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9 当声束以一定角度入射到不同介质的界面上，会发生波形转换。     √无 损 检 测

超声波试题(UT)
一、是非题

1.1  受迫振动的频率等于策动力的频率。     √

1.2 波只能在弹性介质中产生和传播。     × (应该是机械波)

1.3  由于机械波是由机械振动产生的，所以波动频率等于振动频率，   √

1.4  由于机械波是由机械振动产生的，所以波长等于振幅。     ×

1.5 传声介质的弹性模量越大，密度越小，声速就越高。    √

1.6 材料组织不均匀会影响声速，所以对铸铁材料超声波探伤和测厚必须注意这一问题。 √

1.7 一般固体介质中的声速随温度升高而增大。    X

1.8  由端角反射率试验结果推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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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 超声波扩散衰减的大小与介质无关。        √

1.10 超声波的频率越高，传播速度越快。       X

1.11  介质能传播横波和表面波的必要条件是介质具有切变弹性模量。    √

1.12 频率相同的纵波，在水中的波长大于在钢中的波长。    ×

1.13 既然水波能在水面传播，那么超声表面波也能沿液体表面传播。     ×

1.14 因为超声波是由机械振动产生的，所以超声波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即为质点的振动速度，×

1.15  如材质相同，细钢棒(直径<λ=与钢锻件中的声速相同。 ×  (C 细 钢 棒 = (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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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7 水的温度升高时，超声波在水中的传播速度亦随着增加。    ×

1.18 儿乎所有的液体(水除外),其声速都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小。

1.19 波的叠加原理说明，几列波在同一介质中传播并相遇时，都可以合成一个波继续传播。   ×

1.20 介质中形成驻波时，相邻两波节或波腹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波长。×(应是N4;  相邻两节点或波腹 

间的距离为X2)

1.21 具有一定能量的声束，在铝中要比在钢中传播的更远。    √

1.22材料中应力会影响超声波传播速度，在拉应力时声速减小，在压应力时声速增大，根据这一特性， 

可用超声波测量材料的内应力。      √

1.23 材料的声阻抗越大，超声波传播时衰减越大。     ×(成反比)

1.24 平面波垂直入射到界面上，入射声压等于透射声压和反射声压之和。   ×

1.25 平面波垂直入射到界面上，入射能量等于透射能量与反射能量之和。  √

1.26 超声波的扩散衰减与波型，声程和传声介质、晶粒度有关。×

1.27 对同一材料而言，横波的衰减系数比纵波大得多，      √

1.28 界面上入射声束的折射角等于反射角。    ×

1.30 在同一固体材料中，传播纵、横波时声阻抗不一样。     √(Z=p·C)
1.31  声阻抗是衡量介质声学特性的重要参数，温度变化对材料的声阻抗无任何影响。×

1.32 超声波垂直入射到平界面时，声强反射率与声强透射率之和等于1。  √

1.33 超声波垂直入射到异质界面时，界面一侧的总声压等于另一侧的总声压。  √

1.34    超声波垂直入射到Z2>ZI 的界面时，声压透过率大于1,说明界面有增强声压的作用。×

1.35 超声波垂直入射到异质界时，声压往复透射率与声强透射率在数值上相等。 √

1.36 超声波垂直入射时，界面两侧介质声阻抗差愈小，声压往复透射率愈低。×

1.37 当钢中的气隙(如裂纹)厚度一定时，超声波频率增加，反射波高也随着增加。 √ (声压反

射率 也随频率增加而增加)

1.38 超声波倾斜入射到异质界面时，同种波型的反射角等于折射角。    ×

1.39 超声波倾斜入射到异质界面时，同种波型的折射角总大于入射角。





1.40  超声波以10°角入射至水/钢界面时，反射角等于10°。     √

1.41  超声波入射至钢/水界面时，第一临界角约为14.5°。  ×(水/钢界面时， aI=14.5°;         钢/水界

面不存在第一临界角一说，因为横波不在水中传播)

1.42 第二介质中折射的横波平行于界面时的纵波入射角为第一临界角。    ×

1.43  如果有机玻璃/铝界面的第一临界角大于有机玻璃/钢界面第一临界角，则前者的第二临界角也 

一定大于后者。     ×(铝的纵波速度>钢的纵波速度，铝的横波速度<钢的横波速度)

1.44  只有当第一介质为固体介质时，才会有第三临界角。  √

1.45  横波斜入射至钢，空气界面时，入射角在30°左右时，横波声压反射率最低。  √

1.46    超声波入射到C1<C2 的凹曲面时，其透过波发散。  × ( 聚 焦 )

1.47    超声波入射到C1>C2 的凸曲面时，其透过波集聚。

1.48 以有机玻璃作声透镜的水浸聚焦探头，有机玻璃/水界面为凹曲面。×(水浸聚焦探头就是利用

平面波入射到CI>C2 的凸曲面上)

1.49  介质的声阻抗愈大，引起的超声波的衰减愈严重。  ×(成反比)

1.50  聚焦探头辐射的声波，在材质中的衰减小。×(衰减大，因为聚焦探头有涉及发散波)

1.51 超声波探伤中所指的衰减仅为材料对声波的吸收作用。×

1.52  超声平面波不存在材质衰减。 ×(不存在扩散衰减)

2.1  超声波频率越高，近场区的长度也就越大。 √ (个人感觉答案有错，没有前提无法对比)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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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2.3 聚焦探头的焦距应小于近场长度。

2.4 探头频率越高，声束扩散角越小。    √

2.5 超声波探伤的实际声场中的声束轴线上不存在声压为零的点。  √

2.6 声束指向性不仅与频率有关，而且与波型有关。   √

2.7 超声波的波长越长，声束扩散角就越大，发现小缺陷的能力也就越强。     ×

2.8 因为超声波会扩散衰减，所以检测应尽可能在其近场区进行。   ×

2.9 因为近场区内有多个声压变为零的点，所以探伤时近场区缺陷往往会漏检。    ×

2.10 如超声波频率不变，品片面积越大，超声波的近场长度越短。   X

2.11 面积相同，频率相同的圆晶片和方品片，超声场的近场长度一样长。

2.12 面积相同，频率相同的到品片和方晶片，其声束指向角亦相同。

2.13 超声场的近场长度愈短，声束指向性愈好。   X

2.14 声波辐射的超声波的能量主要集中在主声束内。     √

2.15 声波辐射的超声波，总是在声束中心轴线上的声压为最高。×(近场区内轴线上的声压不一定最高)

2.16 探伤采用低频是为了改善声束指向性，提高探伤灵敏度。   ×(应是提高频率)

2.17 超声场中不同横截面上的声压分布规律是一致的。  ×(近场区与远场区各横截面上声压分布不

同 )

2.18 在超声场的未扩散区，可将声源辐射的超声波看成平面波，平均声压不随距离增加而改变。  √

2.19 斜角探伤横波声场中假想声源的面积大于实际声源面积，     ×

2.20 频率和晶片尺寸相同时，横波声束指向性比纵波好。

2.21  圆晶片斜探头的上指向角小于下指向角。    ×

2.22 如斜探头入射点到晶片的距离不变，入射点到假想声源的距离随入射角的增加而减小。 √

2.23 200mm 处①4长横孔的回波声压比100mm 处①2长横孔的回波声压低。   √

2.24 球孔的回波声压随距离的变化规律与平底孔相同。      √

2.25    同声程理想大平面与平底孔回波声压的比值随频率的提高而减小。   √

2.26 轴类工件外圆径向探伤时，曲底面回波声压与同声程理想大平面相同。 √

2.27 对空心圆柱体在内孔探伤时，曲底面回波声压比同声程大平面低。  ×

3.1 超声波探伤中，发射超声波是利用正压电效应，接收超声波是利用逆压电效应。×

3.2  增益100dB 就是信号强度放大100倍。   ×(调节增益作用是改变接收放大器的放大倍数)

3.3与锆钛酸铅相比，石英作为压电材料性能稳定、机电概合系数高、压电转换能量损失小等优点。×

3.4    与普通探头相比，聚焦探头的分辨力较高。   √



3.5    使用聚焦透镜能提高灵敏度和分辨力，但减小了探测范围。    √

3.6 点聚焦探头比线聚焦探头灵敏度高。   √

3.7 双晶探头只能用于纵波检测。     X

3.8 B 型显示能够展现工件内缺陷的埋藏深度。    √

3.9 C 型显示能展现工件中缺陷的长度和宽度，但不能展现深度。   √

3.10 通用AVG曲线采用的距离是以近场长度为单位的归一化距离，适用于不同规格的探头。  √

3.11 在通用AVG 曲线上，可直接查得缺陷的实际声程和当量尺寸，    ×

3.12  A 型显示探伤仪，利用 DGS 曲线板可直观显示缺陷的当量大小和缺陷深度。    √

3.13 电磁超声波探头的优点之一是换能效率高，灵敏度高。    ×

3.14 多通道探伤仪是由多个或多对探头同时工作的探伤仪。×(应是交替工作)

3.15 探伤仪中的发射电路亦称为触发电路。   ×   (同步电路又称触发电路)

3.16 探伤仪中的发射电路亦可产生几百伏到上千伏的电脉冲去激励探头品片振动。    √

3.17 探伤仪的扫描电路即为控制探头在工件探伤面上扫查的电路。×(扫描电路又称时基电路，用来 
产生锯齿波电压施加到示波管水平偏转板上，产生一条水平扫描时基线)

3.18 探伤仪发射电路中的阻尼电阻的阻值愈大，发射强度愈弱。  ×(改变阻尼是调节发射脉冲的电 
压幅度和脉冲宽度，阻值越大，发射强度越强，发射声能越多，分辨力越小。)

3.19  调节探伤仪“深度细调”旋钮时，可连续改变扫描线扫描速度。  √ (从而使荧光屏上回波间距大幅 
度地压缩或扩展)

3.20 调节探伤仪“抑制”旋钮时，抑制越大，仪器动态范围越大。  ×

3.21 调节探伤仪“延迟”旋钮时，扫描线上回波信号间的距离也将随之改变。    ×

3.22 不同压电晶体材料中声速不一样，因此不同压电材料的须率常数也不相同。 √

3.23 不同压电材料的频率常数不一样，因此用不同压电材料制作的探头其标称频率才能相同，    ×

3.24 压电晶片的压电应变常数(dys)大，则说明该晶片接收性能好。× (压电应变常数 d   大，发射性 

能好，发射灵敏度高)

3.25 压电晶片的压电电压常数 (gy)    大，刚说明该晶片接收性能好。  √ (则接收灵敏度就高)

3.26 探头中压电品片背面加吸收块是为了提高机械品质因素Qm,   减少机械能损耗。 × ( 加吸收块是 

为了减小机械品质因素，Qm 小就表示损耗大，脉冲宽度小，分辨率高)

3.27  工件表面比较租糙时，为防止探头磨损和保护品片，宜选用硬保护膜。  ×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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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为了 
减少杂波)

3.29 由于水中只能传插纵波，所以水浸探头只能进行纵波探伤。×

3.30 双晶直探头倾角越大，交点离探测面距离愈远复盖区愈大。   ×

3.31 有机玻璃声透镜水浸聚焦探头，透镜曲率半径愈大，焦距愈大。   √

3.32 利用ⅡW 试块上φ50mm 孔与两侧面的距离，仅能测定直探头盲区的大致范围。 √

3.33 当斜探头对准ⅡW2 试块上R5 曲面时，荧光屏上的多次反射回波是等距离的。×

3.34    中心切槽的半圆试块，其反射特点是多次回波总是等距离出现。    √

3.35 与 IW  试块相比CSK-IA 试块的优点之一是可以测定斜探头分辨力。    √

3.36 调节探伤仪的“水平”旋钮，将会改变仪器的水平线性。×(调节水平旋钮只是使扫描线连扫

描线 上的回波一起左右移动一段距离，但不改变回波间距，故也不会改变水平线性)

3.37 测定仪器的“动态范圈”时，应将仪器的“抑制”、“深度补偿”旋钮置于“关”的位置。   √

3.38 盲区与始波宽度是同一概念。×(盲区是指从检测面到能够发现缺陷的最小距离，盲区的大

小与 仪器的阻塞时间和始脉冲宽度有关)

3.39 测定组合灵敏度时，可先调节仪器的“抑制”旋钮，使电噪声电平≤10%,再进行测试。  ×

3.40 测定“始波宽度”对，应将仪器的灵敏度调至最大。   ×(灵敏度应调到标准“0”点)

3.41  为提高分辨力，在满足探伤灵敏度要求情况下，仪器的发射强度应尽量调得低一些。 √

3.42    在数字化智能超声波探伤仪中，脉冲重复频率又称为采样频率。  ×

3.43    双晶探头主要用于近表面缺陷的探测。    √

3.44    温度对斜探头折射角有影响，当温度升高对，折射角将变大。 √





3.45  日前使用最广泛的测厚仪是共振式测厚仪。   ×(应是脉冲反射式测厚仪)

3.46 在钢中折射角为60的斜探头，用于探测铝时，其折射角将变大。× (斜探头在钢中折射角为 
横波折射角，铝的横波折射角比钢的小)

3.47  “发射脉冲宽度”就是指发射脉冲的持续时间。    √

3.48 软保护膜探头可减少粗糙表面对探伤的影响。  √

3.49 脉冲反射式和穿透式探伤，使用的探头是同一类型的。×(穿透式探伤的探头发射的是连续波)

3.50 声束指向角较小且声束截面较窄的探头称作窄脉冲探头，  ×

4.1  在液浸式检测中，返回探头的声能还不到最初值的1%。    √

4.2 垂直探伤时探伤面的粗糙度对反射波高的影响比斜角探伤严重。     √

4.3    超声脉冲通过材料后，其中心频率将变低。     √

4.4 串列法探伤适用于检查垂直于探测面的平面缺陷。     √

4.5 “灵敏度”意味着发现小缺陷的能力，因此超声波探伤灵敏度越高越好。  ×(灵敏度太高杂波多)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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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因是重复频率过高)

4.7 当量法用来测量大于声束截面的缺陷的尺寸。  ×(当量法适用于面积小于截面的缺陷尺寸评定)

4.8 半波高度法用来测量小于声束截面的缺陷的尺寸。    ×

4.9 串列式双探头法探伤即为穿透法.   ×

4.10 厚焊缝采用串列法扫查时，如焊缝余高磨平，则不存在死区。   ×(上下表面都存在盲区)

4.11  曲面工件探伤时，探伤面曲率半径愈大，耦合效果愈好。     √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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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采用更换探 
头方法来鉴别探头杂波)

4.13  采用当量法确定的缺陷尺寸一般小于缺陷的实际尺寸。    √

4.14 只有当工件中缺陷在各个方向的尺寸均大于声束截面时，才能采用测长法确定缺陷长度。×(测 
长法适用于面积大于声束截面或长度大于声束截面直径的缺陷的评定)

4.15 绝对灵敏度法测量缺陷指示长度时，测长灵敏度高，测得的缺陷长度大。    √

4.16 当工件内存在较大的内应力时，将使超声被的传播速度及方向发生变化。    √

4.17 超声波倾斜入射至缺陷表面时，缺陷反射波高随入射角的增大而增高。   )X

5.1 钢板探伤时，通常只根据缺陷波情况判定缺陷。   ×(还可根据底波衰减情况来判定缺陷)

5.2  当钢板中缺陷大于声束截面时，由于缺陷多次反射波互相干涉容易出现“叠加效应”。×(超声波 
脉冲相对于薄层较窄时，薄层两侧的各次反射波、透射波互不干涉，当钢板中缺陷大于声束截面时同

理 )

5.3  厚钢板探伤中，若出现缺陷的多次反射波，说明缺陷的尺寸一定较大。 √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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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复合钢扳探伤时，可从母材一侧探伤，也可从复合材料一侧探伤。  √

5.6  用板波法探测厚度5mm 以下薄钢板时，不仅能检出内部缺陷，同时能检出表面缺陷。 √

5.7  钢管水浸聚焦法探伤时，不宜采用线聚焦探头探测较短缺陷。  √

5.8  采用水浸聚焦探头检验钢管时，声透镜的中心部分厚度应为 k/2    的整数倍，   √

5.9  钢管作手工接触法周向探伤时，应从顺、逆时针两个方向各探伤一次。 √

5.10 钢管水浸探伤时，水中加入适量活性剂是为了调节水的声阻抗，改善透声性。×(为了增强水对

钢管表面的润湿作用)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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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12  用斜探头对大口径钢管作接触法周向探伤时，其跨距比同厚度平板大。   √

6.1  对轴类锻件探伤， 一般来说以纵波直探头从径向探测效果最佳。   √

6.2  使用斜探头对轴类锻件作圆柱面轴向探测时，探头应采用正反两个方向扫查。  √

6.3  对饼形锻件，采用直探头作径向探测是最佳的探伤方法。     ×

6.4  调节锻件探伤灵敏度的底波法，其含义是锻件扫查过程中依据底波变化情况评定锻件质量等级。

×(应是根据缺陷回波情况评定质量等级)

6.5  锻件探伤中，如缺陷引起底波明显下降或消失时，说明锻件中存在较严重的缺陷。 √

6.6 锻件探伤时，如缺陷被探伤人员判定为白点.则应按密集缺陷评定锻件等级。×



6.7    铸钢件超声波探伤， 一般以纵波直探头为主。       √

7.1 焊缝横波探伤中，裂纹等危害性缺陷的反射波辐一般很高。  √

7.2  焊缝横波探伤时，如采用直射法，可不考虑结构反射，变型波等干扰同波的影响。×

7.3  采用双探头串列法扫查焊缝时，位于焊缝深度方向任何部位的缺陷，其反射波均出现在荧光屏上 

同 一位置，  √

7.4  焊缝探伤所用斜探头，当楔块底面前部磨损较大时，其 K 值将变小。  √

7.5  焊缝横波探伤时常采用液态耦合剂，说明横渡可以通过液态介质薄层。×

7.6  当焊缝中的缺陷与声束成一定角度时，探测频率较高时，缺陷回波不易被探头接收。  √

7.7  窄脉冲聚焦探头的优点是能量集中，穿透力强，所以适合于奥氏体钢焊缝检测。×(聚焦探头的 
优点是声束细，灵敏度高，信噪比高)

7.8  一股不采用从堆焊层一侧探测的方法检测堆焊层缺陷。      √

7.9  铝焊缝探伤应选用较高频率的横波专用斜探头。  √

7.10  裂缝探伤中，裂纹的回波比较尖锐，探头转动时，波很快消失。   ×

二、选择题

1.1  以下关于谐振动的叙述-哪一条是错误的(  A)

A、谐振动就是质点在作匀速圆周运动。

B 、任何复杂振动都可视为多个谐振动的合成

C 、在谐振动中，质点在位移最大处受力最大，速度为零。

D、在谐振动中，质点在平衡位置速度最大，受力为零。

1.2  以下关于阻尼振动的叙述，哪一条是错误的 (  D)

A、 阻尼使振动物体的能量逐渐减小。

B 、阻尼使振动物体的振幅逐渐减小。

C 、阻尼使振动物体的运动速率逐渐减小。

D、阻尼使振动周期逐渐变长.

1.3  超声波是频率超出入耳听觉的弹性机械波，其频率范围约为： (  A)

A、高于2万赫芝   B 、1—10MHz         C 、高于200Hz      D、0.25～15MHz

1.4  在金属材料的超声波探伤中，使用最多的频率范围是： (C        )

A 、10～25MHz       B、1~10001KHz        C 、1～5MHz        D 大于20000MHz

1.5  机械波的波速取决于 (D       )

A、机械振动中质点的速度         B 、机械振动中质点的振幅

C 、机械振动中质点的振动频率     D 、弹性介质的特性

1.6  在同种固体材料中，纵波声速 CL. 横渡声速Cs, 表面波声速Cn 之间的关系是： 

( C)
A 、Cg>Cs>Ct        B 、Cs>Ct>CR          C 、C₁>Cs>Cg        D 、以上都不对

1.7  在下列不同类型超声波中，哪种渡的传播速度随频率的不同而改变? (B        )

A、表面波   B 、板波   C 、疏密波 (纵波)    D 、剪切波 (横波)

1.8  超声波入射到异质界面时，可能发生 (  D)

A、反射    B、折射   C 、波型转换  D 、以上都是

1.9  超声波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与 (D       ) 有关。

A、介质的弹性   B 介质的密度     C 、超声波波型   D 、以上全部

1.10  在同一固体材料中，纵、横渡声速之比，与材料的( C)     有关?

A、密度   B 、弹性模量        C 、泊松比  D 、以上全部

1.11  质点振动方向垂直于波的传播方向的波是(  B)

A、纵波   B 、横波   C 、表面波   D 、兰姆波

1.12在流体中可传插： (A       )

A 、纵波    B、横波

C 、纵波、横波及表面波   D 、切变波

1.13  超声纵波、横波和表面波速度主要取决于： (C)





A 、频率   B 、传声介质的几何尺寸

C 、传声材料的弹性模量和密度    D、以上都不全面，须视具体情况而定

1.14  板波的速度主要取决于： (D        )

A 、频率    B 、传声介质的几何尺寸

C 、传声材料的弹性和质量   D 、以上都不全面，须视具体情况定

1.15 钢中超声波纵波声速为590000cm/s,  若须率为10MHz则其波长为； (C       )

A 、59mm        B 、5.9mm

C 、0.59mm        D 、2.36mm

1.16  下面哪种超声波的波长最短 (A       )

A、水中传播的2MHz 纵波

B、钢中传播的2.5MHz 横波

C 、钢中传播的5MHz 纵波

D 、钢中传播的2MHz 表面波

1.17 一般认为表面波作用于物体的深度大约为 (C       )

A 、半个波长   B 、一个波长         C 、两个波长   D 、3.7 个波长

1.18 钢中表面波的能量大约在距表面多深的距离会降低到原来的1/25。(B       )

A 、五个波长   B 、一个波长       C、1/10 波长    D 、0.5 波长

1.19 脉冲反射法超声波探伤主要利用超声波传播过程中的 (B       )

A 、散射特性    B 、反射特性      C 、透射特性    D 、扩散特性

1.20  超声波在弹性介质中传播时有 (  D)

A 、质点振动和质点移动   B 、质点振动和振动传递

C 、质点振动和能量传播   D 、B 和 C

1.21 超声波在弹性介质中的速度是 (B       )

A、质点振动的速度   B 、声能的传播速度

C 、波长和传播时间的乘积   D 、以上都不是

1.22 若频率一定，下列哪种波型在固体弹性介质中传播的波长最短： (D       )

A 、剪切波   B 、压缩波     C 、横渡   D 、瑞利表面波 (表面波)

1.23  材料的声速和密度的乘积称为声阻抗，它将影响超声波 (B       )

A、在传播时的材质衰减

B 、从一个介质到达另一个介质时在界面上的反射和透射

C 、在传播时的散射   D 、扩散角大小

1.24    声阻抗是：(  C)

A 、超声振动的参数    B 、界面的参数

C 、传声介质的参数   D 、以上都不对

1.25 当超声纵波由水垂直射向钢时，其透射系数大于1,这意味着： (D       )

A 、能量守恒定律在这里不起作用

B、透射能量大于入射能量

C 、A 与 B 都 对   D 、以上都不对

1.26  当超声纵波由钢垂直射向水时，其反射系数小于0,这意味着： (B       )

A、透射能量大于入射能量

B 、反射超声波振动相位与入射声波互成180。

C 、超声波无法透入水中   D 、以上都不对

1.27  垂直入射于异质界面的超声波束的反射声压和透射声压： (C       )

A、与界面二边材料的声速有关

B 、与界面二边材料的密度有关

C 、与界面二边材料的声阻抗有关

D、与入射声波波型有关

1.28  在液浸探伤中，哪种波会迅速衰减： (C)       (衰减系数与波速、密度成反比，频率的平方成正比)



A 、纵波   B 、横波   C 、表面波   D 、切变波

1.29 超声波传播过程中，遇到尺寸与波长相当的障碍物时，将发生 (B       )

A、只绕射，无反射   B 、既反射又绕射

C 、只反射无绕射   D 、以上都可能

1.30 在同一固体介质中，当分别传播纵、横波时，它的声阻抗将是 (C       )

A、一 样    B、传播横波时大

C 、传播纵波时大   D 、无法确定

1.31 超声波垂直入射到异质界面时，反射波与透过波声能的分配比例取决于 (C       )

A、 界面两侧介质的声速    B、 界面两侧介质的衰减系数

C 、界面两侧介质的声阻抗   D 、以上全部

1.32 在同一界面上，声强透过率T 与声压反射率r 之间的关系是 (B      )

A 、T-r²        B 、T=1-r²        C 、T=1+r        D 、T=l-r

1.33 在同一界面上声强反射率R 与声强透过率T 之间的关系是 (  D)

A 、R+T=1     B 、T=1-R       C 、R=1-T         D 、以上全对

1.34 超声波倾斜入射至异质界面时，其传播方向的改变主要取决于 (B       )

A 、界面两侧介质的声阻抗   B 、界面两侧介质的声速

C 、界面两侧介质衰减系数    D、以上全部

1.35 倾斜入射到异质界面的超声波束的反射声压与透射声压与哪一因素有关 (D) 
A 、反射波波型         B、 入射角度

C、 界面两侧的声阻抗    D、 以上都是

1.36 纵波垂直入射水浸法超声波探伤，若工件底面全反射，计算底面回波声压公式：()

T=4Z1Z2/(ZI+Z2)²

1.37 一般地说，如果频率相同，则在粗晶材料中穿透能力最强的振动波型为 (B       )

A、表面波    B 、纵波

C 、横波   D 、三种波型的穿透力相同

1.38 不同振动频率，而在钢中有最高声速的波型是： (A       ) (在同一介质中，波速与频率无关)

A 、0.5MHz 的纵波   B 、2.5MHz 的横波

C、10MHz  的爬波     D 、5MHz 的表面波

1.39 在水/钢界面上，水中入射角为17,在钢中传播的主要振动波型为(C     答案为什么不是B 呢  )

A、表面波    B 、横波      C 、纵 波    D 、B和 C

1.40  当超声纵波由有机玻璃以入射角15°射向钢界面时，可能存在 (D       )

A 、反射纵波    B、反射横波

C 、折射纵波和折射横渡   D 、以上都有

1.41 如果将用于钢的K2 探头去探测铝 (CFe=3.23km/s,CAl=3.10km/s) 则K 值会 (  B)。

A、大于2   B 、小 于 2

1.45 要在工件中得到纯横波，探头入射角α必须： (C       )

A、大于第二临界角   B 、大于第一临界角

C 、在第一、第二临界角之间   D 、小于第二临界角

1.46 一般均要求斜探头楔块材料的纵波速度小于被检材料的纵波声速，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 (A) 
A、 在工件中得到纯横波    B、得到良好的声束指

C 、实现声束聚焦   |D 、减少近场区的影响

1.47 纵波以20入射角自水入射至钢中，下图中哪一个声束路径是正确的? (D       )

D

1.50 第一介质为有机玻璃(Ct=2700m/s),  第二介质为铜(C₁=4700m/s;Cs=2300m/s), 则第Ⅱ临界角为
(B)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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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1.49 直探头纵波探测具有倾斜底面的锻钢件，下图中哪一个声束路径是正确的? (  B)

A                       B                    C                             D

题1.49图

B              C 
题1.47图

B                       c 

题1.48图

横波不能在水中传播

A

D
A



C 、仍等于2   D 、还需其它参数才能确定

1.42 如果超声纵波由水以20°入射到钢界面，则在钢中横波折射角为 (A        )。

A、约48° B 、约24°  C 、39°        D 以上都不对

1.43 第一临界角是：(  C)

A、折射纵波等于90时的横波入射角

B、 折射横渡等于90°时的纵波入射角 1.51 用 4MHz 钢质保护膜直探头经甘油耦合后，对钢试件进行探测，若要得到最佳透声效果，其耦台

C、折射纵波等于90°时的纵波入射角 层厚度为(甘油CL=1920m/s)(D            )

D 、入射纵波接近口0°时的折射角 A 、1.45mm         B 、0.20mm         C 、0.7375mm          D 、0.24mm

1.44  第二临界角是： (B   ) 1.52 用直探头以水为透声楔块使钢板对接焊缝中得到横检测，此时探头声束轴线相对于探测面的倾角

A、折射纵波等于90时的横波入射角 范围为： (B        )

B、折射横波等于90°时的纵波入射角 A 、14.7°~27.7°          B 、62.3°~75.3°

C、折射纵波等于90°时的纵波入射角 C 、27.2°~56.7°        D、 不受限制

D、入射纵波接近90°对的折射角 1.53 有一不锈钢复合钢板，不锈钢复合层声阻抗 Z1,  基体钢板声阻抗 Z2,  今从钢板一侧以2.5MHz

D.以上都不对



直探头直接接触法探测，则界面上声压透射率公式为： (  C)                                                                                 A、 频率增加，晶片直径减小而减小

B 、衰减系数与深度的乘积                                                                      2.4 φ14mm,2.5MHz      直探头在钢中近场区为：(  B)

C 、e(μ        为衰减系数， s 为声程)                                                                 A 、27mm          B 、21mm         C 、38mm          D 、 以上都不对

D 以上都不对                                                                                   2.5 上题探头的非扩散区长度约为： (A       )

1.55 超声波(活塞波)在非均匀介质中传播，引起声能衰减的原因是： (D       )                       A 、35mm        B 、63mm         C 、45mm         D 、 以上都不对

A、介质对超声波的吸收    B、介质对超声波的散射                                             2.6 在非扩散区内大平底距声源距离增大1倍，其回波减弱 (D     )

C、 声束扩散    D、 以上全部                                                                     A 、6db          B 、12db           C 、3db            D 、0db

1.56 斜探头直接接触法探测钢板焊缝时，其横波： (D        )                                                                                 2.7  利用球面波声压公式 (P=PonD²/4λ)          得到的规则反射体反射声压公式应用条件是： (D          ) 
A、 在有机玻璃斜楔块中产生        B 、从晶片上直接产生                                        A 、S≥2  N 近似正确    B、S≥3N 基本正确

C 、在有机玻璃与耦合层界面上产生                                                             C、S≥6N 正确       D、 以上都对

D 、在耦合层与钢板界面上产生                                                                  2.8  在超声探头远场区中； (B        )

1.57 制作凹曲面的聚焦透镜时，若透镜材料声速为C1,   第二透声介质声速为C2,   则两者材料应满足   A 、声束边缘声压较大          B 、声束中心声压最大

如下关系： (A       )                                                                              C 、声束边缘与中心强度一样    D 、声压与声束宽度成正比

A 、Cl>C2            B 、C1<C2                C 、CI=C2               D 、Z1=Z2                                                                               2.9  活塞波声场，声束轴线上最后一个声压极大值到声源的距离称为 (A       )

1.58  当聚焦探头声透镜的曲率半径增大时，透镜焦距将： (A       )                                   A 、近场长度      B 、未扩散区  C 、主声束     D、超声场 

A、增 大   B 、不 变   C 、减 小   D  以上都不对                                                2.10  下列直探头，在钢中指向性最好的是 (  C)

1.59 平面波在曲界面上透过情况，正确的图是： (B    )                                             A 、2.5P20Z           B 、3P14Z           C 、4P20Z           D 、5P14Z

2.11 下面有关扩散角的叙述-哪一条是错误的(B    )

A                      B                           C                    D                                                                                    A、 用第一零辐射角表示    B、 为指向角的一半

C、 与指向角相同    D、是主声束辐射锥角之半

2.12 超声场的未扩散区长度(  C)

A 、约等于近场长度   B 、约等于近场长度0.6倍

C₁>C₂                C₁>C₂                 C₁<C₂                 C₁<C₂                                                                                  C 、约为近场长度1.6倍   D 、约等于近场长度3倍

2.13 远场范围的超声波可视为 (C)

题1.59图                                                                                                                             A 、平面波   B 、柱面波       C 、球面波   D 、 以上都不对

2.14  在探测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面积比为2的两个平底孔，其反射波高相差 (A        )

1.60 以下关于板波性质的叙述，哪条是错误的 (D    )                                             A 、6dB                  B 、12dB         C 、9dB         D 、3dB

A 、按振动方向分，板波可分为SH  波和兰姆波，探伤常用的是兰姆波                              2.15  在探测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孔径比为4两个球形人工缺陷，其反射波高相差 (B    )

B 、板渡声速不仅与介质特性有关，而且与板厚、频率有关                                         A 、6dB          B 、I2dB          C 、24dB          D 、8dB

C 、板波声速包括相速度和群速度两个参数                                                      2.16  在探测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直径比为2的两个实心圆柱体，其曲底面同波相差 (C    )

人

c

B 、频率或晶片直径减小而增大

C、 频率或晶片直径减小而减小

D、 频率增加，晶片直径减小而增大

2.2  晶片直径 D=20mm 的直探头，在钢中测得其零幅射角为10°,该探头探测频率约为； (D) 
A 、2.5MHz         B 、5MHz         C 、4MHz          D 、2MHz

1.54  由材质衰减引起的超声波减弱 db 数等于： (A       )                                             2.3  直径中12mm 晶片5MHz 直探头在钢中的指向角是： (C        ) 
A、衰减系数与声程的乘积                                                                       A 、5.6°         B 、3.5°            C 、6.8°             D 、24.6°

口



D 、实际探伤应用时，只考虑相速度.无须考虑群速度                                             A 、12dB         B 、9dB                C 、6dB        D 、3dB

1.61  由材料晶粒粗大而引起的衰减属于(B    )                                                  2.17 外径为D,   内径为d  的实心圆柱体，以相同的灵敏度在内壁和外圆探测，如忽略耦合差异，则底 

A、扩散衰减   B 、散射衰减     C、 吸收衰减   D 、 以上都是                                 波高度比为 (D       )

1.62 与超声频率无关的衰减方式是(A)  (扩散衰减只与波振面的形状有关) 
A 、扩散衰减    B 、散射衰减        C 、吸收衰减   D 、 以上都是

1.63 下面有关材料衰减的叙述，哪句话是错误的； (D    )

A、 横渡衰减比纵波严重                                                                       2.18  同直径的平底孔在球面波声场中距声源距离增大1倍则回波减弱： (B    )

B 、衰减系数一般随材料的温度上升而增大                                                        A 、6db         B 、12db          C 、3db         D 、9db

C 、当晶粒度大于波长1/10时对探伤有显著影响                                                    2.19  同直径的长横孔在球面波声场中距离声源距离增大1倍回波减弱(答案是A, 但是觉得应该是

D、提高增益可完全克服衰减对探伤的影响                                                         D)

2.1 波束扩散角是晶片尺寸和传播介质中声波波长的函数并且随 (B       )                             A 、6db          B 、12db           C 、3db          D 、9db



2.20  在球面波声场中B 平底距声源距离增大1倍回波减弱： (A        ) C 、缺陷的定位       D 、以上都对

A 、6db       B 、12db        C 、3db         D 、9db 3.13 接收电路中，放大器输入端接收的同波电压约有 (D)

2.21  对于柱面波，距声源距离增大1倍，声压变化是： (   D) A 、几百伏   B、100V 左右 C 、10V 左右 D、0.001～1V

A、增大6db    B、减小6db      C、增大3db     D、减小3db 3.14 同步电路每秒钟产生的触发脉冲数为 (  B)

2.22 对于球面波，距声源距离增大1倍，声压变化是：( B) A 、1—2个    B 、数十个到数千个

A、增大6db    B、减小6db     C、增大3db     D、减小3db C、 与工作频率相同   D、 以上都不对

2.23 比φ3mm 平底孔回波小7db 的同声程平底孔直径是： (B       ) 3.15 调节仪器面板上的“抑制”旋钮会影响探伤仪的 (D       )

A 、φ1mm        B 、φ2mm         C 、φ4mm                D 、φ0.5mm A 、垂直线性 B 、动态范围 C 、灵敏度   D、以上全部

2.24 比①3mm 长横孔反射小7db 的同声程长横孔直径是 (A       ) 3.16 放大器的不饱和信号高度与缺陷面积成比例的范围叫做放放大器的 (B     )

A 、φ0.6mm         B、①1mm       C 、φ2mm        D 、φ0.3mm A 、灵敏度范围   B 、线性范围      C 、分辨力范围   D 、选择性范围

2.25 以下叙述中哪一条不是聚焦探头的优点 (C       ) 3.17 单品片直探头接触法探伤中，与探测面十分接近的缺陷往往不能有效地检出，这是因为： (C       )

A、灵敏度高     B 、横向分辨率高 A、近场干扰   B 、材质衰减         C 、盲区   D 、折射

C 、纵向分辨高    D 、探测粗晶材料时信噪比高 3.18 同步电路的同步脉冲控制是指： (D        )

2.26  以下叙述中，哪一条不是聚焦探头的缺点 (C) A 、发射电路在单位时间内重复发射脉冲次数

A、声束细，每次扫查探测区域小，效率低 B、扫描电站每秒钟内重复扫描次数

B、每只探头仅适宜探测某一深度范围缺陷，通用性差 C 、探头晶片在单位时间内向工件重复幅射超声波次数

C 、由于声波的干涉作用和声透镜的球差，声束不能完全汇聚一点 D 、以上全部都是

D 、以上都是 3.19 表示探伤仪与探头组合性能的指标有： (B)

3.1 A 型扫描显示中，从荧光屏上直接可获得的信息是： (C       ) A 、水平线性、垂直线性、衰减器精度

A、缺陷的性质和大小   B 、缺陷的形状和取向 B 、灵敏度余量、盲区、远场分辨力

C 、缺陷回波的大小和超声传播的时问   D、以上都是 C、 动态范围、频带宽度、探测宽度

3.2  A 型扫描显示，“盲区”是指： (C         ) D 、垂直极限、水平极限、重复频率

A、近场区    B、声束扩散角以外区域 3.20 使仪器得到满幅显示时Y 轴偏转板工作电压为80V,  现晶片接收到的缺陷信号电压为40mv,   若

C 、始脉冲宽度和仪器阻塞恢复时间  D 、以上均是 要使此缺陷以50%垂直幅度显示，仪器放大器应有多大增益量? (C)

3.3  A型扫描显示中，荧光屏上垂直显示大小表示：(A       ) A 、74dB        B 、66dB               C 、60dB        D 、80dB

A、超声回波的幅度大小   B 、缺陷的位置 3.21  脉冲反射式超声波探伤仪同步脉冲的重复频率决定着： (C       )

C 、被探材料的厚度   D 、超声传播时间 A、扫描长度   B 、扫描速度   C 、单位时间内重复扫描次数  D 、锯齿波电压幅度

3.4 A 型扫描显示中，水平基线代表：(C       ) 3.22  压电晶片的基频是： (A)

A、超声回波的幅度大小   B、探头移动距离 A 、晶片厚度的函数    B、施加的脉冲宽度的函数

C 、声波传播时间    D、缺陷尺寸大小 C 、放大器放大特性的函数    D、以上都不对

3.5  脉冲反射式超声波探伤仪中，产生触发脉冲的电路单元叫做 (C       ) 3.23 探头的分辨力： ( B    ) (频带宽度大，则脉冲越窄，分辨力越好)

A、发射电路  B 、扫描电路 C 、同步电路  D 、显示电路 A 、与探头晶片直径成正比   B、 与频带宽度成正比

3.6  脉冲反射超声波探伤仪中，产生时基线的电路单元叫做 (A       ) C 、与脉冲重复频率成正比   D 、以上都不对



A、扫描电路 B 、触发电路  C 、同步电路 D 、发射电路 3.24 当激励探头的脉冲幅度增大时： (B)

3.7  发射电路输出的电脉冲，其电压通常可达 (A       ) A 、仪器分辨力提高    B 、仪器分辨力降低，但超声强度增大

A、几百伏到上千伏  B 、几十伏   C 、儿伏   D 、1 伏 C 、声波穿透力降低   D 对试验无影响

3.8  发射脉冲的持续时间叫： (A      ) 3.25 探头晶片背面加上阻尼块会导致： (D)    (Qm  值降低，盲区减小)

A、始脉冲宽度    B 、脉冲周期     C、脉冲振幅   D 、以上都不是 A 、Qm 值降低.灵敏度提高   B 、Qm 值增大，分辨力提高

3.9  探头上标的2.5MHz 是指： (B        ) C 、Qm 值增大，盲区增大        D 、Qm 值降低，分辨力提高

A、重复频率    B 、工作频率     C 、触发脉冲频率   D 、以上都不对 3.26  为了从换能器获得最高灵敏度： (  C)

3.10  影响仪器灵敏度的旋纽有： (D        ) A、应减小阻尼块   B 、应使用大直径品片

A、发射强度和增益旋纽   B 、衰减器和抑制 C 、应使压电晶片在它的共振基频上激励 D 、换能器频带宽度应尽可能大

C、 深度补偿              D 、以上都是 3.27 超声试验系统的灵墩度： (A       )

3.11  仪器水平线性的好坏直接影响： (C) A、取决于探头高频脉冲发生器和放大器

A、 缺陷性质判断              B 、缺陷大小判断 B 、取决于同步脉冲发生器

C 、缺陷的精确定位            D 、以上都对 C 、取决于换能器机械阻尼

3.12  仪器的垂直线性好坏会影响： (A) D 、随分辨力提高而提高

A、缺陷的当量比较   B、AVG  曲线面板的使用 3.28 换能器尺寸不变而频率提高时： (C       )



A、 横向分辨力降低   B、 声束扩散角增大

C、近场长度增大   D 、指向性变钝

3.29  一般探伤时不使用深度补偿是因为它会： (B       )

A、影响缺陷的精确定位

B、 影响 AVG 曲线或当量定量法的使用

C 、导致小缺陷漏捡

D 、以上都不对

3.30  晶片共振波长是晶片厚度的 (A        )

A 、2 倍    B 、1/2 倍    C 、1倍    D 、4 倍

3.31  已知 PZT-4的频率常数是2000m/s,2.5MHz   的 PZT-4晶片厚度约为： (A)   (N = t×fo)

A 、0.8mm        B 、1.25mm       C 、1.6mm         D 、0.4mm

3.32  在毛面或曲面工件上作直探头探伤时，应使用： (B        )

A、硬保护膜直探头   B 、软保护膜直探头

C 、大尺寸直探头   D 、高频直探头

3.33  目前工业超声波探伤使用较多的压电材料是： (  C) 
A 、石英   B 钛酸钡        C 、锆钛酸铅  D 硫酸锂

3.34    联合双直探头的最主要用途是：(  A)

A、探测近表面缺陷      B 、精确测定缺陷长度

C 、精确测定缺陷高度   D 、用于表面缺陷探伤

3.35  超声波探伤仪的探头晶片用的是下面哪种材料： (  C)

A 、导电材料    B 磁致伸缩材料     C 、压电材料   D 磁性材料

3.36  下面哪种材料最适宜做高温探头： (D        )

A、石英   B 、硫酸锂     C 、锗钛酸铅   D 、铌酸锂

3.37  下面哪种压电材料最适宜制作高分辨率探头： (C)

A 、石英   B 锆钛酸铅       C 、偏铌酸铅    D 、钛酸钡

3.38 下列压电品体中哪一种作高频探头较为适宜 (B)  
A、钛酸钡(CL=5470m/s)        B 、铌酸锂 (CL=7400m/s) 
C 、PZT(CL=4400m/s)             D 、钛酸铅(CL=4200m/S)

3.39  表示压电晶体发射性能的参数是 (C)

A、压电电压常数 g           B 、机电耦合系数 K

C、压电应变常数 d₃         D 、以上全部

3.40  以下关于爬波探头的叙述，哪一条是错误的 (B)

A、爬波探头的外形和结构与横渡斜探头类似

B 、当纵波入射角大于或等于第二临界角时，在第二介质中产生爬波(应是以第一临界角附近的角度) 
C 、爬波用于探测表层缺陷

D、爬波探测的深度范围与频率f 和晶片直径D 有关。

3.41  窄脉冲探头和普通探头相比 (D       )

A 、Q 值较小 B 、灵敏度较低     C 、频带较宽 D 、以上全部

3.42 采用声透镜方式制作聚焦探头时，设透镜材料为介质1,欲使声束在介质2中

聚焦，选用平凹透 镜的条件是 ( C     )

A 、Zl>Z2                B 、C1<C2                   C 、C1>C2           D 、ZI<Zz

3.43 探头软保护膜和硬保护膜相比，突出优点是 (C       )

A、透声性能好  B 、材质衰减小 C 、有利消除耦合差异  D 、以上全部

3.44  以下哪一条，不属于数字化智能超声波探伤仪的优点 (B       )

A、检测精度高，定位定量准确    B 、频带宽，脉冲窄

C、可记录存贮信号    D 、仪器有计算和自检功能

3.45 以 下哪一条，不属于双晶探头的优点( A   )

A、探 测 范 围 大 1 B 、盲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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