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损检测仪器 超声涡流集成检测仪》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任务来源于工信厅科函〔2022〕312 号文“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2 年第三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下达的项目计划，项

目计划编号为：2022-1823T-JB，项目名称：无损检测仪器 超声涡流集成检测仪，

项目归口标委会：全国试验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起草单位：爱德森（厦门）

电子有限公司、辽宁仪表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厦门大学、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

所等，计划应完成时间 2024 年。

2、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

计划下达后，2023 年 1 月全国试验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无损检测仪器分技

术委员会组织各起草单位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由爱德森（厦门）电子有限公

司组牵头成立标准编辑工作组，负责主要起草工作。工作组对国内外超声涡流集

成检测仪器的现状与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研，同时广泛搜集相关标准和国内

外技术资料，经研究分析、资料查证，结合实际应用经验，进行全面总结和归纳；

确定了标准编写原则和分工，提出标准编制进度安排。按照标准编制计划，标准

起草工作组全体成员之间通过邮件、微信、电话等方式，经过多次沟通协商，于

2023 年 2 月 24 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提交全国试验机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无损检测仪器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阶段：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本标准由爱德森（厦门）电子有限公司、辽宁仪表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厦

门大学、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等单位共同负责起草。

主要成员：

所做的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不断

完善”的原则，本标准的制定与技术创新、试验验证、产业推进、应用推广相结

合，统筹推进。

本标准在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进行编写。在确定本标准主要技术性

能指标时，综合考虑生产企业的能力和用户的利益，寻求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充分体现了标准在技术上的先进性和技术上的合理性。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超声涡流集成检测仪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超声涡流集成检测仪的性能检验。

3、解决的主要问题

对于当今的无损检测领域来说，无损检测事业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要想定

性、定量地检测出构件的缺陷，并不是单一的一种无损检测手段就能完成的，需

要多种手段互相结合、互相补充。现代无损检测技术主要有超声、磁粉、渗透、

涡流、漏磁、射线等。这几种主要无损检测技术都具有各自的检测特点。如果利

用他们的互补关系进行 NDT 技术集成，在一台设备中融合多种方法使之完成不同

的检测任务，形成全新的集成 NDT 技术，构建多信息融合无损检测技术平台，将

是一种很大的进步。本标准项目涉及的超声涡流集成检测仪能够有效满足以上集

成检测的要求，实现更准确的无损检测与评价。

电力、铁路、航空、石化等部门均需无损检测技术来保证生产的安全进行和

产品的质量控制。无损检测技术涉及多门学科，材料、结构、应用物理、信息科

学等，需要检测人员具有较高的专业基础和实践经验，对检测人员的素质要求较

高。如将现代信息新技术与无损检测技术所采集、存储的数据可以进行信息融合，

给出综合的评价，就可以减轻检测人员的专业技术要求，提高最终结论的正确性。

超声涡流集成检测仪集涡流超声检测技术于一体，功能完善，操作方便，运行稳

定，完全能满足现场检测的需要，可以应用于核电、石化等大型、复杂的管道在



役检测。本标准项目对超声涡流集成检测仪进行规范，能够有效满足以上产业发

展的要求，保障复杂装备的安全运行。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无损检测仪器 超声涡流集成检测仪》是无损检测仪器标准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无损检测仪器产品质量校验不可或缺的，支撑无损检测仪器产品质量

的重要部分。

超声涡流集成检测仪是将超声检测功能与涡流检测功能集于一体的无损检

测仪器。超声涡流集成检测方法已广泛应用于军工、航空、冶金、核能、电力行

业，例如便携式超声涡流集成检测仪大量应用于军工、航空飞机在役无损检测工

作；金属管棒材在线、离线自动化超声涡流集成检测系统大量应用于冶金行业。

本标准的制定，有助于规范超声涡流集成检测仪的生产制造标准，提高超声涡流

集成检测仪的产品质量。

本标准的制订，是对超声涡流检测仪器进行全新的标准制订，在研究过程中

同时对其他内容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和研究，比如：超声涡流检测仪应能提供个性

化的软件升级服务；有针对性地改进用户界面和增加功能，使用户使用更加方便；

增加相控阵等功能，以满足更为广泛的现场检测需要等。本标准制订过程中，根

据当前技术水平发展的需要，确保标准的先进性和实用性，推动超声涡流集成检

测技术的应用。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a）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b）未查到关于超声涡流集成检测仪的国际、国外标准；

c）未有相关的数据对比。

本标准为国内领先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

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专业领域的标准体系框架见附图。



本标准属于试验机标准体系“无损检测仪器”小类，“超声检测（探伤）仪

及系统”系列。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问题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