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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２３９０９《无损检测　射线透视检测》分为三个部分：

———第１部分：成像性能的定量测量；

———第２部分：成像装置长期稳定性的校验；

———第３部分：金属材料Ｘ和伽玛射线透视检测总则。

本部分为ＧＢ／Ｔ２３９０９的第２部分。

本部分修改采用ＥＮ１３０６８２：１９９９《无损检测　射线透视检测　第２部分：成像装置长期稳定性的

校验》（英文版）。

本部分根据ＥＮ１３０６８２：１９９９重新起草。

考虑到我国国情，在采用ＥＮ１３０６８２：１９９９时，本部分做了一些修改。有关技术性差异如下：

———将规范性引用文件改为我国标准。

本部分由全国无损检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５６）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山东山大奥太电气有限公司、上海英华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盈泉钢制品有限

公司、上海材料研究所、通用电气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艾因蒂克实业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孔凡琴、张光先、陈仁富、曾祥照、李博、章怡明、张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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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ＧＢ／Ｔ２３９０９的本部分给出了在操作过程中控制成像装置质量的大纲。ＧＢ／Ｔ２３９０９．１给出了定

量测量的参考。ＧＢ／Ｔ２３９０９．３和其他部分将和特定的应用有关，例如焊缝检测、铸件检测等。

操作新的透视系统之前，生产者和系统的使用者宜规定质量控制规程以确保射线透视系统稳定、可

靠的性能。规程宜包括ＧＢ／Ｔ２３９０９的各部分、在显示单元上定义感兴趣区域（ＲＯＩ）、像质计（ＩＱＩ）的

放置，以及其他可获得良好检测可重复性的相关参数。

另外，测试的频率和系统退化的可接受程度宜根据ＮＤＴ规范和系统的使用手册加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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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损检测　射线透视检测

第２部分：成像装置长期稳定性的校验

１　范围

ＧＢ／Ｔ２３９０９的本部分为现场校验射线透视设备提供指导，在射线透视系统上，图像是显示在包含

图像处理的显示单元上。使用的射线源可以是Ｘ射线和伽玛射线。

本部分建立了测试射线透视系统的规则，以保证稳定的校验质量。测试宜是系统操作者可容易完

成的。测试是基于规定的像质计的输入信号。对系统响应的测试宜在相同的设备上完成。

本部分适用于带图像处理计算机的装置，也适用于简单的显示单元。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２３９０９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ＧＢ／Ｔ２３９０１．１　无损检测　射线照相底片像质　第１部分：线型像质计　像质指数的测定

（ＧＢ／Ｔ２３９０１．１—２００９，ＩＳＯ１９２３２１：２００４，ＩＤＴ）

ＧＢ／Ｔ２３９０１．２　无损检测　射线照相底片像质　第２部分：阶梯孔型像质计　像质指数的测定

（ＧＢ／Ｔ２３９０１．２—２００９，ＩＳＯ１９２３２２：２００４，ＩＤＴ）

ＧＢ／Ｔ２３９０１．５　无损检测　射线照相底片像质　第５部分：双线型像质计　图像不清晰度的测定

（ＧＢ／Ｔ２３９０１．５—２００９，ＩＳＯ１９２３２５：２００４，ＩＤＴ）

ＧＢ／Ｔ２３９０９．１　无损检测　射线透视检测　第１部分：成像性能的定量测量（ＧＢ／Ｔ２３９０９．１—

２００９，ＥＮ１３０６８１：１９９９，ＭＯＤ）

３　自然缺陷的比较

为了对实际系统的性能和最初的性能进行比较，自然缺陷作为唯一的质量控制，只测试它并不

充分。

宜通过系统的成像以及识别某个零件典型缺陷和临界缺陷的能力来测试射线透视系统的性

能。除了标准的像质计，可以使用那些带最小和最难识别自然缺陷的样品作为整个系统性能的日

常质量控制。

４　用像质计控制图像质量

４．１　概述

射线透视图像的质量基本上由清晰度、对比度和线性度决定。

在ＧＢ／Ｔ２３９０９．１中描述的参数依赖于射线源、成像系统和试样的布置。为了控制质量，应在操作

中定期检测射线透视装置的所有性能来考核这些参数，并且在通常的操作中应使用同样的操作装置。

可使用像质计。

对所有的试样，如果可能的话，像质计必须放置在试样朝向射线源的那一面。

对特定的试样，如果还存在ＧＢ／Ｔ２３９０９的其他部分，在质量控制中应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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