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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损检测 工业射线照相胶片

第’部分!工业射线照相胶片系统的分类

!""5#’0&%:##/770

#!范围

/0!)’$-+&本部分的目的是确定胶片系统的性能"

/0!)’$-+&本部分适用于工业射线照相#无损检测$胶 片 系 统 与 规 定 的 铅 增 感 屏 组 合 的 分 类"其 目 的

是为了保证射线照相的 影 像 质 量%它 受 胶 片 系 统 的 影 响%从 而 与 其 他 国 际 标 准 如!"#..%$的 要 求 相 符"

/0!)’$-+&本部分不适用于荧光增感胶片的分类"

评定照相处理的方法在/0!)’$-+&7(&无损检测 工业射线照相胶片 第(部分’用参考值方法控制胶片

处理(中有规定)当给出工作条件时)依据/0!)’$-+&7(能控制胶片系统的性能"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0!)’$-+&的本部分"

(7’!胶片系统[=:G8H8?9G
胶片和胶片处理的组合"胶片处理方法按照胶片制造商和!或冲洗药品制造商的说明书进行"

(7(!梯度/C<4;=9I?/
特性曲线上某一密度^处的斜率)以给出胶片系统对比度的度量"

(7-!颗粒度D̂ C<4IA:4<=?HD̂
射线照相底片上迭加在物体图像上的随机密度波动"

注’在/0!)’$-+&本部分中所给出的限值与所确定的射线能量和所规定的增感屏有关"

(7+!!"#速度"!"#8F99;"
已处理胶片在达到规定的散射光学透射密度^时吸收剂量Q8的倒数’:P’!(8)(8的计量单位是戈瑞#/H$"

(7.!胶片系统类别[=:G8H8?9G6:488
按照表’给出的限值对胶片系统划分的类别"

(7,!梯度K噪声比C<4;=9I?KI>=89<4?=>
梯度/与颗粒度D̂ 的比值)它直接和信噪比有关"

注’确定信号的所有其他参数)如调制转换函数或射线能量等均被认为是常数"

表’!梯度$梯度K噪声比和颗粒度的限值

胶片系统类别

最小梯度

/G=G

最小梯度与躁声比

#/!D̂ $G=I
最大颗粒度

#D̂ $G4d
^P(#̂> 以上$ ^P+#̂> 以上$ ^P(#̂> 以上$ ^P(#̂> 以上$

): +7- %7+ (%1 171’&
)( +7’ ,7& ’.1 171(&
)- -7& ,7+ ’(1 171-(



胶片系统类别

最小梯度

/G=G

最小梯度与躁声比

!/"D̂ #G=I
最大颗粒度

!D̂ #G4d
^P(!̂> 以上# ^P+!̂> 以上# ^P(!̂> 以上# ^P(!̂> 以上#

)+ -7. .71 ’11 171-$-

0!抽样和贮存

对产品技术规范而言$重 要 的 是 样 片 评 定 的 结 果 与 用 户 所 得 到 的 平 均 结 果 相 符%这 就 要 求 按 /0")

’$-+&本部分所规定的条件$定期地对几个不同批号的产品进行评定%评定之前$为了模拟产品正常 使 用 的

平均贮存期$样片应按制造商的推荐贮存一段时间%按此方法选择和贮存样片$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样片的特

性能够反映出用户在使用时所得到的特性%

&!试验方法

+7’!准备

样片应由钨靶管的c射线机曝光%管 子 的 固 有 过 滤$加 上 尽 可 能 紧 靠 靶 位 置 的 铜 滤 板$应 提 供 相 当 于

!&711L171.#GG铜过滤当量%调节c射线管电压直至获得铜板厚为!-7.L17(#GG的半价吸收值%通常

((1BX左右的电压可满足此要求%

胶片系统应包括171(GG到171+GG的前&后各一张铅增感屏$如果使用单面涂层胶片$乳剂层应面向

c射线管$且应保证胶片与增感屏的良好接触%

+7(!梯度/的测量

梯度B与>K:>C’1(关系曲线有关%梯度B由两个特定密度点所确定%它们分别是灰雾度和片基密度

以上的密度(处以及灰雾度和片基密度以上的密度+处%在/0")’$-+&本部分的范围内$B由>K(曲线

上$密度!>K>1#处的斜率;>";( 计算而得$即’

BQ ;>
;!’1C’1(#Q

(
’1C’19R

*̂
*Q

!!式中’((((密度!>K>1#时需要的剂量!单位’戈瑞#)

>1(((未曝光并已处理的胶片包括片基!灰雾度和片基密度#的光学密度%

>((((曲线近似于一个三次方的多项式%为 获 得 一 个 可 靠 曲 线$要 做 一 系 列 曝 光 以 使 在>1 以

上的密度’和.之间$能提供至少’(个均匀分布的测量点%

在$.S的置信水平下$测量的梯度的最大不确定度应为.S%

+7-!颗粒度)̂ 的测量

颗粒度是用一台微密度计直线扫描一张定值散射光学密度的底片来测定的%

测定时应对双面乳剂层进行记录%此意指’微密度计的聚焦深度必须包括二层%经校正后$反射光学密

度被转换成散射光学密度%标准差)̂ 就是颗粒度的一种计量方法%

底片的光学密度应是灰雾度和片基密度以上的>P(711L171.%

射线照相底片上的扫描长度至少应为’11GG%微密度计的测量孔径应是!’11L.#!G%

为限制低频噪声$微密度计测得的数据应用高通滤波器过滤$滤波器的空间截止频率为每毫米17’线对%

颗粒度应在$.S的置信水平下$以’1S的最大不确定度来测定%在不同的样品上至少进行,次测量%

+7+!!"#速度"的测量

!"#速度:是对应于灰雾度和片基密度>1以上的散射光学密度>P(进行评定的$并按表(所给的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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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对应于>1 以上的底片密度>P(时所需要的剂量(:确定!"#速度:

’1C’1(8
从 到

"#速度"

!-71. !(7$, ’111
!(7$. !(7&, &11
!(7&. !(7%, ,+1
!(7%. !(7,, .11
!(7,. !(7., +11

!(7.. !(7+, -(1
!(7+. !(7-, (.1
!(7-. !(7(, (11
!(7(. !(7’, ’,1
!(7’. !(71, ’(.

!(71. !’7$, ’11
!’7$. !’7&, &1
!’7&. !’7%, ,+
!’7%. !’7,, .1
!’7,. !’7., +1

!’7.. !’7+, -(
!’7+. !’7-, (.
!’7-. !’7(, (1
!’7(. !’7’, ’,
!’7’. !’71, ’(

!’71. !17$, ’1
!17$. !17&, &
!17&. !17%, ,
!17%. !17,, .
!17,. !17., +

$!分类范围及限值

胶片系统分类按(7.给定的限值确定"

为了确定胶片系统的类别#胶片系统应满足表’中按系统类别给出的梯度$颗粒度和梯度K噪声比的所

有限值"分类仅对完整的胶片系统有效"一般而言#+7’所 叙 述 的 在c射 线 条 件 下 的 分 类 能 转 换 到 其 他 射

线能量和其他金属增感屏类型以及不用增感屏的胶片"

在有要求的情况下#制造商应提供鉴定证书#内容包含第+章中规定的全部数据以及如下的数据%

4&吸收剂量(8’

5&处理过程%

!手工或自动处理’

!冲洗药品型号’

!显影时间’

!显影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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