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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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2604的第6部分。GB/T12604已发布了以下部分:
———GB/T12604.1 无损检测 术语 超声检测;
———GB/T12604.2 无损检测 术语 射线照相检测;
———GB/T12604.3 无损检测 术语 渗透检测;
———GB/T12604.4 无损检测 术语 声发射检测;
———GB/T12604.5 无损检测 术语 磁粉检测;
———GB/T12604.6 无损检测 术语 涡流检测;
———GB/T12604.7 无损检测 术语 泄漏检测;
———GB/T12604.8 无损检测 术语 中子检测;
———GB/T12604.9 无损检测 术语 红外热成像;
———GB/T12604.10 无损检测 术语 磁记忆检测;
———GB/T12604.11 无损检测 术语 X射线数字成像检测。
本文件代替GB/T12604.6—2008《无损检测 术语 涡流检测》,与GB/T12604.6—2008相比,除

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按照ISO12718:2019对标准的整体结构进行调整,术语分为涡流检测通用术语、与测量相关

的术语、与探头相关的术语、与仪器相关的术语、与应用相关的术语、与评价相关的术语6个大

类,每个大类下为具体的术语及其定义;

b) 删除了部分术语和定义,具体参见附录NA;

c) 增加了部分术语和定义,具体参见附录NB;

d) 修改了部分术语和定义,具体参见附录NC。
本文件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12718:2019《无损检测 涡流检测 词汇》。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修改了标准名称以便与现有系列标准一致;
———在3.3.55的术语中给出“SQUID”的英文全称;
———在3.3.57的术语中增加“表面探头”的中文同义词;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NA,给出了与GB/T12604.6—2008相比删除的术语和定义;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NB,给出了与GB/T12604.6—2008相比新增的术语和定义;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NC,给出了与GB/T12604.6—2008相比修改的术语和定义;
———增加了索引,以便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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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森(厦门)电子有限公司、上海材料研究所、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中国科学院

金属研究所、钢铁研究总院、西安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昌航空大学、清华大学、
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空军研究院、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美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林俊明、徐可北、蔡桂喜、丁杰、范弘、陈振茂、田贵云、康宜华、宋凯、黄松岭、
胡先龙、胡斌、郭奇、黄凤英、李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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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0年首次发布为GB/T12604.6—1990;
———2008年第次次修订时,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修改了部分术语和定义;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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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无损检测技术是人类工业化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是产品质量控制和保障设备设施安

全运行的主要手段,同时也对生产工艺进行反馈。无损检测利用物质的热、力、声、光、电和磁等特性,以
不损害预期使用性能和可靠性的方式,探测、定位和测量材料与零部件中的缺陷或异常,评价其性能、组
织和完整性。无损检测的应用涵盖机械制造、化工、医药医疗、能源、交通、冶金、建筑、水利、海洋工程、
兵器、航空、航天、核工业、卫生食品、走私与反恐和公共安全等领域。

无损检测的方法和技术众多,应用对象广泛。建立无损检测各个方法和技术的基础通用的术语,是
国内外各类无损检测标准化机构开展无损检测标准化活动的首要任务。GB/T12604《无损检测 术

语》是指导我国无损检测标准化活动的基础性和通用性标准。GB/T12604旨在确立普遍适用于无损

检测标准化文件的术语,由11个部分构成:
———GB/T12604.1 无损检测 术语 超声检测;
———GB/T12604.2 无损检测 术语 射线照相检测;
———GB/T12604.3 无损检测 术语 渗透检测;
———GB/T12604.4 无损检测 术语 声发射检测;
———GB/T12604.5 无损检测 术语 磁粉检测;
———GB/T12604.6 无损检测 术语 涡流检测;
———GB/T12604.7 无损检测 术语 泄漏检测;
———GB/T12604.8 无损检测 术语 中子检测;
———GB/T12604.9 无损检测 术语 红外热成像;
———GB/T12604.10 无损检测 术语 磁记忆检测;
———GB/T12604.11 无损检测 术语 X射线数字成像检测。
本文件是GB/T12604的第6部分,分别从通用、测量、探头、仪器、应用和评价等方面对涡流检测

术语进行定义。本次对GB/T12604.6的修订,重点考虑了与涡流检测术语国际标准的衔接,明确涡流

检测术语,调整了文件结构,使得在制定涡流检测方法和产品文件时有据可依,从而发挥术语文件的基

本通用的支撑功能,更好地促进无损检测贸易、交流以及技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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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损检测 术语 涡流检测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涡流检测的术语和定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涡流检测通用术语

3.1.1
背景噪声 backgroundnoise
由被检件的几何形状和冶金组织结构变化引起的噪声(3.1.26)。
注:这些效应变化也可作为测试对象。

3.1.2
平衡 balance
信号检测工作点(3.5.20)补偿至预定值的一种信号处理。
注:例如,预定值可设为0。

3.1.3
带宽 bandwidth
信号线性传输或放大的频率范围。
注1:带宽由上、下限截止频率决定,依照惯例,上、下限截止频率对应于3dB信号幅度衰减。

注2:此定义适用于系统的任一或全部单元,例如滤波器(3.4.14)、电缆或放大器等。

3.1.4
平衡信号 buckingsignal
补偿信号 compensatingsignal
为了抵消一个信号以满足工作点(3.5.20)要求而引入的信号。

3.1.5
特征频率 characteristicfrequency
常用的频率单位。
注1:特征频率由采用贝塞尔函数的数学模型而导出,用以描述圆柱导体中涡流分布(3.1.10)状态,其数值大小取决

于影响涡流分布的被检件参数,如电导率、磁导率和直径。

注2:特征频率的表达式为:

f=
1

2πσμr2

式中:

μ———磁导率,单位为亨每米(H/m);

σ———电导率,单位为西门子每米(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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