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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在进行钢结构检测时,主要使用五种方法进行

钢结构无损检测：第一种是渗透检测（PT）、第二种是射线

检测（RT）、第三种是磁粉检测（MT）、第四重是涡流检测

（ET）、第五种是超声波检测（UT）,其中应用最广泛的方法

是超声波检测。超声波检测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穿透性能好,

探测范围广、距离远,而且能够实现准确定位,设备体积小,

方便使用和携带,成本低、速度快,一经研发就被建筑行业所

青睐,所以文章分析了钢结构超声波检测的原理、方法、检

测质量评估、缺陷与解决方法以及在未来的应用趋势。

1钢结构超声波探伤检测的依据分析及原理分析

在进行探伤检测之前, 检测人员要熟悉掌握钢结构的

图纸,并根据其要求的质量等级进行检测,目前我国对钢结

构质量的验收有着严格的规定, 其中明确要求在等级为Ⅰ

级或Ⅱ级的钢结构中,要进行百分之百的全面探伤；要求在

等级为Ⅱ级或Ⅲ级的钢结构中, 要按照 20%的比率进行探

伤；如果图纸中要求结构的等级为Ⅲ级,那么可以不进行探

伤检测。

超声波检测的原理为,超声波具有超强的穿透性,能够

深度到金属材料的内部进行其性能检测, 而且通过内部检

测反射的波幅与标准的平定线进行对比能够判断结构中存

在的缺陷类型和缺陷性质。具体来讲,超声波在进行探伤检

测时,仪器产生的超声波会深度到金属材料的内部,并在不

断的检测中向仪器传递反射波, 反射波以不同的形状呈现

在显示器上, 这种波形和检测中设定的参数就是判断结构

中存在缺陷以及缺陷性质的依据, 而且还能判断出现缺陷

的位置以及缺陷的危害大小。

2钢结构超声波探伤的方法分析

在使用超声波探伤检测之前,要对钢结构的外观、构件

尺寸进行核对, 准确后再根据结构尺寸调节检测仪器的灵

敏度以及时基线进行具体的探伤检测, 而且要根据检测的

参数绘制 DAC曲线。我国对于钢结构探伤检测的比例有着

具体的规定,按照规定内容即可,但要注意对探头扫查速度

的控制,其最大速度应为每秒 150毫米,临近的两次扫查中

必须有 10%探头晶片是处于重合的。在探伤过程中为了全

面了解钢结构的状态,可以采用左右扫查、转角扫查、齿形

扫查、前后扫查、环绕扫查等多种方式实现全面的检测,找

到结构中存在的不同缺陷以及分析各缺陷的性质和成因。

对于是否存在缺陷是根据检测过程中仪器传递的波幅和回

波进行确定的,仪器设置的波幅是符合标准的,如果存在缺

陷回波的特征也会发生变化, 根据对回波特征的分析就可

以确定缺陷的性质。通常情况下,存在危害较小的缺陷有夹

渣、气孔等,存在的危害较大的缺陷有未熔合、裂纹、未焊透

等。检测后判断出缺陷的位置后,要做好标记,并进行深入的

分析。

3钢结构超声波探伤检测的质量评估分析

超声波探伤检测的质量评估分为四个等级, 按照从高

到低的顺序为Ⅰ级、Ⅱ级、Ⅲ级、Ⅳ级。对于检测质量的评估

主要是通过缺陷最高回波位置、缺陷性质与评估使用的标

准试块上绘制出的距离波幅曲线对比来进行的, 如果评定

中发现最大的波幅未超过标准试块上的标准评定线, 则可

将检测质量定级为Ⅰ级；如果最大波幅超过了标准评定线,

并明显检测出有裂缝、气孔等缺陷时,则可将检测质量定级

为Ⅳ级,对于质量的检测无关检测的尺寸；反射波幅处于Ⅰ

级,但存在非裂纹性的缺陷,也可定级为Ⅰ级；如果反射波幅

处于Ⅲ级缺陷范围,那么不需要考虑指示的长度,则可将其

定级为Ⅳ级；如果反射波幅处于Ⅱ级缺陷范围,那么要考虑

指示长度来进行等级确定。

4钢结构超声波探伤检测存在的缺陷以及解决方法分

析

钢结构超声波探伤检测存在的主要缺陷有未熔合、裂

纹、未焊透、气孔、夹渣形状缺陷以及其它缺陷等。其中未熔

合和未焊透缺陷出现的主要原因和解决方法为：其主要是

由于焊接过程中电流低、速度快、坡口角度出现较大缝隙、

检测方法不当、技术不合格造成的。对于这种缺陷最好的处

理方式是铲除掉不符合标准的部分,重新进行补焊；如果是

未焊透可以通过抛开焊接面单独进行补焊的方式进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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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建筑行业的建筑技术和水平也有了相应的提升,建筑行业的整体发展理念也有

所转变,逐渐朝向持续、环保、绿色方向,这就促使建筑结构更加轻质、环保、科学,从而使钢结构在当前的建筑建设中应用的

越来越广泛。钢结构的最主要特点就是以焊接为连接方式,无限扩大其构件数量,所以其中焊接质量会直接影响到整体结构

的稳定和性能。而超声波探伤是检测钢结构焊接中各焊缝质量的主要手段,所以文章分析了钢结构超声波探伤的检测和应

用,以便能够在实践中更好的应用超声波探伤这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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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但注意不能直接进行,要将未焊透的构件铲除后再进行

补焊。裂纹出现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为：裂纹有热、冷裂纹

两种形式,出现热裂纹主要是由于钢结构的钢材质量差、焊

接质量和材料不达标、焊接方法使用不当、焊接参数设置错

误、焊接过程中结构内应力过大等原因造成的；出现冷裂纹

主要是由于焊接前未进行设备和结构预热、焊接后结构快

速冷却、焊接技术不合格、接缝布置不合理、结构存在误差

等原因造成的。处理这种缺陷可以采取去除裂纹金属构件

或在裂纹两端处钻至裂孔,然后再进行补焊。气孔出现的原

因以及解决方法为：气孔主要有弧坑缩孔和气孔两种形式,

其中产生弧坑缩孔主要是由于焊接过程中电流强、速度快、

熄弧快的原因,导致结构构件未能及时进行熄弧反应,处理

弧坑气孔可以采取在弧坑处补焊的方式；而气孔的产生主

要是由于焊接中焊条药皮出现损坏、未及时进行焊剂和焊

条烘烤、焊接的母材上存在污渍、焊接弧过长、焊接中电流

小、速度快等原因,处理气孔的方法是去除掉气孔的部分,进

行补焊。夹渣出现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为：夹渣的出现主要

是由于焊接的钢材质量以及焊接材料差、焊接过程中电流

过小、焊接速度过快、熔渣无法上浮、、多次焊接中未及时清

除熔渣造成的。对于夹渣的处理可以通过铲除夹渣重新补

焊进行解决。形状缺陷出现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为：形状缺

陷主要是指一些危害性小,具有一定形状的缺陷,例如焊瘤、

错边、咬边等,产生形状缺陷主要是由于焊接过程中焊接技

术不正确、电流过大、焊枪使用角度不标准、焊接构件摆放

位置不准确等原因造成的。对于形状缺陷的处理可以通过

使用工具打磨、锉、铲除形状缺陷部分的方法去除多余的焊

接物质。其他缺陷有飞溅、表面撕裂等类型,其对于整体质

量的影响不大,可以不进行处理,如果影响美观,可以重新进

行补焊。

5钢结构超声波探伤检测在未来的应用趋势

随着钢结构在我国建筑领域的广泛应用, 钢结构的形

式越来越多,所以要提高对结构质量的控制。但通常的结构

检测都会对钢结构造成一定的影响, 而通过对超声波检测

的研究和探索, 可以在不破坏钢结构的基础上实现钢结构

质量控制, 能够及时发现钢结构中破坏结构稳定性和安全

性的缺陷,避免在结构的应用中所存在的安全隐患。

由于钢结构超声波探伤检测技术的意义重大, 在我国

社会可持续发展中一定会有更广泛的应用和实践, 但相关

技术人员也要不断的进行技术创新, 不断提升无损探伤检

测的水平,使其操作更加简单、快捷。

6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不断

深入落实,建筑结构在设计上随之做出了变化,钢结构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这就需要提高对钢结构质量的重视。现阶段,

钢结构质量检测主要采用的超声波检测, 其检测成本低,操

作方便,检测效果好,而且在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中,探索出

了无损超声波检测, 此技术的出现使超声波技术有了进一

步的发展,使其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更好的服务于钢结构探

伤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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