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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是首次制定。

    GB/T 15822《无损检测 磁粉检测》分为3个部分:

    — 第7部分:总则;

    — 第2部分:检测介质;

    — 第3部分:设备。

    本部分为GB/T 15822的第3部分，等同采用150 9934-3:2002《无损检测 磁粉检测 第3部分:

设备))(英文版)。

    本部分等同翻译ISO 9934-3:2002

    为便于使用，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 “本欧洲标准”一词改为“本部分”或“GB/T 15822的本部分”;

    h)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c)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

    d) 使用GB/T 1. 1-2000规定的引导语;

    e) 删除国际标准的规范性附录ZZ(疑为资料性附录之误，其内容可参见正文中的页下脚注2));

    f) 在参考文献中增加了正文页下注中提到的我国标准。

    本部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无损检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6)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上海材料研究所、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苏州美柯达探伤器材有限公司、上海宇光

无损检测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射阳县兴捷特无损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金宇飞、阎建芳、张佩铭,1}1中玉、郭猛、郭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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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损检测 磁粉检测

第3部分:设备

范 围

    (;B/1'15822的本部分描述了3种类型的磁粉检测设备:

    一 便携式或移动式设备;

    — 固定设 备;

    — 用 于连续检测工件 的专用检测系统 ，该 系统 由一 系列操作工位依次排列组成的流水线 。

    本部分还描述了磁化 退磁、照明、测量和监控用设备

    本部分规定了设备供应商所提供的性能、实用性方面的最低要求和测量特定参数的方法。此外，还

规定了测量 和校准要求 以及在役检查 。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 158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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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5097 无损检测 渗透检测和磁粉检测 观察条件(GB/T 5097-2005, ISO 3059 : 2001, ID7)

    GB/T 15822. 1 无损检测 磁粉检测 第1部分:总则(GB/T 15822.1-2005,ISO 9934-1:2001,IDT)

    IEC 60529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Degrees of protection provides by enclosures (IP Code))

(IEC 60529;1989)"

    EN 10084 表面硬化钢 交货技术条件(Case hardening steels-Technical deliverv conditions)"

安全要求

设备的设计应考虑所有涉及健康、安全、电气和环境要求等国际、国家和地方的法规。

4 设备类型

4. 1 便携式电磁体 (AC")

4.1.1 概述

    手持便携式电磁体(磁扼)在两极间产生一个磁场(当按GB/T 15822. 1进行检测时，DC电磁体只

有在询价或订货阶段达成协议时才宜使用)。

    磁化应通过测量磁极加长块(如果使用的话)极面中心连线上的切向场强H。来测定。将电磁体放

在钢板上，极间距为，，如图1所示 钢板应是符合C 22" (EN 10084)的钢材，其规格为(50。士25) mm

X (250士13)mrnX(10士0. 5)mm口

    定期功能检查可用上述方法或进行提升试验。当磁极调至推荐间距时，电磁体应能提起符合C 22

:一

::

与该标准相当的我国标准为Cs广r 4208,

按 ISO 9934-3:2002的英文版中的附录ZZ所述，EN 10084与ISO 683-11是相互等效的。

AC二交流电，DC-整流电

C 22钢相当于我国的20号钢(参见GB/T 699-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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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10084)且质量至少为4. 5 kg的钢板或矩形钢条5，。钢板或钢条的主要尺寸应大于电磁体的极间
距 s0

    注:提起质量为 4. 5 kg钢板的提升力为44 N0

                                                                                                    单位为毫米

}

              }

_____-
井仁      }

·MP叫
一

比_ _匡口 巨引
} } 匕日

MP— 切向场强侧量点，

5一一极间距;

1— 极

                          目 1便挽式电磁体性能的洲定

2 技术数据

设备供应商应提供下列数据:

— 推荐的极间距(最大和最小极间距)(sm..,sm,0):

极接触面尺寸;

电源(电压、电流和频率);

— 可供的电流波形;

— 电流控制与影响波形的方法(如可控硅);

— 最大输出时的暂载率(通电时间与总时间之比，以百分比表示);

— 最大电流通电时间;

— 分别在:m。、和，二n时的切向场强(按4.1);
— 设备外形尺寸;

— 设备质量.单位为千克;

— 规定的电气防护等级(IP)，见IEC 605290
3 .低要求

在环境温度为30℃和最大输出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 暂载率)10写;
— 通电时间.55;

— 手柄表面温度镇400C;
— 、，二时的切向场强(见4, 1))2 kA/m(有效值);

— 提升力)44 N0
4 附加要求

电磁体应最好在手柄上安装电源开关。

” 对于交叉磁扼则为gk不相当于提升力为88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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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电磁体宜可单手使用。

4.2 电流发生器

    电流发生器用来为磁化设备提供电流，电流发生器通过开路电压Uo.短路电流 I,和额定电流I,

(有效值)来表征。

    若无其他规定，额定电流I被定义为电源暂载率为IO%且通电时间为5s时的最大电流。
    开路电压Uo和短路电流I、由电流发生器在最大功率(无任何反馈控制连接)时的负载特性导出。

电流发生器的负载线可通过依次连接两个差异很大的负载(诸如不同长度的电缆)而得出。对子第一条

电缆，测出电缆中电流I,和输出端电压U,，并且在图2上标出点P� 重复上述过程标出第二条负载的

P,。用直线连接P,和P,就构成了负载线，此线与坐标轴的交点就给出了开路电压U。和短路电流Ik f

如 图 2所示 。

    尸，,Pz- 负载特性侧量点

                                圈2 电流发生骼的负载特性

4.2.1 技术数据

    设备供应商应提供下列数据:

    — 开路电压Uo(有效值);

    — 短路电流I,(有效值);

    — 额定电流I(有效值);

    — 最大输出的暂载率(如果与4. 2规定不同);

    — 最大电流通电时间(如果与4. 2规定不同);

    — 可供的电流波形;

电流调节与影响波形的方法;

工作 范围和增量调节步进量 ;

— 恒电流控制方法(若可供时);

— 仪表类型(数字、模拟);

— 输出电流表的分辨力和准确度;

最大电流输出时的电源要求(电压、相位、频率和电流);

规定的电气防护等级(IP)，见IEC 60529;

— 设备外形尺寸;

— 设备质量，单位为千克;



GB/T 15$22.3-2005/ISO 9934-3;2002

    — 退磁类型(若可供时)(见第8章)。

4.2.2 最低要求

    在环境温度为30℃和额定电流为I，时，应满足下列最低要求:

    一 暂载率)1000;

    — 通电时间》55。

    注:高检测率要求较高的暂载率

4.3 磁化床

4.3, 1 概述

    床式固定设备可包含通电和通磁技术的装置。通磁可用电磁扼或固定线圈来达到(见

GB/T 15822. 1)。电流发生器特性在4.2中作了规定。
    如果装置带有多向磁化功能，每个电路应独立控制 磁化应保证在各个方向上达到要求的检测

能力。

    电磁扼的特性是在与设备验收范围规定尺寸(长度和直径)相当的C 22(EN 10084)圆钢棒长度的

中点上测出的切向场强H,，单位为kA/me

    如果床用来通磁检测长于1 m的工件，或进行分段磁化，供应商应规定如何测定磁化能力。这应

包括有关一个适当长度和直径的钢棒上切向场强的说明。

4.3.2 技术数据

    设备供应商应提供下列数据:

    — 可供 的磁化类型 ;

    — 可供的电流波形;

    — 电流控制与影响波形的方法;

    — 工作范围和增量调节步进量;

    — 恒电流控制方法(若可供时);

    -一磁化电流的监控;

    — 磁化持续时间范围;

    — 自动化特征;

    — 最大输出时的暂载率;

    --一最大电流通电时间(如果与4.2规定不同);

    -一 切向场强H(见4.3);
    — 开路电压Uo(有效值);

    — 短路 电流 I,(有效值);

    — 额定 电流 I,(有效值);

    — 极的横截面尺寸;

    — 最大夹持 长度 ;

    一 一夹持方式;

    — 压缩空气压力;

    — 头架与床之间的最大尺寸;

    — 最大试件直径;

    一 最大试件质量(有支撑和无支撑);
    — 可使用的检测介质类型(水基/油基);

    — 设备布置图(电流发生器、控制面板、检测介质储液箱位置);

    — 仪表类型(数字、模拟);

    — 仪表分辨力和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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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大电流输出时的电源要求(电压、相位、频率和电流);

    — 设备外形尺寸;

    — 设备质量，单位为千克;

    — 线圈特性:

            匝数;

            可达到的最大安匝数;

            线圈长度 ;

            线圈内径或矩形线圈边长;

            线圈 中心场强 。

4.3.3 最低要求

    在3。℃时，应满足下列最低要求:

    — 最大输出时的暂载率)10%;

    — 通电时间妻55;

    — 切向场强(见4.3))2 kA/ms

    — 检测能力(有要求时)。

4.3.4 附加要求

    对于特定的工件，设备供应商应验证其检测能力。
4,4 专用检测系统

    此类系统通常是自动化的并被设计用于特定工作。复杂的工件可能要求使用多向磁化。电路个数
及磁化值取决于被检不连续的位置和方向。因此在很多场合，检测能力只能用在相应部位和方向上有

自然或人工不连续的试件进行验证

4A. 1 技术数据

    设备供应商应提供下列数据:

    a) 磁化电路个数及类型;

    b) 磁化电路特性;

    c) 可供的电流波形;

    d) 电流控制与影响波形的方法;

    e) 工作范围及增量调节步进量;

    f) 恒电流控制方法(若可供时);

    9) 磁化电流的监控;

    h) 系统循环时问;

    i) 预喷淋和喷淋时问;

    7) 磁化时间;

    k) 后磁化时间;

    l) 仪表类型(数字、模拟);

    m) 仪表准确度和分辨力;

    。) 最大输出时的暂载率;

    o) 最大电流通电时间(如果与4. 2规定不同);

    p) 最大电流输出时的电源要求(电压、相位、频率和电流);

    q) 退磁类型;

    r) 可使用的检测介质类型(水基/油基);

    5)设备布置图(电流发生器、控制面板、检测介质储液箱位置)，

    0 压缩空气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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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设备外形尺寸;

    v) 设备质量，单位为千克。

4.4.2 最低要求

    在30℃时，应满足下列最低要求:
    — 符合约定的检测能力;

    — 符合 约定 的循环时间 ;

    — 各回路独立控制 。

5   UV-A源

5.飞 概述

    U V-A源应按GB/T 5097进行设计和使用。

5.2 技术致据

    设备供应商应提供下列数据:

    a) 工作1h后的U V-A源外壳表面温度。

    b) 冷却方式(例如热交换器);

    。) 电源要求(电压、相位、频率和电流);

    d) 设备外形尺寸;

    e) 设备质量，单位为千克;

    在标称电压下，距UV-A源400 m二处的;

    f) 辐照区域(在最大表面辐照度一半处测得的直径或长X宽);

    9) 工作15 min后的辐照度;

    h) 连续工作2o0 h后的辐照度(典型值);

    I) 工作15 min后的照度(见9.46');

    j) 连续工作200 h后的照度(典型值)。

5.3 最低要求

    在30℃时，应满足下列最低要求:

    — 滤光片防检测介质泼溅的能力;

    — 手持工件放置处的防护;

    — 距源400 mm处的U V-A辐照度乒10 W/m';

    — 距源400 mm处的照度镇20 Ix;

    — 手柄表面温度成400C。

6 检测介质系统

6，1 概述

    通常在磁化床和专用检测系统中，检测介质通过储液箱、喷淋单元和排液槽等形成循环。

6.2 技术数据

    设备供应商应提供下列数据:

    a)搅拌方式;
    b) 储液箱、喷淋单元和排液槽的材料;

    c) 腐蚀防护;

    d) 可使用的检测介质类型(水基/油基);

6) 此条款在ISO 9934-3:2002的英文版中的所述为“见9. 3",疑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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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系统传输率;

f)储液箱容量;
9) 泵的电源要求(如果是与设备分开的);

h)人工/自动喷淋;
i) 固定/移动式喷淋单元;

1)手持软管。
  最低要求

应满足下列最低要求:

检测介质循环所用的防腐材料;

传偷率 的调节 。

7 检测室

7.1 概述

    当使用荧光检测介质时，检测应在较低的环境可见光下进行，以确保不连续显示与背景之间有良好

的反差(见GB/T 5097)

    符合此要求的检测室可以与磁化设备(床)连成整体，也可以是另外分开的和活动式的

7.2 技术数据

    设备供应商应提供下列数据:

    a) 无U V-A辐射时的可见光;

    b) 可燃等级;

    c) 结构件材料;

    d) 通风类型;

    e) 尺寸和通道。

7.3 最低要求

    应满足下列最低要求:

    — 可见光<20 Ix;

    — 阻燃 的材料 ;

    — 在操作者视野内无刺眼的可见光和(或)紫外辐射。

8 退磁

8.1 概述

    退磁装置可以包含在磁化设备中，也可用分开的设备进行退磁。

    如果是在退磁后观察显示，则应采用适当的方法保存显示。

8.2 技术数据

    设备供应商应提供下列数据:

    a) 退磁方法;

    b) 电流调节类 型;

    c) 场强(若用线圈时则在空心线圈中心);

    d) 特定工件的剩磁场;

    e) 最大电流输出时的电源要求(电压、相位、频率和电流)(如果是与总设备分开的);

    f) 设备外形尺寸(如果是与总设备分开的);

    R) 设备质量，单位为千克(如果是与总设备分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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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最低要求

    若无其他协议，设备的退磁能力应达到规定水平(通常为。4 kA/, f. 0 kA/m) o

测t

9. 1 概述

    本部分所要求的测量为:

    一一设备性能测定;

    — 校验检测参数

    宜用有效值(实际值)来规定和测量所有电和磁的值。对于单向波形，有效值测量应考虑直流分量

如果某有效值测量不大可能，该值的测量方法应作声明

9.2 电流测f

    交流电(正弦波形)能用钳形表(测量误差<10%)或用普通并联万用电表(测量误差<10%)测量

用于测量相电流(phased currents)的表，其峰值因子应>6(峰值与有效值的比值)。

9.3 磁场测f

    磁化可通过用霍尔探头测量切向场强来测定。为获得所要求的场强，针对不同的磁化方法和测量

部位，宜考虑 3个因素:

    a) 磁场感应元件的指向性

    磁场感应元件的面宜与表面保持垂直。如果存在有法向场分量，倾斜可能导致显著错误。

    b) 磁场感应元件的表面接近性

    如果磁场在表面上随高度明显改变，则有必要在不同的高度上进行两次测量，以便推测出表面上

的值

    c) 磁场方向

    为r测定磁场的方向和大小，应转动探头以便给出最大读数

9.3. 1 技术数据

    供应商应提供下列数据:

    a) 测量值;

    b) 探头类型和尺寸;

    c) 传感器距探头表面的距离;

    d) 感应元件的几何形状;

    。) 仪器类型;

    f)仪器尺寸;
    9) 电源〔电池、主网电源)。

9.3.2 最低要求

    应满足下列最低要求:

    — 测量准确度优于100o.
9.4 可见光测f

    见GB/T 5097-2005

    当测量来自UV源的可见光时，照度计不应对UV和红外辐射敏感。应采用适当的滤光片。

9.5  UV-A辐射测it

    见 GB/T 5097---20050

9.6 仪器验证与校准

    应执行仪器验证与校准规程，以便使仪器在校准周期内的测量误差保持在GB/T 15822的本部分

给出的允许限值内。该项工作应按用户的质量保证体系和仪器制造商的推荐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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