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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无损检测是在现代科学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检测技术，它借助先进的技术和仪器设备，在不损坏、不
改变被检测对象理化状态的情况下，对被检测对象的内部及表面的结构、性质、状态进行高灵敏度和
高可靠性的检查和测试，借以评判它们的连续性、完整性、安全性以及其他性能指标。
作为一种有效的检测手段，无损检测在我国已广泛应用于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例如特种设备的制造
检测和在用检验，以及机械、冶金、石油天然气、化工、航空航天、船舶、铁道、电力、核工业、兵
器、煤炭、有色金属、建筑等行业。
尤其在保证承压类特种设备产品质量和使用安全方面，无损检测技术显得特别重要。
 无损检测应用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一方面取决于所采用的技术和装备的水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取
决于检测人员的知识水平和判断能力。
无损检测人员所承担的职责要求他们具备相应的无损检测理论知识和技术素质。
因此，必须制订一定的规则和程序，对特种设备无损检测人员进行培训和考核，鉴定他们是否具备这
种资格。
国家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无损检测人员培训和考核十分重视。
在20世纪80年代，就组织成立了锅炉压力容器无损检测人员资格鉴定考核机构，制定了无损检测人员
考核规则，开展了培训和人员资格考核工作。
1990年，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无损检测人员资格鉴定考核委员会组织编写了无损检测人员资格考核培训
教材。
多年的实践证明，该套教材的使用，对系统地进行知识和技能培训、严格地实施考核鉴定制度，对提
高我国无损检测人员的水平，保证无损检测技术的正确应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无损检测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版教材的内容已显得陈旧，无法满足培训考核
的需要。
为保证我国特种设备无损检测人员的考核工作质量，使我国无损检测技术培训跟上国际水平，全国特
种设备无损检测人员资格考核委员会决定编写第二版特种设备无损检测资格考核统编教材。
 第二版教材的编写工作是由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牵头，在全国特种设备无损检测人员资格考核委员
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由国内无损检测专家担纲，以无损检测人员资格考核大纲为依据，紧扣JB/T 4730—2005《承压设备无
损检测》，全面系统地体现了无损检测技术的进步和特种设备无损检测的特点与要求。
教材编写以Ⅱ、Ⅲ级检测人员的培训内容为主体，注重体现Ⅲ级所要求的深度和广度，强调实际应用
，增加典型应用实例、典型案例的介绍，并力图反映无损检测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满足特种设备行
业的实际要求。
在内容安排上，全套教材在充实理论基础的前提下，突出理论、工艺和应用之间的联系，使之更加实
用。
第二版教材共计5种：《承压类特种设备无损检测相关知识》《射线检测》《磁粉检测》《渗透检测
》《超声检测》。
上述教材写出后经过试用和反复修改，由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
 第二版教材的出版不仅给报考特种设备无损检测Ⅱ、Ⅲ级人员资格考核的广大考生提供了一套具有权
威性、实用性、科学性的教材，同时也为无损检测行业的技术人员、特种设备质量管理人员、大专院
校相关专业的师生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书。
 第二版教材的编写工作得到了有关领导、专家和全国无损检测人员资格考核委员会考评人员的大力支
持和帮助，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书中内容若有不妥和错误之处，热切希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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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磁粉检测(第2版)》共分12章，主要内容包括：磁粉检测物理基础，磁化电流、磁化方法和磁化
规范，磁粉检测器材，磁粉检测设备，磁粉检测工艺，磁痕分析与质量分级，磁粉检测应用，质量控
制与安全防护，特种设备磁粉检测通用工艺规程和工艺卡，国内、外磁粉检测标准对比分析。
　　书后还增加了11个相关实验。
　　《磁粉检测(第2版)》的特点是，既注重理论与实际应用的结合，又紧跟科技的发展及时介绍国内
外磁粉检测的新观点和新技术。
《磁粉检测(第2版)》除作为特种设备磁粉检测人员资格考核培训教材外，也可供各企业生产一线人员
、质量管理人员、安全监察人员、研究机构、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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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磁粉检测是利用磁现象来检测材料和工件中缺陷的方法。
人们发现磁现象比电现象要早，远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就发现了磁石吸铁的现象，并用磁
石制成了“司南勺”，在此基础上制成的指南针是我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最早应用于航海业。
17世纪法国物理学家对磁力作了定量研究。
19世纪初期，丹麦科学家奥斯特发现了电流周围也存在着磁场。
与此同时，法国科学家毕奥、萨伐尔及安培，对电流周围磁场的分布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得出了一般
规律。
生长于英国的法拉第首创了磁感应线的概念。
这些伟大的科学家在磁学史上树立了光辉的里程碑，也给磁粉检测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早在18世纪，人们就已开始从事磁通检漏试验。
1868年，英国工程杂志首先发表了利用罗盘仪和磁铁探查磁通以发现炮（枪）管上不连续性的报告。
8年之后，Hering利用罗盘仪和磁铁来检查钢轨的不连续性，获得了美国专利。
1918年，美国人Hoke发现，由磁性夹具夹持的硬钢块上磨削下来的金属粉末，会在该钢块表面形成一
定的花样，而此花样常与钢块表面裂纹的形态相一致，被认为是钢块被纵向磁化而引起的，它促使了
磁粉检测法的发明。
1928年，de Forest：为解决油井钻杆的断裂失效，研制出周向磁化法，还提出使用尺寸和形状受控并具
有磁性的磁粉的设想，经过不懈的努力，磁粉检测方法基本研制成功，并获得了较可靠的检测结果。
1930年，de Forest和Doanc将研制出的干磁粉成功应用于焊缝及各种工件的探伤。
1934年，生产磁粉探伤设备和材料的MagnafluX（美国磁通公司）创立，对磁粉检测的应用和发展起了
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此期间，首次用来演示磁粉检测技术的一台实验性的固定式磁粉探伤装置问世。
磁粉检测技术早期被用于航空、航海、汽车和铁路等部门，用来检测发动机、车轮轴和其他高应力部
件的疲劳裂纹。
20世纪30年代，固定式、移动式磁化设备和便携式磁轭相继研制成功，并得到应用和推广，退磁问题
也得到了解决。
1935年，油磁悬液在美国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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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磁粉检测(第2版)》是宋志哲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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