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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设备监理协会团体标准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船级社实业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T/CAPEC XX-2022 

1 

无损检测监理服务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对无损检测活动进行监理的技术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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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61-2011 钢结构焊接规范 

GB/T 20737 无损检测 通用术语和定义 

GB/T 26429 设备工程监理规范 

GB/T 9445 无损检测 人员资格鉴定与认证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000、GB/T 26429、GB/T 20737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无损检测 non-destructive testing 

NDT 

以不损害预期实用性和可用性的方式来检查材料或零部件的技术方法的开发和应用，其目的是为探

测、定位、测量和评定伤；评价完整性、性质和构成；测量几何特性。 

注：常见的无损检测方法可包括超声检测（UT）、射线检测（RT）、磁粉检测（MT）、渗透检测（PT）、

涡流检测（ET）、漏磁检测（MFL）、声发射检测（AE）等，以及在以上基础上派生或发展起来的其他新

技术如相控阵超声（PAUT）、衍射时差超声（TOFD）、全自动超声（AUT）、超声导波（GW）、电磁超声（EMAT）、

计算机辅助照相（CR），数字射线（DR）、涡流阵列（ECA）、交流电磁场（ACFM）等。 

[来源：GB 20737-2006，] 

3.2 无损检测工艺规程  Testing Procedure 

 

无损检测工艺规程是指各检测单位使用文字、图表等方式确定下来，用于规定无损检测全过程的指

导性文件。以下简称“工艺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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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检测单位应根据相关法规、产品标准以及有关的技术文件，并依据本单位的实际特点和技术条件进行编制工

艺规程。 

注2：工艺规程与所采用的产品标准、合同双方的技术约定等有关。一般情况下，不同的合同或项目中，工艺规程

可能存在技术要求方面的差异。 

 

3.3 无损检测作业指导书 Testing Instructions 

 

无损检测作业指导书是各检测单位根据工艺规程，结合具体检测对象及检测方法而编制的操作文件。

以下简称“作业指导书”。 

注：作业指导书中的要求和内容应明确、具体并且无歧义。 

 

3.4 原始记录 Original Record 

无损检测各环节形成的纸质记录文件。 

注：原始记录是现场操作过程的第一手资料及客观证据，一般应在操作现场实地填写。 

4 通则 

4.1 无损检测监理服务应按 GB/T 26429-2022要求进行监理活动。 

4.2应对无损检测过程中的影响质量的要素进行识别与控制，确定该工序具体的监理控制点、内容

和控制方式，结合被监理单位的质量保证体系情况，确定如何检查、审查、审核、见证等通用要求，确

定检查无损检测工作质量的方法和手段，编制相应的监理细则等作业指导文件。 

4.3确定检查、审查、审核、见证等监理控制的依据，并识别确定无损检测依据的标准规范、技术

要求，并形成文件。 

4.4适用时，与委托人、被监理单位或其他相关方一起确认无损检测监理服务的质量计划。 

4.5 无损检测过程监理服务应按照 GB/T 26429-2022 中 6.2、6.4、9.2、9.3的要求提供相应的服

务。 

4.6 无损检测过程监理服务的控制应按照 GB/T 26429-2022中 6.9、10.4、10.5 的要求进行。 

5 与无损检测质量有关的监理实施过程 

5.1 无损检测准备阶段的监理要求 

5.1.1 与无损检测机构资质和能力有关的监理活动包括但不限于： 

a) 审查具备与工程结构类型相应的无损检测资质； 

注：当无损检测机构为工厂或施工单位内设的检测部门时，其质量管理体系、检测人员及硬件设施等满足

相关要求即可，不必一定具备相关资质。 

b) 检查具有相应的质量管理体系和技术标准； 

c) 检查具有与所承担工程相适应的无损检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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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核查无损检测仪器、仪表的计量检定、校准合格证书及有效期； 

e) 审查具有与所承担工程的结构类型相适应的无损检测文件和技术文件； 

f) 检查无损检测人员的资格，对承担焊接难度等级为 C 级和 D 级的工程，其无损检测人员

应具有Ⅲ级资格证书； 

注：参见 GB 50661-2011 3.0.3。 

5.1.2   有关无损检测人员资格的监理活动包括但不限于： 

a) 审查无损检测人员的资质证书，其证书发证机构应与工程类别相对应，技术类别、等级、

工作范围应与证书对应，证书应在有效期内，对于工期较长的钢结构焊接工程，无损检测

证书应持续有效。 

b) 审核无损检测机构提供的项目人员清单，清单内人员应进行签字备案。 

c) 检查确认无损检测相关人员具有独立完成相关工作的能力。 

d) 检查现场无损检测项目组人员配备情况，应满足数量和各技术等级的组合要求。 

5.1.3 有关无损检测设备、标准物质、配件及耗材的监理活动包括但不限于： 

a) 审核无损检测设备、标准物质、配件及耗材的检定证书、校准证书和记录。 

b) 审核无损检测设备、标准物质、配件及耗材应符合检测规程对型号和数量的要求，并建立

设备清单； 

c) 审核无损检测设备、标准物质、配件及耗材在有效校准期内，其状态良好； 

d) 审核无损检测设备、标准物质、配件及耗材的管理制度应齐备。 

e) 审核无损检测设备及标准物质维护方案。维护方案中应明确维护周期、维护方法、维护结

果判定依据等内容。 

注：无损检测工作主要涉及的设备、标准物质、配件及耗材可参考附录B。 

5.1.4   有关无损检测工艺规程文件的监理活动包括但不限于： 

a) 检查无损检测工艺规程文件的编制、审批、签字的人员具备相应的技术职称和资格； 

注：工艺规程的编写及审核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2级人员进行，并由具有相应资质的3级人员批准。 

b) 审查无损检测工艺文件内容的完整性和符合性； 

注1：工艺规程至少应包含表1中的内容，当所采标的检测标准中有其他额外的要求时，工艺规程还应包

括检测标准中要求的要素及内容。 

c) 检查现场关键要素变化情况，如有变化，应重新修订检测工艺规程，并重新履行可能涉及

的工艺试验验证。 

注：当工艺规程中仅有非关键要素发生变化时，对检测可靠性影响较小，可仅对工艺规程进行修订及升

版 

d) 如需进行工艺试验验证，应审查工艺验证试验的工艺规程和作业指导书等技术文件，并见

证工艺验证过程。 

注：当业主有要求或对新采用的检测方法、检测工艺有怀疑时，应进行工艺试验验证。 

e) 依据工艺试验验证的结果，检查无损检测工艺规程文件； 

表 1  工艺规程主要内容 

要素 主要内容 

检测人员 人员工作范围及资质、经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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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设备、软件型号 

设备定期检定、校准及核查的具体要求 

标准物质、验证试块的型式及要求 

辅助工装的型式及要求 

耗材及其他工具 耗材的厂家、型号及质量控制要求 

其他工具的类型及定期检定、校准要求 

检测方法 遵循的规范、标准、检测及验收级别 

检测对象的范围及型式 

针对不同范围检测对象的详细设置参数及工艺参数 

检测结果的评定方法及记录要求 

检测工艺验证方法及其要求 

环境及检测条件 被检对象表面处理方法及要求 

检测时机要求 

检测环境要求，如温度、光照、噪声、湿度等 

其他 检测目的，检测区域等 

对记录、报告的内容要求 

 

5.2 无损检测实施时的监理要求 

5.2.1 现场检测的监理内容 

a) 对检测人员的监理内容 

 核查现场无损检测人员与备案人员的一致性； 

 核查现场检测人员检测操作的规范性。 

 

b) 对检测设备、耗材及辅助材料的监理内容 

 核查现场使用设备的状态及维护记录； 

 核查现场检测所使用的耗材、配件的状态及维护记录。 

 检查其他辅助工具的有效性； 

注：辅助工具可能包括钢板尺、温度计等，必要时，辅助工具也应定期校准并在校准有效期内使用。 

 

c) 对现场无损检测实施过程的监理内容 

 核查现场工艺执行情况； 

 检查无损检测过程的关键要素及非关键要素的变化情况。 

 

d) 对现场环境的监理 

 核查环境安全性应满足检测工艺规程及其他体系文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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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查环境温度应满足工艺规程的要求； 

 核查现场不应有干扰无损检测工作的因素 

注：其他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强噪声、降雨、大风等； 

 核查检测位置的清理状况应满足工艺规程的要求。 

 

e) 现场检测原始记录的监理 

 核查现场检测原始记录的完整性。 

注：应关注时间、地点、人员、事件过程、结果等要素完整性和符合性。 

 核查现场检测原始记录的规范性。 

注：原始记录如需修改，应采用划改方式并由修改人员在修改内容旁签字确认。 

 核查现场检测原始记录的有效性。 

注：监理人员应关注记录签字与备案签字的一致性。 

5.2.2 对数据分析的监理内容 

   a) 对数据分析人员的监理内容 

 核查数据分析人员与备案人员的一致性； 

 核查数据分析人员的数据分析过程的规范性。 

 

b）对数据分析计算及及其他工具的监理内容 

 核查数据分析用计算机的安全性； 

 核查数据分析软件的版本有效性； 

 核查其他辅助工具的有效性； 

注：辅助工具可能包括钢板尺、温度计等，必要时，辅助工具也应定期校准并在校准有效期内使用。 

 

c) 对数据分析执行过程的监理内容 

 核查数据命名情况；  

 核查数据状态； 

注 1：数据状态可通过其命名情况、完整性、显示质量等进行表征。 

注 2：可通过识别数据状态与工艺规程的相关要求、检测原始记录的描述是否一致等来核查数据的状态。 

注 3：对于可以保存检测原始数据，且不在检测现场直接判定检测结果的无损检测项目，应对其随后的数据分

析环节进行监理。 

 核查数据分析人员的操作过程规范性。 

 

d）对数据分析环境的监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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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数据分析操作环境的满足程度。 

 

e) 对数据分析原始记录的监理内容 

 核查数据分析原始记录的完整性。 

注：可重点关注时间、地点、人员、事件过程、结果等要素是否完整。 

 核查数据分析原始记录的规范性。 

注：原始记录如需修改，宜采用划改方式并由修改人员在修改内容旁签字确认。 

 核查数据分析原始记录的有效性。 

注：检查记录签字与备案签字的一致性。 

5.3 检测后的监理要求 

5.3.1 对检测报告的监理内容 

a) 核查检测报告的形式和内容。 

b) 核查检测报告的签字及盖章情况。 

注：检测报告应由项目备案的操作人员签字，签字与备案应一致，并加盖检测机构公章或检测专用章。 

5.3.2 对检测原始数据及原始记录的监理内容 

a) 核查检测数据传递、存储、检索、备份、归档流程的完整性及可靠性。 

b) 核查检测机构各原始记录的存储及检索流程的完整性及可靠性。 

5.3.3 对数据传递的监理内容  

    a)核查检测结果数据传递的可靠性。 

注：抽取检测报告、相关原始记录及检测数据进行溯源比对来验证数据传递的可靠性，报告的抽取比例可与

业主商议确定。当对数据分析的结果产生疑问时，应扩大抽查比例，并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有疑问的检测

数据进行抽查复核。 

6 监理资料 

6.1  监理资料管理 

    在无损检测监理过程中，应按照 GB/T 26429-2022 的要求对监理资料进行管理。 

6.2  监理资料的形式 

     监理资料的形式主要包括：文字、图形、照片等为主要内容的纸质形式的资料，以及电子文件形

式的资料。 

6.3  监理资料的内容 

    无损检测监理资料的内容应包括 GB/T 26429-2022 中 5.4和 11.3要求的以及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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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无损检测标准物质和耗材的审核及复验记录； 

b) 检测单位及特殊工种人员资格审查记录； 

c) 无损检测工艺文件的审查记录； 

d) 无损检测复核记录； 

e) 无损检测见证报告及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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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表 A.1无损检测监理控制点和监理方式  

序

号 
名称 质量见证项目 监理控制点 正文中章节编号 

1 
检测准备阶段

的监理内容 

1、审核无损检测单位的资质： R 

5.1 

2、审核无损检测人员的资质 R 

3、检查检测设备、标准物质、配件及耗材

的符合性 
R 

4.审核检测工艺规程文件 R 

2 
检测实施时的

监理内容 

1.抽查数据采集人员的备案的一致性 R 

5.2 

2.检查数据采集设备、配件及耗材 W 

3.检查见证检测执行过程 W 

4.检查检测环境 W 

5.审核检测原始记录 R 

6.审核数据分析人员备案的一致性 R 

7.检查数据分析计算机及其他工具 W 

8.检查数据分析执行过程 W 

9.检查数据分析的环境 W 

10.审查数据分析原始记录 R 

3 
检测后监理内

容 

1.审核检测报告 R 

5.3 2.审核检测数据及原始记录 R 

3.审核数据传递可靠性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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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表 B. 常见无损检测设备、标准物质及主要耗材 

 

检测方法 类别 名称/项目 定期校准/

检定 

期间核查 

射线检测 设备 设备曝光曲线 - 每年 

黑度计 - 每 6个月 

个人剂量计 检定/每年 一般每 30天，最长不超过 90天 

剂量报警仪 检定/每年 - 

观片灯 - 每年 

标准物质 标准密度片 每 2年 - 

耗材 显影液 - 每个月 

定影液 - 每个月 

超声检测 设备 探伤仪 每年 每 3个月 

探头 - 初次使用前 

系统组合性能 - 每次使用前 

标准物质 标准试块 - 每次使用前检查锈蚀，损伤情况；

每 4年核查物理尺寸 

对比试块 - 每次使用前检查锈蚀，损伤情况；

每 4年核查物理尺寸 

耗材 耦合剂 - 每 3个月 

磁粉检测 设备 提升力 - 每半年 

综合性能 - 每次使用前使用标准试块或标准

试片进行核查 

电流表（适用时） 每半年 - 

黑光辐照计（适用时） 每年 - 

照度计 每年 - 

磁场强度计 每年 - 

特斯拉计 每年 - 

标准物质 提升力试块 - 每 2年核查质量 

标准试块/试片 - 每 3个月 

耗材 磁悬液 - 每 3个月 

反差剂 - 每 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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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常见无损检测设备、标准物质及主要耗材(续表) 

 

渗透检测 设备 黑光辐照计（适用时） 每年 - 

照度计 每年 - 

荧光亮度计（适用时） 每年 - 

标准物质 标准试片 - 每 3个月 

耗材 渗透剂 - 每 3个月 

乳化剂（适用时） - 每 3个月 

显像剂 - 每 3个月 

清洗剂 - 每 3个月 

相控阵超声检

测 

设备 探伤仪 每年 每 3个月 

探头 - 每 3个月 

楔块 - 每次使用前 

编码器 - 每次使用前 

扫查器/导向装置 - 每次使用前 

标准物质 标准试块 - 每次使用前检查锈蚀，损伤情况；

每 4年核查物理尺寸 

对比试块 - 每次使用前检查锈蚀，损伤情况；

每 4年核查物理尺寸 

耗材 耦合剂（适用时） - 每 3个月 

衍射时差超声

检测 

设备 探伤仪 每年 每 3个月 

探头 - 每 3个月 

楔块 - 每次使用前 

编码器 - 每次使用前 

扫查器/导向装置 - 每次使用前 

标准物质 标准试块 - 每次使用前检查锈蚀，损伤情况；

每 4年核查物理尺寸 

对比试块 - 每次使用前检查锈蚀，损伤情况；

每 4年核查物理尺寸 

耗材 耦合剂（适用时） - 每 3个月 

全自动超声检

测 

设备 探伤仪 每年 每 3个月 

探头 - 每 3个月 

楔块 - 每次使用前 

编码器 - 每次使用前 

扫查器/导向装置 - 每次使用前 

标准物质 对比试块 - 每次使用前检查锈蚀，损伤情况 

耗材 耦合剂（适用时） - 每 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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