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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损检测用黑光源!\XZ3"辐射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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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本标准叙述的方法适用于在作荧光磁粉和荧光渗透检测时对黑光源的照度进行的测量!

本方法也适用于对检查过程中被检材料或部件表面上的黑光照度是否符合规定的核查!

本标准涉及的辐射"是指经适当介质滤光的高压水银放电灯所 产 生 的 波 长 范 围 为-’."+11IG以 及 最

大辐射波长为-,1"-%1IG的黑光!

附录3#标准的附录$给出了用于无损检测的推荐照度!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的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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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E-&$1!无损检测术语!渗透检测

/0%)’(,1+E.&$1!无损检测术语!磁粉检测

0!定义

本标准采用/0%)’(,1+E-和/0%)’(,1+E.中的有关定义"其他术语及定义也可参照有关的辐射和光

度学!

-E’紫外辐射#黑光$

一单色分量的波长小于可见光而大于约’IG的辐射!

-E(!照度

光通量#0 与所通过的截面积. 之比!"!单位为勒克斯"符号为’d!

-E-!亮度

又称发光率!表示发光表 面 上 一 点 在 某 方 向 发 光 强 弱 的 物 理 量!它 定 义 为 发 光 强 度10"与 面 积. 之

比!用"0 表示""!单位为坎德拉每平方米"符号为6;%G(!

-E+!光通量

发光强度10 与立体角之乘积!用#0"表示""!单位为流明"符号为:G!

-E.!发光强度

表示光源在某一方向上发光强弱的物理量!一般用10 表示!定义为光源在某一方向上的立体角元*$

内传送出的光通量;#0"与该立体角元;$之比10P
;#0
;$
"为 该 光 源 在 该 方 向 上 的 发 光 强 度!"!单 位 为 坎 德

拉"符号为6;!它是光度学的基本单位"光度学中的其他单位都从它导出!

注’黑光的光谱范围极限较难限定"可根据使用者要求改变!国际照明委员会按光谱范围将其区分为’

紫外线&&&3#\XZ3$-’."+11IG(

紫外线&&&0#\XZ0$(&1"-’.IG(



紫外线!!!R"\XZR#’11"(&1IG$

&!安全防护

对所有操作和管理人员都必须遵守安全条例的规定$操作人员在使用黑光源3时%必须避免直接看光

源%因为能刺伤眼球$滤光片和光源一起使用%它可以 固 定 作 为 灯 的 一 个 部 件%也 可 作 为 一 个 单 独 的 部 件 与

灯分开%但应始终保持良好的状况%并随时检查不应开裂$辐射波长低于-(1IG就很危险$

注’&关于黑光源3的安全使用准则可参照/0&%1-!&&辐射防护规定中有关条款执行$

注(&工作时不应戴变色眼镜%因为黑光源3曝光 到 达 眼 镜 时%就 象 明 亮 的 太 阳 光 一 样 可 能 引 起 眼 睛 发

黑%从而使戴眼镜者检测缺陷的能力降低$

$!设备

带有探测器的辐射照度计%其辐射响 应 应 在 黑 光 源 3范 围 内%并 须 通 过 滤 光 片 将 其 滤 到 最 小 限 度 响 应

约+11IG$辐射计对波长大于+11IG的灵敏度应小于-,,IG时灵敏度的.S$

辐射计中的探测器可以是积分的或微型直读指示器组 成$指 示 器 应 校 准%使 其 对 应-,."-,%IG范 围

的辐射有灵敏的响应$

注’&建议辐射照度计满刻度的偏差应在("’1G‘’6G( 范围内$

注(&所有黑光源和黑光辐射照度计%可送交国家(省(市一级计量单位用标准探测器的 \XZ3型辐射照

度计校准$

经过国家(省(市一级计量单位校准后%使其光谱响应的敏感区绝对的标准化$

带有探测器的辐射照度计应得到国家一级计量单位认可$

注-&为了便于记录%不排除使用数字显示$

如果使用的仪器%还附带粗略测量可见光或评价液体渗透荧光之目的%则应使用一种可选择的两用

探测器%这种探测器也应得到国家(省(市一级计量单位认可$

2!测试条件

,E’!测试前%黑光灯输出开关应接通并使其达到足够的亮度%时间不少于’.G=I$

,E(!测试应在遮暗的场所%并在用照度不超过’1:d的可见光于所测地点作本底照明的情况下进行$

,E-!试验之前和进行校验时%黑光灯应擦干净%探测器应保证无污染$

.!测量方法

%E’!黑光源的性能

将带有探测器的辐射照度计%放置于距灯正前表面+11GG处$如果在此距离内读数超过表的满刻度%

则应加大测量距离%使读数近似在(’-刻度处$然后 移 动 探 测 器%使 其 平 面 垂 直 于 灯 光 束 轴 线%直 至 获 得 最

大读数为止%在灯的校验单上记录辐射照度计上读数$如果黑光源离辐 射 照 度 计 距 离 大 于+11GG%则 距 离

也应记录%并记录日期$

注’&该试验在规定时间间隔内应重 复 进 行%这 样 可 发 现 黑 光 灯 的 性 能 变 化%决 定 灯 是 否 需 要 维 修 或 更

换$

注(&黑光灯其输出变化%除了由于不同型号的灯和滤光片引起外%还与若干其他因素有关%例如&

4#机械位移和反射板的光泽消失)

5#环境影响和滤光片被沾污)

6#由于使用时期长而使灯的输出减小)

;#由于电压波动而使输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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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工作表面的照度

在工作表面上放置探测器!给以辐射使之曝光"为了 使 观 察 区 最 外 沿 处 照 度 不 小 于 有 关 试 验 标 准 规 定

的最小值!可调整已校准过的灯至工作面的距离"

注#荧光磁粉和荧光渗透检测用的黑光$\XK3%辐射推荐等级!在附录3里给出"

附!录!3
$标准的附录%

无损检测中推荐使用的照度等级

在工矿企业检验中!黑光$\XZ3%辐射必须的最小亮度取决于检验 场 所 可 见 光 的 本 底 照 明 等 级"然 而!

可见光的本底照明等级应被限制在’1:d以下"满足观察条件的黑光灯$\XZ3%在检查表面的照度如下#

荧光磁粉检测#等于或大于1E&G‘&6G(’

荧光渗透检测#等于或大于1E.G‘&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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