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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7704—2008《无损检测 X射线应力测定方法》。
本标准与GB/T7704—2008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衍射峰、衍射角、半高宽、残余应力等术语的定义,增加了定义和符号表(见第3章);
———增加了三维应力分析(见第4章);
———增加了双线阵探测器侧倾法(见第5);
———增加了各种测定方法的原理图(见第5章);
———增加了仪器的配置及其技术要求(见第6章);
———增加了材料及其材料特性(见第7章);
———增加了测定结果评估(见第10章);
———增加了附录A 衍射峰半高宽;
———增加了附录B 穿透深度修正;
———增加了附录C 应力参考样品及设备检定;
———增加了附录D 等强度梁法实验测定X射线弹性常数和应力常数K;
———增加了附录E X射线应力数据处理方法;
———增加了附录F 实验法测定X射线弹性常数;
———增加了附录G 主应力和主应力方向的计算;
———删除了原附录A X射线应力测定常用方法(2008年版);
———删除了原附录B 确定衍射峰位置的方法(见2008年版);
———删除了原附录C 随机因素造成的误差计算方法(见2008年版);
———修改了试样的处理(见第7章;2008年版的第6章);
———修改了测定程序(见第8章;2008年版的第6章)。
本标准由全国无损检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6)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材料研究所、河北邯郸爱斯特应力技术有限公司、爱派克测试技术(上海)有

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材料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巴发海、吕克茂、潘海滨、李正阳、王滨、窦作勇、柴泽、薛宇、李凯。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7704—1987、GB/T770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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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损检测 X射线应力测定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X射线应力测定原理、术语、符号、测定方法、设备、试样、测定程序、报告和测定结果

评估。
本标准适用于具有足够结晶度,在特定波长的X射线照射下能得到连续德拜环的晶粒细小、无织

构的各向同性的多晶体材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JB/T9394 X射线测定仪 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符号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残余应力 residualstress
在没有外力或外力矩作用的条件下构件或材料内部存在并且自身保持平衡的宏观应力。

3.1.2
衍射峰 diffractionpeak
在满足布拉格定律的条件下X射线衍射强度沿反射角的分布曲线。
注:反射角指入射X射线的延长线与反射X射线之夹角。

3.1.3
衍射角 diffractionangle
2θ
入射X射线的延长线与衍射线之夹角,亦即衍射峰位角。
注:2θ在不特指衍射角的情况下也用于泛指任意反射角。

3.1.4
半高宽 fullwidthathalfmaximum;FWHM
衍射峰去除与布拉格衍射无关的背底之后最大强度1/2处的宽度。
注:参见附录A。

3.1.5
衍射晶面方位角 azimuthangleofdiffractioncrystalplane
Ψ
衍射晶面法线与试样表面法线之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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