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黑色冶金行业标准

炮弹用方钢!坯"超声波探伤方法
;"*-’*#&’’)

#!范围

#(#!主题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炮弹用方钢!坯"超声波探伤方法 及 其 探 伤 设 备#试 块#人 员 资 格#探 伤 步 骤 及 结 果 的 评 定

等$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边长为’%!)%%33炮弹用方钢!坯"内部可控区不连续性的超声波检验$

)!引用文件

T>##)*8!超声波检验用钢制对比试块的制作与校验方法

T>%!#)’%,(#!无损检测术语!超声检测

TU>*8+(#!无损检测质量控制规范超声纵波和横波检验

F>J)+#!超声探伤用探头性能测试方法

+!术语

本标准所用术语按T>%!#)’%,(#的规定$

,!一般要求

,(#!方钢!坯"探伤采用纵波脉冲反射法$

,$)!探伤方式采用液浸法!全浸#局部浸#间隙扫查"和直接接触法$

,(+!耦合剂为水#油#脂#乳化剂等&其质量应符合TU>*8+(#中*(#条的规定$

,$,!探伤时水#探头及钢三者的温差不得使在钢上或探头表面有气泡附着$

,(*!探伤人员必须持有超声检测技术资格证书&&级或&级以上人员有资格签发报告$

*!详细要求

*(#!探伤设备

*(#$#!探伤仪

*(#(#(#!探伤仪与探头配用时&其使用性能的最低要求及测试方法应符合TU>*8+(#中,(#条规定$

*(#(#()!新仪器使用前#维修后或每使用一年后均应进行校验&其性能应满足*(#(#(#条的要求&校验

中所有的测试数据均应记录#存档$

*(#$)!探头

*(#()(#!探头频率一般选)!*5=X$

*(#()()!探头晶片直径!或矩形晶片的长度"一般为#%!)*33&探头性能应符合TU>*8+(#中,(*条

要求!并按F>J)+#规定的方法测试其性能"&对矩形多晶片组合探头&其灵敏度分布和声场不均匀性应小于

或等于+B>$



*(#$+!报警器

执行本标准可采用报警器!其闸门起位"宽度及报警 灵 敏 度 应 是 可 调 的!液 浸 法 动 态 探 伤 时 应 有 界 面 跟

踪闸门"推荐应用双闸门系统!用 以 监 测 缺 陷 信 号 和 底 部 反 射 信 号!连 续 工 作,N报 警 闸 门 漂 移 应 不 大 于)

*8#

*(#$,!稳压器

在信号幅度为满刻度*%-时!电源电压的波动引起其变化超过满刻度9)(*-时!应使用稳压器!对于使

用直流电源的探伤仪!应停止使用并充电#

*(#$*!操纵装置和液槽

探头操纵装置应灵敏稳定!能准确地调定探头的空间位置和所需液层厚度$且能在两个互相垂直的直立

平面内提供角度微调!所有调节均不存在由齿隙或磨损 造 成 的 游 移#液 浸 用 的 液 槽 应 能 满 足 被 检 件 合 理 浸

没和探头扫查要求!槽壁与探头相距应大于+%33!方钢%坯&在线的传动装置应能实现%!+%3’3DG连续可

调#

*()!设备调试

*()(#!探伤设备每次使用前或改变探伤规格时!需 用 本 标 准 规 定 的 对 比 试 块 进 行 调 试!其 综 合 性 能 应

在动态下可靠地检出本标准规定的人工缺陷#

*()()!调试按*(,()(+条进行!扫查速度按*(,()(,条确定#

*(+!对比试块

*(+(#!对比试块用于调整"校验探伤灵敏度和缺陷的评定#

*(+()!平表面试块

*(+()(#!平表面试块的形状"尺寸见附录4#

*(+()()!对比试块的选材"制作与校验应符合T>##)*8的要求!并且包含表#所规定的当量平底孔#

*(+(+!矩形试块

它用于水浸自动探伤过程中动态下的灵敏度校验!其形状"尺寸见附录>#

*(,!探伤程序

*(,(#!探伤条件

;(方钢探伤面应平整!无松散氧化皮"折叠"毛刺"凹坑"污物等#

@(对液浸法!钢坯弯曲度应符合有关产品标准要求!不得大于’33’3#

A$对直接接触法!钢坯表面粗糙度/%(般应等于或优于+()*3#

B(钢坯毛面探伤应在热处理%退火 或 缓 冷&后 进 行!其 可 探 性!应 是 要 求 检 出 的 最 小 缺 陷 与 无 关 噪 声 的

信号幅度比至少应等于’B>#

*(,()!探伤步骤

*(,()(#!液程的选定%液浸法&

它应是液中距离幅度曲线上比最大幅度低’B>的第一个点所对应的距 离!且 应 使 表 面 回 波 或 第 二 次 介

面回波不干扰一次底波#

*(,()()!测量声束有效宽度

当圆晶片探头!沿孔径向移动时!孔波幅度从最高点下降至’B>的两点间距为声束有效宽度#对于双晶

直探头应沿与隔声层平行方向"矩形晶片长轴方 向 平 行 的 方 向 横 过 孔 径 移 动 探 头 测 得 波 高 下 降’B的 两 点

间距#

扫查用探头均要测定此值!当仪器或液程有变化时!要重测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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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敏度调整

采用对比试块法或底波法确定扫查灵敏度!

;(对比试块法

采用*(+()条规定的试块"使试块中的平底孔波高为荧屏满刻度的&%-"作为规定灵 敏 度"并 以 此 调 定

报警灵敏度!

探伤时允许将规定灵敏度提高+!’B>作为扫查灵敏度!

如果对比试块的声学特性与被探伤方钢有所不同"应予补偿!

@(底波反射法

将方钢上能代表其材质状态处的第一次 底 波 高 度 调 到 满 刻 度 的&%-"按 表)数 值 提 高 增 益#B>$"作 为

起始灵敏度!

当探伤面与底面平行"且厚度大于探头近场区的三倍时可选用此法"有争议时以本条;为准!

*(,()(,!扫查速度

目视扫查速度为小于或等于83%3DG"水浸自动扫查可为小于或等于)%3%3DG!

*(,()(*!扫查间距

最大扫查间距不大于声束有效宽度的&%-"多通道自动探伤时相邻探头的间距也按此选定"且声束截面

能量分布不均匀性也应小于+B>!

*(,()(’!扫查方向

探头应在轧制方向上两个相邻面垂直扫查"以终轧面为主!

对双晶直探头"沿与隔声层垂直方向移动探头扫查"对矩形多晶片组合探头应沿与长边平行方向移动探

头#或钢坯$!

*(,()(7!扫查的进行

;(在扫查中应定期校验探伤灵敏度"每工作)N一次"工 作 开 始 和 结 束 时 也 应 校 对"若 发 现 扫 查 灵 敏 度

降低#%-以上时"应重新校准"且重新扫查前次校验以来所探伤过的方钢&反之"提高时"所记录的全部 信 号

都应重新评定!

@(在多通道自动扫查时可用*(+(+条规定的试块进行动态校验"试块中所有孔均应被发现"且扫查中应

将声’光报警与荧屏监视结合使用!

*(*!探伤结果的记录与评定

*(*(#!记录

在探伤过程中发现高于扫查灵敏 度 的 信 号"应 在 钢 上 相 应 部 位 做 出 标 记"并 记 录 下 缺 陷 当 量’间 距’长

度’位置’数量’杂波水平’底波下降等内容"然后按规定灵敏度进行评定!

*(*()!缺陷的评定方法

*(*()$#!缺陷大小的确定

将缺陷波高与有相同埋深的规定的平底孔波高比较"即确定其当量大小!

如果缺陷与平底孔埋深不同"则利用两个埋深与之相近"其相差不超过#%-的平底孔以插入法进行评定!

为获得缺陷的最大回波"必要时可从不同角度’从底波损失或反面进行研究!

*(*()()!缺陷#指示$长度的测定

如有必要"长条形缺陷的测定可按下述方法进行!

;(用探头在试块上找出平底孔的最大回波#平底孔和缺陷埋深相同"孔径符合线性缺陷的当量平底孔直

径的规定$并调定为满刻度的&%-满屏"然后找出探 头 沿 孔 径 方 向 移 动 时 反 射 波 高 下 降#%-时 两 点 的 间 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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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持原有条件不变$按同样方法测出缺陷上下降#%-的两点间距!>"#

A(缺陷长度为%>O4&值#

*(*()(+!底波损失

对噪声幅度高于正常本底噪声一倍处$应检查底波损失原因$底波损失大于*%-$探伤应视为无效#

*(*(+!评定标准

"’’’平底孔直径$依表#确定$孔轴应垂直探伤面(垂直度不大于%$#33(平底孔孔底平面度为#)*W#(

-’’’试块的长度$根据传动滚道的间距选取(

<’’’试块高度等于钢坯厚度(

3)6’’’分别为孔的纵)横向间距$分别为*%和#%(

,’’’孔离边的距$小于#)*方为)*33$大于#)*方为+&33(

9’’’孔深可为)%33#

附!录!"
平底孔与大平底回波B>差值

%补充件&

表)

孔径
B >值

埋 深
#$) #$* )$% )$* +$% +$) ,$% *$%

’% +’$% +)$% )7$% )&$% )%$% #8$% #*$% ##$%
7% +7$% ++$% )&$% ),$% )#$% )%$% #’$% #)$%
&% +&$% +,$% )8$* )*$* ))$% )#$% #7$% #+$*
8% +8$% +*$* +%$* )’$* )+$* ))$% #&$* #,$*
#%% ,%$% +’$% +#$% )7$* ),$% )+$% #8$% #*$*
##% ,#$% +7$% +)$% )&$% )*$% ),$% )%$% #’$%
#)% ,)$% +&$% ++$% )8$% )’$% )*$% )#$% #7$%
#+% ,)$* +&$* ++$* +%$% )’$* )*$* )#$* #7$*
#,% ,+$% +8$% +,$% +%$* )7$% )’$% ))$% #&$%
#*% ,,$% ,%$% +*$% +#$* )&$* )’$* )+$* #8$%
#’% ,,$% ,%$* +*$* +#$* )&$* )7$% )+$* #8$*
#7% ,*$% ,#$% +’$% +)$% )8$% )&$% ),$% )%$%
#&% ,*$% ,#$* +’$* +)$* )8$* )&$% ),$* )%$*
#8% ,’$% ,)$% +7$% ++$% +%$% )8$% )*$% )#$%
)%% ,’$% ,)$% +7$% ++$* +%$% )8$% )*$% )#$*

!!注!0表)为使用)$*5=X频率时应提高的增益B>数值

1使用*5=X频率时!将表)B>数值均减少’B>"

6使用)5=X频率时!将表)B>数值均减少)B>"

;使用,5=X频率时!将表)B>数值均减少,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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