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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无损检测技术优势在于可在不影响和破坏检测对象情况下,及时掌握被检测对象存在的问题,

依据检测结果确定处理方案。本文针对的是在电子技术下无损检测技术的应用进行分析和讨论,在对无

损检测技术概述背景下,首先介绍了无损检测技术非破坏性、结果分歧性、动态性等特点。其次,对无损

检测技术具体运用,从激光检测技术、超声检测技术等方面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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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vantage of non-destructive testing technology is that it can grasp the problems of the detected 

object in time without affecting and destroying the testing object, and determine the processing plan according 

to the testing result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non-destructive testing technology 

under electronic technolog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overview of non-destructive testing technology, it 

first introduces the non-destructive, divergent and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non-destructive testing 

technology. Secondly,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non-destructive testing technology is discussed from the 

aspects of laser testing technology, ultrasonic testing technology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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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电子技术快速发展以及广泛应用的背景下,使得各个领域

的信息化程度都得到不断提高。以往对产品与设备检测,虽然能

够掌握问题所在,具有较高准确性,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破坏性,

传统的检测会使产品与设备寿命变短,整体代价比较大。电子技

术条件下无损检测技术应用优势显著,对检测对象不会造成破

坏,能够使其保持完整,过程中还可快速准确获悉问题。依据检

测结果解决检测对象存在问题,针对性与科学性强,产品与设备

使用寿命有保障,检测效益更高。 

1 无损检测技术综述 

无损检测技术实际上就是在针对特定对象进行检测中,

通过技术手段完成检测任务,掌握产品与设备问题所在,或者

是发现异常,但是不会对结构与组织产生破坏和影响,也不会

使其性能发生改变。一般在无损检测过程中,需要借助先进检

测仪器和设备,另外还要在期间科学合理利用化学手段与物

理手段,具体如何检测,以及采用哪些检测仪器与技术,需要

依据实际情况确定。 

无损检测技术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可用在材料和机器计量

检测之中,也可用于组合件检测,针对内部结构进行检测,同时

可用于缺陷缝检测中,通常针对的是存在焊接产品与设备,或者

是锻造件检测。另外无损检测可进行应变测试,以及对于材质、

表面处理厚度等进行检测。 

无损检测技术出现,是电子技术发展下产物,促进了检测技

术水平提升,也是工业发展体现。无损检测技术应用之中可分阶

段进行,这种情况下能够深入到各个环节。 

2 无损检测技术主要特点 

2.1非破坏性 

无损检测技术与传统检测区别在于,具有非破坏性特点。对

于产品与设备在检测过程中,能够发现问题但是却不会对结构

和性能等造成损坏,使其具有完整性。检测中存在质量问题产品

会被发现,及时处理将降低损失和避免应用出现问题。无损检测

需要结合具体情况,不但可进行全面检测,也可在过程中采取抽

样方法进行检测。检测综合成效好,而且灵活性强,故而要掌握

好这项检测技术,以便更好完成检测任务。 

2.2动态性 

无损检测技术具有动态性特点,主要表现在可对运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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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使用的产品检测,也可针对设备在长期运行中所出现的问题

展开检测,从积累问题中掌握缺陷机理,然后合理进行解决。需

要注意的无损检测技术实际应用,必须要具备专业性,由特定人

员进行,并要严格执行检测要求、规范、流程等,以确保无损检

测结果准确可靠。 

2.3分歧性 

电子技术条件下无损检测技术应用具有分歧性特点,主要

体现在结果方面。在对特定试件检测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检测人

员不同,结果具有差异的状况。与检测人员技术水平,有无依照

规范操作等相关,在遇到这种情况下应针对检测结果进行诊断,

终必须要得出统一结论,以防止由于检测偏差误导,导致产品

缺陷和问题得不到有效处理。 

3 电子技术下无损检测技术具体应用 

3.1超声检测技术 

无损检测技术众多,超声检测技术是其中之一,有自身的优

势,主要表现在适用性强,具有比较好的灵敏性,并且有一定的

检测深度,定位效果好,总体检测成本低。超声检测技术利用的

是超声波在试件中传播特性,常见的有超声导波技术、声发射技

术等。超声导波技术经常被用于航空结构件检测之中,也可用在

针对体型比较大固体检测,以及金属和非金属材料检测中。具

有效率高的特点,准确性也有保障。声源会产生超声波,采取

技术手段将其引入到试件中,在传播中会材料或者是存在的

缺陷会产生作用,这个时候传播就会发生改变,除了有些特征

会变化,也会出现方向变化。在接收基础上分析,从而明确试

件存在的缺陷。 

声发射检测技术具有被动性,常被用在构件检测,亦或者是

材料检测中,当在外力或内力影响下会出现声波,检测中对其进

行搜集, 终可根据声波情况分析和判断,明确材料与构件是否

具有问题。通常可获知有无裂缝,还可用于检测定位,或是对是

否存在泄露进行检测。另外对于构件失效,利用声发射检测技术

也可掌握情况,并会报警,确保及时发现和处理。 

无损检测利用超声技术,常规技术以接触检测为主,会受到

限制,导致无法应用或者结果不准确。电子技术下无损检测技术

在不断发展,超声检测技术进行创新,出现了非接触超声换能检

测技术。这种检测技术具有代表性有电磁声法技术,还有静电与

空气耦合技术等。各自有适用性,以静电耦合与电磁声法为例,

针对特定的工业生产,还有实验室检测有比较好的应用成效,此

外过程中所要检测对象和换能器距离近。空气耦合与激光超声

技术应用需要注意,通常要进行中长距离检测,这里针对的是所

要检测对象与换能器距离。 

3.2激光检测技术 

无损检测技术之中,激光检测技术出现虽然在时间上没有

占优势,但是却发展非常快,而且适用范围广,由此发展出很多

新无损检测技术。激光检测技术有很多,比如激光全息无损检测

技术、激光超声无损技术等。激光全息无损技术应用早,并且在

很多无损检测中都可利用。实际检测中通过施加外部荷载的做

法,掌握被检测对象各个地方的变形量,过程中会形成全息图像,

既有施加荷载之前的,还有施加荷载之后的,前后图像会叠加,

这样就能更加清晰掌握结构有无问题,不会对被检测对象内部

结构产生破坏。 

激光超声无损检测技术有自身特性和优势,体现在能够在

于被检测对象不直接接触下,完成相关的检测任务。只要距离在

规定范围内,都可利用该项技术完成无损检测,方便和灵活性强,

也不会出现耦合问题,并且不用担心匹配问题。激光超声无损检

测可与其他技术结合,比如超短激光脉冲,可对宽带进行检测,

在时间分辨上优势突出,分辨率比较高。激光超声检测技术聚焦

非常简单,检测效果通常会比较好,且效率高。激光超声波无损

检测技术出现,解决了一些难题,尤其是在条件较为复杂和不利

环境下,比如放射条件和高温条件,能够使用这项无损检测技

术。对于一些具有特殊性工件,也可采用激光超声波检测技术。

一些无损检测技术发达国家,激光超声波技术应用更为广泛,被

用在化学气相沉积检测之中,同时也经常用于复合材料无损检

测中。 

3.3其他检测技术 

渗透检测也是一种无损检测方法,存在一定局限性与不足,

体现在通过检测智能掌握表面缺陷,以开口缺陷为主。针对多孔

疏松材料,往往不能检查出缺陷,尤其是表面粗糙等。渗透检测

技术在应用之中,可发现被检测对象表面有缺陷,能够帮助掌握

分布情况,但是不能具体了解相关状况,比如缺陷深度。实际检

测需要选择好液体,然后将其渗透到所要检测试件表面开口中。

期间针对多余的要清理掉,然后借助显像剂呈现问题。可用于非

多孔和疏松各类材料检测中,但是过程中一定要操作规范,以确

保能明确表面开口缺陷。对于工件存在细微裂纹,采用渗透检测

技术可取得良好成效,灵敏性通常比较高。 

射线检测技术有其应用范围,可用于夹渣、气孔、焊接问题

检测,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对管材和锻件等检测。利用该项检测技

术,可获取图像,从中明确被检测对象缺陷,同时准确反映宽度

和长度等。不足是易于漏检,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照相角度有问

题所造成的。另外就是比较厚的检测对象,通常不能采用这种检

测方法。射线检测还有不足,有一定的危害性,检测人员需要做

好防护,同时存在检测成本高和效率低问题。磁记忆检测也是一

种无损检测方法,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构件磁化状态,从而掌握

高应力集中在什么地方,然后与其他检测技术结合,比如磁粉检

测技术,或者是与超声检测技术结合,发现内部与表面裂纹。 

4 需要注意的问题 

电子技术下无损检测技术应用中,确定检测方法是关键,这

是因为不同产品和设备,在结构、性能、特性等方面具有差别。

如果选择无损检测技术不恰当,将会造成结果缺乏准确性,从而

影响检测技术应用成效。实际检测之前,无损检测人员要提前对

检测对象进行了解,明确材质,还有特性、加工种类、结构等,

并要了解生产工艺与过程。针对检测对象进行分析,预测可能出

现的问题,以及缺陷类型,易于在哪个地方等。在此基础上在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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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各种无损检测方法情况下,根据分析结果合理选择,必须具有

契合性,这样就能获得良好检测效果。 

无损检测技术应用要确定好时间,不能随意安排,需要依据

目的确定。比如在针对高强钢进行检测中,涉及到对无延迟裂纹

检测,在实际操作中必须要在焊接之后,同时还要保证时间在一

昼夜后,否则对检测不利。破坏检测有自身的特点和作用,无损

检测技术应用之中,可与其结合起来,相互补充与配合,增强检

测完整性与结果可靠性。无损检测方法比较多,各自有优势和不

足,以及适用的范围。故而在采用无损检测技术过程汇总,可根

据检测对象特性与检测目的,同时采用两种以上无损检测方法,

通过相互配合与补充提高检测成效。 

5 总结 

综上所述,无损检测技术在实际应用中,不但能通过技术手

段发现检测对象问题,并满足不破坏完整性,对检测对象质量不

会产生影响的需求,为处理设备与产品问题提供保障,还能结合

检测结果,为工艺技术优化与完善提供依据,在其支持下产品质

量会更有保障,故而要提高无损检测技术应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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