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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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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工业计算机层析成像(CT)作为一种先进的无损检测技术,已广泛地应用于航天、航空、军工、铁路、
铸造、机械、船舶、石油、化工、核工业等领域。本标准对工业CT系统的基本组成和性能参数评价方法

的建立,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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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损检测 工业计算机层析成像(CT)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给出了与工业计算机层析成像(CT)检测相关的物理基础、数学基础和扫描方式,讨论了工

业CT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规定了CT的基本性能参数,阐述了表述和预测系统性能的方法。
本标准是关于工业CT成像理论和应用的入门指南。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CT技术与系统的研究、开发、设计、生产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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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12604.11 无损检测 术语 工业计算机层析成像(CT)检测

3 术语和定义

GB/T12604.1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概述

4.1 目的

本标准介绍了工业CT成像的基本原理和CT系统性能参数的定义以及系统性能参数与系统性能

指标之间的关系。用户在判断CT系统的适用性、预测系统性能或开发新的扫描方法时可以参考本

标准。
由于CT技术在不断发展,应用范围在不断扩大,应用情况十分复杂,因此,本标准不讨论具体的检

测技术,如扫描参数的选择,扫描过程的实现和数据分析方法等。

4.2 CT原理

CT是一种射线检测方法,所得到的图像是物体的线性衰减系数的分布图。线性衰减系数描述了

射线衰减的瞬时变化率。射线衰减是由于射线与被测物体的相互作用造成的。射线峰值能量低于

1.02MeV的CT系统中,主要的相互作用是光电效应和康普顿散射。光电效应主要依赖于吸收介质

的原子序数和密度,在低能时起主要作用,康普顿散射主要依赖于材料的电子密度,在高能时起主要

作用。
线性衰减系数与材料密度的比例关系是CT图像能反映物体密度分布的物理基础。但是线性衰减

系数还与射线能量有关,这种特性有时会掩盖CT图像中的密度差异,但有时也会增强具有相似密度的

不同材料的对比度。
图1显示了CT图像与传统的射线照相的区别。从图1可以看出,传统的射线照相检测对象特性

时存在影像叠加,无法确定被测物体的空间位置。CT图像从不同的角度对物体进行检测,可以得到更

精确的位置信息。传统的射线照相中,切片平面“P”上的信息投影成一条直线“A-A′”,而CT图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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