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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无损检测是在现代科学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检测技术，它借助先进的技术和仪器设备，在不损坏、不
改变被检测对象理化状态的情况下，对被检测对象的内部及表面的结构、性质、状态进行高灵敏度和
高可靠性的检查和测试，借以评判它们的连续性、完整性、安全性以及其他性能指标。
作为一种有效的检测手段，无损检测在我国已广泛应用于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例如特种设备的制造
检测和在用检验，以及机械、冶金、石油天然气、化工、航空航天、船舶、铁道、电力、核工业、兵
器、煤炭、有色金属、建筑等行业。
尤其在保证承压类特种设备产品质量和使用安全方面，无损检测技术显得特别重要。
 无损检测应用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一方面取决于所采用的技术和装备的水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取
决于检测人员的知识水平和判断能力。
无损检测人员所承担的职责要求他们具备相应的无损检测理论知识和技术素质。
因此，必须制订一定的规则和程序，对特种设备无损检测人员进行培训和考核，鉴定他们是否具备这
种资格。
国家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无损检测人员培训和考核十分重视。
在20世纪80年代，就组织成立了锅炉压力容器无损检测人员资格鉴定考核机构，制定了无损检测人员
考核规则，开展了培训和人员资格考核工作。
1990年，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无损检测人员资格鉴定考核委员会组织编写了无损检测人员资格考核培训
教材。
多年的实践证明，该套教材的使用，对系统地进行知识和技能培训、严格地实施考核鉴定制度，对提
高我国无损检测人员的水平，保证无损检测技术的正确应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无损检测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版教材的内容已显得陈旧，无法满足培训考核
的需要。
为保证我国特种设备无损检测人员的考核工作质量，使我国无损检测技术培训跟上国际水平，全国特
种设备无损检测人员资格考核委员会决定编写第二版特种设备无损检测资格考核统编教材。
 第二版教材的编写工作是由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牵头，在全国特种设备无损检测人员资格考核委员
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由国内无损检测专家担纲，以无损检测人员资格考核大纲为依据，紧扣JB/T 4730—2005《承压设备无
损检测》，全面系统地体现了无损检测技术的进步和特种设备无损检测的特点与要求。
教材编写以Ⅱ、Ⅲ级检测人员的培训内容为主体，注重体现Ⅲ级所要求的深度和广度，强调实际应用
，增加典型应用实例、典型案例的介绍，并力图反映无损检测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满足特种设备行
业的实际要求。
在内容安排上，全套教材在充实理论基础的前提下，突出理论、工艺和应用之间的联系，使之更加实
用。
第二版教材共计5种：《承压类特种设备无损检测相关知识》《射线检测》《磁粉检测》《渗透检测
》《超声检测》。
上述教材写出后经过试用和反复修改，由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
 第二版教材的出版不仅给报考特种设备无损检测Ⅱ、Ⅲ级人员资格考核的广大考生提供了一套具有权
威性、实用性、科学性的教材，同时也为无损检测行业的技术人员、特种设备质量管理人员、大专院
校相关专业的师生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书。
 第二版教材的编写工作得到了有关领导、专家和全国无损检测人员资格考核委员会考评人员的大力支
持和帮助，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书中内容恐有不妥和错误之处，热切希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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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组织编写的射线检测人员资格考核的统编培训教材，按照全国特种
设备射线检测人员资格考核大纲编写。
??本书共分9章，系统地介绍了射线检测的基本理论、技术、工艺、装备和防护等方面的知识。
主要内容有，射线检测的物理基础、射线检测的设备和器材、射线照相质量的影响因素、射线透照工
艺、暗室处理技术、射线照相底片的评定、辐射防护、其他射线检测方法和技术、射线检测的质量管
理。
??本书的特点是，既注重理论和实际应用的结合，又紧跟科技发展，及时介绍国内外射线检测理论的
新观点和技术装备研究的新成果。
本书除作为特种设备射线检测人员资格考核培训教材外，也可供企业生产一线人员、质量管理人员、
安全监察人员、研究机构、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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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胶片的选用，应根据射线照相技术要求及射线的线质、工件厚度、材料种类等条件综合考虑，
一般来说：1.可按像质要求高低选用，如需要较高的射线照相质量，则需使用梯噪比较大的胶片。
2.在能满足像质要求的前提下，如需缩短曝光时间，可使用梯噪比较小的胶片。
3.工件厚度较小、工件材料等效系数较低或射源线质较硬时，可选用梯噪比较大的胶片。
4.在工作环境温度较高时，宜选用抗潮性能较好的胶片，在工作环境比较干燥时，宜选用抗静电感光
性能较好的胶片。
射线胶片使用和保存注意事项如下：1.胶片不可接近氨、硫化氢、煤气、乙炔和酸等有害气体，否则
会产生灰雾。
2.裁片时不可把胶片上的衬纸取掉裁切，以防止裁切过程中将胶片划伤。
不要多层胶片同时裁切，防止轧刀，擦伤胶片。
3.装片和取片时，胶片与增感屏应避免摩擦，否则会擦伤，显影后底片上会产生黑线。
操作时还应避免胶片受压受曲受折，否则会在底片上出现新月形影像的折痕。
4.开封后的胶片和装入暗袋的胶片要尽快使用，如工作量较小，一时不能用完，则要采取干燥措施。
5.胶片宜保存在低温低湿环境中，温度通常以lo-15℃最好；湿度应保持在55％一65％之间。
湿度高会使胶片与衬纸或增感屏粘在一起，但空气过于干燥，容易使胶片产生静电感光。
6.胶片应远离热源和射线的影响，在暗室红灯下操作不宜距离过近，暴露时间不宜过长。
7.胶片应竖放，避免受压。
2.4  射线照相辅助设备器材2.4.1  黑度计（光学密度计）黑度计又名光学密度计，或简称密度计。
射线照相底片的黑度均用透射式黑度计测量。
早期的黑度计是模拟电路指针显示的光电直读式黑度计，现今已很少使用，此处不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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