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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置GB／T26646--2011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ASTME1932一07《小型部件声发射检测方法指南》(英文版)。本标准由全国无损检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6)归口。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爱德森(厦门)电子有限公司、广州声华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科海恒生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泰司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材料研究所。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沈功田、李丽菲、吴占稳、林俊明、夏舞艳、刘时风、段庆儒、金宇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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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无损检测小型部件声发射检测方法GB／T26646—20111．1本标准规定了小型部件(或大型构件的特定区域)的声发射检测方法，由于在整个检测区域中声发射信号具有较低的衰减，本方法排除了基于距离的信号衰减的修正。1．2本标准可应用于材料特征检测、生产过程质量控制、产品验收检验、大型构件局部关注区域的安全评估及检修期间的检验。通过声发射检测，可分析小型部件承受载荷或内部出现损伤的情况，并评价与小型部件所承受载荷相关的声发射活性。1．3本标准没有完全列出进行检测时所有的安全要求，使用本标准的用户有义务在检测前建立适当的安全和健康准则。2规范性引用文件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GB／T9445无损检测人员资格鉴定与认证(ISO9712)GB／T12604．4无损检测术语声发射检测(ISO12716)3术语和定义GB／T12604．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3．1加载载荷appliedload为利用声发射检测方法分析小型部件对应力的响应而作用于小型部件上的可控或已知的力或应力。3．2监护传感器guardsensors．以根据信号到达次序消除外来噪声为主要功能的传感器。3．3空间鉴别spatialdiscrimination利用一个或多个传感器(监护传感器或数据传感器)，根据信号到达次序消除外来噪声的过程。3．4空间滤波spatialfiltering声发射系统的一种分析功能，该功能不考虑声发射源活性，仅基于声发射源定位进行分析。4人员资格采用本标准进行检测的人员应按GB／T9445的要求或有关主管部门的规定取得相应无损检测人员资格鉴定机构颁发或认可的声发射检测等级资格证书，从事相应资格等级规定的检测工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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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6646--20115方法概要5．1小型部件(或大型构件的特定区域)的声发射检测是为了分析其承受载荷或内部损伤的状况，由于声发射信号具有较低的衰减特征，排除了基于距离的信号衰减修正和采用多传感器及其阵列布置的考虑。5．2声发射检测是以在检测部位存在可以控制或测量的应力作用为前提的。小型部件承受的加载载荷包括机械力(张力、压力和扭转力)，内压和热影响力。加载载荷可以是长期或短期的作用，也可以是随机或循环的作用。载荷可以是由检测人员控制的或是小型部件在检测时已经存在的。无论上述何种情况，加载载荷应与声发射活性同时测量。5．3声发射检测的要素包括声发射传感器和检测系统的选择、传感器布置、应力因素、噪声的减少或排除、空间滤波、定位、监护传感器的使用、声发射数据采集、声发射数据分析和报告。5．4本标准规定的方法可应用于小型部件的结构完整性评价，产品生产过程中特定制造工艺(如：点焊、压焊、钎焊、冲压等)的在线检测，产品最终验收检验，大型构件(如：桥梁、容器、管道等)局部重点区域的监测，以及在役设备的检测。6检测工艺规程6．1信息收集6．1．1在检测前，声发射检测人员应了解如下相关信息：a)被检部仁#的类型、结构、几何形状和尺寸示意图；b)材质特性(包括热处理方式)；c)预设的或现有的加载方式及方法，以及压力或应力系统图；d)加载载荷的测量或记录方式，以确定其与声发射检测仪器的兼容性；e)潜在的背景噪声源，以及所采用的隔离措施；f)先前的加载史，包括小型部件或系统所承受过的最大载荷；g)已知不连续部位的位置，上一次声发射检测或其他无损检测的结果；h)相似被检部件的检测结果。6．1．2在检测之前，声发射检测人员应考虑下列信息。一些细节问题应与现场管理人员或负责人协调配合。6．1．2．1声发射检测仪器的性能。应考虑通道数量、仪器滤波的带宽、数据实时处理速率、定位／监护／空间滤波功能、数据类型(如：RMS、ASL、声发射特征参数或波形等)，以及在声发射检测期间，检测系统监测和记录载荷的兼容性。这些仪器组成在检测期间应能执行预期的性能。此外，应考虑仪器的数据分析、显示和回放功能，以确保其能够按照所需要的方式处理存储数据，达到较满意的检测结果或结论。6．1．2．2加载载荷。应考虑与被检部件完整性评价相关，并能达到满意的声发射检测结果的加载载荷。在某些情况下，加载是检测工艺过程的组成部分，应合理选择声发射检测的时机，使噪音较低，加载载荷(为声发射检测所必需的)最大。必要时，为了获得这样的时机，可以更改载荷(如：在最大载荷时进行短时间保载)而不考虑整个工艺过程。在很多情况下，加载载荷的大小在检测时受到控制，应考虑设计一定的加载程序，使被检部件受到适当的应力以激励潜在的缺蹈，但不致应力过大或损坏被检部件。同时，加载程序应能提供观测被检部件结构完整性的最好效果(如，按照一定的加载程序来评估Kaiser效应)。6．1．2．3传感器的性能。应了解传感器的响应频率、几何尺寸(包括传感器的高度、直径和质量)、最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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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6646—2011或最低温度范围、灵敏度和输出阻抗，使之与检测仪器相匹配，满足检测要求。6．1．2．4传感器位置和阵列布置。应考虑检测所需传感器的数量，阵列布置及其安装在被检部件上的位置。当背景噪音能够控制或不存在时，在预期的声发射源附近放置一个传感器即可。当存在有限数目的背景噪声源(如强度测试中的张力)时，在预期的声发射源附近放置一个传感器并在每一个噪声源附近使用一个监护传感器，可有效识别与剔除从噪声源产生的噪声。与声发射数据传感器相比，这些噪声源距离监护传感器更近。另外，针对性地布置一组传感器(两个或多个)以便对背景噪声进行空间鉴别，并同时进行声发射事件处理。当外来噪声来自多个方向且不能控制时，应考虑采用多个传感器定位(如线性或平面定位)。在这种情况下，为实现精确的源定位应保证传感器数目足够，并允许采用空间滤波和／或空间鉴别的方法，这样，只有所关注区域产生的数据才作为相关声发射数据来处理。6．1．2．5数据记录。检测人员应提前了解需要记录的数据和信息，准备所有必需的设备、硬件、附件及软件，以获取、贮存、处理这些信息。除声发射仪器之外，还应有测量和记录加载载荷以及与其他载荷或情况有关外界参数的传感器及装置。有关小型部件接触面的详细情况需与检测现场管理部门和有关人员协调。6．1．2．6特殊检测时，本方法的应用可能具有局限性。6．1．2．7声发射检测所需的前提条件，如表面准备情况或加载速率的限制，需要与检测现场管理人员或负责人协商配合。6．2传感器的安装声发射传感器的安装方法和步骤对传感器的性能有重要影响。效果最佳的且具有可重复性的声发射检测需要合适的传感器固定装置和一致的传感器安装步骤。6．3检测仪器的校准和验证6．3．1应对压力传感器、声发射传感器、前置放大器、信号处理器及声发射信号发生器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校准和验证。校准方法应符合声发射仪器制造商的规范要求。6．3．2如果对信号处理器的运行状态表示怀疑，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其进行常规的电子评价。进行评价时，应使用声发射信号发生器。每一个信号处理器通道对声发射信号发生器输出的峰值幅度读数误差应在土2tB内。6．3．3系统性能验证应在每次检测前进行，宜在检测后进行复核。性能验证是利用机械装置在距离每一个传感器规定的距离激励应力被：所激励的应力波类似于缺陷产生的声发射，并以相同的方式激励传感器。性能验证是检查整个检测系统(包括耦合剂)的性能。6．3．3．1可采用铅芯折断作为声发射信号模拟源来验证系统性能。铅芯应在被检部件表面离传感器一定距离处折断，铅芯硬度为2H，直径0．3znm或0．5mm，伸长量2．5mm左右。在确定断铅作为信号源时，应注意避免使电子设备饱和。6．3．3．2也可采用电信号驱动换能器产生的声发射信号作为模拟源来验证系统性能。6．4检测实施6．4．1检测前的准备6．4．1．1目视检查被检件、传感器及其他相关设备，以确保各种设备安全运行，并与可控干扰声源以及电子噪声源相互隔离。6．4．1．2检查被检件，识别所有潜在的背景噪声源，如表面摩擦、泵或其他振动、阀门冲击、人员移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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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6646—2011液体流动及湍流。在未加载或有轻微载荷的条件下，通过短时间监测来测试背景噪声。对发现的噪声源应采取声隔离或控制措施，避免噪声源掩盖被检件内部产生的声发射源。6．4．1．3测试空间滤波或其他用于滤波鉴别的设备和措施，以验证其排除外来突发型噪声的性能符合要求。6．4．2声发射数据采集6．4．2．1首先操作仪器进入监测和数据记录状态，然后对被检件加载。6．4．2．2在声发射检测期间，只要环境允许，应对每个传感器附近的噪声进行定期监测以确保背景噪声在连续进行声发射检测时仍可接受。应记录特殊噪声事件的幅度、发生时间及其对声发射检测的影响。6．4．2．3应对载荷和／或其他参数进行监测和记录，以便与声发射数据进行关联分析。6．4．2．4声发射数据应在加载、保载和降载过程中进行连续采集。6．5数据分析6．5．1概述应根据相关外界参数，如载荷、时间、应力和温度的变化来分析声发射信号以评价被检件的结构完整性。若采用了定位或空间滤波功能，可只分析所关注区域内产生的声发射信号。6．5．2声发射活性分析被检件的声发射活性可由累积声发射计数或事件计数来确定，也可采用其他声发射信号参数来评价，但采用的分析方法应前后一致并具有可重复性。6．5．3评价准则被检件声发射活性评价是基于先前类似被检件声发射检测所获得的判据。应考虑到数据的统计规律差异以及所有可接受的准则。应特别注意保载期间声发射活性的时效性。检测人员应详细说明所采用的准则。6．5．4Kaiser效应分析被检件的结构完整性评价应基于符合Kaiser效应的分析结果。6．6记录6．6．1信息收集应至少包括如下内容：a)声发射仪器系统及工作参数(如：声发射信号识别准则、通道锁闭时间、频率滤波范围、增益、系统门槛、数据处理速率或声发射活性测量指标)；b)检测人员的资格；c)检测时间和日期；d)小型部件的描述说明}e)传感器的耦合方式；f)传感器的位置；g)小型部件的表面状况(如：粗糙度、氧化层、油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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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校准记录

包括详细的测试方法和测试结果，以及下列内容

a)模拟源的类型和特征；

b)传感器通道灵敏度；

c)声发射信号衰减；

d)空间滤波、空间鉴别的有效性。

6．6．3检测记录

应至少包括如下内容：

a)背景噪声及其变化；

b)检测期间，声发射仪器系统工作参数的变化

c)声发射活性(利用相关的参数区间)描述；

d)检测时的实际加载历程。

7检测报告

GB／T 26646—20 1 1

7．1在检测完成并进行了必要的数据分析之后，应汇总检测结果并以图形和表格的形式给出，并详细

说明采用的检测方法、评价准则及其对检测结果的影响因素，分析讨论给出的被检件结构完整陛的评阶

结果。

7．2检测人员应提交签署的检测报告，报告中应包括6．6中的记录内容和7．1规定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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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附录)

信息收集示例

表A．1 仪器设备及载荷的信息收集表

制造商、类型、型号

校准日期

带宽增益 fiB

输出电压(峰值对峰值)

频带滤波 从 ～ kHz

加载类型

测量传感器

制造商或描述

测量单位

测量范围

与电压的转换比例

加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