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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损检测实训》

前言

　　为了进一步贯彻“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文件精神，加强职业教育
教材建设，满足现阶段职业院校深化教学改革对教材建设的要求，根据现阶段职业院校该专业没有一
套较为合适的教材，大部分院校采用自编或行业的考证培训教材组织教学，非常不适合职业教育的实
际情况，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08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职业教育金属材料检测类专业教学研讨及教材建
设会议”，在会上，来自全国该专业的骨干教师、专家、企业代表研讨了新的职业教育形势下该专业
的课程体系，本书就是根据会议所确定的教学大纲要求和高职教育培养目标组织编写的。　　本书根
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将无损检测技术专业不同等级的核心操作技能提炼出来，用极具典型性和代表
性的实例加以表现并分步骤进行讲解。本书新颖的编排形式可以使读者对每个案例的操作全过程一目
了然，力求使读者尽快熟练掌握无损检测技术各个等级的核心操作技能，力求对读者通过职业资格鉴
定考试有所帮助。同时，读者也可以将书中相应实例应用于实际生产操作。　　本书以数十个操作训
练的实例较全面地介绍了射线检测、超声检测、磁粉检测、渗透检测的操作过程和方法，重点强调无
损检测实际应用工艺，增加了典型检测工艺卡和应用实例介绍，力求为无损检测从业人员提供无损检
测技术应用方面的指导和帮助。　　全书共四个单元，邓洪军编写第一、二单元，路宝学编写第三、
四单元。全书由邓洪军统稿，渤海船舶重工有限公司研究员级高工杨家武主审。　　编写过程中，作
者参阅了国内外出版的有关教材和资料，得到了北京普汇恒达材料测试有限公司、河北石油职业技术
学院、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包头职业技术学院有关同志的有益指导，在
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加之作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
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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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损检测实训》根据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岗位工作的要求，以数十个操作训练实例分别介绍了射线检
测、超声检测、磁粉检测、渗透检测的特点、检测原理及操作技能，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全
书共分四个单元，包括射线检测、超声检测、磁粉检测和渗透检测。《无损检测实训》在编写过程中
，从现代高等职业人才培养目标出发，注重教学内容的实用性。特别是结合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岗位特
点，尽量结合生产实际组织教材内容，使学生掌握四种无损检测方法的操作技能。
《无损检测实训》可作为高职、高专及各类成人教育金属材料检测类专业教材或培训用书，也可供Ⅰ
、Ⅱ、Ⅲ级无损检测考证人员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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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渗透检测工艺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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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现场操作　　（1）划线根据《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第87条规定“局部无损检测的部位
由制造单位检验部门根据实际情况指定。但对所有的焊缝交叉部位必须进行射线检测”。　　此环缝
要求按20％比例抽检3处，其有2个焊缝交叉部位必检，另一处由检验员指定。三个抽检部位确定后，
检测人员在工件外表面丁字缝两侧对称划线，线段长度为319mm；非丁字缝处也划好319mm的线段，
标好中心位置，写上底片编号。然后在容器内壁相应位置划长度为314的三个线段，内外线段的中心尽
可能对准。　　（2）像质计和各种标记的摆放　　像质计的摆放：对厚度T=12mm的焊缝进行射线探
伤，要求底片上像质指数至少达到12。可选用FeⅡ型（6／12）像质计。对于环缝单壁外透法，标准要
求每张底片均应放置一个像质计，放在容器外表面（射源侧）被检区长度的1／4处，金属丝横跨焊缝
并与焊缝方向垂直，细丝置于外侧。　　定位标记的摆放：环缝单壁外透法搭接标记放在射源侧工件
表面检测区域的两端，底片上搭接标记之间的长度范围即是有效评定长度Leff。　　中心标记放在被
测区域的中心，水平方向箭头指向焊缝（底片）编号顺序方向；垂直方向箭头指向焊缝边缘。　　识
别标记的摆放：每张底片均应有产品编号、焊缝编号、底片编号、拍片日期等识别标记影像。　　为
方便工作，把识别标记和定位标记用透明胶带粘在中间挖空（长、宽约等于胶片的长、宽）的长条形
透明片基或购买的专用塑料标记带上。同时将像质计贴在标记带反面。这样可使像质计较紧密地贴合
在工件表面上，以免影响灵敏度显示。　　所有标记应摆放整齐，其在底片上的影像不得相互重叠，
并离焊缝边缘至少5mm以上，贴放标记带时，使中心标记对准被检区域的中心。　　做好标记带后，
每透照一次，只需要更换少数几个铅字，用起来方便。　　（3）贴片贴片时要尽量使暗袋贴紧工件
，并使暗袋中心与被检区域的中心对正。把薄铅板固定在暗袋后面，以防背散射对底片质量的影响。
　　（4）对焦将射线探伤机安放在合适位置，调节设备和工件的相对位置，使射线探伤机中心指示
器对准透照中心，并与透照中心的切面垂直，同时调整设备与工件之间的距离，使F=700ram。　　
（5）曝光打开射线探伤机，预热2min，调节管电压为180kV，调计时器为4rain，按下高压通开关对工
件进行曝光。取下已曝光的胶片，换上新胶片，重新摆放相关标记贴片、对焦，进行第二个被检区域
的曝光。3个被检区域透照完后，将曝光后的胶片送暗室冲洗。　　（6）记录记录工件编号、底片编
号、绘布片图，并详细记录摄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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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邓洪军主编的《无损检测实训(职业教育金属材料检测类规划教材)》根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将无损
检测技术专业不同等级的核心操作技能提炼出来，用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实例加以表现并分步骤进
行讲解。本书新颖的编排形式可以使读者对每个案例的操作全过程一目了然，力求使读者尽快熟练掌
握无损检测技术各个等级的核心操作技能，力求对读者通过职业资格鉴定考试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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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本来从其他地方调货，可是后来通知没货了。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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