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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电能表检定装置检定规程

    本规程参照采用IEC 736一1982 《电能表试验装置》报告。

    本规程适用于新生产、修理后和使用中的额定频率为50HZ或60Hz交流电能表检定装
置 (简称装置)的检定。

                                一 技 术 要 求

1 标志

    装置上的标志应符合国家标准或有关技术条件的规定。

2 结构

2.1装置应设有接地端钮，并在其旁标以接地符号。

2.2 装置上的开关、按钮和调节手柄应有功能及升降方向标志。
2.3 被检表和工作标准表放置的位置应固定;工作台、支架应保证电能表处于正常的工作

位置 (见表 1);连接标准表、被检表用的引线应专用。

                          衰1 各级感应系电度表工作位，的允许偏差

电度表准确度等级 0 1 0.2 幻.5 1 2 3

0_5‘
      一

0.5， l. 1。

一

有水平仪或底座要求水平的应调至水平

2.4 装置的电压回路和电流回路应分开，供电频率相同;布线应整齐合理、连接可靠。

3装置的误差
3.1装置的误差是指装置在标称工作条件下的测量误差，由试验确定。

3.2 各级装置的测量误差应不超过表2中的规定值。

                                  裹 2 以百分数衰示的允许误整

装置准确度等级 0.03 0.05     一 03

‘父}5华

1.0 土0 03 士0 05 士0.1 一 士0.3

0.5(感性 ) 土0 04 士0.07 二0·15 二0月 1 :0璐5
0.5(容性 ) 士e.CS 士0 、 王e Z 二侈 4 上0.6

10(感性或容性) 士05

土07

。，、，，二、、 c路甲=。.25 (感性) � }“。，1 士02 士0 4 上0名 1 士1·。
一 土1.0

                一

不平衡负载时

。 口二1.0和 05

    (感性)

        一
二0一05 士0.1 士0 25 士0.5 土IC

印n夕二1.0和 0.5

(感性或容性) 一
一 一 士1.0

            一

注:功率因数角夕是指加在工作标准表有电流那一组元件上的电流与电压Ib]的相位差。



表3 装I允许的标准偏差估计值5(%)

    一 二 it的准确度等级

x w-,IAN9{“‘ 日03里揣赢开                                 0.2土         0.3it iTAhKiaAr i#itff s ('b)
    10.o    sU}0.1{ 0.3

允许的标准偏差估计值5(%)

姗华=LO 0.003
              一

0005 0.01

                            一

0.02         0.03

。梦=。5(感性〕 0.004 0.006 0.03   i 。OS

sink = l刀 一 0.05

0.明

使用中的装置

姗 争=1.0 0004 0DO6
              一

0.015       0.03 0.04

二，=。5(感性) 0.006 0 02 o 哄 0.oh

幼。学=1.0 O06

sink一。.5 (!性) 一 { 一 0.]

3.3 如果使用中的装置测量误差超过表2的规定值，但未超过规定值的两倍时，必须用装
置的(或工作标准表)已定系统误差修正检定结果。

4 标准偏差估计值
    在装置的常用量限，对被测电能量不少于5次的重复测量时，其侧量结果的标准偏差估

计值 5不应超过表3规定值。

5 标准器

5.1装置中配套使用的工作标准表的准确度等级应不低于表4的规定。

                              裹a 装t中使用的工作标准衰准确度等级

装置准确度等级 0.03 0.05 0.1 0.2 0.3

标准电能表准确度等级 0.02 0.05 0.1 0.2 0.2

标准功率表准确度等级 一 。.02
                        一

0.05       0.1 0.1 C l

注:规侄实施前已有的装置所使用的标准表可以与表4规定不同.但由试验确定0助误差应满足表2和表3规定

5.1.1

5.1.2

量限

标准功率表使用测量点的相对误差 (以百分数表示)应不大于该表准确度等级值。

三相装置中所用的三台 (二台)单相标准电能表 (或功率表)，应具有相同的型式及

5.2 装置中配套使用的标准电压、电流互感器的准确度等级应符合表5规定。

                            衰5 装I中使用的标准电压、电流互感器

    装置准确度等级 } 0.03 ’ 而5 口 万甲一丁一 一丁

互感器准确度等级 0_005 0.30.05
5.2.1允许使用比表5低一等级的互感器，但在装置检定周期内应能满足表2、表3的要
求。这原则同样适用于装置只有电流互感器的情况。

5.2.2 标准互感器的电压、电流量程应与被检表的电压、电流规范相适应，同时使工作标
准电能表的工作电流不小于标定电流的1i2<
5.2.3 周期检定时，装置内安装的标准电压、电流互感器可以不再检定;修理后或新安装
的标准电流‘电压互感器应具有有效期内的检定证书

5.3 采用瓦秒法时，标准测时器测时准确度应不低于表6规定



表 6 标准测时签允许的相对误差 (%)

装置准确度等级 0.03 005 O l
        一

标准侧时器允许的相对误差 土。.。。:一士。。。5     }
装置输出的电量

  每次测定电能表误差期间，输出功率稳定度应不超过表7规定

                                  表 ， 负载功率稳定度 (yP)

6

6.

装，准确度等级 。.03 { 0.二 0 l 0.2 0.3

瓦秒法
为 (%J

                                一

0005 001 C CZ 0一05 0.05

标准表法 O2 0.2 05 0一5 ].0

注:

    ， 规定不适用干标准电能表对负载功率的相对变化有特殊要求的情况‘

    2测定装置输出功率稳定度时，时间应不少于1005，有恃殊要求的情况适当延长时间。

6.2 装置在任何输出负载下，输出端应满足表8和表9规定的参考条件。

                                      表8 影响.及允许偏差值

装置准确度等级 0一03 幻05 归 } 0一3

影响量 额定值 一 允许偏差值
电压 倾定电压 土05% 土幻.5% } 士10% 立」.5%

频率 一额定频率 士0 1% 土0 2%
一

一
士0 5% 士0 5%

电压和电流的波形 }正弦波
波形失真度不大于

1% 1%     ! 5%

功率因数 毗爷{，n华)
                                    一

二0一01 1 士0一02

表9 三相装t愉出三相电压、电流系统对称条件

装置准确度等级 一。03 0.05 0 1 0.2 0 3

每相 (线)电压对三相 (线)电压平均值相差不超过 (%) 二0，5 士0.5 土05 士IC 士IC

每相电流对各相电流的平均值相差不超过 (%》 士1.0 土10 土，.。{，2.。一士2。

  任一相电流和相应电压间的相位差与另一相电流和电压的相位差相

差不超过
之. 2，

�一

2心 3，

注:相 (线)电压与电流间的相位差:

    叭二Ulll，外=UZ几，甲二U，几，则甲一外成2’(3’)，娜一华疾2。(3’)，华一礼簇2’(3’)

    当电压超前于电流时相位差为正值，电压滞后于电流时相位差为负值。

6.3 三相装置的输入电路与输出电压回路、电流回路都应按正相序连接，但线路中应设正、
反相序切换开关和监测相序的仪表或指示器。

7 调整装置

7.1电压调节器和电流调节器

    636



7.1.1调节范围应与装置的工作量限相适应，即:在任何输出量限下，调节器均应能平稳、

连续地从零调节到110%额定电压和120%额定电流值。

7.1.2调节细度 (以与各量限的上限相比的调节不连续量的百分数表示)应不大于装置中

工作标准表等级值的1/3n

7.1.3三相装置的调节设备，应能分相调节输出电压、电流 (允许三相同步调节，但必须

设分相细调盘)。当电压、电流回路带额定负载时，调节任何一相电流 (电压)时，其余两
相电流 (电压)变化应不大于土3%;当装置输出电流大于30A时，允许变化土5%0调节

电压 (或电流)时，调定的电流 (或电压)应无明显变化。

7.2 移相器

7.2.1 改变电流或电压相位的移相器，应能保证在全部负载范围内调到所需要的相位角。

如果采用步进移相方式，则必须具有细调器，细调器的调节范围应与步进盘相衔接，步进开
关应带电切换c

7.2.2 移相调节细度应不大于10'0

7.2.3 装置在额定负载范围内，调节相位角到任何相位时，引起输出电压 (或电流)的变
化应不超过士1.5%0

7.3 三相装置应具有三相电压、电流对称调节器和监测对称的指示仪表，使输出的三
相电压、电流系统应基本对称;在每次测定电能表误差期间，其对称条件应满足表9要

求。

7.4 装置应具有启动电流调整测量功能、潜动试验功能、三相电能表的不平衡负载试验功
能。

    对于被检的各级电能表允许的启动电流值，其测量误差应不大于5%。

8 监视仪表

8.1监视仪表应有足够的测量范围，其准确度等级应不低于表10的规定。
    电压表、电流表、功率表的测量误差包括电压、电流互感器;分压器;分流器等的误

差。各种仪表在常用示值范围的相对误差应满足表8、表9的规定。

                                表 10 装，的监视仪表准确度等级

装置准确度等级 0.03 0.05 0.1 0.2 0.3

电 压 表 0.5 0.5 0.5 1 1

电 流 表 0.5 0.5 0.5 1 t

功 率 表 0 5 0.5 O.5 0.5 L

相 位 表 L 1 L 1 1

频 率 表 0.1 0.2 0.2 0.5 0.5

毫 安 表 1.5 1.5 1.5 1.5 l.5

注:

    l如果利用电流表兼测启动电流，毫安表可省掉

    2 在满足侧量功率因数允许偏差及任一相电流和相应电压间的相位差与另一相电流和相应电压间的相位差之

      差时，可以只安装相位表或者功率表

    3 由频率稳定的市电供电、不测定电能表倾率误差特性的。.2, 0.3级装置可以不安装频率表

8.2 三相装置电压表应能测定相电压和线电压。用三只电压表侧定三相电压的对称度时，



应调整各电压表之间示值误差之差不大于该表等级值，否则应带有电压平衡指示器。
9 电压回路接人标准表与被检表端钮之间的电位差c

9.1 无接人电压互感器的装置，标准表和被检表同相两对电压端钮间电位差之和与被检电
能表额定电压的百分比应不超过装置准确度等级值的./5.

9.2 接人电压互感器的装置，被检表和互感器 (初级)同相两对电压端钮间电位差之和与

被检表额定电压的百分比应不超过装置准确度等级值的1/5,
10 装置的磁场

    装置在最大输出负载时，安放被检表和标准表所在位置的磁感应强度应不超过下列值:

                          I毛50A             B毛0.025mT

                          50A< I(200A     B镇0.05mT

式中:I— 装置输出的电流;
      B— 空气中的磁感应强度。

11装置的绝缘

11.1装置的通电部分对于不通电的外露金属部分之间的绝缘，以及电压回路与电流回路之
间的绝缘，在室温和相对湿度不超过85%的条件下，应能承受50Hz(或60Hz)正弦波2kV
有效值电压，历时lmin的绝缘强度试验。标称线路电压低于50V的辅助电路试验电压为

500 V o

11.2 各电路对地及电路之间的绝缘电阻值应不低于5Md2;侧量时所用兆欧表的额定电压
为1000V.

12装置的测量设备和辅助设备要有足够的热稳定性，这些设备的自热对装置的误差影响应

能忽略。制造者应规定装置达到误差稳定的预热时间。

二 检 定 条 件

13 技术文件

13.1装置应具有正确、完整的原理图，安装接线图和使用说明书。

13.2装置内标准电能表 (或标准功率表)、标准测时器和监视仪表均应具有在有效期内的
检定证书

13.3 装置内的标准电压、电流互感器在装置首次检定时，应具有在有效期内的检定证书
14 确定装置测量误差时，应符合以下条件:

14.1安放装置的房间应无尘、无腐蚀性气体;防震、防阳光辐射并具有充足的照度。
14.2 房间内应保持恒温，各级装置工作的恒温条件为:

    温度— (20士2)';
    相对湿度— G85 %

14.3 装置及有关辅助设备的供电电源均应满足制造厂及有关设备的规定
14.4 各级装置的输出端应满足第6条的规定，利用装置内的各种测量仪表 (如电流表、电

压表、功率表、相位表、频率表等)，在允许的偏差内指示各种调整量。

14.5 外磁场满足第10条规定。

14.6 装置应预热达到热稳定状态以后进行误差测量。预热时间按制造者规定

15 装置的检验标准

15.1 装置检验标准的测量误差应不超过表11的规定值。



表 11 检验标准允许的MR误差 (%)

功率因数

被检装置的准确度等级

    一 0.05 } 0.1 ‘ 0.2 }
检验标准允许的测量误差

1O

一

      土0.015       } 土0.06 一

0乃 (感性) 士0.02 10.03 士0.06 -0.08 二0.15
                              一

0.5(容性) 士0‘025 二0.04 士C.08     一
15.2 用于其他检定项目的测试仪器均应具有在有效期内的检定证书。
1‘ 使用中的装置在检定之前应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检修。

                                  三 检 定 项 目

17首次检定项目
17.1 一般检查;

17.2绝缘强度试验;

17.3 测定相序;

17.4测定输出功率稳定度，输出电流、电压波形失真度;
17.5检查电压调节器、电流调节器;
17.6检查移相器;

17.，检查监视仪表测量范围和准确度;

17.8检查三相平衡调节装置，测定三相电压、电流对称度;
17.9测定电压回路接人标准表与被检表端钮间的电位差;

17.10 测定标准表和被检表所在位置的磁感应强度;

17.11测定装置的测量误差;

17.12测定装置的标准偏差估计值。
1 周期检定项目
18.1 一般检查;

18.2 测定绝缘电阻;

18.3测定输出功率的稳定度;输出电流、电压波形失真度;

18.4检查监视仪表测量范围和准确度;
18.5测定电压回路接人标准表与被检表端钮之间的电位差;
18.6侧定装置的测量误差;

18.7测定装置的标准偏差估计值。

19修理后的装置检定项目

19.1周期检定中所有受检项目;
19.2根据修理部位及有关部件增加相应的检定项目。

四 检 定 方 法

20 一般检查

20.1 检查技术文件和计量器具的检定证书是否齐全，并查对相应的实物，看其是否合



格 。

20.2按技术要求第1条、第2条，用目测和手感的方法检查标志和结构;用水平仪、垂直
角尺等工具测量挂表架的调节范围，应满足表1要求。

20.3如有下列情况之一不予检定:

20.3.1缺少装置使用说明书和标准表、监视仪表等计量仪器有效期内的检定证书;

20.3.2首次检定时，缺少标准电压、电流互感器有效期内的检定证书;
加.3.3装置上的标志不全或不清而无法辨认;

20.3.4 开关按钮、调节手轮、手柄等操作不灵活、松动、接触不良、损坏而无法使用;

20.3.5 电流回路和电压回路没有分开或者供电频率不同;
20.3.6 工作台、挂表架保证不了电能表处于正常工作位置;
加.3.7具有其他严重影响计量性能的缺陷。

21绝缘强度试验

21.1按12条规定的试验部位选用额定电压为1kV的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电阻值应不小

于5MS1。对于工作电压低于50V的辅助线路，用额定电压为500V的兆欧表测量。

21.2绝缘电阻合格者，按12条规定进行耐压试验。
    选用50Hz, 2kV，容量不小于500VA的介质击穿装置。进行耐压试验时，应将标准表

和不宜进行该项试验的设备断开，不试验的电路接地，在被试电路与金属外壳之间或被试电
路之间平稳地加人试验电压，持续lmin，应无击穿现象。试验电压去除后，再次测定绝缘

电阻，其阻值应符合21.1条规定值。
22 三相装置的相序测定

22.1三相装置输人电源的电压及输出电压、电流的相序用相序表测定，也可以采用其他方
法。

22.2 通过相序侧定以确定相序指示器、相序切换开关的位置标示是否正确。
23 测定输出功率的稳定度

23.1 应选用稳定性与分辨力足够高的功率表进行测定。测定时，选在装置常用量限的上
限，功率因数1.0, 0.5〔感性)最大负载与最小负载条件下分别进行测定。测定时间为

loos(根据需要可延长)，每5s读取一个数。

23.2 装置愉出负载功率的稳定度按式 (1)计算:

。(一:1(一丫}(P; - P)2(P-Po)12.85      ,̀}{                           (1)n-1
式中:Po— 当cosq)等于给定值时的计算值;

      P;— 第i次测量的功率读数 (i=1，2, 3-二二);

      P— 二次功率读数的平均值;

    Pm cosq等于1.0时的计算功率;

      n- 测量次数，n->20.
    计算结果中取绝对值大者作为判定功率稳定度是否合格的依据。
    注:计算中应去掉粗大误差



S1=.。一P.>2.85护恶套一不毒时，则。中含有粗大误差，应舍去。
23.3 三相装置应三相同时测定和分别对每相输出功率进行测定。三相、分相测定结果均应
满足要求。

24 测定输出电流、电压的波形失真度。

24.1 测定工作选在装置的常用量限以及在最小、最大负载下进行。
24.2 测试一般采用失真度测试仪。测试线路如图1、图2所示。

图 1 输出电压波形失真度测试线路

    sz一失真度测试仪;z,r--负载

图2 装置输出电流波形失真度测试线路

r一取样电阻 (r应为低阻值无感电阻);

    z,f--负载;52一失真度侧试仪

24.3 三相装置的各相均应侧试。
25 检查电压、电流调节器

25二 检查各相电压、电流能否均匀平稳地从零调至最大值。

25.2 采用步进调节的装置应检查相邻调节盘调节范围的衔接情况。检查可按下述方法进

行:将电压 (电流)细调节器调至其调节范围的上限，记录此时输出电压 〔电流)值VI

(II);然后将细调节器调至调节范围的下限，记录此时的电压 (电流)值V2(了2);最后向

上限的方向调节相邻粗调盘至下一步进值，记录此时的输出电压 (电流)V3 (I3)，应满足
下列关系式:

                          VI( II)>V3(I3)>Vz(I2)                           (2)

    该项测试工作应在负载为最小值、最大值以及电压 (或电流)调节器输出电压 〔或电

流)由零值至额定值范围内进行。
25.3 测定电压、电流调节细度

    调节细度的测定应在装置带最大或最小负载条件下，在调节器输出电压 (电流)额定值
附近进行。

    外接高灵敏度的数字电压 (电流)表，调节细调器，观察并读取被调节量 (电压或电

流)的最大跃变量 (AV或△I)}调节细度为:

些
认

EU(%〕= x 100 (3)

￡J〔%，一DII�‘100 (4)

如果观察不出跃变量，调节器能够连续、平稳地调到监视电压表、电流表、功率表或标



准功率表 (适用于瓦秒法)所需的示值，则调节细度认为是合格的。
25.4 测定三相装置电压、电流调节系统的相互影响c
25.4.1 在装置带额定负载、功率因数为1.0时进行。

25.4.2将三相电压 (电流)调到额定值，然后将其中任何一相电压 (电流)值调至零，利
用装置内监视电压 〔电流)表测量其余相的最大变化值△U(AI)，相互影响的百分数为:

1

、

5

‘
U

了

2
.
‘

l00

00

Yu(%)=DU
U�

Y,(%)一DIInx
25.5 检查起动电流试验功能

25.5.1 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与功率因数为1.0的条件下进行。
25.5.2 在装置电流输出端外接毫安表，侧定装置测量启动电流的误差。

25.6 检查装置是否设有不平衡负载试验用的各相电流切换开关。
26 检查移相调节器

26.1 在装置带最大或最小负载条件下，用外接相位表检查移相器的移相范围;移相器的开
关位置;超前、滞后方向是否正确C

26.2 步进调节的移相器应检查调节覆盖范围。检查可采用下述方法进行:把电流、电压调
至额定值;移相器粗调开关放置于某一示值 (用功率表指示功率因数时，放置在0.5附近)，

细调器调节到初始位置，记下相位表的示值?，;然后，把粗调开关向减小方向转动一档，
将细调器调节到上限值，此时相位表示值为9P2，如果92 > PI，则移相器的援盖范围是合格
的。

26.3 测定移相电压 (电流)变化率
    装置带额定负载，在移相器的输人端加额定的电压 (电流)(三相装置的电流、电压应

符合对称条件)，并调定使输出监视电压 (电流)表指示在额定值;然后，保持输人端电压

(电流)不变，在整个移相范围内读取输出电压 (电流)的最大变化值。移相电压 (电流)
变化率按 (7)式计算:

移相电压 (电流)变化率=输出电压 (电流)最大变化值
输出电压 (电流)额定值

x 100(%) (7)

26.4 测定移相器的调节细度

    利用装置配套使用的或者外接高灵敏度相位表测量时，转动移相器的细调器，观察并读
取输出相位角的跃变量 (采用功率表观测时，应在功率因数0.5附近进行)。
    在不易读取跃变量时，移相器能连续地调到监视相位表 (或功率表)任意示值时，可认

为移相器的调节细度合格。

27 三相装置三相电压、电流对称性检查

27二 装置带额定负载，接成四线制。利用装置的调节机构与监视仪表相结合，将三相电

压、电流调节对称程度最好为止;然后用三只0.2级以上的标准电压 (电流)表，在装置输
出端测量三相线电压、相电压、相电流，由式 (8)、(9)计算电压、电流对称度。

电压对称度(%)一担曳压 或线电压)一三相相电压
  三相相电压 〔或线电压)

或线电压)平均
平均值 x100 (8)



电流对称度 〔%) 超电流一二挂电ATA值
三相电流平均值

x 1nO (9)

    注:当线电压以 “6..方式输出时，按相同条件检查电压对称度

27.2 用相位表在装置输出端测量任一相电流和相应电压间的相位差与另一相电流和相应电

压间的相位差相差角度。

27.3   "27.1", "27.2"款的测量分别在功率因数角。。、600(滞后、超前)、900进行。带

相位补偿调节的装置改变移相角后，不允许再调节相位补偿器。

27.4三相电压电流对称度调整好后，在测定装置测量误差期间，观察监视对称度的指示仪
表，其对称度应满足要求。

28检查监视仪表的测量范围和准确度

28.1 装置配套的监视仪表均应按相应的检定规程检定。可以在装置上直接检定;无条件
者，可送计量技术部门检定。

28.2 在装置上直接检定时，应参照相应的检定规程对常用示值进行检定;检定周期应按相

应的检定规程要求。
29 测定电压回路接人标准表与被检表端钮间电位差

29.1 采用高内阻电子管毫伏表或数字电压表测量。测量选择最小电压量限上限，装置带最
大负载时进行二

29.2 对无接人电压互感器的装置，用毫伏表直接测量标准表与被检表同名端钮间电位差;
对接人电压互感器的装置，侧量被检表与电压互感器初级同相端钮间的电位差
29.3 三相装置的每相均应进行测量。

30 测定被检表、标准表所在位置的磁感应强度。

30.1测量在不接人被检表 (标准表)，电压输出端开路，电流输出端短路的情况下进行;
测量时，装置的电源，包括辅助设备、照明使用的电源均处于工作状态，装置输出最大电
流。

30.2磁感应强度可采用特斯拉计直接测量，也可以采用磁场探测线圈和高内阻毫伏表进
行。

    使用磁场探测线圈时，将线圈分别置于标准表和被检表工作位置的水平方向和垂直
方向，通过毫伏表读取感应电动势的最大值，按下式计算磁感应强度的水平和垂直分
量 :

E x10'

泛 x 4.44 JWS
(mT) (10)

式中:B- 磁感应强度，mT;
    ws- 探测线圈常数，cm̀;

      f- 频率，liz;
      E- 感应电动势，V,

31装置测量误差的测定
31.1 电压和电流范围的选择

    在电压和电流量限所有组合中，应选择表

的检验点的程序。

    表12中未包括的检验点，如果实际需要，

12给出的检验点。图3表示选择表12中规定

应予以测量;表12中包括的检验点，如果实



                图3 选择测量点程序

注:U二、u二、1、、1二、u。、J值相当于有关t限的额定值，

    ①、②、③、④、⑤是表12检验点的参考序号。

际上不使用。可不予测量。

表12 检 验 点

参考号 电 压 电 流
负 毅 检验次数

最大(2)或最小 首次检定 周期检定

l 口

一

I

哪华一1·。{ 单相 最小 1 1

阴 爹=0.5

  (感性)
单相 最小 ] ]

阴 甲=0·5

  (容性)
单相 最小 l l

2
U‘n簇砚成U二

    鱿笋口c     1”户一’“
单相

            一

最刁、 ，二4(，’

        }

    子竺21日

(Uon、U二〕

3 U
11肚1成乙簇1，

    1.拼人

          一

一，“‘·。}单相
最小 产二7

    之=2

(1、n、1~)

叨宁=1，0 单相 最大 1 1

既 甲=0，5

  (感性) 单相 一 1

单相 最大 1

5

        一

Ic cos 节=IC
三相四线 最小 1 l

三相三线 最小 一 l

    j

不平衡负载 塌〕’.三相     }3

644



续表

参考号 二 }··一
负载 { 检验次数

单相或三相 最大!3)或最小 首次检定 周期检定

单相装置检验次数合计 · 17 8

三相装置检&&9!k合计 一56 26

注

(1)。是某些检验点C或I的编号数字。如果装置电流或电压量限小于:，则测量点数可适当减少。

(2)最小负载仅相当于连接一个测量仪表 (电度表或瓦特表)。最大负载相当于在电压线路或电流线路最大箱出消

    耗时连接最多的仅表

    检定无功电度表的装置，应在基本量限 (U" I'),按表12要求增加相应的检验点。
    仲裁时使用的检验点，其误差必须经过测量确定。

3二2 测定方法

    将装置的检验标准连接在装置中被检表的位置，由装置的检验标准指示的装置输出端电
能w。与装置工作标准指示的电能wi相比较。装置的相对误差E(%)可由(11)式计算:

:(%卜w;-woWo‘，。“+Eo (11)

式中，E。为检验标准的己定系统误差。不修正时，去掉Eo=

31.3 侧定装置测量误差时，在每一负载功率下记录两次测定数据而后取平均值 (有明显错
误或负载功率急剧波动时测得的数据除外)。如果算得的相对误差大于基本误差的4/5时，
应再进行至少两次以上的测量，取这几次与前两次侧定数据的平均值作为该检验点的基本误

差 。

32 测定装置的标准偏差估计值
32.1用检验标准测定标准偏差估计值。

32.2 检验点选为基本量限 (U'1')的上限，在功率因数1.0, 0.5(感性)分别进行重复
测量。对每个检验点进行不少于5次测量，在相邻测量之间，控制开关和调整设备应加以操

作。然后按 (12)式计算该检验点的标准偏差估计值S:

、二挤六 (Ei一‘)2 (12)

式中:E,— 第i次测量时被检装置的相对误差，%;

      百— 各相对误差瓦的平均值，即:万- (E:十E2十 十En) /n,%;
      ，— 重复测量的次数，n>-5.

                          五 检定结果的处理与检定周期

33 检定结果的处理

33.1按表13的规定，装置测量误差的末位数应化整为化整间距的整数倍，以化整后的数
判断装置测量误差是否合格。

装置准确度等级

    化枯间距 0.002

衰13 侧，误差的化整间距

书0.050.005斗0.10.0川一0.20.02 0.30.02



33.2 当检验标准的侧量误差大于被检装置测量误差的1/4时，先用检验标准的己定系统误
差修正测试结果，然后进行误差化整。

33.3 经过检定完全符合要求的装置，发给检定证书，给出检验点的测量误差、标准偏差估
计值及其他受检项目的检定结果，并注明至少能适用于相应等级电度表的检定结论。
    经过检定，如果三相装置的单相使用符合要求，应给以注明，并发给检定证书。

33.4 经过检定不完全符合要求的装置，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并对受检项目分别给出结论。

34 检定周期
    使用中的装置检定周期不得超过表14的规定。

                                表14 使用中装t的检定周期

!装t准确度等级 } 。.03 。刀5 ! 。.1 { 02 } 。.3

检定周期 {不得翅过1年 一 不得超过1年 一 不得超过2年 } 不得超过2年 } 不得超过2年

附录1 “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通知书”
      的背面格式及检定结果表格

装置准确度等级 ，出厂日期
电压量程

电流量程

工作标准表:

准确度等级 ，型号 ，制造厂

出厂编号 ，检验证书号 ，证书有效期

                                检 定 结 果

温度 湿度 频率
1测量误差

负 载
电压t限 电流t限 功率因数 误差 (%)

单项或三相 最大或最小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2.标准偏差估计值

U

单相或三相 功率因数 一 5(%)

A相 广一 法 一一
一

� ���10.5

B相
1.。 一

            一

C相

                                                                  一

10
                                                                                  一

05

三相
1。 一

0一5

三相
1.0

                                                                    一

0一5

3.输出功率稳定度
U

负 载
功率因数 冷 戈%〕

单相或三相 最大或最小

A相

最 大
��一

10

05

最 小         一
        一}

                          最 大

B‘卜一
        一}
        一}

最 小
IC

        }一

C相

最 大
        }一

0 5 一

最 小
� ��{ {1。}一

        }

三相

最 大
�� �� 籐。}一
�� ��· ぁ�5}一

最小 二一一一生旦— 一
                                  C.5

一
一

4.电压、电流波形失真度
                              口

负 载 失 真 度

相 别 最大或最小
                            一

电 泥 电 压

A
大

小 }
B

大 } ，一
小 }

C } 大

小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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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端钮间电位差

之] 负载

相 别 高端或低瑞 一 电位差(mv)

一}
一}
一}
一}

6.监视仪表的检验
电流表:型号 厂家 级别

    刻 度

(倾定值的百分数)

相 别

ANO. 王贾喃〕 CM」

相对误差 (%)

实测 误差

�一

实侧 误差 实侧 误差
                      一

50

80

l加

电压表:型号 厂家 级别

    刻 度

(倾定值的百分数)

相 别

ANo. 日冷， C冲〕

相对误差 (%)

实侧 误差 实侧 误差
                一

实侧 误差

80

1叨

110
一

」

功率表:型号 厂家 级别

    刻 度

〔斯定值的百分数)

相 别

AN EN CN)、

相对误差 (%)

实侧 误差 实测 误差 实侧 误差

50

即

100
                              〕 一

一

砚 8



相位表:型号 厂家 级别

刻 度

相 别

枷 {BN。 CNo

误 差

�一
误差 实侧 误差 实侧 课差

0.
                              一

印.(一60.)

90.(一卯 )
一

注:表中N。 后面填写仪表出厂编号

7.相序:

输人电压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相序指示器标示_

8.电压、电流调节范围_
电压调节细度_
电流调节细度

电压调节系统相互影响 (为)

电流调节系统相互影响 〔yl)
启动电流测量误差_
9移相器:

移相范围

移相调节细度

移相电压 (电流)变化率_
10 三相电路对称性

三相电压、电流对称性

移相角度 } 阴 . 90.

电压对称度 相
线 一

电流对称度 1

相电流与对应相电压的相位差的差位

移相角度 O. 60. 卿.

A相
一

B相

c相 一一

11.磁感应强度’:



水平分量 MT

垂直分量 MT

，磁感强度等于水平分量与垂直分量的方和根。

12.绝缘性能:
绝缘电阻 Mn

工频耐压 kV /1 min

13.结论:

该装置适应于

14.备注:

注:证书保存

附录2 装置测量误差的测定举例

    测量误差的测定可参考《交流电度表检定规程》、《电子式电能表检定规程》基本误差测
定的有关部分进行c

    例一 :

    检验标准和工作标准都为标准电度表，二者都在连续运行。采用测量与检验标准电度表
转数成正比的脉冲数的方法 (即光电脉冲法)。装置测量误差E (%)按 (1)式计算:

E(46)=
M0一M
    M

x1加 斗Eo (1)

式中:Eo— 检验标准表的已定系统误差;
    M。— 假定装置没有误差时，检验标准表的计算脉冲数;

      M— 实测脉冲数。

                                      M0=Nos

式中:s一一检验标准电度表转一转时显示器显示的脉冲数;
    N。一一假设装置没有误差时，检验标准表的算定转数，由式 (3)计算c

(2)

N0
NCoKiKu

    C
(3)

式中:N- 被检装置工作标准表实测转数;

    Co- 检验标准电度表常数，r/kW " h;
      C— 被检装置工作标准电度表常数，r/kW " h;

Kr, Ku- 装置上同工作标准电度表联用的标准电流、电压互感器的额定变化。
    如果检验标准电度表也通过互感器与被检装置输出端相连，所用电流互感器与电压互感



器额定变比为Ko), Kou，则式 (3)变为:

Nn
  NCoK)Ku

一《-KOIKau (4)

    在每一负载功率下，要适当选择互感器的变比和检验标准所发出的脉冲数，使检验标准

表预置的脉冲数 (M。)不少于下表规定。

被检装里准确度等级 } 0.03 0.05 0.1 0.2 0.3

预置脉冲数的下限值一、， 叨 000 2以)00 10000 10000

    例二 :

    检验标准为标准电度表，工作标准为标准瓦特表。用装置的工作标准功率表侧量调定的

恒定功率，同时用标准侧时器侧量检验标准电度表在恒定功率下运行的时间。检验标准电度
表所测得的电能为实际电能值，时间间隔与恒定功率的乘积为被检装置指示的电能值，二者

相比较，确定装置的相对误差。当固定检验标准电度表的转数而确定测量时间 〔定圈测时)
的方法检定时，装置的相对误差E(%)按式 ((5)计算:

                              E(%)=

式中:En— 检验标准的已定系统误差;

并x 100+“。 (5)

，— 实际测得的时间，即为检验标准电度表在恒定功率下转N转测定的时间，、;
丁一 算定时间，即假设装置没有误差时，在恒定功率下转N转应需要的时间，5。

      按式 (6)计算:

T =
3600 x 1000N

Cnp (6)

式中:N— 选定的检验标准电度表的转数;

      Co 检验标准电度表的常数，r/kW " h;

      尸— 调定的恒定功率，即功率表的示值功率，W}

    如果装置内和工作标准功率表联用电压、电流互感器，则式 (6)应改写为:
36加 x 1000N

C,PK武u
(7)

式中，K，和K1，为装置上同工作标准功率表联用的标准电流、电压互感器使用的额定变化。
    算定时间T的取值应使测时相对误差满足规程正交表6规定。同时，在任何负载下，

检验标准电度表的转数应不少于2转。

附录3 台体综合误差测定方法

    1在不具备整体法测试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采用测定台体综合误差的方法获得装置的
测量误差。装置的测量误差为台体误差与工作标准表误差的代数和。标准表的误差由上级计
量检定部门给定c

    2 台体综合误差测定按下述方法进行:
    采用与装置工作标准同级或高一级的稳定的两只标准表，分别接人工作标准表和被检表

的位置。接人被检表位置的作为检验标准，测得的误差为E,;然后，两表互换位置，检验



标准铡得的误差为EZ，则台休误差 (。)按下式计算

一1(E。一:.)
      乙 ~

在装A带等效实际负载情况下(即指装置所带负载容量、功率因数、接地状态与实际工作时的状态相同;

测定用两只标准表的使用情况应符合表的技术规定等)，才能获得装置在实际 〔作时的台体误差。

计量仲裁时，以整体检定为依据。

附录4 工作标准表在装置检定周期中间送检后

            装置测量误差修正方法

    标准表的检定周期较装置的检定周期短，应根据电能表检定规程的规定送检。

表送检后，应对装置整体测试时获得的误差进行修正，修正的方法如下:
                            E.2=[Eii一Y;1 7+Y; 2

工作 标准

(1)

式中:Ere

E,,

— ~修正后装置的测量误差;

— 装置整体测试时获得的测量误差;

      Y; i— 装置整体侧试时工作标准表的基本误差;

      Y,2— 在装置检定周期中间工作标准表测定的基本误差。

    公式 (1)中标准表的基本误差按下列方法选定:

    a.单相测量误差修正时，Y,1 , Y;2取单相标准表 (或三相标准表相应使用的相别)的基
本误差。

    b.对于三相三线的接线方式，当使用一只三相工作标准表时，Yil, Y,2取该表在实际负
荷下的基本误差:当使用两台单相标准表时，Y;, , Y;，按 (2)式计算:

Y,i(Y.2)=Yl

当二P=1时，Yn

cosT=0.5(感性)，

COST = 05(容性)，

(，、2)一告

oos(30' + 、
  乃co59

(丫。+丫，)

yZcos 300 -严  )Y2   r -
        vJLw w

(2)

Y，(7，:)=Y2
若t(Yi2 )=Yl

式中:Yi- 接人A相电流标准表在该表实际功率因数下的基本误差;

      72— 接人c相电流标准表在该表实际功率因数下的基本误差。

    c.在三相四线制的接线方式下，当使用一只三相四线标准表时，Y,I. Y;2取标准表在实
际负载下的基本误差;使用三台单项标准电度表时，取标准表在各相负载下基本误差的平均
值。送检后各只表的不接线位置应不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