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行业标准

钢轨超声波探伤探头技术条件

4"!4$%)*"&’’#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役钢轨超声波探伤用探头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在役钢轨超声探伤用新制探头"

$!引用标准

F>J)+%!4型脉冲反射式超声探伤仪通用技术条件"

F>J)+#!超声探伤用探头性能测试方法"

F>J+,,!超声探伤用探头型号命名方法"

!>#!)+,%!多通道4型显示钢轨超声波探伤仪技术条件"

)!术语

在役钢轨超声探伤用探头$是指可用来对使用中的钢轨进行探伤的含保护靴%膜&’探头芯和探头线在内

的探头整体"

*!技术要求

,(#!探头外观应无损伤!探头连线应柔韧!接头插接可靠!屏蔽良好"

,()!探头上应有按F>J+,,规定的探头铭牌!并标明厂名’编号’生产日期和类型!普 通 型 探 头 用 字 母

4表示!低温型探头用字母>表示!超低温型探头用字母"表示"

,(+!探头和保护靴%膜&之间不应存在间隙或气泡!确保良好的声耦合"

,(,!应无双峰和波型跳动现象"

,(*!回波频率LC"

横波探头$)5=X或)(*5=X"

纵波探头$,5=X或*5=X()5=X或)(*5=X"

,(’!回波频率相对误差8LC#LC$不应大于#*-"

其中LC为探头的标定频率!8LC为探头的测量频率与标定频率的绝对差值"

,(7!折射角误差83%P值误差8P!可按83进行换算&

+*V!,*V探头$’9#$*V"

7%V探头$j%V!?+V"

其它角度的探头可参照本条执行"

,(&!声轴偏斜角$’)V"

,(8!工作环境温度

普通型$?)%<!j*%<"

低温型$?+%<!j*%<"



超低温型!?,%<!j,%<"

,(#%!组合探头相对偏差!’)33"

,(##!保护靴#膜$衰减值!’&B>"

,(#)!分辨力!%V探头!&#&B>%斜探头!&#,B>"

,(#+!灵敏度测量

探头灵敏度的高低用与仪器组合后的灵敏度余量来表示&灵敏度余量的规定值为!

%V探头!&,%B>"

+*V!,*V探头!&+’B>"

7%V探头!&,%B>"

,$#,!声束宽度2

%V探头!扫查 ]T!’+试块上&%33深q+横孔时&2&)*33"

+*V!,*V探头!扫查 ]T!’+试块上’*33深q+横孔时&2&#*33"

7%V探头!扫查 ]T!’+试块上’*33深q+横孔时&2&’%33"

,(#*!楔内回波幅度8/

%V探头!8/’?)’B>"

+*V!,*V探头!//’?+%B>"

7%V探头!//’?+)B>"

#!试验方法

*(#!试验条件

*$#$#!环境条件!除工作环境温度试验外&其它试验可在温度#%!+%<&相对湿度为*%-!7*-&工作

电压不超过钢轨探伤仪额定工作电压的情况下进行"

*(#()!除本标准中另有说明者外&如 不 产 生 疑 义&凡 与 保 护 靴#膜$有 关 的 技 术 指 标&都 应 在 探 头 处 于

组装状态&即在带保护靴#膜$状态下进行测试"

*(#(+!在对反射波某一高度进行测量时&若衰减器的最小读数为)B>&可根据高度估计到#B>"测试时

可使用)!+̂M的探头压块"

*(#$,!耦合剂!机油或清洁水

*()!试验方法

*$)$#!声轴偏斜角

;$!%V探头!将%V探头放在 ]T!’+试块上探 测 深 度 为&%33深 的 横 孔&如 图#&沿 试 块 纵 向 前 后 移 动

探头&并注意保持探头与试块侧面平行&使横孔反射波最高&测量探头中心到试块端头的距离I&则声轴偏斜

角2用下式计算!

26\M?##I?#)%(&%$

图# 图)

@$!斜探头!将探头置于#号标准试块)*33厚的表面上&+*V!,*V探头探测试块侧面的上棱角&7%<探

头探测试块侧面的下棱角&如图)所示&前后移动和左右摆动探头&使测试棱角反射波最高&然后用量角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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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探头中心线与试块侧面法线之间的夹角!此夹角即为声轴偏斜角2"

*()()!组合探头相对偏差

以探头外壳纵向中心线为基准线!用直尺测量两探头中心到基准线的垂直距离;##;)"当两探头中心在

基准线同侧时!;Z#;)之差为组合探头的相对偏差!在异侧时!;Z#;)之和为组合探头的相对偏差$见图+%"

图+

*()(+!保护靴$膜%衰减

用带保护靴$膜%的7%V探头探测#号标准试块:#%%圆弧面!前后移动探头并保持探头与试块侧面平行"

调节灵敏度!使:#%%圆弧面最高反射波达满幅度的&%-!记下 此 时 衰 减 器 读 数 ]#!然 后 去 掉 保 护 靴$膜%!

保持探测条件不变!重复上面的测试!并调节衰减器!使此时:#%%圆弧面最高反射波达满幅度的&%-!设此

时衰减器的读数为 ])!则 ])和 ]#之差即为保护靴$膜%的衰减数"

*()(,!分辨力

分辨力可使用符合F>J)+%标准的通用探伤仪进行测量!测试时仪器抑制置&零’或&关’位!必要时可以

加匹配线圈"

分辨力可使用符合F>J)+%标准的通用探伤仪进行测量!测试时仪器抑制置&零’或&关’位!必要时可以

加匹配线圈"

%V探头(将%V探头置于#号标准试块上!探测声程分别为&*和8#33反射面的反射波!移动探头!使两波等

高!改变灵敏度使两波波幅达到满幅度的#%%-!然后测量波谷高度N!则该探头的分辨力/用下式计算(

:6)%ZRM$#%%)N%

若N6%或两波能完全分开!则取:%+%B>"

斜探头(用斜探头探测#号 标 准 试 块 :*%和 :,,两 个 圆 弧 面 的 反 射 波$7%V探 头 在 4面!+7V探 头 在>
面%!移动探头!使两波等高!改变灵敏度使两波波 幅 达 到 满 幅 度 的#%%-!然 后 测 量 波 谷 高 度N!:的 计 算 方

法同%V探头"

*()(*!灵敏度余量测量

测量用的钢轨探伤仪应符合!>)+,%标准中的有关规定"

图,!%V探头 图*!斜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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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不接探头!探伤仪测量用通道的增益置最大!若仪器的噪声电平高于满幅度的#%-!则应降低增益

或调节衰减器直至电噪声电平刚好为满幅度的#%-"设此时衰减器的读数为/"然后将探头连接到相应通

道上#

%V探头的基准波为 ]T!$+试块上##%33深底面的一次回波%

+*V!,*V探头的基准波为在 ]T!$+上深’*33q+横通孔的一次波%

7%V探头的基准波为 ]T!$+试块上深’*33q+横通孔的一次波%耦合良好!在保持探头轴线与试块侧

面平行的情况下前后移动探头!并调节衰减器!使各基准波的最高波达到满幅度的&%-!设此时衰减器的读

数为/#!则该探头与仪器的相对灵敏度余量为/!则#

/6/#?/%

*()(’!声束宽度

使用与探头相匹配的钢轨探伤仪!斜探头探测 ]T!$+试块上’*33深q+横孔!%V探头探测 ]T!$+
试块上&%33深横孔!使最高孔波的幅度达到满幅度的&%-!然后将灵 敏 度 提 高’B>!沿 试 块 纵 向 前 后 移 动

探头!并注意保持探头与钢轨试块纵向平行!直至孔波幅度降至满幅度的&%-!则探头前后移动距离即为声

束宽度2"

*()(7!楔内回波幅度

连接探头和通用探伤仪!必要时可以加匹配线圈"

%V探头探测阶梯试块上反射幅度最高的底 波&即 距 离 特 性 曲 线 幅 度 最 高 点 所 对 应 的 或 与 其 最 接 近 的 底

面反射波’"斜探头则探测 ]T!$+试块上反射幅度最高的 q+横 通 孔 反 射 波!调 节 衰 减 器!使 上 述 反 射 波

的最高幅度至满刻度的&%-!记下此时衰减器的读数/n"将探头置于空气中!擦去表面油层!调节衰 减 器!

使其楔内回波幅度达到满刻度的&%-!设此时衰减器的读数/["

则探头的楔内回波幅度8/为#8/6/[$/n

*()(&!探头的(回波频率)和(折射角误差)分别参照F>J)+#标准中的+$#$+*+()(+和+()(7条!(工作

环境温度)则按!>)+,%中的要求测试"

%!检验规则

’(#!交收试验#交收试验分为必检和抽检两个项目进行"

’(#(#!必检项目#

;’外观检查及探头芯与尼龙保护靴&膜’的组装状态&,(#*,(+条’%

@’灵敏度测量&,(#+条’!

A’楔内回波幅度&,$#*条’!

B’折射角%

必检项目需逐个进行"

’(#()!抽检项目

抽检项目应在必检项目全部合格后进行"

抽检项目为本标准中除必检项目外的其他各项"抽 检 比 例 和 抽 检 内 容 由 供 需 双 方 协 商 决 定!但 回 波 频

率和声束宽度必须抽查"

’()!拒收#本标准中规定的各项必需满足!否则拒收"

,!保质期

探头出厂前应经过两个月以上的自然存储"探头自到货之日起六个月内!若出现产品质量问题!除用户

操作不当或其它人为因素造成的伤损外!厂方或代理单位应负责免费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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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0
!提示的附录"

784!)试块

技术条件

#(本体材料的化学成分#晶粒度#内部缺陷检查参照F>J)+)

)(未注公差尺寸的极限偏差按0!#,$

+(试块由专业厂生产%统一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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