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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木标准非等效采用ASTM A388-  84《大型锻钢件超声波探伤方法标准》

    本标准力求以规定的检测设备、检测要求、检测方法，保证探伤结果的一致性

    大型锻钢件的质量等级分类，由于质量要求差异太大 在本标准中不宜做统一的规定一对锻件的质

量验收，由供需双方根据技术要求协商解决

    本标准由机械工业部德阳大f铸锻件研究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木标准主要起草人:宋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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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钢件超声波探伤方法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锻钢件纵波或横波接触式脉冲反射法超声波探伤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厚度或直径等于或大干100 aim碳素钢及低合金钢锻钢件。奥氏体不锈钢锻件的超

声波探伤也可参照执行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不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门·12604.1 -90 无损检测术语 超声检测

    JB 4126--84 超声波检验用钢质试块的制造和控制

    JB 473。-94 压力容器无损检测

    ZBY 230--84  A型脉冲反射式超声波探伤仪通用技术条件

    ZBY 231一84 韶声油榻伟用探斗ft能沏}话 片件

3 定义

    木标准所用术语除了根据GB厂C 12604. 1外，还采用下列定义

3.1 当量直径

    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缺陷回波的幅度与超声波束相垂直的某一直径平底孔的回波幅度相等.称该

Ft径为缺陷当量直径，简称为当量直径

12 连续缺陷回波

    在某个测距上缺陷当量直径不小于2 mm，回波的波动幅度范围，在探头持续移动距离等于或大干

30 mm的间距内不大于2 dB的缺陷回波。

3.3 密集缺陷

    边长小于或等于50 mm正方体内，有五个或五个以上的缺陷回波。

    注 译自ASTM A388/A388M一84中8.1.3.2

3.4 波底降低量B,/BF (dB)

    无缺陷完好区第一次底波幅度B。值与有缺陷区的第一次底波幅度B，值之比的dB差值

    注:根据JB=173。一94中3.2

3.5 单个缺陷回波

    间距大于50 mm.当量直径不小于2 mm的缺陷回波

分散缺陷回彼

在边长为50 mm正方体内。缺陷回波的数量少于五个，缺陷的当量直径不小于2 Mil、的缺陷1.1波

游动缺陷回波

在锻件的表面上移动探头，缺陷回波的前沿移动距离相当于锻件厚度25 mn或2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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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回波

4 技术要求

41 一般要求

4 1.1 从事大型锻钢件超声波探伤人员，应具有一定的冶炼、锻造、热处理的基础知识和锻件探伤经

验，并经过认可的有关部门考核合格.巨取得相应等级资格证的探伤人员方可从事锻件的超声波探伤

4门.2 锻件探伤表面，不得有影响探伤灵敏度的附着物，如油漆、氧化皮、污物等

4.1.3 锻件探伤面的表面粗糙度lta值，应不大于6. 3 km

4.T，4 锻件探伤应在相互垂直的两个探伤面上进行，应尽可能地对锻件的整体做全面扫查 饼形、长方

形锻件，探伤面应选在相互垂直的两个面上。轴类锻件应在外圆表面做径向探测，必要时在轴的端面做

轴向探测。

4.1.5 锻件探伤的钢质对比试块

    应符合」B 4126的规定。

4门.5.1 纵波直探头平面对比试块，采用Cs-1和CS-2试块，也可以自行加工，其形状和尺寸应符合

有关标准的规定。检测曲面时，采用的曲面对比试块见图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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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K为工件曲而半径的。.9-1.5

                                      图1 曲面对比试块

4.1.5.2 横波斜探头的对比试块，应采用化学成分、热处理条件、表面粗糙度、曲率等都应与检测锻件

相同或相似的锻件制作

4.1.5.3 对空心锻件用的对比试块的内壁切成与轴平行的矩形或600v形槽，其长度为25 mm,推若

槽深为锻件厚度3%的试块。槽深最大不超过6 mm的试块

4.2 探伤设备和探头

4.2- 1 探伤设备应符合ZBY 230的规定

42.1.1 探伤仪的工作频率至少为1-- 5 MHz,配备的衰减器精度在任意相邻12 dB,误差在二1d工‘_

总调节量应大于60dB

4.2.1.2 探伤仪的垂直线性至少在屏高的75%范围内，其误差应小于5% 水平线J比误差应不大丁

2"。

4.2.1.3 纵波直探头探伤发现深度为200 mm,02平底孔时，灵敏度余量应不小丁4o dl;远场分辨力

应大于或等于30dB

4. 2.2 探头应符合ZBY 231的规定

4.22.7 纵波直探头的品片直径为12-218 mm，斜探头品片最大有效面积为25mm火25 mm.各种扮

失都应在标称频率下使用，频率误差不超过标称值的110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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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2 探91-的其余参数都应符合ZBY 231的规定。

4.3 糊合剂推荐采用机油、甘油、有机浆糊。在不影响探伤灵敏度的条件下，也可以采用其他藕合剂

5 探伤要求

5. 1 原则上锻件应在最终热处理以后进行超声波探伤 如锻件要在热处理以前进行钻孔、切槽、车锥度

等加工工序使探伤受到影响时，锻件也可在此加工工序前进行超声波探伤，热处理以后凡可探测部位，

必须进行100%的复探。

5.2 探头扫查速度应不大于150 mm/s,

5. 3 探头移动每次至少重叠覆盖晶片宽度的15%

5.4 对锻件进行复探或重新评定时，应选用可比较的探伤条件

6 探伤方法

61 纵波法探伤

6.1.1 探伤频率通常为1-5 MHz，一般锻件探伤推荐2-2. 5 MHz探伤频率

6.1.2 探伤灵敏度的调节，原则上推荐底面回波反射法调节。由于锻件的几何形状、尺寸的限制，也可

以用对比试块法调节。

6.1.3 用底面回波反射法调节

    将探头w于锻件人射面与反射面相平行的探伤面上，且无缺陷和边界反射波 调节探伤仪灵敏度旋

钮，将底面回波调到屏高的40%-80%,然后按如下的计算公式调节锻件的增益值:

    a)实心锻件的增益值

(1)珊
-碱

AdB二201g

式中:,IdB一 需要提高的增益值，dB;

        T 一探测锻件的厚度或直径，mm;

0- 要求探伤灵敏度平底孔直径，mm;

几— 一波长.mm

b)有中心孔锻件的增益值

AdB一:Olg嘿 一，。，、U
                        兀w ‘未

(2)

式中:

6.1.4

I)一一探测锻件部位的外径，mm;
d一一探测锻件部位的内径，mm

6.1.4.1

6.1.4.2

6.1.4.3

6.1.5

对比试块法调节灵敏度

  使用的对比试块的材质、表面粗糙度、热处理条件应与检测锻件相同或相似

用Cs-1或CS-2对比试块或具有等效作用的其他试块上进行调节

按6.1.4.2选取的Cs试块平底孔的反射波调到屏高的40 % 8000

计算缺陷当量时，锻件的材质衰减超过4 dB/m时，应进行修正

    (B:一Bz)
“幸— 2T

6 dB

衰减系数的测定按式(3)计算:

  ................········，·一〔3)

式中:B.一 次底面回波的dB值;

      迅一 二次底面回波的dB值;

      T 锻件的厚度.mm;

        a一 衰减系数，dB/mm
6} 1}6 锻件探伤时，要注意底面回波明显降低的部位，并查明底面回波下降的原因 刘底面回波明显下

降的任何区域都要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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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横波法探伤

6.2门 横波探伤主要用于环形或空心锻件，其轴向长度应大于50 mm，外径tj内径之比应小于2 :〕

6.2.2 如锻件外径与内径之比或锻件的儿何形状不影响所要求的探伤灵敏度时.则采用折91角45的

斜探头探伤 为了用斜探头探测外径与内径之比达2=i的空心锻件，可在探头七加一个曲面楔块或接

触块形成所需的波形和角度.以达到要求的灵敏度。

6.23 横波探伤灵敏度的校正

    从外圆探测内壁卜平行于锻件轴向的矩形或600v形槽，得到一个满屏高60%的回波 也可以采用

单独的对比试块进行校正，对比试块制作与选择应符合1.1.5的要求 若锻件成批生产，则取其中 件

制成校正用的对比件‘在其内壁切一个槽，槽深为工件最大厚度的3%，但最深不得超过6 mm, 槽长为

25 mm。对比件的厚度应与被检工件厚度相同。在同一仪器条件下探伤，从外圆上的一个类似槽上得到

一个反射回波，通过内、外槽一次反射波峰画一条对比振幅线 如可能，最好在检验件卜或其余料卜直接

切槽。实际探伤中，可能从外圆面上探不出外圆上的槽，如可行(有的锻件内径小，无法探伤)，应从内、外

表面进行探伤，在外表面探测内表面的槽，在内表面探测外表面的槽 必要与可能时，也可以采用曲面楔

块或接触块进行探伤。

6.3 重新调节探伤灵敏度

6.3.1 锻件探伤过程中，如探头、藕合剂、仪器的设定值有任何改变都要重新调节探伤灵敏度

6.3.2 锻件在探伤过程中应至少校验一次探伤灵敏度。在探伤结束后应校验探伤灵敏度。当探伤灵敏

度变化2 dB以上时，应重新调节探伤灵敏度。在此之前所探的锻件都要重新复探

7 测.与记录

纵波缺陷定量采用当量法，横波采用百分比法。

缺陷当量直径大于或等于探伤灵敏度的单个或分散缺陷回波时，都要记录

按技术条件要求记录密集缺陷回波，并标记缺陷的位置和分布范围

记录游动缺陷回波的当量直径、位置和分布范围。

记录底面回波严重降低或消失的部位和分布范围

横波探伤，记录不小于对比槽回波幅度60%的缺陷回波的位置和分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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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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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探伤报告应包括如下的内容;

8.1 锻件的名称、材质、尺寸简图、探伤位置、探伤面的粗糙度

8.2 委托日期，委托单位，委托编号

8. 3 探伤条件:探伤仪的型号、探头的频率、晶片的尺寸、斜探头的K值利J3值

84 探伤灵敏度，藕合剂的名称，对比试块的型号。

8.5 探伤结果，评定等级。

86 探伤人员的姓名、资格证书、资格等级，复审人员的姓名、资格证号、等级及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