯丝电流#灯丝电压用的交流#直流 电 表 的 精 度 不 低 于2E<级!

其他电表的精度不低于!E<级"

测试设备选用的仪表量程!应保证被测值的读数大于满刻度的2$;"测量灯丝电流%电压&的仪表应使被

测值的读数大于满刻度的2$!"

!E2E>#B射线管电气测试用设备应符合安全技术要求"

!E2E>E2#测试设备必须装有门开关及高压泄放等保护装置"

!E2E>E!#测试设备应有防B射线措施!其泄漏的B射线剂量不应超出国家规定的安全范围"

!E!测试原理图

!E!E2#B射线管阳极电压的测量!在详细规范中未规定时!可采用下列方法之一’

!E!E2E2#从高压发生器的初级测出初级电压!然后根据高压发生器的负载特性曲 线!得 出B射 线 管 的

阳极电压"

!E!E2E!#B射线管的阳极电压经分压器分压后!用峰值表或示波器等测出B射线管的阳极电压"

!E!E!#测试B射线管光电参数时常用的电原理图如图2!>"

图2#自整流电路

图;#三相全波整流电路

!+"三相全波整流电路!单端接地"

82!8##整流元件

!P"三相全波整流!中心接地"电路

82!82!#整流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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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单相全波整流电路

82!8>!整流元件

图4#三相全波整流电路!2!峰"

82!8!!整流元件

图<#恒倍压电路

82!84!整流元件"@2!@4!限流电阻"5!倍压电容器

注#%虚线连接时#左边电路为单端恒倍压电路$

&直流输出波纹系数应小于<\$

’阳极电压为!""[D以下时#阳极接地 可 采 用 单 端 恒 倍

压电路#阳极电压为!""[D!4""[D时#采用中心接地

对称恒倍压电路$

图##脉动倍压电路

@2!@!!限流元件"82!8!!整流元件"

##注#虚线连接时#右 边 的 电 路 为 单 端%阳 极 接 地&脉

动倍压电路$

##说明!+EB射线管阳极电压的测量"图2!5仅画出了!E!E2E2所述的测试方法"所用的测量仪表为交流

电压表#

PE!E!E2E!所述的用分压器$示波器等仪器测量B射线管阳极电压的测量电路如图3#

7E图2!5中灯丝电流表如位于高压端"应可靠绝缘或可采用耐高压的电流互感器引出经放大后由电表

指示"此时整个测量系统的精度应满足!E2E5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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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电容放电电路!用于栅控B射线管"

82!8!!整流元件"@!限流电阻"5!储能电容器

图>#灯丝特性试验电路

注#电压表内阻值应保证流经电压表之

电流小于流经灯丝电流的2\#

###!+"单端接地电路##############!P"中心接地电路

图3#阳极电压测量电路

!E;#测试规则

!E;E2#在测试B射线管时#各电极电压应按下列顺序接通$

灯丝电压#栅极电压#阳极电压%

电极电压的断开应与接通时的相反顺序进行或同时断开%

!E;E!测试强制冷却的B射线管时#应先接通冷却系统#方可加上各极电压#测试完毕时#应先断开各极

电压%如无规定时#至少;8,’后方可断开冷却系统%

!E;E;#旋转阳板B射线管在阳极加高压前#一般应使阳极靶转速达到正常值%

测试栅控B射线管时#如没有说明栅极与灯丝间施加电压#则认为栅极与灯丝同电位%

!E;E4#测试应在TG!4!2&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总则’规定的正常试验条件下进行%

!E;E<#在最高工作管电压#最高反峰压和超电压试验前#允许对管子进行训练!老练"%

’#B射线管灯丝特性的测试

;E2#定义

灯丝特性是指B射线管灯丝电流与灯丝电压的关系%

;E!#原理图

见图>%

;E;#测试方法

加入详细规范中规定的灯丝电流#待电表读数稳定后#读出相对应的灯丝电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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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射线管最高工作管电压的测试

4E2#定义

最高工作管电压是指B射线管在规定的工作条件下!加在阳极与阴极之间所允许的最高正向 阳 极 电 压

峰值"

4E!#原理图

见图2!5中符合详细规范规定的任何一种"

4E;#测试方法

加入按详细规范规定的灯丝电流#电压$!经规定 的 预 热 时 间 后!加 上 最 高 工 作 管 电 压 的 一 半!调 节 灯 丝

电流#电压$!使阳极电流达到产品标准规定的数值"然后以不大于2"[D%J的速度升至最高工作管电压!与

此同时调节灯丝电流#电压$!保持阳极电流不变!并维持详细规范中规定的时间"

注&采用自整流电路时!B射线管所受之反向峰值电压不能超过详细规范所规定的最高反向峰值电压"

%#B射线管最高反向峰值电压的测试

<E2#定义

最高反向峰值电压是指B射线管在规定的阳极电流下!阳极和阴极之间允许承受的最高反向峰值电压"

<E!#原理图

见图2"

<E;#测试方法

加入按详细规范规定的灯丝电流#电压$!经规定 的 预 热 时 间 后!加 人 最 高 反 向 峰 值 电 压 的 一 半!调 节 灯

丝电流#电压$!使阳极电流达到详细规范规定的数值!然后以不大于2"[D%J的速度升至最高反向峰值电压!

与此同时调节灯丝电流#电压$!保持阳极电流不变!并维持详细规范中规定的时间"

$#B射线管超电压的测试

#E2#定义

超电压是指在规定的阳极电流和试验时间下!在B射线管阳极和阴极之间加上按规定的超电 压 系 数 所

确定的峰值电压"

#E!#电原理图

见图2!5中符合详细规范规定的任何一种"

#E;#测试方法

加入按详细规范规定的灯丝电流#电压$!经规定 的 预 热 时 间 后!加 入 超 电 压 值 的 一 半!调 节 灯 丝 电 流 使

阳极电流达到详细规范规定的数值不大于2"[D%J的速度升至规定值!与此同时!调节灯丝电流#电压$!保持

阳极电流不变!并维持详细规范中规定的时间"

注&采用自整流线路时!B射线管所受到的反向峰值电压不应超过最高反向峰值电压"

0#B射线管灯丝发射特性的测试

5E2#定义#灯丝发射特性是指B射线管在给定的管电压条件下!阳极电流与灯丝电流#电压$的关系"

5E!#原理图#见图2!5中符合详细规范规定的任何一种"

5E;#测试方法#将高压时间控制器调在某一时间上2$!调节灯丝电流#电压$至某一值!加上给定的管电

压!如管电压在加载时下跌!则应提高管电压!再次加 载!直 至 管 电 压 在 加 载 时 仍 符 合 给 定 的 数 值!并 读 取 相

应之阳极电流值"用同样方法可测出在#一组$给定管电压下的#一组$I&hM#IM$曲线"

注&2$某一时间是指该时间下所施加能最小于管子允许加载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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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射线管阳极电流稳定性的测试

>E2#定义#阳极电流稳定性是指B射线管在规定的工作条件下!并在规定的时间内!阳 极 电 流 最 大 变

动量与其起始阳极电流之比值"

>E!#原理图#见图2!5中符合详细规范规定的任何一种"

>E;#测试方法#加上按详细规范规定的灯丝电流#电压$值!经规定预热时间后!升高管电压至规定值!

同时快速调节灯丝电流#电压$使阳极电流达到详细规 范 规 定 值!开 始 计 时!在 规 定 的 时 间 内!读 出 阳 极 电 流

最大变化量"

注%灯丝电源电压稳定度小于g"E!\"

.#B射线管最大功率的测试

3E2#定义

3E2E2#B射线管功率是指B射线管工作时!加在B射线管阳极上的功率"其值由下式计算%

!*MD=DI #2$!!!!!!!!!!!!!!!!!

##式中%! &&&#射线管功率!V’

M&&&由管电压波形和阳极电流波形所确定的常数’

=&&&管电压![D’

I&&&阳极电流!8K"

3E2E!#B射线管最大功率是指在一定使用条件下!B射线管功率的最大允许值"

3E2E;#最大连续功率是指能连续加载的最大功率"

3E2E4#最大短时功率是指每次短时间加载的最大允许功率"

##注%除非另有规定!试验前管子为冷态"

3E!#原理图

见图2!5中符合详细规范规定的任何一种"

3E;#测试方法

3E;E2#最大连续功率的测试

加上按详细规范规定的灯丝电流#电压$!经规定 的 预 热 时 间 后!加 上 按 详 细 规 范 规 定 的 管 电 压 的 一 半!

调节灯丝电流#电压$!使 阳 极 电 流 达 到 在 规 定 的 管 电 压 下 最 大 连 续 功 率 所 确 定 的 电 流 值!然 后 以 不 大 于

2"[D(J的速度升至规定值!与此同时调节灯丝电流#电压$!使阳极电流保持不变"试验时间由详细规范规

定"

3E;E!#最大短时功率的测试

参数预调%将高压时间控制器调在比特定时间略小的时间上!参照详细规范规定的I&hM#IM$曲 线 选 定

的灯丝电流#电压$!经预热后!再加上按详细规范规定的 管 电 压!同 时 根 据 仪 表 指 示 的 管 电 压 和 阳 极 电 流 值

进行多次调节!使之符合详细规范规定值!然后切断高压"

测试%保持预调参数!将高压时间控制器调在详细规范规定的特定试验时间上!然后接通高压进行试验"

试验时间及间隔次数由详细规范规定"

注%常用的试验有!旋转阳极B射线管为"̂2%!固定阳极诊断用B射线管为2J"

,2#B射线管光学焦点尺寸的测试

2"E2#定义

光学焦点尺寸是指B射线管的实际焦点在与有用线束中心B射线方向相垂直的平面上的投影尺寸"

2"E!#原理图#见图2!5中符合详细规范规定的任何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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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测试方法

2"E;E2#焦点针孔射线照相法!医用诊断B射线管不推荐使用"

2"E;E2E2#针孔照相机

针孔照相机的针孔尺寸见表2#

表2#针孔尺寸

焦点标称值M
尺####寸$##88

直##径0 高##度’
&2E" "E";"g"E""< "E"5<g"E22"

(2E2 "E2""g"E""< "E<""g"E"2"

##针孔光阑的主要尺寸如图2"所示#

针孔光阑必须用下列材料之一制造%钨&钽&含铂2"\的金铂合金&含铼2"\的钨铗合金&含铱2"\的铂

铱合金#

2"E;E2E!#胶片

必须用射线摄影用微粒胶片拍摄$不用增感屏$例如牙科射线胶片#

2"E;E2E;#针孔照相机的准直

基准轴线与针孔轴线所成的角度小于或等于2"A;*+/见图22#

图2"#针孔光阑的主要尺寸 图22#针孔照相机的准直

##2"E;E2E4#针孔照相机的位置

针孔光阑的入射面与焦点的距离必须使实际焦点范围内的放大倍率变化在基准方向不超过g<\$按下

列公式计算%

%
9 *? !!"!!!!!!!!!!!!!!!!!!!

%
9+((

"-3<? !;"!!!!!!!!!!!!!!!!!

%
9:F&

2-"<? !4"!!!!!!!!!!!!!!!!!

##式中%?’’’放大倍率(

(’’’基准面至实际焦点离光阑较远边缘的距离(

F’’’基准面至实际焦点离光阑较近边缘的距离(

%’’’光阑至胶片的距离(

9’’’基准面至光阑的距离$此距离不允许小于2""88#

2"E;E2E<#胶片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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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片必须与基准方向垂直!胶片至针孔光阑入射面的距离根据放大倍率按表!确定"放大倍率=的精度

应在g;\以内#$
表!#焦点针孔射线照片的放大倍率

焦点标称值M 放大倍率?h%9
&2E"
(2E2

=(!
?(2

2"E;E2E##负载因素

摄取焦点射线照片的负载因素按表;规定$

图2!#基准面和尺寸

表;#负载因素

B射线管最高

工作管电压=

[D

负#载#因#素

管#电#压 阳#极#电#流

##O&5<

5<)O&2<"

##O’2<"

最高工作电压

5<[D

<"\最高工作电压

对应于焦点最大功

率<"\的阳极电离

##如果表;规定不符合B射线管正常使用的条件!则可在详细规范中另行规定$

2"E;E2E5#焦点针孔射线照片的拍摄

胶片的曝光程度必须使充分显影后的黑度最高区域的局部漫射密度在2E"至2E4之间$

胶片灰雾度和片基本身的黑度不得超过"E!漫射密度$

2"E;E2E>#测量

焦点尺寸由焦点射线照片的长度和宽度尺寸除以放大倍率?来确定$

焦点射线照片从背面照明!照度约;"""2‘!通过2"倍放大镜用目力检查!放大镜上有间隔为"E.88的

网格$

如照片相失真!则宽度方向可以选择 与 辐 射 强 度 最 高 区 域 方 向 相 垂 直!通 常 是 焦 点 宽 度 显 现 最 小 的 方

向!见图2;$

图2;#焦点失真时测定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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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E!#焦点狭缝射线照相法!适用于工作电压至!""[D的医用诊断B射线管"#

2"E;E!E2#狭缝照相机

狭缝照相机的狭缝光阑尺寸见图24

2"E;E!E4#狭缝照相机的位置同针孔照相机$见2"E;E2E4条#

2"E;E!E<#狭缝光阑的方位拍摄焦点的狭缝射线 照 片 时$狭 缝 光 阑 的 方 向 必 须 使 狭 缝 的 长 度 对 测 定 的

两个方向垂直$偏差在g"E"3*+/!g<i"范围内#

为了测量焦点的长度$测定的方向必须与B射线管的纵轴平行#

为了测量焦点的宽度$测定的方向必须与测量焦点长度时的方向相垂直#

光学焦点失真时的测定方向见图2;#

2"E;E!E##胶片的位置

胶片必须与基准方向垂直$由狭缝光阑入射面算起的距离根据放大倍率按表4确定!放大倍率的精度应在

g;\以内"#

图24#狭缝光阑的基本尺寸 图2<#狭缝照相机的准直

表4#焦点狭缝射线照片的放大倍率

焦点标称值M 放大倍率?h%9
Z&"E4

"E<&M&2E"
Z(2E2

?(;
?(!
?(2

##2"E;E!E5#负载因素同2"E;E2E#条#

2"E;E!E>#焦点狭缝射线照片的拍摄同2"E;E2E5条#

2"E;E!E3#测量

焦点尺寸必须根据两张焦点狭缝射线照片确定#对 每 一 张 焦 点 狭 缝 射 线 照 片$在 狭 缝 的 影 像 长 度 的 中

点处$狭缝影像宽度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中心部位黑度最高区域测量胶片黑化程度#

测量时从照片背面照明$照度约;"""2‘$通过2"倍放大镜用目力检查$放大镜上有间隔为"E28F的网

格#

焦点的尺寸由焦点狭缝射线照片的长度和宽度尺寸除以放大倍率?来确定#

,,#B射线管辐射能通量密度均匀性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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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2#定义

辐射能量通量密度均匀性是指B射 线 管 在 特 定 的 有 用 射 线 输 出 区 域 上 辐 射 强 度 的 不 均 匀 性!以?h

KA>
K ]2""\来表示"其中K 为各测量点中辐射强度最大值#> 为最小值$!

22E!原理图

见图2!5中符合详细规范规定的任何一种!

22E;#测试方法

22E;E2#结构分析用管各输出窗辐射强度均匀性的测试!

22E;E2E2#将B射线胶片放置在紧紧靠着射线输出窗口的不透光盒子内!

22E;E2E!#用详细规范规定的条件进行一次曝光!

22E;E2E;#用黑度计测量各窗口辐射场胶片黑度的平均值"取;!4点$来衡量该窗口辐射能通量密度的

大小#测量时注意使每个测定点的区域不超过最大照射场尺寸的<\#胶片黑度的拍摄要求见2"E;E2E5条!

22E;E2E4#由各窗口测得的辐射场胶片黑度的平均值来确定各输出窗辐射能通量密度的不均匀性!

22E;E!#周向辐射B射线管射线强度均匀性的测试!

周向辐射B射线管的测量点#是 在 有 用 射 线 区 域 内#与 管 子 轴 线 垂 直 的 平 面 上#与 管 子 轴 线 等 距 且 以

2!"i角度配置的;个点上进行!用B射线剂量仪来测定辐射能量密度的均匀性!

,+#B射线管B射线剂量率的测试

2!E2定义#B射线剂量率是指在规定的距离及方位上#在规定的电压%电流下测得的单位时间内的照射

量数值#单位为:&[1A2&JA2或8:&[1A2&IA2!

2!E!#原理图#见图2!5中符合详细规范规定的任何一种!

2!E;#测量方法#将剂量仪的探头放在详细规 范 规 定 的 距 离 及 方 位 上#在 规 定 的 电 压%电 流 下 测 试#当

剂量仪有稳定的指示后读取剂量率值!

注’如详细规范上未指定测试点的方位#则认为测试 点 位 于 射 线 束 中 心 线 上#并 且 认 为 在 管 外 无 其 他 衰

减材料情况下测试"大气除外$!

,’#B射线管固有滤过的测试

2;E2#定义#固有滤过是指B射线管本身部件对B射线的滤过!用相当于等量滤过的铰%铝或铜的厚

度来表示!

2;E!#原理图#见图2!5中符合详细规范规定的任何一种!

图2##固有滤过测试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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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测试方法#测试装置原理图如图2#所示!

其中铰窗管与被测管的靶材和靶角相同!如靶角不同"可以通过倾斜使得到相同靶角出来的射线束!

当被测管输出窗主要由铍或其他类似物质组成时"滤片用铍!

当被测管最高工作管电压不超过!""[D时"滤片用铝!

当被测管最高工作管电压从2<"[D到4""[D时"滤片可用铜!

测量时被测管与铍窗管测试条件完全相同#包 括 管 电 压$电 流$距 离$方 位%!管 电 压 为 被 测 管 最 高 工 作

管电压的一半#或由详细规范规定%"阳极电流由详细规范规定!

2;E;E2#测出不同厚度滤片#G)$K2或:@%与第一半价层的关系曲线#如图25%!

2;E;E!#测出被测管的第一半价层值E!

2;E;E;#由图25曲线找出其相应的滤片厚度O!

则O值即为被测B射线管的固有滤过!

,(#B射线管光谱纯度的测试

24E2#定义

B射线光谱纯度是单色工作的B射线管靶面材料特征谱线3 .2对杂质谱线的相对强度"以最 强 杂 质 谱

线积分强度与靶面材料特征谱线3.2积分强度之比来衡量"其比值称为杂质谱线相对强度!

24E!#原理图

见图2!5中符合产品标准规定的任何一种!

24E;#测试方法

光谱纯度的测试是在电压和电流稳定度不大于"E!\的B射线衍射仪上进行!也可以采用电压和电流

稳定度不大于"E!\的应用B射线衍射原理#%$h!$J,’#%制成的其他装置上进行!

B射线光谱纯度测试的光路结构如图2>!

其中&+E光源$分光晶面与接收狭缝4之轴线互相平行’

PE分光晶面与衍射仪圆轴合相重合’

7E光源与接收狭缝4应位于衍射仪圆周上"

/E光源H$狭缝2$%2$!固定不动"狭缝;$%!$4及计数管D以!倍于分光晶面的角速度同步旋转!

图25#滤片厚度与半价层关系

##注!另一种测试方法是找出被测B射线管窗口组成

的代用物质!由该物质取代滤片测出其第一

半价层值"由图25曲线找出其相应滤

图2>#光谱纯度测试光路结构示意图

H#光源$#%2%%!#索洛狭缝$2#第一狭缝&开放’$

!#发散狭缝 &2(#i或"E"!88’$;#收剑狭缝&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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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厚度!即得到被测管的固有滤过值" 4#接收狭缝 $"E288%&D#计数管

将待测B射线管装在衍射仪上!图2>H位置"#在 详 细 规 范 规 定 的 电 参 数 条 件 下#测 绘 该B射 线 管 的 谱

线图#如图23或!"所示$

图23#单色B射线管谱线 图!"#单色B射线管谱线

##24E;E2#检查谱线图

测得的谱线中#各特征谱线积分强度相对值应符 合 表<之 规 定!检 查 任 意 二 个 波 长 即 可"$各 谱 线 所 在

角#可按%$h!$J,’#计算#-为波长$

表<#各特征谱线积分强度相对比值!3系"

靶材

特征谱线相对强度!3 系"及波长!2"A2"8"

.2 .! #2
强度 波#长 强度 波#长 强度 波#长

铜 2"" 2E<4"< 4#E" 2E<44; 2<E> 2E;3!2
铬 2"" !E!>3# <"E# !E!3;< !2E" !E">4>
铁 2"" 2E3;<3 43E2 2E3;33 2>E! 2E5<#<
钴 2"" 2E5>>3 <;E! 2E53!5 23E2 2E#"5<
钨 2"" "E!">3 45E" "E!2;> 2>E2 "E2>4;
铑 2"" "E#2;! <2E2 "E#25# !<E; "E<4<<
银 2"" "E<<3; <2E5 "E<#;5 !4E" "E435#
钼 2"" "E5"3! <"E# "E52;< !;E; "E#;!!
镍 2"" 2E#<5> 45E# 2E##2# 25E2 2E<""2

$为分光晶体晶格常数#U%H!""之!$h4E"!>$

如果各特征谱线相对强度值偏离表<应有 比 例 数2"\以 上 时#则 应 重 新 调 整 测 绘$如 铬 靶 管3&!大 于

#"E#或小于4"E#时#必须加衰减片重测$

24E;E!#计算方法

1 *EZE"D
2""A !<"!!!!!!!!!!!!!!!!!

##式中%1&&&杂质谱线相对强度’

E0&&&最强杂质谱线积分强度’

E(&&&靶材特征谱线3.2#积分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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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某波长谱线的积分强度"一律以该线峰包线包 围 的 面 积 计 算"可 用 积 分 仪 测 量 或 以 矩 形 近 似 法 计

算#每一矩形之宽度不大于;88"也可以取衍射仪记录纸每一小格的宽度作为矩形宽度#对图!"可先算出

3.$即.2?.!%总积分强度"再按表<比值折算出3&2强度后"按$<%式计算杂质谱线相对1 值#也可以先算

出3!2积分强度"再按表<比值折算3.2强度#

如果3.2和3.! 在其高次波$%$h!$J,’#中取%h!以上时%可以分开"则可在大角度$#%处"扫 描 出 高 次

谱线图"利用其同次波峰包线积分强度计算杂质谱线相对强度1 值#

&如果所得谱线图中"杂质谱线很小而难以计算积 分 强 度 时"可 在 该 杂 质 谱 线 所 在 角 附 近"减 小 衰 减 率

重新小范围扫描"利用其较大峰包线算出积分强度后"再缩小相应倍数即可#

’本方法也适用于点焦点B射线管光谱纯度测试#

(#若被测管之外形尺寸或冷却方式与现行衍射仪管套不相适应时"必须设计配置专用管套#

,%#栅控B射线管灯丝姗极间耐压的试验

2<E2#定义

灯丝栅极间耐压是指栅控B射线管的灯丝和栅极之间能承受规定的电压#

2<E!#原理图

见图!2#

图!2#灯丝栅极间耐压试验电路

测试电源电压可调#

2<E;#测试方法

把测试电源输出电压从零逐步上升至详细规范规定值"并维持规定的时间"观察有无绝缘破坏的异常现

象#

,$#栅控B射线管阳极电流截止特性的试验

2#E2#定义

阳极电流截止栅压是指栅控B射线管在最高工作管电压及阳极电流截止栅压下"观察阳极电 流 能 否 截

止的试验#

2#E!#原理图

见图5#

2#EE;#测试方法

依次加上按详细规范规定的灯丝电流$电压%&阳极电流截止栅压及最高工作管电压"然后用B射线计最

仪观察阳极电流是否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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