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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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70

#!范围

/0!)’$-+&本部分规定了控制胶片处理系统的程序"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0!)’$-+&的 本 部 分 的 引 用 而 成 为 本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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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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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0!)’$-+&7’&(11-无损检 测 工 业 射 线 照 相 胶 片 第’部 分’工 业 射 线 照 相 胶 片 系 统 的 分 类$!"#

’’,$$K’’’$$&#!̂ )%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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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胶片与胶片处理的组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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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片系统类别[=:G8H8?9G6:488
按照/0!)’$-+&7’&(11-表’给出的限值对胶片系统划分的类别"

-7-!胶片测试片[=:G8?<=F
对阶梯楔块进行曝光的条形胶片"

-7+!预先曝光胶片测试片F<9K9dF>89;[=:G8?<=F
经预先曝光#在处理后能给出至少十种不同密度的胶片测试片"

-7.!净密度I9?;9I8=?H
不包括片基密度和灰雾度的光学密度"

&!用于控制处理系统的预先曝光胶片测试片的制作

+7’!尺寸

胶片测试片的最小曝光面积应为’.GGN’11GG"预 先 曝 光 胶 片 测 试 片 包 含 一 个 用 于 密 度 测 量 的 密

度阶梯和一个用于片基密度加上灰雾度与长期贮存时间测试的空白区域"

+7(!胶片测试片类型的选择

被选择用来制作胶片测试片的胶片类型#对暗室处理具有的响应特性#应代表一类按/0!)’$-+&7’分

类的胶片"

+7-!预先曝光胶片测试片制作示例

曝光布置如图’所示#阶梯楔块的设计按图(和表’"如果能提供相同的密度阶梯#可使用不同 的 设 计



和材料!

’"源#

("""-GG厚铜滤板#

-"""阶梯楔块#

+"""胶片!

图’!曝光布置示例 图(!阶梯楔块设计图

!!胶片测试片经曝光和暗室处理后$其相邻阶梯密度应具有大约17-的增量$例如可以通过使用表’和图

(所述的阶梯楔块!

必须采取适当的防散射线措施!射线源是一个在大约’.1BX下运行的恒电压c射线管!要合理地选

择曝光时间$以便在按/0%)’$-+&7’分类的系统条件进行处理的预先曝光胶片测试片上的前,个阶梯&密

度从低到高’中可得到一个大约为(的净密度!

表’阶梯的高度

材料!细晶粒的铜

阶梯序号 用于’.1BX时的高度%GG
’ ’’7%
( ’17&
- ’171
+ $7-
. &7&
, &7(
% %7%
& %7-
$ ,7$
’1 ,7.

+7+!测量区域和参考值的确定

用于确定参考值的阶梯应按如下步骤进行选择&见图-’(

阶梯Y(净密度接近于>P(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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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梯Ye+!具有较高密度的阶梯"相距Y四个阶梯#

为了取得参考值"在分类的胶片系统中"应至少处 理.张 预 先 曝 光 胶 片 测 试 片"所 得 密 度 的 最 大 波 动 应

为8>PL17’#

参考值按下列步骤取得!

$参考速度系数:<!

计算阶梯c的净密度平均值"参考速度系数等于这个平均值"四舍五入到一位小数#

$参考对比度系数=<!

计算阶梯ce+的净密度平均值"参考对比度系数等于阶梯c和ce+平 均 密 度 差 的 绝 对 值"四 舍 五 人

到一位小数#

q 单位为毫米

图-!测试片示例

注!在测试片上阶梯d和阶梯Ye+的位置和密度可以改变!

+7.!预先曝光胶片测试片鉴定证书

预先曝光胶片测试片应附有制造商的鉴定证书"鉴定证书包含下列数据!

$处理系统的说明"指明处理设备%化学试剂%处理周期和温度&

$预先曝光胶片测试片的商标名称和类型&

$速度系数和对比度系数的参考值"用于计算相应系数的阶梯号#

应按下列说明标明数据!

$处理过程!手工或自动&

$显影剂型号和显影时间&

$显影温度&

$定影剂型号和定影时间&

$定影温度&

$测试片!

’商标名称&

’型号#

$速度系数!

’参考速度系数(:<)&

’参考阶梯(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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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度系数"

#参考对比度系数$R<%&

#参考对比度阶梯$Ye+%’

+7,!预先曝光胶片测试片的贮存

预先曝光胶片测试片应贮存在阴凉干燥处(制造商应指明有效期和贮存条件’

$!用户按分类的胶片系统进行一致性检验

为了测试与已分类胶片系统的一致性(预先曝光胶片和待检验胶片系统的胶片应使用相同的商标’

如果在处理系统设置的时间内不能得到参考值(则显影剂温度可按+7.(从预先曝光胶片测试片鉴定证

书中注明的温度上调节L(Q’

.7’!处理条件

.7’7’!自动处理

自动洗片机应按制造商的推荐进行调试和维护(为了避免初期处理过程中质量的暂态变化(在对预先曝

光胶片测试片显影前(应遵守制造商所推荐的启动程序’如果自动洗片机是连续运行的(则预先曝光胶片测

试片的处理无需进一步调整’

.7’7(!手工处理

化学处理试剂应按照胶片系统分类的规定和胶片制造商的推荐进行配制)补充和温度控制’

.7(!预先曝光胶片测试片的处理

为了使自动洗片机能够顺利输送(应遵守制造商推荐的方法(包括处理和输送小尺寸胶片’

.7-!预先曝光胶片测试片的评定

.7-7’!密度计的校准

为了测量密度(应使用测定范围为^P1到^P+的密度计’

密度计应使用参考密度片进行校准(当参考密度片上密度的测量值与标定值误差在L17’以内时(可以

认为密度计已经校准’

.7-7(!处理系统评定的参数

处理系统评定的参数按下述获得"

!=Y"对比度系数"该参数是阶梯Ye+的密度>Ye+和阶梯Y的密度>Y 的差值对参考速度系数:P 的

归一化(目的是为了消除速度的影响’对比度系数=Y 的计算使用下列公式"

=Y Q $>YT+S>Y%
:P
:Y

!!!>1"阶梯1的密度

!>Y"阶梯Y的密度

!:Y"速度系数>(K>1

.7-7-!定影和水洗的控制

处理过的胶片其最终质量部分地取决于胶片感光层 中 存 在 的 残 余 硫 代 硫 酸 盐(这 可 能 是 由 较 差 的 定 影

和水洗条件引起的’

为了评价定影和水洗过程(应进行如下测试’

使用一种测试溶液(即每升蒸馏水中含有’1C硝酸银和-1C醋酸(把一滴测试溶液滴在已处理过的胶片

的空白部分(两分钟后去除多余的液体(在胶片的另一面 对 着 第 一 个 点 的 地 方 重 复 上 述 步 骤(把 得 到 的 斑 点

与胶片制造商提供的图谱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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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解释

在处理了测试片之后!按.7-7(对处理系统参 数 进 行 计 算!把 结 果 与+7.给 出 的 参 考 值 进 行 比 较!如 果

测试结果符合,7’至,7-给出的条件!则处理系统是满足要求的"

,7’!>1的限值

>1的值应小于17-"

,7(!速度系数#:Y$

所得到的速度系数与规定的参考速度系数:<#见+7.$相比!其偏差范围应在L’1S以内"

,7-!对比度系数#=Y$

所得到的对比度系数与规定的参考对比度系数R<#见+7.$相比!其偏差范围应在一:1S"e’.S以内"

.!检验间隔

通常在每次准备使用新的显影剂时应对处理系统进行检验!此外!推荐进行定期控制"

如果周围条件有显著变化#比如移动式暗室%温度$或者采用手工添加显影剂!则检验应增加次数"

附录3推荐了一种日常的控制方法"

%!检验报告

检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4$检验日期’

5$处理方法&手工或自动’

6$参数设定&显影剂温度和处理时间’

;$所使用冲洗药品的商标和型号’

9$合格胶片测试片的商标%型号和标识’

[$片基密度和灰雾度>1#,7’$’

C$速度系数:Y 和参考速度系数:<#,7(和+7.$’

D$对比度系数=Y 和参考对比度系数=<#,7-和+7.$"

这些结果的文件形式可以是书面报告%图示或者是电子文本"

’!按胶片系统分类

对一种给出类别的胶片系统!达到下列要求即符合该种类别&

当使用预先曝光胶片测试片时!如果经过对测试片处理后所得到的数值满足第,章的条件!则应认为用

户的胶片系统与制造商数据单上标明的类别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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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规范性附录"

处理控制的方法

本附录规定了用户用以评定处理系统一致性的一种附加的程序#

其目的是为了得到一种日常的质量控制方法$而 不 是 规 定 与 一 个 已 分 类 的 系 统 完 全 一 致#控 制 周 期 要

适合检查应用的要求#

3:’!控制处理过程的测试片

虽然能使用与分类一致性测试相同的预先曝光胶片测试片$但这里不需要用此来控制处理过程的质量$

这种用途的测试片只要有不少于-个阶梯就可使用%

&阶梯3%未曝光的阶梯$用来测量片基密度加上灰雾度’

&阶梯0%密度大约>P(的已曝光阶梯$用作速度指示’

&阶梯R%密度大约>P-7.的已曝光阶梯$用作对比度指示#

37/!感光度评定的参数

感光度评定的参数为%

&>1%阶梯3的密度’

&速度指示值%阶梯0的密度’

&对比度指示值%阶梯R的密度减去阶梯0的密度#

3:-!参考值

感光度系数的参考值由下述方法取得!处理条件应按.7’和.7("%

至少应处理-张测试片以确定片基密度加上灰 雾 度 的 值(速 度 指 示 值 和 对 比 度 指 示 值#用 这 种 方 法 得

到数值的误差应在17’1以内#本程序在不少于(+D延迟后至少重复三次#对每一个参数来说$应计算至少

$个数值的平均值$该平均值就是用于处理控制的参考值#

这些参考值应在每批新的测试片使用时确定#

3:+!结果解释

测试片应定期处理并确定参数$如果试验结果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那么处理过程的质量是可靠的#

37+7’!>1 的限值

阶梯3的密度不应超过17-#

37+7(!速度指示值

速度指示值与确立的参考值最大允许偏差为L17-#

37+7-!对比度指示值

对比度指示值与确立的参考值最大允许偏差为&’1S和e’.S#

3:.!文件

所得到的结果应按第&章记录$但感光度系数!见37("要用时间的函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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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无损检测 工业射线照相观片灯最低要求

!"# $ %&’()—)((* # +,- **’(：%&’*

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 !"# $$%&：’(%$《无损检测 工业射线照相观片灯 最低要求》（英文版）。

本标准等同翻译 !"# $$%&：’(%$。

为便于使用，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标准”；

*） 用小数点“ +”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

-） 按 ./ 0 1 ’+’—2&&& 规定加了表的编号。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无损检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34 0 14 $5）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材料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金宇飞、宓中玉、周九九。



无损检测 业射线照相观片灯

最 低 要 求

!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观察工业射线照相底片用观片灯的最低要求。

观片灯的功能取决于射线照相底片的观察。

观片灯应保证人员安全，并与国家现行电器安全标准中有关电气装置最大电压、绝缘和接地等要求相一

致。

" 射线照相观片灯的特性

"#! 机械结构

观片灯外壳的一面上装有由内光源照亮的观察屏。此屏自身是能散射的屏。外壳内也可包含有关射线

照相底片的防热系统，该系统是否通风均可。

用于观察湿的射线照相底片，如果射线照相底片需与观察屏接触，观片灯应设计得能防液体渗入。

"#" 观察屏

观察屏应易于清洁，应采用在按制造商的推荐方法进行清洁时和观片时均能抗划伤的材料制成。

注：屏的材料可以是任一种具有抗热变形和抗热变色特性的化合物。

观察屏的尺寸，应满足射线照相底片的观察，而不应产生多余的强光影响到操作人员的眼睛。观片灯宜

观察不同尺寸的射线照相底片，因此应配备一组遮光面板。

"#$ 亮度

观察屏亮度的要求，取决于射线照相底片的密度。以下推荐的亮度等级是各种密度等级的经验信息。

照亮射线照相底片的亮度，应不小于：

———!" #$ % &’（底片密度!’() 时）；

———*" #$ % &’（底片密度 + ’() 时）。

一般近似取 *"" #$ % &’ 或更大。表 * 列出的屏亮度为要求的最小值。

表 !

底片密度 最小屏亮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观片灯可配置一个用于连续调节屏亮的装置。

"#% 光的颜色

照亮射线照相底片的光的颜色通常为白色。对产生单色图像的乳剂型胶片，也可使用胶片制造商推荐

的照明色。

"#& 光的散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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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观片灯配置的是散射屏，则其光线应足够地发散，以便观察者的双眼看到满屏的光线。散射系数!!应

大于 "#$（见 %#&）。

!"# 照亮的均匀性

观察屏应能均匀地照亮，其均匀系数 ’ 应大于 "#(（见 %#)）。

!"$ 干扰光

外壳、光阑和滤光板的结构应合理，使干扰光不妨碍射线照相底片的观察（见第 % 章）。

!"% 防眩光装置

每台观片灯，均应有适当的可用手动或自动操作的防眩光装置，以防止在卸下射线照相底片时对操作人

员产生多余的眩光。

!"& 散热

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确保在断续工作（在 )"*的环境温度下，最大接通时间 &(+，接通时间占 (",）

&- 后，经常触及部位的外壳温度不超过 ."*。此外，所采取的措施，还应确保密度为 ) 的射线照相底片，在观

片灯断续工作 &- 和连续观察 &/01 后不发生卷曲。

’ 部分特性的测定

所有光度学的测量，均应在暗室中进行。使用的亮度计调至其量程的中间档，并用当观察屏被完全遮住

时，从观片灯漏出的光不应影响测量。

’"( （散射屏的）光的散射

应在一个以观察屏中心为圆心和以近似于观察屏量大尺寸（至少 ("2/）为直径的半圆周上测量亮度。

图 ( 光亮度测量

亮度测量应借助于适当的亮度计，其感光面与半圆弧线相切。应在与屏的法线成 3(4（ !3(）、)"4（ !)"）和 (4（ !(）

的角度上进行测量。散射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 #
!3( $ !)"

)!(

测量应在两个旋转方向上相继完成。

’"! 屏亮度的均匀性

应借助于亮度计或其他适当的仪器进行测量。如果屏是矩形的，应将其分成若干正方形，每个正方形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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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长为 !"# $%，分别测量每个正方形的亮度。如果屏是圆形的，仍应仿照上述基本程序。在这两种情况下，

正方形网格中正中的那个正方形，应位于屏的中心。

找出 & 个最大和 & 个最小的亮度值，分别求出亮度的算术平均值 !%’( 和 !%)*。均匀系数 " 应按下式计

算：

" # !$%&
!$’(

!"! 额定功耗

额定功耗是指观片灯在其最大亮度下连续工作至少 !+ %)* 后所消耗的瓦数。

# 标志

观片灯上的铭牌，应给出下列信息：

’） 额定工作电压或容许的电压范围；

,） 额定主频或容许的频率范围；

$） 是否交流电和直流电都可用，或是只能用其中之一；

-） 额定功耗；

.） 以坎德拉每平方米为单位的最大亮度。

$ 使用说明书

每台观片灯均应提供操作指导书，内容包括：

’） 装置的操作方法；

,） 安装和更换灯管和观察屏的指导书；

$） 保养与维修；

-） 安全注意事项；

.） 亮度等级校验周期。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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