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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数字电流表试行检定规程

                                      一 概 述

    本规程适用于新生产、使用中和修理后的直流数字电流表 (DC-DIM)，以及数字多用
表 (DMM)和数字面板表 (DPM)中的直流电流测量部分的检定。本规程还适用于将一些

物理量变换为直流电流而进行数字测量的有关部件的检定。

    直流数字电压表 (DGDVM)是直流数字电流表的主体，工一IGDIM是先通过直流电
流— 电压 (I/V)变换器，将电流量转换成电压量再用】1GDVM进行数字化测量，显示

单位一般是A或mA。因此，对于数字多用表一般是先检定直流电压功能，然后再进行直流
电流的检定。

                                二 技 术 要 求

1 检定要求

    为了正确使用并保证侧量结果的准确一致，必须对各种DC-DIM进行检定。DC-DIM的
检定工作一般分为周期检定、首次检定和随后检定三种类型。

    受检的直流数字电流表，应符合本规程所规定的各项技术要求。

2 外观和通电检查

    为了确保仪器安全可靠和正常工作，检定前应对被检表进行外观和通电检查。

2.1 外形结构完好，面板指示、读数机构、制造厂家、仪器型号、编号等均应有明确标
记 。

2.2 仪器外观、外露件不应损坏或脱落，机壳、端钮等不应有碰伤或松动现象。

2.3 仪器可调节机构要正常工作，仪器附件、连接电缆应齐全。仪器供电电源电压、频率
标志等要正确无误。

2.4 外观检查后，应通电进行一般性功能检查。按说明书规定，检查电气工作性能。
2.5 按被检表的量程和测量范围，从低到高依次输人适当的直流电流信号，检查手动、自
动量程切换和仪器工作是否正常。观察能否进行手动、自动或连续定时采样等。

    被检表应在恒温室内放置24h以上，再对其主要技术指标进行检定。

3 检定点的选取原则
3.1 基本量程是衡量一台DC-DIM性能好坏的关键量程，应比较详细地检定。
3.2 若考虑被检表的线性误差，应均匀地选择误差测试点。

3.3 非基本量程的侧试点要考虑上下量程的连续性及对应于基本量程的最大误差点。
3.4 综合上述要求，基本量程一般取5一10个检定点，非基本量程取3一5个检定点。

3.5 正、负极性可分别选取相对应的检定点，也可以只检定每个量程的负满量程点。
4 误差和准确度等级

4.1 误差公式可用下列形式之一表示:

4.1.1 用两项误差之和所表示的绝对误差:

                              △=士(a%Ix+b%I,)



式中:Ix— 被检表的读数值 (显示值);
      几— 被检表的满量程值;

      a— 与读数值有关的误差系数;

      b— 与满量程值有关的误差系数c
4.1.2 用绝对误差△与被检表读数值Ix之比的相对误差:

了一士(·%+。%会)
4.2 准确度等级
    直流数字电流表的准确度等级分为:0.001，0.o02，0005，001，。.02，005

0.2，0.5，10等共十个等级。表1给出了工又一)DIM十个级别的等级指标。

    1兀沁DIM是多量程仪表，其不同量程允许有不同的准确度指标。

                                    衰 1 直流数字电流裹的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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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b，为数字电流表一年的误差系数

4.3 准确度等级的确定

    准确度等级主要以IX)DIM基本量程误差系数的大小和年稳定误差来划分。定级标准
如下:

4.3.1 基本误差的检定数据符合被检表的技术指标。由下面公式计算:

                            △二士(al%Ix+占1%Im)
式中，al，b，为被检表24h的基本误差系数。

4.3.2 定期一年进行周期检定。要求定级的DC~DfM应在标准条件下，经预热、预调但不

校准，检定其年稳定误差。该误差应不大于士(aZ%lx+bZ%Im)。若被检表无一年的误差
指标，可由计量部门按实测结果确定。
4.3.3 检定年误差后，再进行校准，并检定DCDIM的基本误差，此数据应符合所规定的
技术指标。

    满足以上规定的DcDl-M 给予定级。定级时要有上次送检的检定数据，首次检定不能
定级。

三 检 定 条 件

    〔一)检定设备及要求

5 检定〕二DIM的标准设备主要有:
5.1 控温标准电池 (组)。
5.2 标准电阻器或标准电阻箱。
5.3 标准直流电位差计和标准数字电压表。

5.4 高稳定度稳流电源。



5.5 标准数字电流表。

5.‘ 标准电流源或多功能标准源。

5.7 高灵敏度零值检测器 (检流计)以及其他一些辅助设备等c

6 标准设备的要求
6.1 整个检定装置的综合不确定度应小于被检】)C-DIM允许误差的1/3-1/5}

6.2 直流稳流电源的短期稳定度和调节细度应小于被检DC-DIM允许误差的 115一1/100

输出应能做到连续可调或外加设备进行调节。

6.3 检定装置的灵敏度应为被检DC-DIM允许误差的1/5-1/10,
6.4 所使用的标准仪器及测量设备，应经过定期计量并检定合格。

6.5 应尽量采取自动测试 (校准)系统进行检定和数据处理，以取代手动操作，提高工作

效率。

6.6 当检定装置的准确度等级不是足够高。使检定结果落在待定区时，应进行严格复查。
必要时，标准装置的误差可加修正值使用，或用更高一级的计量标准重新检定。

6.7 检定装置系统 (包括测量线路)应有良好的屏蔽和接地措施，并远离强电、磁场，以

避免外界千扰。

    (二)检定的环境条件

7  DC-DIM的基本误差和稳定误差按表2中所规定的标准条件进行检定、校验和使用。

    为了确定额定工作条件，仪表按使用环境条件分为A, B, C三组。A组是在良好环境

中使用的仪器仪表;B组是在一般环境中使用的仪器仪表;C组是在恶劣环境中使用的仪器
仪表。DC-DIM按A组规定的额定工作条件进行检定、校验和使用。详见表30

                            衰2 适用于直流数字电流衰的标准条件

        影 .向量 】 标 准条 件 1 标准值允许偏差

环境温度 20C

相对湿度

大气压 〔梅拔高度》

电源电压

电源频率

  60%

101.3kPe

倾定电压

板定颇率

交流电源失真

纹波电压 (直流电旗)

零 (纯正弦电压)

      零

仪表功耗550w.为'_ I'C

        >50W，为二2℃

                土15%

            二2.7kPa

                士1%

                士1%

            归= 0.05

    最大峰值偏差不超过 2%

      与被测t相比可忽略

衰3 适用于直流橄字电流衰的倾定工作条件

  电源颇率

交流电源失真

额定频率二3%

13=0刃5 峰值与其额定值之差不超过12%



四 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

    (一)检定项目

8 送检的DC-DIM,检定项目主要包括有:
    基本误差的检定、稳定误差的检定、线性误差的检定。

    显示能力的测试、分辨力的测试、温度系数的测试、电源电压变化的影响等。
    (二)基本误差检定程序

9 要求定级的DC-DIM，应按以下规定检定其基本误差的大小c
9.1 在标准条件下，开机通电预热，并按说明书规定进行调零、预调和校准。

9.2 按选取的检定点，先对基本量程，然后对低量程和高量程进行第一次检定。
9.3 基本误差是指仪表本身所固有的24h误差。在24h间隔内，仪器可连续通电工作，亦

可断续通电工作 (重新通电后，应按规定时间预热)，但校准后一般不再进行任何调整。
9.4 被检表各量程在24h内的测量数据不少于三次，并取各次侧量数据的误差极限，作为
被检表的基本误差。

    (三)误差的检定方法

10  DC-DIM 的误差检定方法，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直流标准电流源法;

    直接比较法 〔标准数字电流表法);

    直流标准仪器法;

    标准数字电压表法。

    附录一给出了〔)C-DIM检定系统的传递图。

    具体采用哪一种方案，可根据所具有的标准设备和被检表的级别选择一种最合适、最经
济可靠而又简便的方法。

10.1 直流标准电流源法
    这种方法如图1所示。设直流标准

电流源输出的标准电流为IN，即实际值。

被检表的显示读数为Ix，则被检表的绝
对误差为:

              么=Ix一IN

    被检表的相对误差用百分数表示为:

图 1

，=Ix-I,,,Y=  IN，。”%、Ix一Ixx 100%
    这种方法简便、速度快，适合于工厂大量地校验DC-DIM，其检定误差主要取决于直流

标准电流源。

    当标准电流源的准确度不能满足要求，而电流稳定度较高时，可作为一般稳流源使用，

配上标准数字电流表，用比较法进行检定。

10.2 直接比较法

    电路接法如图2所示。即用一台直流标准数字电流表 (或具有电流功能的标准DMM )
与被检电流表串联后接到直流电流源 〔稳定度应足够高)的输出端。设标准表的显示值 (实

际值)为IN，被检表显示值为Ix,则被检表的绝对误差为:



          △=Ix一IN

同样被检表的相对误差用百分数表示

，二导 ·100%-导 ·100%
图2 直接比较法

    一般情况下，标准表的位数应比被检

表多一位。当两者量程不一致时，可加上

标准分流器。用这种方法，一定要保证标准表准确可靠。为此，必须对标准表进行定期的检
定和校准。

10.3 直流标准仪器法

    原则上，利用标准电阻将电流量转换

成电压量的任何测量方法都可以用于数字
电流表的检定。图3给出了用标准电位差

计和标准电阻检定DC-DIM的接线图。

    图中RN为标准电阻，数字电流表或
被测DMM的电流功能档的输人高端与标

图3 直流标准仪器法

准电阻串联，并用标准电位差计测量标准电阻电位端钮间的电压。

阻值之比即为被检表的电流实际值。

    设测得标准电阻两端电压实际值为UN，标准电阻实际值为
则回路电流实际值为:

电位差计指示值与标准电

RN，被检表显示值为Ix,

，_Uv
JN一 口

          J、N

被检表的绝对误差为:

          U、
△=1丫一;布一

            找丫

同样被检表的相对误差用百分数表示为:

Ix一
UN

Ix一
UN

Y=

一入 RN

-h广 x
100% ;:}-

    RN

一Ix ..x
100%

    采用这种检定方法时，不仅标准电阻RN的误差符合要求，还应注意选取适当的阻值，

使其通过的电流不超过其额定工作电流，而又可以获得能进行准确测量的电压数值。既要考

虑在RN上的压降不高于所用电位差计的测量上限，又应保证电位差计第一个十进盘有大于
零的示值。

10.4 标准数字电压表法

    当有一个误差小于被检DC-DIM允许误差1/3一115的标准】IGDVM，用它代替标准电

位差计可以迅速方便地检定】芜~DIM。接线如图4所示。
    这种检定方法，同样要注意标准电阻的取值。根据被检DC-DIM所选取的检定点，既

保证回路电流要尽量小于额定电流，又要考虑标准DCDVM的读数尽量接近其满量程值。
同时，由于DGDVM输人电阻不是足够高而引起的附加误差应小于允许误差的115以下。

    为了满足10.3和10.4条对RN的要求，需要用一组过渡电阻或标准十进电阻箱，必要



时要放在恒温油槽中进行控温。

    用分流器附件扩展量程到10A(或
20A)的DIM，其附件也应一起进行检定。
i [I稳定误差的检定

11.1 稳定误差是指在规定的时间间隔

内，其他条件保持不变，仪器的输出信息
或零点的误差。稳定误差包括波动和漂移
两种变动量。根据不同的时间间隔，又有

短期稳定误差和长期稳定误差之分。

图 4 标准DCDVM法

11.2 稳定误差要在表2所列的标准条件下进行检定。检定方法与10.1一10.4所述误差的

检定方法相同，可任选一种。

11.3 工x-DIM经预热、预调后，输人端短路，在不再调整仪表的情况下，观察电零位误
差。然后输人一标准电流信号，观察各测试点的电流稳定误差。

11.4 对于波动分量的测试，可采用自动测试、自动记录的方法进行。
11.5 按说明书规定和被检表的要求，可测出某一规定时间间隔内的稳定误差。但定级的

DIM必须做24h的稳定误差和一年的长期稳定误差。
12 线性误差的检定

    表征DIM测量电流时是否均匀地反映被测电流的特性称为线性度，而实际变换曲线对
理想直线 (基准线)对应值之间的偏差称为线性误差。线性误差一般在基本量程内，结合基
本误差的检定一起进行测试。DIM误差的检定方法同样也适用于线性误差的检定。

    对于数宇多用表，由于DGV的线性误差已进行过检定，其电流功能的线性误差可以不
再进行，而只需要检定其满量程值。

    (四)其他项目的检定

13 显示能力的测定

    受检的数字电流表，可在通电检查时一起进行显示能力的侧定。由电流源输出直流稳流
信号，观察被检表的显示值是否作连续变化。现以20000序列为例说明如下:

0.000 0:0.000 1

0.000 9 F 0.叨10

0.000 1 :0.000 2...0.000 81 0.000 9

0.001 9 x0.002 0... 0.008 9袭  0.009 0

    0.999 9: 1.000 0   1.000 0 F 1.999 9

    被侧点能一点不漏地作上述变化，其显示能力则是符合要求的。同时观察显示读数是否

连续、有无叠字、不亮等现象。还应检查小数点、正、负极性、单位符号及超量程显示能力
等。

14分辨力的测定

    一般只在最小量程测被检表的最高分辨力 (灵敏度)，可采用具有高分辨力的测量装置

进行测定。使直流电流源输出一电流信号，当被检表显示为某一数值 (可等于零或其他数

值)，同时用测量装置读出该数值的标准值11。然后微调信号源使被检表末位变化1个字，

再读出测量装置的标准示值几。则两次标准示值之差Al =I2一11即为被检表的分辨力。
15温度系数的测定
    对于新生产的DC-DIM，有时应讲行温度系数的fhl}-, }}



    先将被检表预热预调后置于控温箱内，输入0.81m〔满量程)左右的电流，调节控温箱
至上限温度 (如30r)，2h后，用满足要求的标准设备测量被检表的示值和零位变化量。然

后按升降温试验要求，先降至常温，再逐步将温度降至规定的下限温度 (如10̀C )。仍保持
输人电流不变，2h后，再用标准设备记下被检表的示值和零位变化量。

    按以上试验步骤，求出上、下限温度时被检表的显示值与其在标准条件下的显示值之差
(必要时应扣除试验过程中随时间而变化的漂移量)，再分别除以上下限温度与标准温度之温
差，取其中最大值作为被检表的温度系数。
场 电源电压变化的影响测量

    对于首次检定和随后检定，有时需进行电源电压变化的影响侧量。

    电源电压变化引起的误差属于一种影响量误差，它一般是指供电电源 (市电)变化额定
电压的士10%时，而其他影响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被检表读数的变化量不应超过技术标准

所规定的误差指标。

    测量应在最高分辨力量程或基本量程进行。使被检表输人0.81m左右的电流，调节额
定电源电压变化士10%,经过一定时间 (如15min)之后，读出DIM的测量值相对于额定

电源电压时被检表示值的变化量，并取最大偏差值作为测量结果。
    以上仅给出了一般情况下的检定项目和侧试方法。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尚需按照用户

的要求或仪器说明书的规定，增加一些其他测定项目。如输人特性的侧试、抗干扰能力的测
试、响应时间的测试、交流电源频率变化和电源失真的影响，以及绝缘电阻和耐压强度的试

验等，本规程不再另行规定。

                            五 检定结果处理和检定周期

    (一)检定结果的处理

17  DC-DIM的检定应有完整的原始记录，并对原始数据进行正确的计算或必要的数学处理

(如检定标准装置加修正值或温度系数等)。检定记录一般保存一年。
18 给出检定数据的有效位数，一般比被检表的准确度级别多一位。
19 检定记录的数据应先计算后化整，由于化整带来的误差一般不超过被检表允许误差的
115一1/10.

20 衡量被检表是否超过允许误差时，应以化整后的数据为准。
    (二)检定结果的判断

21 根据检定数据，求出示值的绝对误差，找出最大误差点，并以绝对误差公式，即:

                        △=Ix一IN镇士(a%Ix+b%Im)

    判断被检表的检定数据是否合格。

    亦可用读数的相对误差公式来判断，即:

，=李毛土(·%十。%1m 1I Jx
22 要求定级的】C-DIM，检定证书上要给出24h的基本误差和周期送检的年误差。在送

检单位的要求下，也可给出其他时间间隔的检定误差数据。
23 要求定级的DC-DIM，计量部门按本规程的定级标准进行检定，确定准确度级别并在
检定证书上给予注明。
24 不要求定级的DC-DIM，如按部颁技术标准或工厂技术条件送检的表以及国外进口验



收送检的表，计量部门均应进行检定，并按产品相应的技术条件判别检定数据是否合格。

25 除误差数据外，其他技术指标的测定结果也要在检定证书上给出。附录二给出了一种检
定记录的格式。

26 送检的DC-DIM，一般只给出实测数据，不给出修正值。
27 检定合格的仪器发给检定证书，注明有效期限，加盖公章并作为标准计量器具使用。

28 不能按规程进行检定或不要求定级以及检定不合格的仪器，发给侧试结果通知书或不合
格证书，给出检定结果的实际误差或不合格的具体项目，并加盖公章。

    (三)检定周期

29  DC-DIM损坏修复后，应进行随后检定。

30新进口或新接受的DGDIM,应进行首次检定，然后再投人使用。
31 作为计量器具使用的DC-DIM，应进行周期检定。检定周期一般不得超过一年。特殊情
况下，亦可作适当的缩短或延长。

附 录

附录I 直流数字电流衰检定系统

说明:1.按DC-DIM的不同等级，检定方法可采用DC标准仪器法、直接比较法或DC标准电流源法

      2.DGDIM与DGDVM的传递传统是并行的



检定温度

附录2直流数字电流裹检定记录格式

检定湿度

准确度等级

(一)基 本误 差

t 程
实际值

(标准值)

被检表显示值                 绝对误差
!

十 十

t程 I

t程 II

.程m

f程IV

一

(二)稳定误差

(三)线性误差

(四)显示能力

(五)分辨力

(六)温度系数



(七)电源电压变化的影响

(八)其他性能测定_
(九)检定结论_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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