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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你——【Ⅱ级题】——（3）

报考Ⅱ级的学员可试一试，二小时完成，70 分合格。

给出上一期答案；本期答案下一期给出。

本期考卷

特种设备无损检测特种设备无损检测特种设备无损检测特种设备无损检测 MTMTMTMT 专业专业专业专业ⅡⅡⅡⅡ级理论试卷（闭卷）级理论试卷（闭卷）级理论试卷（闭卷）级理论试卷（闭卷）

一、是非题（20 题，每题 2 分，共 40 分。对画○，错画×）

得分： 阅卷人:

1、如果被磁化的试件表面存在裂纹，使裂纹产生漏磁场的原因是裂纹具有高应力。 （ ）

2、由磁粉探伤理论可知，磁力线在缺陷处会断开，产生磁极并吸咐磁粉。 （ ）

3、使经过磁化的材料的剩余磁场强度降为 0的磁通密度称为矫顽力。 （ ）

4、在电流不变的情况下，导体直径减为原来的二分之一，其表面磁场强度将增大到原来

的 2 倍 。 （ ）

5、为了能得到最好的流动性，磁粉的形状应是长形的，且具有极低的磁导率。 （ ）

6、荧光磁粉检测时采用的紫外线波长范围是 510~550nm。 （ ）

7、紫外灯前安装的滤光片是用来滤去不需要的紫外线。 （ ）

8、 A型试片上的标值 15/50 是指试片厚度为 50μm，人工缺陷槽深为 15μm。 （ ）

9、采用长度和直径相同的钢棒和铜棒分别对同一钢制筒形工件作芯棒法磁化，如果通过

的电流相同，则探伤灵敏度相同。 （ ）

10、一般说来，检测表面光滑的工件，应选用粘度和浓度都小一些的磁悬液，而检测表

面粗糙的工件，则应选用粘度和浓度大一些的磁悬液。 （ ）

11、整流电流中包含的交流分量愈大，检测近表面缺陷的能力愈小。 （ ）

12、剩磁法探伤中，如使用交流电磁化就必须考虑断电相位问题，而使用直流电或半波

整流电磁化则不必考虑断电相位问题。 （ ）

13、为检出高强度钢螺栓螺纹部分的周向缺陷，磁粉检测时一般应选择：线圈法、剩磁

法、荧光磁粉、湿法。 （ ）

14、与剩磁法相比，连续法更适合于对带涂层的工件进行磁粉检测。 （ ）

15、交叉磁轭既可用于干法，又可用于湿法；既可用于连续法，又可用于剩磁法。 （ ）

16、相关显示是由缺陷漏磁场引起的磁痕显示，非相关显示和伪显示不是漏磁场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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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痕显示。 （ ）

17、对可能发生应力腐蚀裂纹的在用承压设备进行磁粉检测时，其内外壁宜采用荧光磁

粉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 ）

18、磁化电流过大会产生伪显示，其特征是：磁痕浓密清晰，沿金属流线分布。 （ ）

19、淬火裂纹的磁痕特征是：磁痕浓度较高，多发生在试件上应力容易集中的部位。如

孔、键及截面尺寸突变的部位。 （ ）

20、交流电磁轭只可用作局部退磁。 （ ）

二、单项选择（10题，每题 2 分，共 20 分。）

得分： 阅卷人:

1、下列哪一条是磁粉优于渗透探伤的地方： （ ）

A．能检出表面夹有外来材料的表面不连续性； B．对单个零件检验快；

C．可检出近表面不连续； D．以上都是。

2、下列有关试件达到磁饱和所需要磁场强度的叙述，哪条是正确的： （ ）

A．含碳量越低的碳钢，所需要的磁场越强；

B．淬火前的钢比淬火后的钢需要更强的磁场；

C．同一种钢，其冷加工比越大，需要的磁场越强；

D．矫顽力小的钢，一般需要强磁场。

3、黑光灯的强度应用什么测量？ （ ）

A．黑光辐照计； B．照度计；

C．磁强计； D．高斯计。

4、对人眼最敏感的光线是： （ ）

A．波长约 365nm 的紫外光； B．波长约 700nm 的红光；

C．波长约 450nm 的紫光； D．波长约 550nm 的黄绿光。

5、对钢管轴向通以直流电进行磁化，下列描述磁场强度分布的图中，哪个是正确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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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以下关于磁粉检测时机的叙述，哪一条是错误的： （ ）

A．检测时机应选在机加工后，磨削前进行；

B．检测时机应选在容易产生缺陷的各道工序后进行；

C．检测时机应选在涂漆，电镀等表面处理之前进行；

D．对延迟裂纹倾向的材料，应在焊后 24 小时进行。

7、下列有关缺陷自身对检测灵敏度影响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 ）

A．若缺陷与磁化电流方向平行或夹角＜20°，则几乎不产生漏磁场，不能检出缺陷；

B．缺陷的磁导率对检测灵敏度也有影响，缺陷磁导率愈高，愈容易检出；

C．当缺陷的深度一定时，检测灵敏度随着宽度的增加而增加；

D．以上都不是。

8、检测螺栓横向裂纹较合适的方法是： （ ）

A．磁轭法、连续法、黑磁粉；

B．通电法、剩磁法、黑磁粉；

C．线圈法、连续法、高浓度荧光磁悬液；

D．线圈法、连续法、低浓度荧光磁悬液。

9、以下关于交叉磁轭检验焊缝的叙述，哪一条是正确的？ （ ）

A．交叉磁轭连续行走探伤比固定不动探伤效果更好；

B．交叉磁轭的磁极与工件表面间隙过大会产生探伤盲区；

C．应控制交叉磁轭的行走速度不超过 4m/min；

D．以上都是。

10、以下关于磁粉检测安全防护的叙述中，错误的是： （ ）

A．使用干法探伤时，检测区域应保持通风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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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使用黑光灯时，人眼应避免直接注视黑光光源，必要时应戴上防护用的变色眼镜；

C．安装心脏起搏器者，不得从事磁粉检测；

D．在附近有易燃易爆材料的场所，禁止使用触头法和通电法进行磁粉检测。

三、问答题（5 题，每题 5 分，共 25 分。）

得分： 阅卷人:

1、影响漏磁场的因素有那些？

2、磁粉探伤用的磁粉，对其性能各有什么要求?

3、简述磁粉探伤方法的主要工艺过程。

4、什么是磁化规范？确定磁化规范的方法各有哪些?

5、在役与维修件磁粉检测的特点是什么?

四、计算题（3 题，每题 5 分，共 15 分。）

得分： 阅卷人:

1、钢管内径Φ=14mm，壁厚为δ=6mm．采用中心同轴穿棒法磁化，若磁化电流为 I=750A，试

计算管内、外壁上的磁场强度？

2、有一钢管，规格为Φ180mm×17mm×1000mm，用偏置芯棒法检验管内、外壁的纵向缺陷，

应采用多大的磁化电流?若采用直径为 25mm 的芯棒时，需移动几次才能完成全部表面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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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一管道，规格为Φ159×10（mm），长 1200mm，现要求用线圈法纵向磁化对其原材料缺

陷进行检测，已知线圈内径为 220mm，匝数为 10 匝，长为 400mm。根据 JB/T4730.4-2005,应

采用多大的磁化电流？需要的最小磁化次数为多少？

上一期答案

特种设备无损检测特种设备无损检测特种设备无损检测特种设备无损检测 UTUTUTUT 专业专业专业专业ⅡⅡⅡⅡ级理论试卷（闭卷）级理论试卷（闭卷）级理论试卷（闭卷）级理论试卷（闭卷）

一、是非题：（20 题、每题 2 分，共 40 分。对画○，错画×）

得分： 阅卷人:

1、超声波的频率越高，传播速度越快。 ( × )

2、超声波垂直入射时，界面两侧介质声阻抗差愈小，声压往复透射率愈高。 ( ○ )

3、对同一个直探头来说，在钢中的近场长度比在水中的近场长度小。 ( ○ )

4、面积相同，频率相同的圆晶片和方晶片，其声束指向角亦相同。 ( × )

5、斜探头楔块前部和上部开消声槽的目的是使声波反射回晶片处，减少声能损失。( × )

6、探伤仪发射电路中的阻尼电阻的阻值愈大，发射强度愈弱。 ( × )

7、调节探伤仪的“水平”旋钮，不会改变仪器的水平线性。 ( ○ )

8、斜探头前部磨损较多时，探头的 K值将变小。 ( ○ )

9、实际探伤中，为提高扫查速度减少杂波的干扰，应将探伤灵敏度适当降低。 ( × )

10、厚焊缝采用串列法扫查时，如焊缝余高磨平，仍然存在死区。 ( ○ )

11、超声探伤仪的所谓“幻影回波”，是由于探伤频率过高或材料晶粒粗大引起的。( × )

12、盲区与始波宽度是同一概念。 ( × )

13、两次三角波总是位于第一次底波 B1 之前,容易干扰缺陷波的判别。 ( × )

14、只要侧壁反射波束与直接传播的波束声程差大于 4λ,就可以避免侧壁干扰。 ( ○ )

15、较薄钢板采用底波多次法探伤时，如出现“叠加效应”，说明钢板中缺陷尺寸一定很大。(

× )

16、用锻件大平底调灵敏度时，如底面有污物将会使底波下降，这样调节的灵敏度将偏低，

缺陷定量将会偏小。 ( × )

17、焊缝探伤中，裂纹的回波比较尖锐，探头转动时，波很快消失。 ( × )



6

18、钢管水浸探伤时，如钢管中无缺陷，荧光屏上只有始波和界面波。 ( ○ )

19、用水浸聚焦探头探伤小径管，应使探头的焦点落在与声束轴线垂直的管心线上。

( ○ )

20、使用K≥1.5的探头探测单面焊焊缝根部未焊透缺陷，灵敏度较低，可能造成漏检。( ○ )

二、单项选择：（10 题，每题 2 分，共 20 分。）

得分： 阅卷人:

1、在流体中可传播： ( A )

A.纵波； B.横波；

C.纵波、横波及表面波； D.切变波。

2、用入射角为 52°的斜探头探测方钢，下图中哪一个声束路径是正确的： ( B )

3、晶片的厚度是晶片共振波长的: （ D ）

A. 4 倍； B. 2 倍； C.1 倍； D. 1/2 倍。

4、仪器的垂直线性好坏会影响： ( B )

A.缺陷的当量比较； B.AVG 曲线面板的使用；

C.缺陷的定位； D.以上都对。

5、在频率一定和材料相同情况下，横波对小缺陷探测灵敏度高于纵波的原因是： ( C )

A．横波质点振动方向对缺陷反射有利； B．横波探伤杂波少；

C．横波波长短； D．横波指向性好。

6、声波垂直入射到表面粗糙的缺陷时，缺陷表面粗糙度对缺陷反射波高的影响是：( C )

A.反射波高随粗糙度的增大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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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无影响；

C.反射波高随粗糙度的增大而下降；

D.以上 A和 C都可能。

7、在筒身内壁作曲面周向探伤，所得缺陷的实际深度比按平板探伤时的读数： ( A )

A．大； B．小； C．相同； D．以上都可能。

8、复合材料探伤，由于两介质声阻抗不同，在界面处有回波出现，为了检查复合层结合质量

下面哪条叙述是正确的： ( C )

A.两介质声阻抗接近，界面回波小，不易检查；

B.两介质声阻抗接近，界面回波大，容易检查；

C.两介质声阻抗差别大，界面回波大，不易检查；

D.两介质声阻抗差别大，界面回波小，容易检查。

9、轴类锻件最主要探测方向是： ( B )

A.轴向直探头探伤； B.径向直探头探伤；

C.斜探头外圆面轴向探伤； D.斜探头外圆面周向探伤。

10、探测出焊缝中与表面成不同角度的缺陷，应采取的方法是： ( C )

A.提高探测频率； B.修磨探伤面；

C.用多种角度探头探测； D.以上都可以。

三、问答题：（4 题，每题 5 分，共 20 分。）

得分： 阅卷人:
1、什么是波的叠加原理?叠加原理说明了什么?

答：（1）当几列波在同一介质中传播并相遇时，相遇处质点的振动是各列波引起的分振动的

合成，任一时刻该质点的位移是各列波引起位移的矢量和。

（2）相遇后的各列波仍保持它们各自原有的特性(频率、波长、振幅、振动方向等)不变 ，

并按照各自原来的传播方向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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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波的叠加原理说明了波的独立性，及质点受到几个波同时作用时的振动的可叠加性 。

2、除了频率、晶片材料、晶片尺寸等影响声场性能的指标外，超声波斜探头还有哪些技术指

标?

答：除了频率、晶片材料、晶片尺寸等影响声场性能的指标外，超声波斜探头还有以下技术

指标： 

（1）斜探头的入射点和前沿长度：是指其主声束轴线与探测面的交点，入射点至探头前

沿的距离称为探头前沿长度，测定入射点和前沿长度是为了便于对缺陷定位和测定探头的K

值。

（2）斜探头 K值和折射角βs：斜探头 K值是指被探工件中横波折射角βs的正切值，K=tg

βs。 

（3）探头主声束偏离：是指探头实际主声束与其理论几何中心轴线的偏离程度，常用偏

离角来表示

3、怎样选择超声波探伤的频率?

答：超声频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超声波探伤的检测能力。频率高、波长短、声束窄、扩散

角小，能量集中，因而发现小缺陷的能力强，分辨力高，缺陷定位准确；但缺点是在材料中

衰减大，穿透能力差，对细晶粒材料，如锻件、焊缝等，常用频率为2.5～5MHz，只有在对

很薄工件探伤，并对小缺陷检出要求很高时，才使用 10MHz 频率。

对粗晶材料，为减少晶界反射，避免林状回波，增大穿透能力，常使用低频。另外，当

试件表面粗糙度较大时，选择低频有助减少耦合时的侧向散射。一般对铸钢、奥氏体不锈钢

焊缝，可采用 0.5～1MHZ 的频率，对铸铁、非金属材料，甚至使用几十千 Hz 的低频。

4、探伤钢板时，常采用哪几种方法进行扫查?各适用于什么情况?

答：根据钢板的用途和要求不同，采用的主要检查方法分为全面扫查、列线扫查、边缘扫

查和格子扫查等几种。

（1）全面扫查：对钢板作 100%的检查，每相邻两次检查应有 10%重复扫查面，探头移动

方向垂直于压延方向，全面检查用于重要的要求高的钢板探伤。 

（2）列线扫查：在钢板上划出等距离的平行列线，探头沿列线扫查，一般列线间距为 100mm，

并垂直于压延方向。 

（3）边缘扫查：在钢板边缘的一定范围内作全面扫查。

（4）格子扫查：在钢板边缘 50mm 范围内作全面扫查，其余按 200×200 的格子线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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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算题（4 题，每题 5 分，共 20 分。）

得分： 阅卷人:

1、已知有机玻璃中纵波波速 CL=2730m/s，钢中纵波波速 CL=5900m/s，横波波速 CS=3230m/s。

①求纵波倾斜入射到有机玻璃/钢界面时的αI和αII？

②试指出探测钢材用有机玻璃横波和表面波探头入射角 的范围？Lα

解：有机玻璃/钢界面第Ⅰ临界角：

已知 ；2730 /LC m s=
有

5900 /LC m s=钢

sin
sin

L

L s

C
C

α
β

Ι = 有

钢

sin 2730 sin90sin
5900

LL

s

C
C

β
α Ι

⋅ ⋅
= =

�
有

钢

27.6αΙ =
�

有机玻璃/钢界面第Ⅱ临界角：

已知 3230 /sC m s=钢

sin
sin

L

s s

C
C

α
β

=∐ 有

钢

2730 sin90sin
3230

α
⋅

=
�

∐ 57.7α = �
∐

故：当入射角在 27.6°~57.7°范围内时，钢材中只有纯横波。

当入射角≥57.7°时，钢材中只有表面波。

2、用 2.5P 14Z 直探头检验外径 1100mm,壁厚 200mm 筒形钢锻件(CＬ=5900m/s)。

（1）在外圆周作径向探伤时，如何用内壁曲面回波调节探伤灵敏度(Φ=2mm)?

（2）在内壁作径向探伤时，如何用外壁曲面回波调节探伤灵敏度(Φ=2mm)?

解：已知：
1100 550 , 200
2

R mm x mm= = =

550 200 350r R t mm= − = − =
2.36mmλ =

（1）内壁曲面与 孔反射波高 dB 差：2Φ

20lg 10lgBH R
H rΦ

∆ = −

2

220lg 10lgx R
r

λ
π

= −
Φ

2

2 2.36 200 55020lg 10lg 37.5 2 35.5
2 350

dB
π

× ×
= − = − =

×
（2）外壁曲面与 孔反射波高 dB 差：2Φ

2

220lg 10lgx R
r

λ
π

∆ = +
Φ

37.5 2 39.5dB= + =
44.5 2 5 51.5dB′ ′′ ′′′∆ = ∆ + ∆ + ∆ = + + =

3、用水浸聚焦法检验Φ42×5mm 小口径钢管，有机玻璃透镜曲率半径为 22mm,试求偏心距(平

均值)和水层距离?(有机玻璃：CＬ=2700m/s；水：CＬ=1500m/s；钢：CL=5900m/s,CS=320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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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设偏心距平均值为 x。

已知 ， 。2 2

3 3

1 ( )
2

L L

L S

C Cx R r
C C

= ⋅ + ⋅
42 21
2

R mm= = 21 5 16r R t mm= − = − =

1 21 1500 16 1500 5.3 7.5( ) 6.4( )
2 5900 3200 2

x mm× × +
= + = =

焦距：

已知1

1 2

( )
Cf r

C C
= ⋅

−
22r mm=

2700( ) 22 49.5( )
2700 1500

f mm= × =
−

水层距离：
2 2 2 249.5 21 6.4 49.5 20 29.5( )H f R x mm= − − = − − = − =

4、检验板厚 T=22mm 的钢板对接焊缝，上焊缝宽度为 30mm，下焊缝宽度为 20mm。选用 K=2，

前沿距离 l０=17mm 的探头。用一、二次波法能否扫查到整个焊缝截面?

解：为保证用一、二次波能搜查到整个焊缝截面，要求：

≥0K 0a b l
T

+ +

已知： 0
30 2015 , 10 , 17 , 22
2 2

a mm b mm l mm T mm= = = = = =

0
15 10 17 1.9

22
K × ×

= =

K=2＞1.9 故 K2 探头可搜查到整个焊缝截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