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无损检测术语#声发检测

)*!1,+$2(&(",..2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声发射检测的一般概念!声发射检测设备"器件和材料!声发射检测方法中使用的术语#

本标准适用于声发射检测#供制订标准和指导 性 技 术 文 件!及 编 写 翻 译 教 材"图 书"刊 物 等 出 版 物 时 使

用#

+#声发射检测的一般概念

!E2#声发射$K=%#+7-@J(,7)8,JJ,-’
材料中由于能量从局部源快速释放而产生瞬态弹性波的一种现象#

!E!#声发射事件#+7-@J(,7)8,JJ,-’)_)’(
引起声发射的材料局部变化#

!E;#声发射源#+7-@J(,7)8,JJ,-’J-@*7)
声发射事件的物理源点#材料结构的局部力学运动!如局部范性流变"微裂纹的发生和发展及金属相变

等!发生声发射现象的机理源#

!E4#激励#J(,8@.+(,-’
通过对受检件加力"加压"加热等以活化声发射源#

!E<#声发射信号#+7-@J(,7)8,JJ,-’J,1’+.
通过检测声发射事件而获得的电信号#

!E##突发发射#P@*J()8,JJ,-’
对发生在材料中的与各分立声发射事件有关的离散信号所作的定性描述#

注&名词突发发射仅推荐用于定性描述发射信号的形貌#

!E5连#续发射7-’(,’@-@J)8,JJ,-’
对由声发射事件快速出现而产生的持续信号所作的定性描述#

!E>#声发射通道#+7-@J(,7)8,JJ,-’7I+’’).
一个换能器从声发射源接收的信号所单独通过 的 电 子 学 处 理 系 统#系 统 中 可 包 括&前 置 放 大 器 或 阻 抗

匹配变压器!滤波器!二次放大器!连接电缆!以及信号处理机等#

!E3#振铃计数#*,’1A/-b’7-@’(
在任何选定的试验区间!声发射信号超过预置阈值的次数#

!E2"#振铃计数率#*,’1A/-b’7-@’(*+()
单位时间所出现的声发射振铃计数#

!E22#事件计数#)_)’(7-@’(
逐一计算每一可辨别的声发射事件所获得的数值#



!E2!#事件计数率#)_)’(7-@’(*+()
单位时间的事件计数!

!E2;#声发射事件能量#+7-@J(,7)8,JJ,-’)_)’()’)*1Y
为一声发射事件所释放的全部弹性能!

!E24#声发射信号幅度#+7-@J(,7)8,JJ,-’J,1’+.+8N.,(@/)
由声发射信号的波形所获得的幅度最大偏移!

!E2<#阈值电压#_-.(+1)(I*)JI-./
在电子比较器上"阈值可由使用者调定#设计所固定或自动漂移的电压值!可用以判别幅度大于此值的

信号!

!E2##信号过载点#J,1’+.-_)*.-+/N-,’(
对于任何规定的放大器增益控制调节"在输入信号从放大器线性范围内的任一水平增加时"输出输入比

与在线性工作范围内所观察到的输出输入比相差达到;/G时的输入信号幅度!

!E25#声发射特征#+7-@J(,7)8,JJ,-’J,1’+(@*)
测试系统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所观察到的与试件有关的声发射信号的可再现特征!

!E2>#凯塞$C+,J)*%效应#C+,J)*)ZZ)7(
在固定的灵敏度下"在超过先前所施加的应力级之前不出现可探测到的声发射!

!E23#费利西蒂$H).,7,(Y%效应#H).,7,(Y)ZZ)7(
在固定的预置灵敏度级和低于先前所加应力级的情况下"出现可探测到的声发射!

!E!"#费利西蒂$H).,7,(Y%比#H).,7,(Y*+(,-
费利西蒂效应出现时的应力对先前所加最大应力之比!

注&此固定灵敏度级通常与先前加载或试验时所用的相同!

!E!2#累积声发射幅度分布#7 $8%7@8@.+(,_)$+7-@J(,7)8,JJ,-’%+8N.,(@/)/,J(*,P@(,-’
以信号超过某一任意幅度D的声发射事件数M作为幅度8 的函数所表示的分布!

!E!!#越过阂值累积声发射分布#M"$8%7@8@.+(,_)$+7-@J(,7)8,JJ,-’%(I*)JI-./7*-JJ,’1/,J(*,P@(,-’
以超过某一任意阈值的声发射信号次数Z( 作为阈值电压$8%的函数所表示的分布!

!E!;#微分声发射幅度分布M$7%#/,ZZ)*)’(,+.$+7-@J(,7)8,JJ,-’%+8N.,(@/)/,J(*,P@(,-’
以信号幅度在D?*D之间的声发射事件数Z作为幅度_的函数所表示的分布!M$7%乃是累积幅度分布

H$D%的导数的绝对值!

!E!4#越过阈值微分声发射分布M"$7%#/,ZZ)*)’(,+.$+7-@J(,7)8,JJ,-’%(I*)JI-./7*-JJ,’1/,J(*,P@(,-’
以峰值在阈值D和D?*D之间的声发射信号次数Z(作为阈值_的函数所表示的分布!M"$7%乃是越过阈

值累积分布H($D%的导数的绝对值!

!E!<#对数声发射幅度分布<$7%#.-1+*,(I8,7$+7-@J(,7)8,JJ,-’%+8N.,(@/)/,J(*,P@(,
以信号幅度在7和&7$这里&为一不变乘数%之间的声发射事件数作为幅度的函数所表示的分布!这是

微分幅度分布的一种变形"适合于用对数表示的基准线!

!E!##上升时间#*,J)(,8)
声发射事件波形包络从超过第一个阈值起到达峰值$或预置的第二个阈值%时的时间间隔!

!E!5#持续时间#/@*+(,-’
一个声发射事件信号从第一次超过阈值至最后一次降至阈值的时间!

!E!>#过载恢复时间#-_)*.-+/*)7-_)*Y(,8)
仪器或部件在紧靠接受幅度超过线性工作范围的声发射信号之后偏压或偏流变得不正确的一段时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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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

!E!3#重新进入工作状态延迟时间#*)+*8/).+Y(,8)
在探得声发射事件后"仪器或部件无能力接受新 信 息 的 一 段 时 间 间 隔!重 新 进 入 工 作 状 态 延 迟 时 间 有

的可改变"有的不可改变!

!E;"#仪器闭塞时间#,’J(*@8)’(+(,-’/)+/(,8)
跟随在一声发射事件之后仪器失去其规定功能 的 一 段 时 间 间 隔!仪 器 的 闭 塞 时 间 与 两 个 因 素 有 关"即

过载恢复时间和重新进入工作状态延迟时间!

’#声发射检验设备!器件和材料

;E2#声发射换能器#+7-@J(,7)8,JJ,-’(*+’J/@7)*
可将弹性波所产生的质点运动转变成电信号的一种探测器件!常为压电性的!

同义词#声发射传感器#+7-@J(,7)8,JJ,-’J)’J-*

;E!#耦合剂#7-@N.+’(
填充在换能器和试件接触处的一种材料"在声发射监测期间"可改善声能穿过界面的传播!

;E;#声发射波导杆#+7-@J(,7)8,JJ,-’b+_)1@,/)
高保真声波导出器件"当声发射换能器不能与试件 直 接 接 触 时"可 将 此 杆 一 端 与 试 件 接 触"另 一 端 与 换

能器耦合"以进行信号检测!

(#声发射检测方法

4E2# 区域定位#0-’).-7+(,-’
用多个换能器各自监听一定区域"采用逐次逼近法确定声发射源所在区域!

4E!#时差定位#.-7+(,-’@N-’/).(+A9
根据信号到达时差确定声发射源的位置!

4E<#源定位#J-@*7).-7+(,-’
对声发射源进行区域定位或时差定位!

4E4#阵列#+**+Y
为声发射源的定位计算"将换能器按一定排列方式所进行的配置!

4E<#信号到达时间差*";J#+**,_+.(,8),’()*_+.
为换能器阵列的第,个和第d个换能器所探测到的声发射波到达时间的间隔!

4E##时差区域校准定位#0-’)7+.,P*+(,-’.-7+(,-’
用模拟源在给定区域内测得信号到达时差范围"将落 在 该 时 差 范 围 内 的 声 发 射 信 号 作 为 该 区 域 的 声 发

射!

4E5#线阵$列%#.,’)+*+**+Y
按一维空间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换能器构成的单时差定位阵列!

4E>#平面阵$列%#N.+’+*+**+Y
在平面内定位声发射源的一种换能器排列!可为三角阵&方阵和菱形阵!

4E3#正三角形阵列#(*,+’1@.+*+**+Y
一种三时差声发射源平面定位阵列"三个换能器分别 位 于 正 三 角 形 的 三 个 顶 点 另 一 个 换 能 器 位 于 正 三

角形的中心!

4E2"#多三角形阵列#8@.(,N.)(*,+’1@.+*+**+Y
由四个或四个以上换能器构成的一种多时差声发射源定位阵列"每三个换能器组成一个三角形阵列"相

邻阵列共用换能器!主要用于检测大型或复杂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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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22#正方形阵列 #Ja@+*)+**+Y
一种三时差声发射源平面定位阵列!四个换能器分别位于正方形的四个顶点"

4E2!#任意四边形阵列#1)’)*+.a@+/+**+Y
一种三时差声发射源平面定位阵列!四个换能器分别位于任意四边形的四个顶点"

4E2;#菱形阵列#/,+8-’/+**+Y
四个换能器按菱形顶点布置的阵列"

4E24#柱面阵列#7Y.,’/*,7+.+**+Y
由四个换能器在柱体表面上所构成的一种声发射源定位阵列!换 能 器 的 周 向 间 距 为3"i!纵 向 间 距 可 以

因各个柱面阵而异"

4E2<#连续线阵列#7-’(,’@-@J.,’)+*+**+Y
由三个或三个以上换能器两两构成的单时差定位阵列!相邻阵列共用换能器"

4E2##符合鉴别#7-,’7,/)’7)/,J7*,8,’+(,-’
利用信号到达两换能器时间关系的一种鉴别"

注#在距离发射源等距离的位置上!对称放置两个换能器!根据监视范围预置一到达时差$即符合时间%"

当两个换能器接收信号的时差小于符合时间!数据接收门开启!接纳信息数据!大于符合时间!数据接收门被

封锁!拒纳信息数据!如此便形成了只接收垂 直 于 两 换 能 器 连 接 直 线 并 通 过 其 中 点 的 平 面 附 近 的 声 发 射 信

号的鉴别器"

4E25#上升时间鉴别#*,J)A(,8)/,J7*,8,’+(,-’
根据声发射事件波形包络上升时间进行的鉴别"

注#声发射源放射出瞬态陡削的弹性波"因在传播时 的 衰 减 会 引 起 声 发 射 事 件 波 形 包 络 上 升 时 间 随 传

播距离的 增大而变大"根据波形包络上升时间可限定监视区域的大小"

4E2>#主从鉴别#8+J()*&J.+_)/,J7*,8,’+(,-’
利用声发射信号到达主从换能器的时间关系鉴别信号的一种方式"

注#在被监视区域周围设置一组主换能器!在其外侧放置一组从换能器!当被监视区域内有信号发生!首

先到达主换能器!声发射数据接收门开启!数据被接 收’当 外 界 有 信 号 发 生!从 换 能 器 首 先 接 收!封 锁 声 发 射

数据接 收门!信号被摒弃!这便是主从空间滤波作用"

附#录#K
中#文#索#引

$补充件%

:

持续时间 4E2!!!!!!!!!!!!!!!

重新进入工作状态延迟时间 !E!3!!!!!!!

R

对数声发射幅度发布<$7% !E!<!!!!!!!

多三角形阵列 4E2"!!!!!!!!!!!!!

H

费利西蒂$H).,7,(Y%比 !E23!!!!!!!!!!

费利西蒂$H).,7,(Y%效应 !E!"!!!!!!!!!

符合鉴另 4E2#!!!!!!!!!!!!!!!

T

过载恢复时间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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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激励 !E4!!!!!!!!!!!!!!!!!

C

凯塞!C+,J)*"效应 !E2>!!!!!!!!!!!

U

累积声发射幅度分布7!8" !E!2!!!!!!!

连续发射 !E5!!!!!!!!!!!!!!!

连续线阵列 4E2<!!!!!!!!!!!!!!

菱形阵列 4E2;!!!!!!!!!!!!!!!

&

耦合剂!!!!!!!!!!!!!!!!!!

X

平面阵!列" ;E!!!!!!!!!!!!!!!

c

区域定位 4E>!!!!!!!!!!!!!!!

6

任意四边形阵列 4E2!!!!!!!!!!!!!

%

上升时间 !E!#!!!!!!!!!!!!!!!

上升时间鉴别 4E25!!!!!!!!!!!!!

声发射 !E2!!!!!!!!!!!!!!!!

声发射波导杆 ;E;!!!!!!!!!!!!!

声发射传感器 ;E2!!!!!!!!!!!!!

声发射换能器 ;E2!!!!!!!!!!!!!

声发射事件 !E!!!!!!!!!!!!!!!

声发射事件能量 !E2;!!!!!!!!!!!!

声发射特征 !E2>!!!!!!!!!!!!!!

声发射通道 !E>!!!!!!!!!!!!!!

声发射信号 !E<!!!!!!!!!!!!!!

声发射信号幅度 !E24!!!!!!!!!!!!

声发射源 !E;!!!!!!!!!!!!!!!

时差定位 4E!!!!!!!!!!!!!!!!

时差区域交校准定位 4E#!!!!!!!!!!

事件计数 !E22!!!!!!!!!!!!!!!

事件计数率 !E2!!!!!!!!!!!!!!!

9

突发发射 !E#!!!!!!!!!!!!!!!

V

微分声发射幅度分布M!_" !E!;!!!!!!!

B

线阵!列" 4E5!!!!!!!!!!!!!!!

信号到达时间差4";J 4E<!!!!!!!!!!

信号过载点 !E2#!!!!!!!!!!!!!!

e

仪器闭塞时间 !E;"!!!!!!!!!!!!!

阈值电压 !E2<!!!!!!!!!!!!!!!

源定位 4E;!!!!!!!!!!!!!!!!

越过阈值累积声发射发分7"!8" !E!!!!!!!

越过阈值微分声发射分布M"!"" !E!4!!!!!

W

阵列 4E4!!!!!!!!!!!!!!!!!

振铃计数 !E3!!!!!!!!!!!!!!!

振铃计数率 !E2"!!!!!!!!!!!!!!

正方形阵列 4E22!!!!!!!!!!!!!!

正三角形阵列 4E3!!!!!!!!!!!!!

主从鉴别 4E2>!!!!!!!!!!!!!!!

柱面阵列 4E24!!!!!!!!!!!!!!!

5##!""#年无损检测与探伤应用技术标准手册



附#录#G
英#文#索#引

!补充件"

K

+7-@J(,7)8,JJ,-’!K=" !E2!!!!!!

+7-@J(,7)8,JJ,-’7I+’’). !E>!!!!!

+7-@J(,7)8,JJ,-’)_)’( !E!!!!!!!

+7-@J(,7)8,JJ,-’)_)’()’)*1Y !E2;!!

+7-@J(,7)8,JJ,-’J)’J-* ;E2!!!!!

+7-@J(,7)8,JJ,-’J,1’+. !E<!!!!!

+7-@J(,7)8,JJ,-’J,1’+.+8N.,(@/)
!E24

!!
!!!!!!!!!!!!!!

+7-@J(,7)8,JJ,-’J,1’+(@*) !E25!!!

+7-@J(,7)8,JJ,-’J-@*7) !E;!!!!!

+7-@J(,7)8,JJ,-’(*+’J/@7)* ;E2!!!

+7-@J(,7)8,JJ,-’b+_)1@,/) ;E;!!!

+**+Y 4E4!!!!!!!!!!!!!

+**,_+.(,8),’()*_+. 4E<!!!!!!!

G

P@*J()8,JJ,-’ !E#!!!!!!!!!

:

7-,’7,/)’7)/,J7*,8,’+(,-’ 4E2#!!!!

7-’(,’@-@J)8,JJ,-’ !E5!!!!!!!

7-’(,’@-@J.,’)+*+**+Y 4E2<!!!!!

7-@N.+’( ;E!!!!!!!!!!!!!

7@8@.+(,_)!+7-@J(,7)8,JJ,-’"+8N.,(@/)

/,J(*,P@(,-’ !E!2!!!!!!!!!!

7@8@.+(,_) !+7-@J(,7)8,JJ,-’"(I*)JI-./

7*-JJ,’1/,J(*,P@(,-’ !E!!!!!!!!

7Y.,’/*,7+.+**+Y 4E24!!!!!!!!

R

/,+8-’/+**+Y 4E2;!!!!!!!!!

/,ZZ)*)’(,+.!+7-@J(,7)8,JJ,-’"+8N.,(@/)
/,J(*,P@(,-’ !E!;!!!!!!!!!!

/,ZZ)*)’(,+.!+7-@J(,7)8,JJ,-’"(I*)JI-./
7*-JJ,’1/,J(*,P@(,-’ !E!4!!!!!!

/@*+(,-’ !E!5!!!!!!!!!!!!

=

)_)’(7-@’( !E22!!!!!!!!!!

)_)’(7-@’(*+() !E2!!!!!!!!!

H

H).,7,(Y)ZZ)7( !E23!!!!!!!!!

H).,7,(Y*+(,- !E!"!!!!!!!!!!

T

1)’)*+.a@+/+**+Y 4E2!!!!!!!!

$

$,’J(*@8)’(+(,-’/)+/(,8) !E;"!!!!

C

C+,J)*)ZZ)7( !E2>!!!!!!!!!!

U

.,’)+*+**+Y 4E5!!!!!!!!!!

.-7+(,-’@N-’/).(+A9 4E!!!!!!!

.-1+*,(I8,7!+7-@J(,7)8,JJ,-’"+8N.,(@/)
/,J(*,P@(,-’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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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8+J()*!J.+_)/,J7*,8,’+(,-’ 4E2>!!!

8@.(,N.)(*,+’1@.+*+**+Y 4E2"!!!!

&

-_)*.-+/*)7-_)*Y(,8) !E!>!!!!!

X

N.+’)*+**+Y 4E>!!!!!!!!!!

6

*)+*8/).+Y(,8) !E!3!!!!!!!!

*,’1A/-b’7-@’( !E3!!!!!!!!

*,’1A/-b’7-@’(*+() !E2"!!!!!

*,J)(,8) !E!#!!!!!!!!!!!

*,J)A(,8)/,J7*,8,’+(,-’ 4E25!!!!

%

J,1’+.-_)*.-+/N-,’( !E2#!!!!!

J-@*7).-7+(,-’ 4E;!!!!!!!!!

Ja@+*)+**+Y 4E22!!!!!!!!!

J(,8@.+(,-’ !E4!!!!!!!!!!!

9

(*,+’1@.+*+**+Y 4E3!!!!!!!!!

D

_-.(+1)(I*)JI-./ !E2<!!!!!!!

W

0-’)7+.,P*+(,-’.-7+(,-’ 4E#!!!!!

0-’).-7+(,-’ 4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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