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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本手册提供	Proceq	探伤仪	 100	仪器的相关信息。用户指南在编制时认

为用户已熟知基础超声波无损检测相关知识。操作本仪器前，用户须了解

超声波无损检测关键性能，这点十分重要。用户指南包含	Proceq	探伤仪	

100	 的使用及保养程序相关信息，并说明了依照将要执行的检测类型可用

的功能与参数。

2.	 免责声明和通知
Proceq	探伤仪	100	用户须仔细阅读并理解以下信息。未能遵循这些指示

可能会导致测试结果出现严重错误或导致装置损坏。基于错误结果而做出

的决策可能会导致财产损失、人身伤害甚至死亡。使用本仪器的任何人应

由其组织进行审核，确定其是否具备超声波检测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完全资

格，或在此类人士的直接监督之下使用仪器。

本手册中的所有声明、技术信息和建议或由	 Proceq	 所提供的与	 Proceq	

探伤仪	 100	 的使用、功能和资格相关的任何其他信息均基于被认为是可

靠的测试，但不保证其准确性或完整性。使用本产品前，您应凭借您对超

声波测试及材料特性的了解确定其是否适合于预期用途。与本产品使用相

关的所有风险均由您自行承担。

3.	 风险与危害
Proceq	探伤仪	100	包含高能量的精密发射器，能够通过将脉冲宽度与探

头特性相匹配从而获取最佳测试结果。此电路可能会因电压突增而损坏。

建议在更换传感器（探头）前关闭本仪器或停止发射器。

本用户指南提供	Proceq	探伤仪	 100	基本操作的相关说明。除了所涵盖

的方法外，许多其他因素也会对本产品的使用产生影响。与这些因素相关

的信息不在本手册范围之内。用户应参阅与超声波测试和厚度测量主题相

关的参考书以了解更多信息。

3.1	 操作条件

如以制造商未说明的方式使用本设备，设备提供的保护可能会减弱。

! 警告！

	·切勿在水下操作

	·风扇受阻时请勿操作

	·操作温度：-10°C	到	45°C（14°至	113°F）	

	·存储温度：-25°C	到	60°C	（-13°至	140°F）	

	·最大相对湿度：5	到	95%	非冷凝	

	·防护等级：IP66

3.2	 废物处置

不得将电器与家庭废物一起处置。为了遵守有关废弃电气和电子设

备以及根据国家和当地法律对其实施处置的欧洲指令	 2002/96/

EC、2006/66/EC	和	 2012/19/EC，到达其使用寿命后的电动工具和

电池，必须单独收集，并交给环保回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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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硬件概览

请参阅《Proceq	探伤仪	100	快速入门指南》以了解装箱清单。	

4.1	 连接器

Tx/Rx	A	
（BNC	或	LEMO）

Rx	A（BNC	
或	LEMO）

相控阵	(I-
PEX)

Tx/Rx	B（BNC	
或	LEMO）

Rx	B	(BNC	
or	LEMO)

连接器端口，右侧板

电源

I/O	(LEMO)

编码器连
接器

连接器端口，后面板

USB	端口

迷你	USB

千兆以太网

连接器端口，左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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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器连接器

引脚编号 信号名称 说明

1 （红点） VCC 最大电源	5	V,	300	mA。过电流保护。

2 ENC1_A SE	输入编码器相位	A	

3 ENC1_B SE	输入编码器相位	B

4 ENC1_A_P 差分输入正极编码器相位	A

5 ENC1_A_N 差分输入负极编码器相位	A

6 ENC1_B_P 差分输入正极编码器相位	B

7 ENC1_B_N 差分输入负极编码器相位	B

8 		
（中心销）

GND 接地

3

4

5
8

2

6
7

1

I/O	(LEMO)

引脚编号 信号名称 说明

1 （红点） VCC 最大功率	5	V,	300	mA。

2 输出	1 用户自定义

3 输出	2 用户自定义

4 输出	3 用户自定义

5 输出	4 用户自定义	

6 输入	1 无法自定义	

7 输入	2 无法自定义	

8 		
（中心销）

GND 接地

3

4

5

2

6

8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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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数字小键盘

按钮 按钮名称
USB		
键盘

简要功能描述

取消 Escape 取消正在进行的值变动并重设回先前的值。从弹出式窗口退出。

点击式触摸

转盘
---

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旋转移动手指以向上或向下滚动菜单、增大/减小参数值、在视野区域中移动光标或在	3D	

视图中进行放大/缩小。在输入文本时也可当作左/右键以用于移动。

 
向上/向下

箭头
箭头 从一个菜单项移至另一个。更改参数值。向上或向下移动所选光标或门。

 左/右箭头 箭头 从一个菜单选项卡移至另一个。向左或向右移动所选光标或门。	

确定 Enter 编辑和确认新值或选项。

菜单 M 转至菜单并允许菜单导航。

视图 V 在各个视图之间切换。显示测量条（在实时模式）。

光标 C 在目前所选视图的各个光标之间切换。在文本输入时也作为退格键使用。

dB D 更改所选扫描的增益值。按住	3	秒，将会自动调整增译至所选门的	80%（如果	RefAmplitude	设定为	80%）。

焊接 W 显示或隐藏所选视图的堆焊。

放大/缩小 Z 放大/缩小视图，仅在分析模式中可用。

最大化/最

小化
X 将所选视图最大化或最小化。	

门 G 聚焦或在门之间进行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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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A 更改所选扫描的范围路径值。

F1/帮助 F1 访问“上下文帮助”、“快速入门指南”和“用户指南文档”。

F2/信息 F2 显示视图信息菜单或返回至上一步或上一页（对于向导）。

F3/设置引用 F3 将编码器位置重设为原始设定或前进至下一步或下一页（对于向导）。

播放/暂停 P 开始或暂停超声波图像的实时采集。

停止 T 停止实时采集或记录或在配置模式中前进一步。

记录 R 开始记录模式，允许在扫描完成或结束时保存数据。

保存 S 保存文件（配置、截图或报告）。

加载 O 加载配置文件，会显示一个文件列表以供选择。

拒绝 --- 激活“拒绝”模式时会亮灯。

警报	1&2 --- 触发任何已配置的门时会亮灯。

打开/关闭	&	
电池指示灯

--- 打开仪器电源（按住）或关闭仪器。设备处于开启状态时亮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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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用户界面
用户界面会显示两个屏幕：一个用于配置模式，另一个用于实时模式。

5.1	 配置模式

2 3 4 5

1

6

7

8

109
1.	 选项卡栏	

在屏幕左侧显示可开启相应菜单的选项卡列表。选项卡按逻辑顺序排

列，进行新检测配置时应遵循该顺序。选择了某个选项卡时，该选项

卡会突出显示。

2.	 菜单栏	

显示可从所选选项卡访问的所有类别和参数。

3.	 汇总视图	
显示当前配置设置的快速汇总。可以一眼看到配置概览。

4.	 3D	视图	

以	3D	方式显示探头、槽楔、扫描和零件表征。

5.	 电池状态	

显示关于仪器状态的各种信息，如仪器状态、时间/日期指示器和电

池状态指示器。

6.	 菜单项	

显示可从所选选项卡访问的参数（数值、文本、列表或行动项目）列

表。可使用	 	和	 	键，或通过手指在点击式触摸转盘上环绕移

动以滚动该列表。列表可包含	10	多个参数（向上或向下滑动以显示

新参数）。

7.	 选定项	

选择了某项时，该项会突出显示。“帮助”视图会显示与此项相关的

帮助。仅以传统	UT	进行操作时，选定项会显示绿色，以	PA	或	PA	

与	UT	结合进行操作时会显示蓝色。

8.	 类别	

如果菜单包含许多参数，则这些参数会按类别进行分组。选择某个类

别时，“帮助”视图会显示此类别中包含的参数列表。如要打开或关

闭类别，请在类别被选定时点击	 	键。

9.	 信息条	

在主菜单中显示与所选参数相关的简短帮助信息或显示错误消息。

10.	帮助视图	

显示与主菜单中选定参数相关的更详细帮助文本。系统会最大化以显

示整个帮助文本或大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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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实时模式

87

2

3

4

5

6

1

1.	 测量条 
显示从超声波数据中提取的各种数值测量。在采集模式中，可从	

Measures（测量）>	Select	Measures（选择测量）中选择要显示的

测量。只有按下	 	键，或在	Display（显示）下的Prefs（首选

项）选项卡中启用	Keep	Meas.	Bar（保留测量条）项目时，它才会

显示。

2.	 校准指示器	

显示与已执行的校准相关的颜色编码信息。黑色	=	未校准，绿色	=	

已校准，黄色	=	部分校准，红色	=	无效校准。

3.	 仪器状态	

此区域指示设备的目前状态。可能的状态为“播放”、“停止”、“

暂停”和“记录”。加载了	.utcfg	配置文件且该文件可用于采集

时，会显示	ACQ	标签；加载了	.utdata	文件以用于事后分析时，会

显示	FILE	选项卡。

4.	 项目选择	

配置了多个探头、槽楔或扫描时，其菜单会堆叠在一起。此指示器指

示当前在菜单中显示哪些探头、槽楔或扫描属性。

5.	 滚动条	

用于使用	USB	鼠标进行滚动。

6.	 视图布局	

显示所选的屏幕布局。活动视图始终显示为蓝色，活动视图的属性位

于	View（视图）菜单中。

7.	 编码器位置	

插上编码器并对其进行配置后，此处显示解码器位置，以毫米或英寸

为单位。仅在采集模式中更新此值。

8.	 查看测量	

此区域显示按照上下文自动选定的各种测量。可使用	View（视图）>	

Show	Measures（显示测量）选项将其隐藏，从而增大可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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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菜单
此部分显示配置模式和实时模式的参数和功能，包括所有可选功能。根据

检测类型的不同，可用的类别和项目将会有差异。菜单树（取决于检测设

置，菜单项目会有所变化）

Inspection（检测）

 T Hardware	Settings（硬件设置）

• Voltage	Phased	Array（电压相
控阵）

• Voltage	Mono（单级电压）

• Mono	Pulse	Damping（单脉冲阻尼）

 T Report	Info（报告信息）	

• Job/Customer（工作/客户）

• Site（现场）

• Operator（操作员）

• Qualification（资格）

• Procedure	Ref（程序参考）

• Couplant（耦合剂）

 T Report	Settings（报告设置）

• Procedure	Report（程序报告）

• Report	Type（报告类型）

• Cursors	Info（光标信息）

• Inspection	Info（检查信息）

• Probe	Info（探头信息）

• Wedge	Info（槽楔信息）

• Scan	Info（扫描信息）

• Encoder	Info（编码器信息）

• DAC	Info（DAC	信息）

• DGS	Info（DGS	信息）

• 3D	Views	Info（3D	视图信息）

• Warnings	Info（警告信息）

• Logo（徽标）

• Change	Logo	File（更改徽标文件）

• Clear	Logo	File（清除徽标文件）

 T Menus（菜单）

• Lock	Setup（锁定设置）

• Short	Menu（短菜单）

Part（零件）

 T Properties（属性）

• Material（材料）

• Part	Geometry（零件几何形状）

• Thickness（厚度）

• Velocity	LW（纵波速度）

• Velocity	SW（横波速度）

 T Identifiers（标识符）

• Component（组件）

• Serial	#（序列号）

• Location	Ref（位置参考）

 T Weld	Geometry（焊接几何图形）

• Weld（焊接）

• HAZ

• Root	Gap（根部间隙）

• (Weld	geometry)（焊接几何图形）

 T Calibration	Block（校准块）

• Cal.	Block	Type（校准块类型）

• Cal.	Block	Serial	#（校准块序
列号）

Probe（探头）

• Add…（添加...）

• Delete…（删除...）

• Load…（载入...）

• Probe	Type（探头类型）

 T Identifiers（标识符）

• Manufacturer（制造商）

• Model（型号）

• Serial（序列号）

 T Settings（设置）

• Frequency（频率）

• Pulse	Width（脉冲宽度）

• Connected	To（连接至）

 X Advanced	Settings（高级设置）

Wedge（槽楔）

• Load…（载入...）

• Wedge	Type（槽楔类型）

 T Identifiers（标识符）

• Manufacturer（制造商）

• Model（型号）

• Serial（序列号）

 T Settings（设置）

• X	Offset（X	偏移）

• Contact	Surface（接触面）

• Cut	Angle（切角）

 X Advanced	Settings（高级设置）

Scan（扫描）
• Add…（添加...）

• Delete…（删除...）

• Scan	Type（扫描类型）

 T Gain（增益）

• Gain（增益）

• Reference	Gain（参考增益）

• Set	Reference	Gain（设置参考增益）

• Software	Gain（软件增益）

• Auto	FSH%（自动	FSH%）

• Reference	Amplitude（参考波幅）

 X Acquisition	Area（采集区域）

 X Focusing（聚焦）

 T TOFD

• Ruler	Lateral	Wave	Position	
（标尺横向波位置）

• Theo	Time	Lateral	Wave	
（理论时间横向波）

• Theo	Time	Lateral	Wave	
（理论时间横向波）

• PCS

• Beam	inter	Pct（束流交会百分比）

• Straightening（矫直）

• LW	Removal（LW	移除）

Scan（扫描）（续）
 T TX

• PRF

 T RX
• Signal	Rectification（信号矫正）

• Digital	Filter（数字滤波器）

• Analog	filter（模拟滤波器）

• Sub-Sampling（亚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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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jection（拒绝）

• Reject	Threshold（拒绝阈值）

• Smoothing（平滑）

• Contouring（等高线）

• Cont.Decay	Rate（连续衰减率）

• Averaging（平均）

• IFT	Active（IFT	活跃）

• Acq.Freq（采集频率）

 T Probe	Connect（探头连接）

• Probe	TX/RX（探头	TX/RX）

 T Elements（元素）

• First	Element	TX/RX（第一元素	
TX/RX）

• Last	Element	TX/RX（最后元素	
TX/RX）

 T Statistics（统计信息）

• Beams	Quantity（束流数量）

• Samples	Quantity（样品数量）

• Path	Resolution（路径分辨率）

Geometry（几何形状）

 T Probe/Wedge	1（探头/槽楔	1）

• W1	Index	Offset（W1	索引偏移）

• W1	Scan	Offset（W1	扫描偏移）

• W1	Rotation（W1	旋转）

 T Encoding	Area（编码区域）

• Enc.Area	CL	Pos（编码区域	CL	位
置）

• Enc.Area	CL	Offset（编码区域	
CL	偏移）

• Enc.Area	Rotation（编码区域旋
转）

Encoding（编码）
• Encoding	Setup（编码设置）

• Encoders	Name（编码名称）

• Reset	All	Position（重设所有
位置）

 T Scan	Axis（扫描轴）

• Scan	Axis	Name（扫描轴名称）

• Scan	Enc	Type（扫描编码类型）

• Scan	Enc	Resolution	
（扫描编码分辨率）

• Scan	Start	Position	
（扫描开始位置）

• Scan	Stop	Position	
（扫描停止位置）

• Scan	Distance（扫描距离）

• Scan	Step（扫描步骤）

• Scan	Invert	Direction	
（扫描反转方向）

 T Statistics（统计信息）

• Data	File	Size（数据文件大小）

• Max	Phys.Enc.Speed	
（最大物理编码速度）

Calibrate（校准）
• Velocity	&	Zero	Wizard...	

（速度与零点向导...）
• Wedge	Delay	Wizard...	

（槽楔延迟向导...）
• Sensitivity/ACG	Wizard...（灵敏

度/ACG	向导...）
• TCG/DAC/DGS	Wizard...	

（TCG/DAC/DGS	向导...）
• Encoder	Wizard...	

（编码器向导...）
• Element	Activation		

Wizard...（元素激活向导...）
• Clear	Calibrations（清除校准）

 T Measures（测量）

• Select	Measures…（选择测量...）

• Encoded	Axis	Reference		
（编码轴参考）

Prefs（首选项）

• Media	Browser（媒体浏览器）

 T Display（显示）

• Auto-Hide	Menus（自动隐藏菜
单）

• Default	Amplitude	Palette（默
认波幅调色板）

• Default	Depth	Palette（默认深
度调色板）

• Keep	Measurements	Bar（保留
测量条）

• Activate	VGA	Port（激活	VGA	
端口）

• Background	Color（背景色）

• Screen	Brightness（屏幕亮度）

 T System（系统）

• Language（语言）

• Unit	System（设备系统）

• Name	Generation（名称生成）

• Date	Format（日期格式）

• System	Date	and	Time（系统日
期和时间）

 X Network（网络）

 T Support（支持）

• Last	Calibration（上次校准）

• Set	Calibration	Date（设置校
准日期）

• Add	Option（添加选项）

• System	Update（系统更新）

• Support	Console（支持控制台）

• About（关于）

Cursor（光标）

• Name（名称）

• Type（类型）

• Color（颜色）

 T Position（位置）

• Level/Threshold（水平/阈值）

• Surface	Dist	(Start/Stop)（表
面距离（开始/停止））

• Depth	(Start/Stop)（深度（开
始/停止））

• True	Depth	(Start/Stop)（真深
度（开始/停止））

• Encoding	Scan/Index	Axis（编码
扫描/轴索引）

• Focal	Law（聚焦法则）

• Angle（角）

• Sound	Path（声程）

• Gate	Start/Stop（门开始/停止）

• Gate	Width（门宽）

 T Measures（测量）

• Gate	Follow	Peak（门跟随峰值）

• Triggered	By（触发因素）

• Dual	Polarity（双极性）

 T Alarm（警报）

• Gate	Alarm（门警报）

• Delete	Cursor（删除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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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视图）

• Select	Layout…（选择布局...）

• View	Orientation（视图方向）

• Add	Cursor…（添加光标...）

 X Palette	Properties（调色板
属性）

 T Reference	A-Scan（参考	A-
Scan）

• Reference	A-Scan	(list)（参考	
A-Scan（列表））

• Save	Reference	A-Scan（保存参
考	A-Scan）

• Save	Reference	to	CSV	File（将
参考保存为	CSV	文件）

• Import	Reference	from	CSV	
File（从	CSV	文件中导入参考）

• Save	Envelope	to	Reference	
List（将包络保存至参考列表）

• Clear	Reference	List（清除参
考列表）

 X Data	Extraction（数据提取）

 T Graph	Options（图形选项）

• Show	B-Scan（显示	B-Scan）

• Line	Colors（线条颜色）

 T Overlays（堆焊）

• Envelope（包络）

• Show	Measures（显示测量）

• Show	DAC,	DGS,	and	TCC（显示	
DAC、DGS	和	TCC）

• Part	Overlay（零件堆焊）

• Half	Skip（一半跳出）

View（视图续）（续）

 X Rulers	&	Grids（标尺	&	网
格）

 X Scroll	&	Zoom（滚动	&	缩放）

 X 3D	View（3D	视图）

 X Select	Layout（选择布局）

 X Display	Mode（显示模式）

 X Orientation（方向）

 T Display（显示）

• Part（零件）

• HAZ

• Wedge（槽楔）

• XYZ	Axis（XYZ	轴）

• Elements（元素）

• Wire	Frame	Display（线框显示）

• Scan	Axis（扫描轴）

• Stream	Direction（流方向）

 T Beams	(3D	view)（束流（3D	视
图））

• Half	Skip（一半跳出）

• Beams（束流）

• Focal	Law（聚焦法则）

• Beam	Divergence（束流发散）

• Scan	Area（扫描区域）

• Near	Field（近场）

• Delay（延迟）

 T Measurements	(3D	view)（测量
（3D	视图））

• Legend（图例）

7.	 配置和操作工作流

7.1	 加载和保存文件

加载文件：

1.	 按	 	键，使用点击式触摸转盘	 	选择一个文件选项	

（配置、数据、报告和最近），然后按	 。	

2.	 按	 	键以选择文件列表，然后使用点击式触摸转盘以选择所需
文件。	

文件扩展名 说明

.utcfg 包含检查的整个配置（探头、槽楔、扫描类型、各光
标位置、布局、要使用的调色板等）。

.utdata 包含	.utcfg	文件中的所有内容，以及所有记录的数
据。

.pdf 使用	Proceq	探伤仪	100	创建的报告	PDF	文
件。Proceq	探伤仪	100	可显示的任何其他	PDF	文
件。

.png 使用	Proceq	探伤仪	100	PNG	图像标准创建的屏幕截
图（PNG：便携式网络图像格式）。

3.	 如果列表中的可选项太多，请按	 	键以选择左侧菜单，然后使

用排序方式项来过滤选项。

4.	 如有必要，按	 	键以切换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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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内置固态硬盘	 	或外部	USB	硬盘	 	加载文件或将文件保存

至其中。Proceq	探伤仪	100	随附大量配置范本列表，储存在内置固态硬

盘	 	中。这些文件均以“Example_....”开始。它们为只读文件。选

择了某个文件之后，在窗口的下方区域将显示配置摘要。	

5.	 按	 	以打开所选文件。

保存文件：

1.	 如要保存配置	(.utcfg)、屏幕截图或报告，请按	 	键。

2.	 使用小键盘输入文件名称，如在移动电话上一样。

7.2	 创建新配置

如果现有配置均不适用于您的检测设置，可使用	 New	 Inspection	 Wiz-

ard（新检测向导）从头开始创建一个新配置。

创建新配置：

1.	 按下按键，然后使用点击式触摸转盘	 	选择	Start	New	In-
spection	Wizard（启动新检测向 导）。

2.	 选择检测类型，按	 。	

3.	 在后续步骤中，遵循屏幕左侧显示的指示，然后按	 	键前进至
下一步。

注意！如要将视图最大化，请按	 	键选择所需视图，然

后按	 	键。按	 	键在视图之间切换。按	 	键

以恢复正常显示。

7.3	 定义要检测的零件

零件标识及其物理特性在	Part（零件）选项卡中的	Properties（属性）

和	 Identifiers（标识符）下面输入。在	 Properties（属性）下，您可

定义纵波和/或横波速度。如果速度已知，可手动输入，否则可使用	 Ve-

locity	 Wizard（速度向导）来查找速度。但是，在执行横波	 (SW)	 检测

时，纵波	 (LW)	 速度可能会被忽略，因为您会在	 Scan（扫描）选项卡的	

Acquisition	 Area（采集区域）>	 Wave	 Mode（波型）下面将波型设置为	

SW。

如果您要执行焊接检测，您可在	Part（零件）选项卡的	Weld	Geometry（

焊接几何形状）项下指定所有焊接特性。选择相应的焊接类型，并调整斜

面大小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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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定义焊接几何形状时，通过使用	 	键并按	 	

键选择	3D	视图以使	3D	视图最大化。

所用的校准块在	Calibration	Block（校准块）下进行定义。其中有许多

块可供选择，您也可手动输入。

7.4	 加载和定义探头

已确定将要使用的探头数后，您即可从探头数据库中加载它们或手动进行

定义。

加载探头：

1.	 在	Probe（探头）选项卡上，选择	Load（加载）项，然后按	 。
此时会显示探头数据库。

2.	 按	 	以移动至列表顶端，然后使用点击式触摸转盘选择探头文
件。

3.	 单击	 	以加载文件。

定义新探头：

1.	 在	Probe（探头）选项卡上，选择	Add（新增）。

2.	 在	Create	new	probe（创建新探头）对话框中，选择要配置的新探
头类型，或使用现有探头进行修改，然后按	 。

注意！按	 	键使帮助视图最大化，以便访问完整的说明

信息。帮助视图最大化时，按	 	键在视图之间切换。按	

	键以恢复正常显示。

3.	 使用菜单底部的	Save（保存）项将探头保存至数据库。

在扫描配置中

添加探头

访问探头数

据库

将探头保
存至数
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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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元素布局（仅限	PA）

Element	 Layout（元素布局）项指的是附加至槽楔时，1	 号元素的位

置。1	 号元素是其中触发了首个延迟的元素，其位置通常铭刻在探头外罩

上。1D	探头可用的元素布局列示如下。

1D	阵探头
LR	 左行 RR	 右行

Proceq	探伤仪	100	此时仅支持	1D	线性	PA	探头。

对于相控阵探头，Elmt	Size	Dim	1（维度	1	元素尺寸）和	Elmt	Size	Dim	

2（维度	2	元素尺寸）项是指沿着某一维度的各元素尺寸，可能是维度	1

（X	轴）或维度	2（Y	轴）。

维度	1	元素尺寸

维度	2	元素尺寸

维度	1	元素尺寸和维度	2	元素尺寸	

7.4.2.	 传统直径

对于圆形传统探头，Diameter（直径）项替代了维度	1	和	2。

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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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加载和定义槽楔

对于每个探头，会自动创建槽楔。这表示，探头	 1	 会自动与槽楔	 1	 相

连，而探头	2	会自动与槽楔	2	相连，以此类推。

如果无槽楔与探头相连，则槽楔类型将设置为	None（无）。

加载和定义槽楔：

1.	 在	Wedge（槽楔）选项卡上，选择	Load（加载）项，然后按	 。
此时会显示槽楔数据库。

2.	 按	 	以移动至列表顶端，然后使用点击式触摸转盘	 	选
择探头文件。

3.	 按	 	以加载文件。

如您在定义槽楔参数时需要帮助，可按	 	键打开帮助视图。

4.	 使用菜单底部的	Save（保存）项将槽楔保存至数据库。

Wedge	 Type（槽楔类型）项可让您指定所用的槽楔类型（如有）。选择	

Angular（角度）或	Flat（平面）。	

Contact	 Surface（接触面）项可用于选择槽楔表面。如果该表面并非平

面，则可提供形状列表以用于曲面表面，如管道、喷嘴、轴、坯料等。

访问槽楔数据库

将槽楔保存至数
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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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	 Angle（切角）项指的是槽楔的

角度。不同于通常使用折射角度的传

统测试，相控阵使用的是实际槽楔角

度。如要将钢铁中的折射角度转换为

槽楔切角，可使用斯涅耳定律。在该

公式中，入射角与槽楔切角相关。

切角

Radius（半径）项指的是在	Settings（设置）下的	Contact	Surface（接

触面）项中选择了曲面表面时的槽楔曲率。

软件中支持平面、轴向凹面和轴向凸

面。

软件中不支持圆周凹形和圆周凸形。

Back	Height（后方高度）和	Front	Height（前方高度）项可用于定义成

角槽楔的前跟和后跟高度。后跟高度对于出口点计算来说至关重要。如果

您使用的是特殊槽楔，如蜗牛槽楔，则需要测量坡度停止处的前方高度。

前方	
高度后方	

高度

后方	
高度

前方	
高度

高度
高度

Width（宽度）和	 Length（长度）项可用于定义与检测表面接触的槽楔区

域。如果您使用的是特殊槽楔，如蜗牛槽楔或带额外部件的槽楔，则在测

量这些值时需要排除这些部件。请参见以下示例，红色部位未包括在长度

测量中。

长度
宽度 长度

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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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f	 Angle（屋面角）项可用于定义槽楔

的余角。带屋面角的槽楔通常用于一发一

收设置中。	

屋面角

Probe	 Back	 Dist（探头背距）和	 Probe	

Side	Dist（探头边距）项可用于设置探头

外壳拐角与槽楔边缘的距离。	

探头背距
探头边距

Probe	Inset（探头内凹）项可用于定义传

感器嵌入到槽楔之中的深度，是槽楔内部

凹洞的实际深度。
探头内
凹

7.6	 在零件中定位探头

Geometry（几何形状）定义了扫描计划，即定义零件上要扫描的各探头/

槽楔的位置。	

根据许多法规的要求，需要知晓并记录探头相对于焊接的位置。

索引和扫描偏移可用于转换探头/槽楔，而	 Rotation（旋转）项可用于

将其围绕参照点进行旋转。Follows（跟随）项用于使用探头中心间距	

(PCS)	定义探头位置。

注意！将旋转设置为	 90°和	 270°以将两个探头设置为面对

面。Proceq	探伤仪	100	此时仅支持传统	UT	和	TOFD	多探头

设置。

相对于扫描轴旋转	90	和	270	度的探头

在多探头情况下，探头/槽楔会相对于群组参照	 (Grp	 Ref)	 标记进行定

义，该标记以计划视图上的绿色圆点表示。群组参照点可定位到任何地

点，但建议将其与焊接中心线和探头/槽楔中心对齐。

已定义群组参照	 	点后，最后一步是正确定义涉及	Part	Datum（零件

基准） 	的参照系统，这是要进行测试的零件上的任意点。所采集的超

声波数据将可追溯至此基准点，这是	(0,0)	参照。如果可能，使用简单扫

描模式时，建议重叠群组参照和零件基准点。否则，可使用	Enc.Area（编

码区域）项移除群组参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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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设置编码器或时基扫描

有两种检测类型：

	·带时基记录的手动模式（自由运行）。

	·编码（触发编码器），编码器提供在指定位置发射的超声波脉冲。

设置编码器：

1.	 在点击式触摸转盘	 	上按	 	键以选择	Encoding（编码）选
项卡。

2.	 按	 	以编辑	Encoding	Setup（编码设置）项。	

3.	 选择以下参数之一：

	·None（无），用于手动（自由运行）检测

	·Scan	Axis	Only（仅扫描轴），用于单轴编码检测

	·Scan	&	Index	Axes（扫描与索引轴），用于双轴编码检测

依照您的编码器设定来设置其余参数，尤其是各轴的	 Encoder	 Resolu-

tion（编码器分辨率）项。

4.	 按播放	 	并选择适当布局。	

如果已选择	Scan	Axis	Only（仅扫描轴），请尝试移动您的编码器/
扫描仪。

如果编码器分辨率未知，请使用	Calibrate（校准）选项卡上的	Encoder	

Wizard（编码器向导）。

	·Scan	Start	Pos（扫描开始位置）项用于定义相对于参照点的采集开始

位置。

	·Scan	Distance（扫描距离）项定义了将在其中收集数据的距离。	

	·Scan	Step（扫描步长）定义了各数据收集位置之间的距离。

	·在	 Statistics（统计数据）下，Max	 Phys.Enc.Speed（最大物理编码

速度）项指定了当前设置的最大扫描速度。提升脉冲重复频率（Tx	 下	

Scan（扫描）选项卡中的	 PRF	 项）将会提高此数值，因为每秒获得的

数据帧会更多。

编码器位置显示在左下角，仅在采集模式中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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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定义检测参数

Inspection（检测）选项卡用于定义检测策略。Hardware	 Settings（硬

件设置）包含所有扫描的常见项，如电压和采集频率。在这里也可输入检

测相关的通用信息，以供在报告和检查记录中进行进一步参考（Report	

Info（报告信息）和	Report	Settings（报告设置）下）。

7.9	 选择视图布局

布局在给定时间可用，该时间会因所选扫描的数量和类型而变化。这些参

数变化时，会始终自动选择合适的布局。	

检测类型决定了可用的视图。表	9	列示了不同的视图类型。

视图 说明	

A A-scan	视图

B B-scan	视图

C C-scan	视图

D D-scan	视图

S S-scan	视图

TOP 顶视图	

END 端视图

TOFD TOFD	视图

MTOP 合并顶视图

MC 合并	C-scan

B-LOG 厚度	B-scan	视图

选择	View（视图）选项卡并按	 	以打开可用视图列表。

使用点击式触摸转盘	 	选择所需布局。

7.10	TOFD

TOFD	类别仅当使用衍射时差法进行检测时才可用。

1.	 标尺直通波位置

用户可使用	Ruler	LW	Position（标尺直通波位置）设置从	A-scan	采集

开始至直通波位置（首个正峰值）的偏移（以	µs	为单位）。此偏移始终

为正，且显示为	A-scan	视图中的白线。更改此参数不会影响	A-scan	信

号。此偏移用于更正或微调	TOFD	深度尺的位置。也被用作矫直和直通波

移除工具。

2.	 理论时间直通波

Theo.Time	 LW（理论时间直通波）项为只读参数，指示代表直通波位置的

时间距离（理论）。此参数与扫描的最短声程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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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时间直通波和后墙

如果直通波位置理论时间与实验时间相对误差超过	 10%，则至少一个以下

参数可能错误：材料厚度、材料速度、槽楔角度或两个	TOFD	探头之间的

距离。

3.	 理论时间后墙

Theo.Time	 BW（理论时间后墙）项为只读参数，指示代表后墙位置的距离

（理论）。此参数与扫描的最长声程相对应。

如果后墙位置理论时间与实验时间相对误差超过	 10%，则至少一个以下参

数可能错误：材料厚度、材料速度、槽楔角度或两个	TOFD	探头之间的距

离。

4.	 探头中心间距	PCS

PCS	 为只读参数，，在	 TOFD	 检测中指示各探头束流出口点之间的距离	

(PCS)。这是同一选项卡上，当两个探头通过	Follows（跟随）项连接，针

对Spacing/PCS（间距//PCS）项在	Geometry（几何结构）选项卡上输入的

距离的结果。

PCS	是两个出口点	（红点）之间的距离

5.	 束流交会百分比

Beam	Inter	Pct（束流交会百分比）项为只读参数，指示了	PCS	位置处公

称束流的深度（以零件厚度的	%	表示）。此深度在	3D	视图中显示为小小

的黄线，理想情况下应为零件厚度的	66.6%。

6.	 矫直

矫直为一个分析工具，用于帮助明确直通波位置并在常见直通波上对齐所

有	 A-scan。这在前壁抵消了多余信号的影响（如表面开口裂纹），否则

会在零件表面下干扰声音传播所产生的直通波。

7.	 激活矫直

设置为	 Yes（是）时，Activate	 Straightening（激活矫直）项会在	

TOFD	视图中启用直通波的矫直功能。在激活矫直功能前，必须在	Scan（

扫描）选项卡	TOFD	下的	Ruler	LW	Pos.（标尺横向波位置）中配置直通

波位置。

8.	 直通波触发容差

LW	 Trig.Tolerance（直通波触发容差）项允许用户定义用于校正矫直的

时间间隔（以	 µs	 为单位)。如要查看对此参数进行的更改，则必须将	

Straightening	Indicators（矫直指示器）设置为	Yes（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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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直通波移除

LW	 Removal（直通波移除）类别可通过移除矫直程序中定义的框以检测表

面附近的缺陷。如果框宽度设置正确，则	TOFD	视图中仅会隐藏直通波。

移除直通波仅仅是	TOFD	视图的视觉效果，不会从数据文件中擦除任何数

据。

10.	激活直通波移除

Activate	 LW	 Removal（激活直通波移除）项在设置为	 Yes（是）时将会

启用移除直通波。LW	Removal	Indicator（直通波移除指示器）项将会自

动设置为	Yes（是）。

7.11	开始数据采集

Proceq	探伤仪	100	具有	3	个操作模式：	

	·配置

	·采集/记录	

	·分析

这些模式使用普通控制：停止	 、播放	 和记录	 。

打开一个文件后，Proceq	 探伤仪	 100	 将会始终以配置模式开始。开始

数据采集前，建议先复查设置。您可随时按下停止	 	 以返回配置模

式。

8.	 校准向导
本章提供了可用于帮助您校准要进行检测的装置的向导。

8.1	 可用校准

Proceq	 探伤仪	 100	 处于采集模式时（ 	 键已按下），Calibrate	

（校准）选项卡即可允许访问校准向导。如果您使用的是多扫描设置，则

必须单独校准各个扫描。	

各扫描类型的向导描述和适用性

向导类型 向导		
描述

扫描类型

PA 传统 TOFD

速度和零点
向导

为您提供校准材料速度
和零点的逐步指导。

• • *

槽楔延迟
向导

为您提供校准槽楔延迟
（补偿磨损）的逐步
指导。

• **

灵敏度/ACG	
向导

为您提供校准灵敏度（
也被称作	ACG，角度校
正增益）的逐步指导。
它用于补偿	S-scan	中
的声音衰减变化。

•

TCG/DAC/
DGS

向导

为您提供校准	
TCG、DAC	或	DGS	曲线
（时间校正增益、距离
波幅校正、距离增益大
小）的逐步指导。

•

TCG/
DAC

•

编码器向导 为您提供校准编码器分
辨率的逐步指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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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激活
向导

为您提供评估探头元素
灵敏度并查找有缺陷元
素的逐步指导。

•

*	未在向导中实现，而是通过校准非线性尺实现（“Scan:LW	Offset”（

扫描：直通波偏移）和“Scan:BW	 Offset”（扫描：纵向波偏移）参数）

。

**	不适用，通过速度和零点向导实现。

传统	UT、槽楔和参照类型适用性

传统	UT	向导
类型

Wedge（槽楔）

无 平面 成角

速度和零点向导 SDH	参照	
(IIW,	Nav-
ship)	
厚度参照

SDH	参照	
(IIW,	Nav-
ship)	
厚度参照

SDH	参照	
(IIW,	Nav-
ship)	
半径参照	
(IIW)	槽参照

TCG/DAC/DGS	
向导

SDH	参照	
(IIW,	Nav-
ship)	
厚度参照

SDH	参照	
(IIW,	Nav-
ship)	
厚度参照

SDH	参照	(IIW,	
Navship)	
半径参照	(IIW)	
槽参照

相控阵、槽楔和参照类型适用性（可选）

相控阵向导类型 Wedge（槽楔）

无 平面 成角

速度和零点向导 SDH	参照	
(IIW,	Nav-
ship)	
厚度参照

SDH	参照	
(IIW,	Nav-
ship)	
厚度参照

SDH	参照	(IIW,	
Navship)	
半径参照	(IIW)	
槽参照

槽楔延迟向导 不适用 SDH	参照	
(IIW,	Nav-
ship)	
厚度参照

SDH	参照	(IIW,	
Navship)	
半径参照	(IIW)	
槽参照

灵敏度/ACG	向导 SDH	参照	
(IIW,	Nav-
ship)

SDH	参照	
(IIW,	Nav-
ship)

SDH	参照	
(IIW,	Nav-
ship)	
半径参照	
(IIW)	槽参照

TCG/DAC/DGS	
向导

SDH	参照	
(IIW,	Nav-
ship)	
厚度参照

SDH	参照	
(IIW,	Nav-
ship)	
厚度参照

SDH	参照	(IIW,	
Navship)	
半径参照	(IIW)	
槽参照

元素激活向导 SDH	参照	
(IIW,	Nav-
ship)	
厚度参照

SDH	参照	
(IIW,	Nav-
ship)	
厚度参照

SDH	参照	(IIW,	
Navship)	
半径参照	(IIW)	
槽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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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光标

取决于所选视图，所提供的光标也有差别。以下表格列示了可用光标。

类型 说明 绘制

门 门用于在	 A-scan	 视图中进行侧面

和峰值测量。门由信号触发后，将

显示峰值振幅水平及其在真深度	

、表面距离	 	 和声程	 	 中

的绝对位置。所有声程测量均使用	

Scan（扫描）选项卡下的	 Travel	

Mode（行程模式）的设置；因此，

测量可能代表零件中完整或一半声

程（以毫米或英寸为单位），也可

能代表零件中花费的完整或一半声

时（以	 µs	 为单位）。矫正设定为	

None（无）时，值范围自	-100%	至	

100%；设定为	 Full（完整）时，值

范围自	0	至	100%。

快速访问键：	

提取器 提取器光标用于从	L/S-scan	中提取

出	A-scan。

笛卡尔 笛卡尔光标也被称为“十字光标”

，用于在	S/L/A-scan	中进行表面距

离和深度测量。

成角 成角光标用于在	S/L-scan	中执行声

程测量。

提取框 提取框光标用于从	L/S-scan	中提取

出顶/端视图。

双曲线 双曲线光标用于在	 TOFD（衍射时

差法）扫描中评估表面距离和深

度。TOFD	 视图为	 B-scan	 类型视

图，带有一发一收探头配置。TOFD	

视图使用非整流调色板（黑色：-

100%，白色：+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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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使用提取器光标

扇形扫描	(S-scan)	和线性扫描	(L-scan)	由堆叠的	A-scan	组成。可通

过移动提取器光标查看组成这些扫描的各单独	 A-scan（聚焦法则）。提

取器表示为虚线。

如要使用提取器光标：

1.	 选择至少包含一个	A-scan	的视图布局。

2.	 在采集模式中，按	 	键（一次或多次）以选择	S-Scan	或	L-
Scan	视图。

3.	 按	 	键（一次或多次）以选择提取器光标。

4.	 使用点击式触摸转盘	 	移动光标，在	A-scan	视图中查看显示
结果。

8.4	 使用提取框

提取框也被称为“方箱”，用于生成顶视图和端视图。

使用提取框：

1.	 在采集模式中，按	VIEW（视图）键（一次或多次）以选择	S-Scan	
或	L-Scan	视图。

2.	 按	 	键（一次或多次）以选择提取框。

3.	 使用点击式触摸转盘	 	移动方框。

4.	 按	 	以修改方框大小，然后使用点击式触摸转盘更改方框大小。

5.	 再次按	 	以接受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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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自定义测量条
采集模式中，已选择检测模式时（按	 	 键），测量条显示在屏幕顶

部。也可通过启用	 Prefs（首选项）选项卡中的	 Display（显示）下的	

Keep	Meas.Bar（保留测量条），从而在采集模式中永久显示测量条。

测量条显示在屏幕顶部。

为光标选择测量：

1.	 如果您并未处于采集模式，请按	 。

2.	 选择	Measures（测量）选项卡，在菜单栏上选择	Select	Measures（

选择测量）并按	 。

3.	 在列表中，选择一个测量（1-5），然后按	 	以进行修改。

以下表格显示了各测量类型的描述。

标识 光标类型

A 成角/提取器

C 笛卡尔

E 帧提取器

G 门

H 双曲线	(TOFD)

I IFT	门（界面）

SQ 提取框

FH 徒手

DAC 距离波幅曲线

DAC 距离增益大小曲线

Ref 参照点

^ 峰值（或点）

/ 侧面

启动 门起始点

停止 门结束点

-X 表面距离减去	X	偏移

Meas 测量类型

%FSH 波幅百分比

%REF 以参考增益或曲线（DAC	或	DGS）
作为参照的波幅

深度

真深度（考虑一半跳出）

声程（从出口点）

表面距离（从槽楔参照）

AWS-A 显示水平	(IL)

AWS-B 参考增益	(RG)

AWS-C 衰减因数	(AF)

AWS-D 显示等级	(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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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进行屏幕截图并创建报告
您可从装置生成屏幕截图和报告。

保存屏幕截图或报告：

1.	 如要保存屏幕截图或报告，请按	 	键。

2.	 使用小键盘输入文件名称，如在移动电话上一样。

屏幕截图是一张显示了目前设备屏幕上内容的图像。截图会保存为	 PNG	

文件。

报告的内容可自定义。您可在	 Inspection（检测）选项卡中的	 Report	

Info（报告信息）和	 Report	 Settings（报告设置）项下访问报告信

息。Proceq	探伤仪	100	可用于生成缺陷报告。这些报告以	PDF	格式生成

（请访问	www.adobe.com	以获取免费的	PDF	阅读器）。

生成报告：

1.	 按	 	键。

2.	 在	Save	Option（保存选项）对话框中，选择	Report（报告），然后
按小键盘上的	 。

3.	 按	 	键以选择介质（内部硬盘或外部	USB	磁盘）。

4.	 使用小键盘输入报告文件名称，如在移动电话上一样。。

5.	 按	 。

注意！报告可从配置或采集中生成。

自定义报告：

1.	 按	 	键并使用点击式触摸转盘	 	以选择	Inspection（检

测）选项卡。

2.	 在	Inspection（检测）菜单中，选择	Report	Settings（报告设

置）并按	 。

3.	 根据您的需求设置项目：

	·Report	Type（报告类型）（短或长）	

	·Cursor	Info（光标信息）（是或否）	

	·Inspection	Info（检测信息）（是或否）	

	·Probe	Info（探头信息）（是或否）	

	·Wedge	Info（槽楔信息）（是或否）	

	·Scan	Info（扫描信息）（是或否）	

	·Encoder	Info（编码器信息）（是或否）	

	·DAC	Info（DAC	信息）（是或否）

	·DGS	Info（DGS	信息）（是或否）

	·3D	Views	Info（3D	视图信息）（是或否）	

	·Warnings	Info（警告信息）（是或否）	

	·Logo	File（徽标文件）（是或否）

http://www.adobe.com/
http://www.ado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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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使用媒体浏览器管理文件
媒体浏览器用于本地文件管理和文件传输。尽管可通过小键盘来操作，但

使用鼠标交互更方便。仅当设备处于配置模式且已下载成功一个文件时，

媒体浏览器才可访问。

选择	Prefs（首选项）选项卡，在菜单栏上选择	Media	Browser（媒体浏览

器）并按	 。

有许多过滤器可用于更轻松查找特定文件：

	·所有文件、utcfg（配置）、utdata（数据）、报告、所有探头、UT	探

头、PA	探头、槽楔、屏幕截图、图像文件、参考	A-Scan。

四种列表顺序选项可用：

	·文件类型、修改日期、文件名、文件路径。

针对选定文件按两下	 	时可实现以下功能：

	·重命名	

	·删除移动至	

	·复制到

12.	数据文件分析
您可直接在设备上查看所有已记录的数据文件	 (.utdata)。加载了文件

后，该文件将会立即显示在配置模式中，其大部分项不可用（显示为灰

色）以确保数据完整性。

如要查看已记录的数据，请按	 。提供了多种方式以查看数据：

	·您可使用视图底部的滚动条；按	 	以进行访问，然后使用点击式触

摸转盘上的箭头进行移动。

	·您可选择包含显示了扫描轴的视图的布局。移动提取器光标可用于查看	

S-scan	的各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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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故障诊断和支持
本章节说明了故障诊断方法，如何进行更新以及我们的联系信息。

13.1	故障诊断方法

按下电源键后，Proceq	探伤仪	100	设备不启动。

	·请确保设备内有充电电池或已连接电源线。

Proceq	探伤仪	100	显示为“冻结”。如何关闭机器？

	·在很少情况下会需要紧急关闭，按住电源键五秒以强制关闭设备。在正

常情况下不要执行此操作，因为这种关机方法可能会导致文件数据丢

失。

13.2	更新程序

Proceq	探伤仪	100	的内部软件在新版本可用时可进行更新。新软件可加

载至	USB	磁盘以传输至设备。请参考新软件随附的说明以了解详情。

更新可在此处获取：www.Proceq.com	 选择	 Downloads（下载）>	 Proceq	

Flaw	Detector	100（Proceq	探伤仪	100）。	

13.3	服务和保修信息	

Proceq	 致力于通过我们的全球服务和支持设施为每个测试仪提供全方位

的支持。此外，所有仪器都可享受标准	Proceq	2	年保修。

标准保修

仪器的电子部分：24	个月

仪器的机械部分：24	个月

支持附件：3	个月

延长保修

购买新仪器时，可获得最多	 3	 年的延长保修（针对仪器的电子部分），

包括一年一次的校准。必须在购买时或购买后	90	天内申请额外保修。

14.	订购信息

14.1	单位

产品编号 说明

792	10	000 Proceq	探伤仪	100	(Lemo)

792	20	000 Proceq	探伤仪	100	(BNC)

14.2	软件升级

产品编号 说明

792	50	001 软件升级至	TOFD

792	50	002 软件升级至	PA	16:16

792	50	003 软件升级至	TOFD	和	PA	16:64

793	50	007 软件升级	CSV	输出

792	50	008 软件升级	FD	Link	软件

14.3	购买主设备后进行软件升级

产品编号 说明

792	50	004 软件升级至	TOFD（购买后）

792	50	005 软件升级至	PA	16:16（购买后）

792	50	006 软件升级至	PA	16:64（购买后）

14.4	配件

产品编号 说明

792	30	011 电池组

792	30	010 电池充电器

792	30	022 防眩屏幕保护膜

http://www.Proce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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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传统焊接检测

产品编号 说明

792	91	200 PSLM1025	2.25	单晶传感器	3/4”

792	91	201 PSS	2.25MHz	5/8”	AWS	探头

792	91	202 SNW6245	45	Deg	Snail	槽楔

792	91	203 SNW6260	60	Deg	Snail	槽楔

792	91	204 SNW6270	70	Deg	Snail	槽楔

792	90	101 GE	MWB	45-4	EN

792	90	102 GE	MWB	60-4	EN

792	90	103 GE	MWB	70-4	EN

792	90	104 GE	MSEB	4-0°	EN

792	31	050 单传感器线缆	Lemo	1:Lemo	00	2m

792	31	051 双传感器线缆	Lemo	1:Lemo	00	2m

14.6	相控阵检测

产品编号 说明

792	91	157 X2PE5.0M16E0.6PIX250	PA	探头

792	91	158 X2-SB56-N45S	槽楔

792	90	272 X3PE5.0M64E0.6PIX250	PA	探头

792	90	273 X3	SB57	N0L	槽楔

14.7	适配器

产品编号 说明

792	90	652 编码器	Y	线缆

792	90	751 IPEX	至	GE	相量	PA	探头适配器

792	90	653 Omniscan	编码器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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