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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操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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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检测准备⼯作：被检桩资料收集→检查测试系统⼯作是否正常→系统延迟时间
测定→声测管编号→测量声测管外径及内径→测量声测管间距→检查声测管内情况1

架设三脚架，安装提升计数器 2
下放换能器⾄管底，并收紧换能器电缆3

将声测管中的换能器依次连接⾄主机，并将提升计数器
与主机连接 4

开机，进⾏信息录⼊及仪器参数设置5
匀速提升换能器电缆采集数据 6

完成数据采集，并现场进⾏数据分析。如出现数据异常，应进⾏加密
复测或斜测，也可利⽤声波层析成像（CT）技术进⾏扫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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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数据，电脑端打开分析软件分析数据并出具检测报告 8

仪器及配件介绍

RSM-SY7(E)�基桩多跨孔超声波⾃动循测仪前侧⾯

H：深度计数装置接⼝

CH：通道

说明：

RSM-SY7(E)有五个通道，RSM-SY7(D)有四个通道，RSM-SY7(C)有三个通

道，RSM-SY8(C)有四个通道，RSM-SY6(C)有三个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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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配件介绍2

RSM-SY7系列基桩多跨孔超声波⾃动循测仪后侧⾯

RSM-SY7(E)�基桩多跨孔超声波⾃动循测仪组合图

主要配件：

⼀发⼀收
跨孔换能器

双发双收
跨孔换能器

RSM-SY系列基桩多跨孔超声波⾃动循测仪现场操作指南

深度计数器������������� 管⼝滑轮

【⼀发⼀收跨孔换能器】包括测试电缆，探头及绕线盘。⽤于平测和斜测数

据的采集。

【双发双收跨孔换能器】包括测试电缆，探头及绕线盘。⽤于CT数据的采集。

仅可⽤于RSM-SY8(C)型号的数据采集。

【⽆线深度计数器】⽤于测试深度的⾃动记录，可兼容⽆线/有线模式。

【管⼝滑轮】放置在声测管管⼝，为保护换能器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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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准备⼯作１

现场试验操作流程

①测定系统延迟时间

现场可通过将声波换能器⼗字交叉采集来进⾏简单测定仪器系统延迟时间。

测试⽅法：

将两个径向换能器与仪器CH1\CH2连接。依次点击“基桩超声波测桩”、

“设置”、“⾼级参数设置”，将声测管外径、内径、换能器外径等参数设置为

相同值，“通道系统校零时间”设置为0us，依次点击保存进⼊采样界⾯。

将连接到仪器的两个换能器⼗字交叉。点击“采样”，待波形稳定后，读取

初⾄时间作为该通道的系统校零时间，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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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交叉法测系统校零时间

②声测管编号

对四根声测管从特定⽅位开始按顺时针⽅向进⾏编号，如四根声测管可分别

编号为A,B,C,D。特定⽅向可以指北⽅，也可以是⼩⾥程到⼤⾥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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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测管编号⽰意图

③测量声测管内、外径及跨距

使⽤游标卡尺测量声测管的内径、外径，以及径向换能器外径，精度精确⾄

毫⽶。每两根声测管组成⼀个检测剖⾯，量取声测管外壁间净距离作为剖⾯跨

距，精度精确⾄毫⽶，逐⼀测量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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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距测量⽰意图

④在预埋声测管中灌满清⽔，检查声测管内是否畅通。

现场检测2

①安装深度计数器

选择稳固位置架设三脚架，并保证安装深度计数器卡⼝⽔平。

注意：安装深度计数器，将两根竖直理线轴对准桩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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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计数器安装位置⽰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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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下放换能器

将四只径向换能器分别放⼊A、B、C、D管中，确保每只换能器都到达管底并

保持线缆处于绷直状态，记录换能器线缆刻度上的数值作为下放⻓度。

测量声测管的外露⻓度，精度精确⾄毫⽶，确认四只换能器下放的深度是否

相同，如不相同，则应查找原因并调整。

将换能器电缆顺序放⼊线槽中，收紧换能器电缆。

测试准备状态⽰意图

③连接主机与配件

根据声测管的编号，将每根声测管中的换能器依次连接到仪器的对应通道

上。将深度计数器的连线连接到仪器⾯板上标有“H”字样的接⼝上。将深度计数

器连接电缆的另⼀端连接到深度计数器的对应接⼝上。

主机连接⽰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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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M-SY系列基桩多跨孔超声波⾃动循测仪现场操作指南

当使⽤⽆线深度计数器模式时：

�在设置界⾯点击深度记录⽅式右侧，选择“⽆线⾃动记录”，再点击⽆线深

度计数器的开关。⾮⾸次连接时在30秒内会⾃动连接。如果⾸次连接或切换过深

度记录⽅式则需要进⾏配对，具体操作为选择“⽆线⾃动记录”然后点击深度记

录⽅式。会弹出如下图所⽰的对话框，⾸先点击扫描，然后勾选对应深度计数器

（编号在深度计数器左侧），点击连接待右上⻆出现蓝⽛图标后，点击返回即

可，然后返回主界⾯会有“⽆线深度计数器已连接！”的提⽰。注意点击返回时

还会有配对操作需等待⼀段时间。完成配对后即可实现⼆者开机⾃动连接。

仪器设置3

①信息输⼊

开机后根据检测需要选择采集程序，如为平测，在引导界⾯点击“基桩超声

波测桩”，当使⽤RSM-SY8(C)型号仪器进⾏CT法测试时，在引导界⾯点击

“CT成像测试”。

进⼊主界⾯后，点击“设置”按钮输⼊“⼯程名称”、“保存路径”，选择

测试对象类型及测试⽅式，输⼊桩号、桩径、始测深度等现场参数。依据规范要

求及现场情况设定测点间距、深度记录⽅式、管数、偏移⻆以及规范信息。将跨

距依次输⼊到对应剖⾯的跨距输⼊栏中。

注意：

1、如⽆特殊情况，建议将桩⻓和始测深度设置为⼀致。

2、当使⽤“CT成像测试”时，�在⾼差栏中输⼊CT换能器接收⾼差，⼀般为

5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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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设置信息输⼊

②主机参数设置

点击⾼级参数设置，进⾏仪器参数设置、滑轮参数设置、声测管和耦合⽔的

修正以及通道系统校零时间设置。

仪器参数：⼀般设置采样间隔为1微秒，采样⻓度512，发射脉宽为3，发射电

压为低压。当跨距超过3m时，也可选择⾼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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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轮参数：根据所使⽤的滑轮⼤⼩，选择对应的滑轮参数，⼀般默认为⼤滑

轮，电缆直径通过测量后填⼊数据，精度精确⾄0.1毫⽶。如测试过程中发现有误

差可在此点击提升精度校准，对滑轮参数进⾏修正。

声测管和耦合⽔的修正：输⼊现场测量的声测管内、外径，换能器外径，声

测管材料和⽔的波速，仪器将⾃动进⾏声测管、耦合⽔以及零声时的修正。

通道系统校零时间：逐⼀输⼊对应剖⾯的系统延迟时间。

⾼级参数设置界⾯



RSM-SY系列基桩多跨孔超声波⾃动循测仪现场操作指南

数据采集4

点击新存，输⼊⽂件名，匀速提升换能器电缆，直到换能器到达管⼝。当前

采样深度随换能器提升实时显⽰。

注意：为防⽌传感器与声测管摩擦碰撞对波形造成⼲扰，提升速度应控制在

0.5⽶/秒以内。提升速度符号为绿⾊代表正常，红⾊代表速度过快，有漏点的可能。

深度显⽰及提升速度提醒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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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增益、延时调整

点击采样按钮，根据实际采集到的波形⼤⼩和⾸波位置可⻓按波形显⽰框区

域左右滑动来调整增益与延时。检测过程中也可以通过点击“⾃动”中的“+”

“-”来调整。

增益调整原则：使波形显⽰幅度尽量充满显⽰区域但不可造成削波，延时调

整原则是使信号起跳位置处于横坐标1/3⾄1/2区间内，直到达到较理想的效果。

较为理想的波形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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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使⽤“CT成像测试”时，点击模式，剖⾯查看选择中勾选全波形，可在测

试过程中实时查看18个剖⾯的测试数据。

全剖⾯（18剖⾯）采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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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分析5

点击⽂件，选择打开当前测试的⽂件，点击分析，逐剖⾯观察深度-声速曲线

及深度-声幅曲线，观察各检测剖⾯是否存在声学异常测点。如发现声学参数存在

异常，应及时对该桩的异常进⾏进⼀步确认，如进⾏加密复测和斜测。

现场分析界⾯

现场采集保存或分析后，可将数据导出⾄U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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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操作注意事项

1、受检桩混凝⼟强度不应低于设计强度的70%，且不应低于15MPa，龄期应

满⾜规范要求；

2、声测管应下端封闭、上端加盖、管内⽆异物，声测管内应灌满清⽔，且保

证换能器应能在声测管中升降通畅；

3、检测时各数据需要记录清楚，现场信息输⼊时要严格按照记录的数值输

⼊，并逐剖⾯进⾏核对；

4、由于仪器⼀次可测试多个剖⾯，故在输⼊跨距时，⼀定要注意仪器通道与

声测管的对应关系；

5、检测仪器必须在有效检定周期内，使⽤检测仪器及配套设备时，应严格按

规程或使⽤说明书的要求操作，换能器、传感器等设备在安装、搬运中应轻拿、

轻放；

6、为了保护换能器线缆，请务必在每根声测管管⼝放置⼀只孔⼝滑轮；

7、检测时务必保证四只换能器触底并处于同⼀⽔平⾯上，确保深度信息与桩

⻓相匹配；

8、提升过程中应避免换能器电缆发⽣缠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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