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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31211《无损检测 超声导波检测》的第1部分。GB/T31211已经发布了以下

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磁致伸缩法。
本文件代替GB/T31211—2014《无损检测 超声导波 总则》,与GB/T31211—2014相比,除结构

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部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2014年版的第3章);

b) 更改了检测原理(见4.1,2014年版的第4章);

c) 增加了超声导波检测技术分类(见4.2);

d) 删除了超声导波检测的优点及特点、局限性(见2014年版的第4章);

e) 更改了安全要求(见第5章,2014年版的第5章);

f) 更改了通用检测工艺规程(见第7章,2014年版的7.1);

g) 更改了检测仪器系统(见8.1,2014年版的8.1);

h) 更改了超声导波传感器(见8.2,2014年版的8.3);

i) 增加了检测仪功能分类(见8.3.1);

j) 更改了试样(见8.4,2014年版的8.7);

k) 更改了检测设备维护与核查(见8.5,2014年版的8.8);

l) 删除了检测条件确定(见2014年版的9.1.4);

m) 增加了导波检测模态与频率的选择(见9.2);

n) 更改了检测实施(见9.5,2014年版的9.4);

o) 增加了对比检测(见9.6);

p) 更改了不可接受信号的处理(见10.2.4,2014年版的10.2.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无损检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6)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大学、上海材料研究所有限公司、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杭州浙达精益机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特检云智安全科技(嘉兴)有
限公司、北京科海恒生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瑞祥模具有限公司、山东科捷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安徽华夏高

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沈功田、郑阳、唐志峰、丁杰、武新军、胡斌、彭小兰、张君娇、李素军、王俊杰、

李光海、高广兴、吕福在、张鹏飞、段庆儒、魏忠瑞、段元锋、史明澄、陈会明、梁玉梅、李寰。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4年首次发布为GB/T31211—2014;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文件号变更为GB/T31211.1—2024。

Ⅲ

GB/T31211.1—2024



引  言

  超声导波检测技术作为无损检测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海洋工程、交通等

领域的管道、轨道、板壳等波导类结构内外缺陷的检测,在带包覆层和隐蔽遮挡等结构不可达区域检测

中具有突出优势,且单次检测距离长、工作效率高,为保障设备安全运行提供重要技术手段。
超声导波检测技术包含磁致伸缩、压电超声、电磁超声、激光超声等多种方法。建立超声导波检测

的总则,有利于超声导波各具体检测方法的规范开展。GB/T31211拟由两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总则。目的在于规定超声导波对管材、棒材、板材、线材、型材等横截面几何形状规

则的结构件进行检测的总体要求。
———第2部分:磁致伸缩法。目的在于规定用于快速发现构件中存在截面损失的磁致伸缩超声导

波检测的具体要求。
本文件是GB/T31211的第1部分,对超声导波检测的总体要求进行规范。本次对GB/T31211—

2014进行修订,建立GB/T31211超声导波检测标准体系,明确了超声导波检测通用的技术要求,发挥

基础性支撑作用,有利于促进超声导波检测技术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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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损检测 超声导波检测

第1部分:总则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利用磁致伸缩、压电超声、电磁超声、激光超声等多种超声导波对被检构件检测的通

用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管材、棒材、板材、线材(含绳、索)、型材等横截面几何形状规则的弹性固体结构件的

超声导波检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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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12604.1 无损检测 术语 超声检测

GB/T20737 无损检测 通用术语和定义

3 术语和定义

GB/T12604.1和GB/T2073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波导 waveguide
定向引导特定频率超声波的结构件。
注:如细棒材、管材或薄板等。当其壁厚与波长接近时,则纵波和横波受边界条件的影响,不按原来的模式传播,而

是按照特定的形式传播。

3.2 
超声导波 ultrasonicguidedwave
沿着波导(3.1)结构表面或内部按特定导波模态(3.6)传播的超声波。

3.3 
频散 dispersion
波速随频率变化的现象。

3.4 
频散方程 dispersiveequation
根据特定边界条件、满足弹性动力学特解的方程,反映了波速与频率的关系。

3.5 
频散曲线 dispersioncurve
求解频散方程(3.4)得到的波速与频率的关系曲线。
注:频散曲线的横坐标表示频厚积、频率、波长或波数,纵坐标表示群速度或相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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