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犐犆犛１９．１００
犑０４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犌犅／犜２１３５５—２００８

无损检测　计算机射线照相系统的分类

犖狅狀犱犲狊狋狉狌犮狋犻狏犲狋犲狊狋犻狀犵—犆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犮狅犿狆狌狋犲犱狉犪犱犻狅犾狅犵狔狊狔狊狋犲犿狊

２００８０１１４发布 ２００８０５０１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 国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ＡＳＴＭＥ２４４６０５《计算机射线照相系统的分类》（英文版）。

本标准根据ＡＳＴＭＥ２４４６０５重新起草。

考虑到我国国情，在采用ＡＳＴＭＥ２４４６０５时，本标准做了一些修改。有关技术性差异如下：

———将规范性引用文件Ｅ１３１６更改为我国标准ＧＢ／Ｔ１２６０４．２；

———将规范性引用文件Ｅ１８１５更改为我国标准ＧＢ／Ｔ１９３４８．１；

———将规范性引用文件Ｅ２４４５更改为我国标准ＧＢ／Ｔ２１３５６；

———删除规范性引用文件Ｅ１６４７和Ｅ２００７。

为便于使用，本标准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本方法”一词改为“本标准”；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按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规定的格式要求，对部分条号和标题做了修改；

———在第２章和第３章中使用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规定的引导语。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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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苏州美柯达探伤器材有限公司、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中心、上海星标科技

信息咨询事务所、上海材料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宓中玉、章怡明、张佳银、赵成、金宇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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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损检测　计算机射线照相系统的分类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计算机射线照相（ＣＲ）系统的评定和分类方法，所指的系统包括：特殊的磷光成像板

（ＩＰ），系统扫描器和软件，以及供工业射线照相检测配套使用的特制金属增感屏。其目的旨在评价来自

探测器／ＩＰ系统的影响，以确保成像质量，确保满足用户要求。

本标准规定的系统分类测试方法，适用于不同供应商，也可以为用户提供不同系统的可比性。

ＣＲ系统的性能，由信号和噪声参量表征。对胶片系统来说，信号是用梯度而噪声是用颗粒度表示

的。标称化的信噪比，是对ＣＲ系统进行分类的参量组成部分，用系统的基本空间分辨力表示。标称化

的测试方法，可按ＧＢ／Ｔ１９３４８．１（胶片系统分类）的规定进行，即用微密度计的直径１００μｍ光孔发出

的光束扫描给出。本标准描述的就是ＣＲ系统的这些参量应该怎样测定。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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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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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ＧＢ／Ｔ１２６０４．２　无损检测　术语　射线照相检测（ＧＢ／Ｔ１２６０４．２—２００５，ＩＳＯ５５７６：１９９７，ＩＤＴ）

ＧＢ／Ｔ１９３４８．１　无损检测　工业射线照相胶片　第１部分：工业射线照相胶片系统的分类

（ＧＢ／Ｔ１９３４８．１—２００３，ＩＳＯ１１６９９１：１９９８，ＩＤＴ）

ＧＢ／Ｔ２１３５６　无损检测　计算机射线照相系统的长期稳定性与鉴定方法

ＡＳＴＭＥ２００２　射线照相图像总不清晰度测定方法

ＡＳＴＭＥ２０３３　计算机射线照相（ＰＳＬ法）方法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２６０４．２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计算机射线照相系统（犆犚系统）　犮狅犿狆狌狋犲犱狉犪犱犻狅犾狅犵狔狊狔狊狋犲犿（犆犚狊狔狊狋犲犿）

指由存储磷光成像板（ＩＰ）、相应的读出装置（扫描器或读出器）和软件等组成的一个完整系统。它

能将ＩＰ上的信息转换成数字的图像。

３．２　

计算机射线照相系统分类　犮狅犿狆狌狋犲犱狉犪犱犻狅犾狅犵狔狊狔狊狋犲犿犮犾犪狊狊

由一组特定磷光图像存储板组成的ＣＲ系统，其特性可依据表１所示的犛犖犚（信号与噪声之比）值

和特定曝光区域的不清晰度来进行分类。

表１　犆犚系统的分类

ＣＲ系统类别 最小的犛犖犚

ＩＰｓ／犢 １３０

ＩＰⅠ／犢 ６５

ＩＰⅡ／犢 ５２

ＩＰⅢ／犢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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