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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计量装置检验规程  

SD109—8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电力部  

关于颁发《电能计量装置检验规程》等  

四 种 规 程 的 通 知  

(83)水电技字第 94号  

  

    我部 1962年颁发的《电气测量仪表检验规程(试行)》，已委托西北电管局电力试验研究

所等单位进行了修订。根据各方面的意见，现将原规程分订成《电能计量装置检验规程》和

《电测量指示仪表检验规程》两本规程，并委托华北电管局电力试验研究所和华东电管局电

力试验研究所等单位编写了《交流仪表检验装置检定方法》和《直流仪表检验装置检定方法》

两本规程。经过两年来的试验、验证和讨论修改，现正式颁发，其名称及编号如下：  

    1.电能计量装置检验规程 SD109—83  

    2.电测量指示仪表检验规程 SD110—83  

    3.交流仪表检验装置检定方法 SD111—83  

    4.直流仪表检验装置检定方法 SD112—83  

    以上规程从 1984年 7月 1日开始执行。在执行中，如遇到问题，可随时函告我部。自

执行之日起，原水利电力部 1962年颁发的《电气测量仪表检验规程(试行)》作废。  

1983年 12月 31日  

  

    本规程适用于电力系统中考核经济技术指标和计收电费的新装及运行中的电能计量装

置(包括安装式感应系有功、无功电能表，最大需量表，以及与它们连用的电流、电压互感

器及二次回路)和携带型精密电能表的检验。  

1 电能计量装置的分类办法和检验周期  

1.1 分类办法  

    考核技术经济指标和计收电费的电能计量装置按其计量的重要性分为四类。其类别和相

应计量装置的准确度等级要求如表 1所示。  

1.2 检验周期  

    运行中的电能计量装置应分别按下列周期轮换和现场检验：  

    a.Ⅰ类电能表：每 3个月至少现场检验 1次，每 2～3年轮换 1次；  

    b.Ⅱ类电能表：每 6个月至少现场检验 1次，每 2～3年轮换 1次；  

    c.Ⅲ类电能表：每年至少现场检验 1次，每 2～3年轮换 1次；  

    d.Ⅳ类电能表：三相电能表每 2～3年轮换 1次，单相电能表每 5年轮换 1次； 

    e.Ⅰ、Ⅱ类电能计量装置的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每 5年至少现场检验 1次；  

    f.用于量值传递的携带型精密电能表。供现场检验用的，每 3～4 个月检验 1 次，经常

使用的每 6个月检验 1次，其它的 1年检验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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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电能计量装置的准确度等级 

类  别 计  量  对  象 有  功 

电能表 

无  功 

电能表 

测量用 

互感器 

第Ⅰ类 

  10000kW及以上发电机发电量； 

  120000kVA及以上变压器供电量； 

  主网线损与 220kV及以上地区分界电量；

  月平均用电量 1百万度及以上计费用户 

0.5 2.0 0.2 

第Ⅱ类 

  10000kW以下发电机发电量； 

  发电厂总厂用电量及供电量； 

  月平均用电量 10万 kWh及以上计费用户 

1.0 2.0 0.5 

第Ⅲ类 

  月平均用电量 10万kWh以下的高压计费用

户； 

  320kVA及以上变压器的计费用户 

1.0 2.0 0.5 

第Ⅳ类 
  320kVA以下变压器低压计费用户； 

  其它非计费的计量 
2.0 3.0 0.5 

注：① 用户计费容量的分类界限，允许各地区根据具体情况作适当地调整；  

    ② 100000kW以下的发电机也允许安装 1.0级有功电能表及 0.5级互感。  

2 电能表的检验项目  

    电能表在投入使用前，必须在试验室内经过下列项目的检验。  

    a.直观检查；  

    b.起动试验；  

    c.潜动试验；  

    d.基本误差的测定；  

    e.绝缘强度试验；  

    f.走字试验(对安装式电能表)；  

    g.需量指示器试验(对最大需量表)。  

    对Ⅰ、Ⅱ、Ⅲ类电能表，还应按规定的周期在现场实际负载下测定误差。  

    新购置的批量电能表和新型式、改型以及大修后的电能表，应按相应的国家标准、专业

标准(部标准)或产品技术条件的要求，抽取一定比例的试品，进行全部或部分必要的电气和

机械性能试验。  

3 电能表的技术要求及检验方法  

3.1 直观检查  

3.1.1 外部检查的内容和要求如下：  

    a.铭牌的标志应完整、清楚。  

    b.计度器不应偏斜，字轮式计度器除末位字轮外，其余字轮数字被遮盖部分不得超过字

高的 1/5。  

    c.转盘上应有明显的供计读转数的有色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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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玻璃窗应完整、牢固、清晰，密封良好。  

    e.外壳及底座完好无凹陷，油漆无剥落现象。  

    f.端钮盒牢固、无损伤，盒盖上或端钮盒上应有接线图或接线标志。  

    g.固定外壳的及端钮盒内的螺丝和铅封穿孔必须完好无缺损，接地部分不得锈蚀或涂

漆。  

3.1.2 内部检查的内容及要求(调前试验和故障检验除外)：  

    a.垫带完整，密封良好。  

    b.固定计度器、轴承及调整装置的螺丝、固定磁钢和驱动元件的螺丝，均应紧固、无缺

损。  

    c.转轴应直，转盘应平整，其平面与电磁铁、永久磁钢的磁极端面应平行，且位置适中。  

    d.蜗轮与蜗杆齿的啮合深度应在齿高的 1/2左右。  

    e.焊接部分质量可靠，无虚焊现象。  

    f.表内应无铁屑或其它杂物。  

3.1.3 携带型精密电能表还应检查下列内容：  

    a.计度器的回零机构操作应灵活，回灵后指针偏离零位的距离不应超过刻度盘最小分格

的 1/5。  

    b.水平仪应完好，调节正常；量限转换开关转动灵活，接触良好；起、停开关操作灵活，

接触良好。  

3.2 绝缘强度试验  

3.2.1 所有安装式电能表必须进行工频电压试验。  

3.2.1.1 在室温和空气相对湿度为 85%以下(对使用条件为 A1和 B1组)或 95%以下(A和 B组)

时，对被试电能表施以频率为 50Hz实际正弦波形的交流电，历时 1min，不应出现击穿和电

弧放电现象，也不应出现机构损伤。  

    工频试验电压值按下述规定选取：  

    a.所有线路对金属外壳间或对绝缘材料外壳的金属外露部分及金属支架间为 1.5kV。  

    b.电流和电压线路间及不同相的电流线路间为 600V。  

3.2.1.2 试验电压应在 5～10s内由零平稳地升至规定值并保持 1min。然后以同样的速度降至

零。  

    试验装置高压侧功率应不小于 500VA。  

3.2.2 必要时，对安装式电能表还应进行冲击电压试验。冲击电压试验应在工频电压试验之

前进行。  

    在 3.2.1.1 规定的环境条件下，对被试电能表的所有线路与金属外壳间或与绝缘材料外

壳的金属外露部分及金属支架之间，电流与电压线路之间，以及不同相的电流线路之间施以

波形为 1.2/50μs、峰值为 6kV的冲击电压，在相同极性下试验 10次，不应出现电弧放电和

击穿现象，也不应出现机械损伤。  

3.2.3 对携带型精密电能表，仅用 500V 兆欧表测定其所有线路与金属外壳或与绝缘材料的

金属外露部分之间和不同电气回路之间(辅助线路除外)的绝缘电阻。在室温和周围空气相湿

度不大于 85%的条件下，其绝缘电阻值不应低于 2.5M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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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起动试验  

3.3.1 电能表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功率因数(或无功功率因数)为 1 的条件下，当负载电

流不超过表 2规定的值时，转盘应不停地转动。  

表 2  

电能表准确度等级 0.2 0.5 1.0 2.0 3.0 

起动电流 

(标定电流的百分数) 
0.3 0.3 0.5 0.5 1.0 

3.3.2 试验时，计度器同时进位的字轮不应多于 2个；其它试验条件应符合 3.5.1.1项的规定。  

3.4 潜动试验  

3.4.1 当安装式电能表的电流线路中无电流，而加于电压线路的电压为额定值的 80%～110%

时，电能表转盘的转动不得超过 1整转。  

    对于携带型精密电能表，当电压线路不加电压，电流线路通以标定电流，在计数器停止

计数时，其示值在 1min内应无明显的变化。  

3.4.2 试验时，对新购的电能表先后加 80%和 110%的额定电压；运行中的电能表仅加 110%

的额定电压。  

    对于经互感器接入的电能表，必要时，可在 cosϕ=1或 sinϕ=1的条件下，给电流线路通

以 1/5的起动电流，检查电能表是否潜动。  

3.4.3 试验时，其它条件应符合 3.5.1款的有关规定。  

3.5 基本误差的测定  

3.5.1 确定电能表基本误差时，应遵守下列条件。  

3.5.1.1 对电能表基本误差有影响的量的偏差，不应超过表 3 的规定。外界磁场的允许量应

满足表 4的要求。  

表 3  

0.2 0.5 1.0 2.0 3.0 电能表的准确度等级 

影  响  量 偏  差  的  允  许  值 

  环境温度对标准值的偏差℃ ±2 ±2 ±3 ±3 ±3 

  电压对额定值的偏差% ±0.2 ±0.5 ±1.0 ±1.0 ±1.0 

  频率对额定值的偏差% ±0.2 ±0.5 ±0.5 ±0.5 ±0.5 

  波形畸变系数% 2 2 5 5 5 

  电能表对垂直位置的倾斜角*度 0.5 0.5 1 1 1 

* 有水准仪的电能表，应调至水平。  

表 4  

电能表准确度等级 0.2 0.5 1.0 2.0 3.0 

外界磁场引起电能表相对误差的改变% 
外磁场允许量 0.05 0.1 0.2 0.3 0.3 

    注：标准温度规定为 20℃，当不能满足规定的温度条件时，在 10～30℃范围内，允许

使用已知的电能表温度系数对测定的结果进行修正。 

3.5.1.2 测定三相电能表基本误差时，其相序一般应符合接线图的规定①(对于低压三相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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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表和 90°型三相无功电能表，如果经过试验证实元件间干扰均可忽略，则允许采用不

同于接线图所规定的相序或接线方式测定基本误差。)。且三相电压和电流应基本对称，其

不对称程度不应超过表 5的规定。  

3.5.1.3 电能表应在其电压线路加额定电压不少于 60min，电流线路通以标定电流不少于

15min后测定基本误差。  

    根据实验数据，对某些电能表，通电预热的时间也可以延长或缩短，但缩短后的时间不

得少于 15min。  

表 5  

被试电能表准确度等级 0.5 
有功 1.0 

无功 2.0 

有功 2.0 

无功 3.0 

相或线电压与其平均值之差% 

(相对于平均值) 
±0.5 ±0.5 ±1.0 

各相电流与其平均值之差% 

(相对于平均值) 
±1.0 ±2.0 ±2.0 

各个相电流与对应相电压的相位差之间的差值

度 
2 2 2 

3.5.1.4 对字轮式计度器，应只有转动最快的字轮在转动。  

3.5.1.5 电能表必须在盖好外壳，所有的封装螺丝紧固后，测定基本误差。  

3.5.2 电能表的基本误差以相对误差表示，在 3.5.1规定的条件下，其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3.5.2.1 单相和平衡负载时的三相有功电能表(安装式)的基本误差不应超过表 6的规定。  

表 6  

电能表准确度等级 

0.5 1.0 2.0 
负载电流 

(标定电流的百分数) 

功率因数 

cosϕ 
基  本  误  差  % 

5 1 ±1.00 ±1.5 ±2.5 

10～Imax 1 ±0.50 ±1.0 ±2.0 

10 0.5(感性) ±1.00 ±1.5 ±2.5 

0.5(感性) ±0.50 ±1.0 ±2.0 20～Imax 0.8(容性) ±0.50 ±1.0 — 

  

    注：Imax—额定最大电流。  

3.5.2.2 平衡负载时的三相无功电能表的基本误差不应超过表 7的规定。  

表 7  

电能表准确度等级 

2.0 3.0 
负  载  电  流 

(标定电流的百分数) 

无功功率因数 

sinϕ  
基  本  误  差  % 

5 1 ±3.0 ±4.0 

10～Imax 1 ±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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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Imax 0.5 ±2.0 ±3.0 

  

3.5.2.3 负载不平衡(在三相电压对称的条件下，任一电流线路中有电流而其余电流线路中无

电流)时，三相有功电能表和三相无功电能表的基本误差不应超过表 8的规定。  

表 8  

电能表的准确度等级 

0.2 0.5 1.0 2.0 3.0 
负载电流 

(标定电流的百分数)

功  率  因  数 

(或无功功率因数) 

cosϕ (或 sinϕ) 基  本  误  差  % 

20～100 cosϕ=1 ±0.50 ±1.0 ±2.0 ±3.0 — 

100 cosϕ=0.5(感性) ±0.50 ±1.0 ±2.0 ±3.0 — 

20～100 sinϕ=1(感性或容性) — — — ±3.0 ±4.0 

100 sinϕ=0.5(感性或容性) — — — ±3.0 ±4.0 

3.5.2.4 携带型精密电能表的基本误差不应超过表 9的规定。  

    在使用两只或三只单相电能表组合测量三相电能的情况下，应当将它们按实际使用的三

相接线方式检验；亦可通过计算的办法求出其组合误差，计算的方法按 3.5.8.2 项和 3.5.8.3

项的规定。  

    对于供在现场检验使用的标准电能表，其经常使用负载范围内的基本误差不应超过表 9

所规定值的 60%。  

表 9  

电能表的准确度等级 

0.2 0.5 

负载电流 

(标定电流的百分数) 

功 率 因 数 

cosϕ 
基本误差% 

10 1 ±0.30 ±0.75 

20～120 1 ±0.20 ±0.5 

20 0.5(感性) ±0.30 ±0.75 

50～120 0.5(感性)0.8(容性) ±0.20 ±0.50 

    注：① 0.2级电能表的负载电流范围供参考。  

        ② cosϕ=0.8容性负载，只限于额定电压为 100V的单相有功电能表。  

3.5.3 基本误差的测定一般应在下列负载下进行。必要时可适当地增加或减少负载点，但必

须保证所检验的电能表符合 3.5.1款的规定。  

3.5.3.1 安装式电能表按表 10所规定的负载测定基本误差。  

表 10  

负载电流(标定电流的百分数) 

电能表的种类 
cosϕ=1 

或 sinϕ=1 

(感性或容性) 

cosϕ=0.5(感性) 

cosϕ=0.8(容性) 

或 sinϕ=0.5(感性或容性) 

  单相有功电能表 10，50，100 20，100 

  宽负载电能表(Imax≥2Ib) 5，10，100，Imax 10，100，I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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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接入式三相有功电

能表 
5，10，100，150 20，100 

  经互感器接入式有功电

能表 
5，10，50，100 20，100 

  直接接入式三相无功电

能表 
10，100，150 20，100 

  经互感器接入三相无功

电能表 
10，50，100 20，100 

注：Ib—标定电流。  

3.5.3.2 携带型精密有功电能表按表 11规定的负载测定基本误差。  

3.5.3.3 三相有功和无功电能表在三相电压对称的条件下，逐相通以表12所规定的负载电流，

进行不平衡负载下基本误差的测定。  

表 11  

负载电流(标定电流的百分数) 

cosϕ=0.5 cosϕ=0.8 量    限 
cosϕ=1 

感    性 容    性 

基本量限 10，20，50(75)，100 20，50(75)，100 50，100 

其余量限 20，50，100 50，100 — 

    注：表 11中括弧所列负载电流，系对供现场检验用的携带型精密电能表的要求。  

表 12  

负载电流(标定电流的百分数) 

cosϕ=1或 sinϕ=1(感性或容性) cosϕ=0.5或 sinϕ=0.5(感性或容性) 

10，100 100 

3.5.3.4 测定基本误差时，负载电流应按逐次减小的顺序，且应在每一负载电流下待转速稳

定后进行。  

3.5.4 基本误差的测定可以采用瓦秒法或标准电能表法。使用的检验装置及标准仪表应符合

下列要求。  

3.5.4.1 电能表检验装置的综合误差不应超过表 13的规定。装置的其它技术条件应符合水利

电力部《交流电表检验装置检定方法(SD 111—83)》的规定。  

3.5.4.2 标准仪表和监视仪表的相对误差，以及在试验时负载功率的相对变化，对用瓦秒法

和标准电能表法应分别不超过表 14和表 15的规定。  

3.5.4.3 标准仪表的相对误差，在检验有效期内的相对变化不应超过其规定值的 1/2。  

表 13  

被试电能表准确度等级 0.2 0.5 1.0 2.0 3.0 

检验装置综合误差% 0.06 0.15 0.30 0.6 0.90 

  

表 14  

被试电能表 标准仪表的相对误差% 监视用电压表 负载功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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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度等级 功率表 标准互感器*
 计时器 的相对误差% 相对变化% 

0.2 0.04 0.01 0.002 0.20 0.02 

0.5 0.10 0.02 0.01 0.50 0.05 

1.0 0.20 0.05 0.02 0.50 0.10 

2.0 0.30 0.10 0.10 1.0 0.20 

3.0 0.30 0.20 0.20 1.0 0.20 

    * 标准互感器的相对误差是指测量功率时标准互感器的合成误差。  

表 15  

标准仪表的相对误差% 监视仪表的相对误差% 被试电能表 

准确度等级 标准电能表 标准互感器 功率表 电压表 

负载功率的 

相对变化% 

0.2 0.04 0.01 0.50 0.20 0.20 

0.5 0.10 0.02 0.50 0.50 0.50 

1.0 0.20 0.05 0.50 0.50 0.50 

2.0 0.40 0.10 0.50 1.0 0.50 

3.0 0.50 0.20 0.50 1.0 0.50 

  

3.5.5 用“瓦秒法”测定电能表误差，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式。  

3.5.5.1 当采用在固定转盘转数的情况下以测量时间的方式确定电能表相对误差时，相对误

差值按公式(1)计算  

　
γ =

−
×

T t
t

100 0
0
                            　(1)  

式中   γ——电能表相对误差的百分值，%；  

        t——实测时间，s。即电能表在恒定功率 P 下其转盘转 Nr 时，标准计时器实测的

时间；  

       T——算定时间(或称理论时间)，s。即电能表在恒定功率 P下，按照铭牌常数计算，

转盘转 Nr所需的时间。  

    算定时间 T按公式(2)计算  

T N
CP

=
×3600 1000

                           (2)  

式中   N——选定的转数，rad；  

       C——电能表的常数，r/kW(kvar)h；  

       P——恒定功率，W。  

    测定误差时，转数 N的选择应保证算定时间 T对于 1.0级及以上准确度等级的电能表不

少于 100s，2.0级和 3.0级不少于 50s。当采用自动计时时，允许缩短算定时间，但必须保证

转数 N不少于 1r。  

3.5.5.2 当采用固定测量时间而计读转盘转数(仅适用于转盘转数分度值可以读取的电能表)

的方式测定电能表相对误差时，电能表的相对误差γ按公式(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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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
−

×
n n

n
0

0

0
0100,
                              (3)  

式中    n——实测转数，r，即在固定的测量时间 t，电能表转盘在恒定功率 P下的实际转

数；  

        n0——算定转数，r，即电能表在上述条件下，按照常数计算，应转的转数。  

    算定转数 n0 按公式(4)计算  

　　 
n CPt

0 3600 1000
=

×                            (4)  

    公式(4)中测量时间 t不应少于 60s。同时还应使电能表转数满足读数精度的要求，即转

盘的最小分度与转数相比不应超过被检电能表基本误差规定值的 1/5。  

3.5.6 用标准电能表法测定电能表相对误差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3.5.6.1 被检电能表的相对误差按公式(5)计算  

　　
γ =

−
×

n n
n

0 0
0100,
                              (5)  

式中   n——标准电能表的实测转数，r；  

       n0——算定转数，r，即按照铭牌常数计算被检电能表转数为 N转时，标准电能表应

转的转数。  

    算定转数 n0按公式(6)计算  

　　 
n C

C
NK

x
0

0=
                                  (6)  

式中   C0、Cx——分别为标准电能表和被检电能表的铭牌常数, r/kWh(kvarh)；  

            K——系数。  

    系数 K按公式(7)计算  

　　 

K
K K K K KI U L Y J

=
1

                                  (7)  

式中   KI、KU——分别为与标准电能表连用的标准电流和电压互感器的额定变比；  

       KL、KY——被检电能表铭牌标注的电流和电压互感器的额定变比；  

           KJ——接线系数，按 3.5.8规定。  

3.5.6.2 测定误差时，在每一负载下，应适当地选择被检电能表的转数 N，使得标准电能表

的算定转数(读数盘最小分格为 0.01r)或算定脉冲数*当用电子计数器计读标准电能表转盘转

数时，转盘转数用与其成正比的脉冲个数表示。不少于表 16的规定。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

得少于 1r。  

表 16  

被检电能表准确度等级 0.2 0.5 1.0 2.0 3.0 

标准电能表算定转数 — 10 5 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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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电能表算定脉冲数 10000 5000 2000 1000 800 

3.5.7 电能表在每一负载下测定基本误差，都至少应读取两次数据。然后取其算术平均值作

为该负载下测定的实际值，但对有明显错误的读数应该舍去。  

    如果算得的误差接近于基本误差极限值(在极限值的 80%～120%之间)时，应再至少进

行两次测量，取这两次与原测得之数据的算术平均值计算相对误差。  

 

图 1 检验单相有功电能表的接线  

3.5.8 测定电能表相对误差可按下列的方式接线。  

3.5.8.1 检验单相有功电能表的接线如图 1所示。图中 W0是单相标准电能表或功率表。  

3.5.8.2 检验三相三线有功电能表的接线如图 1 所示。图中 W01和 W02是单相标准电能表或

功率表。  

    当使用两只单相标准电能表(或功率表)时，标准读数应为两只单相标准表读数的代数

和。接线系数 KJ=1。标准表的组合误差按公式(8)计算  

( ) ( )γ γ
ϕ

ϕ
γ

ϕ
ϕ

=
+

+
−

1 2
0

0

30

3
30
3

cos

cos
cos

cos
,

o o

                    (8) 

式中        γ——两只单相标准电能表(或功率表)的组合误差，%； 

      γ1、γ2——分别为接入 A 相电流线路和 C 相电流线路的标准电能表 (或功率表)在

相应负载下的相对误差，%；  

             ϕ——负载功率因数角，(°)。  

 
图 2 检验三相三线有功电能表的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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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检验三相四线有功电能表的接线 

3.5.8.3 检验三相四线有功电能表的接线如图 3所示。 

    当使用三只单相标准电能表(或功率表)时，标准的读数应为三只单相标准表读数的代数

和。接线系数 KJ =1。标准表的组合误差为三只单相标准表相对误差的算术平均值。  

3.5.8.4 检验带附加电流线圈和 90°型的三相四线三元件无功电能表的接线分别如图 4、图 5

所示。  

 

图 4 检验带附加电流线圈三相四线无功电能表的接线  

 
图 5 检验 90°型三相四线三元件无功电能表的接线  

    图 4和图 5中标准表为一只三相四线标准有功电能表(或功率表)或三只单相标准有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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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表(或功率表)。当使用三只单相标准表时，标准的读数应为三只单相标准表读数之代数和。  

    接线系数 3/3=JK 。  

3.5.8.5 具有 60°内相角的三相三线无功电能表可以采用下列三种接线之一进行检验：  

    a.采用 Y/△-11 电压互感器和两只单相或一只三相二元件标准有功电能表(或功率表)检

验 60°内相角三相三线无功电能表的接线如图 6所示。  

    Y/△-11电压互感器应和标准表一起检验。  

 
图 6  检验 60°内相角三相三线无功电能表接线之一  

    当图 6中标准表为两只单相标准有功电能表(或功率表)时，标准读数应为两只单相标准

表读数的代数和。接线系数 KJ=1。  

    b.用两只单相标准功率表并把电压线路接成人工中性点的方式检验具有 60°内相角的

三相三线无功电能表的接线如图 7所示。  

    图 7中标准读数应为两只单相标准功率表读数的代数和。接线系数 3=JK 。  

    图 7中附加电阻 Rb与两只单相标准功率表的内阻 R1、R2三者之间电阻值相互之差不应

大于 0.2%。  

    c.用 90°移相变压器检验具有 60°内相角的三相三线无功电能表的接线如图 8 所示。

标准读数应为两只单相标准表读数的代数和。接线系数 KJ =1。  

    90°移相变压器应和标准电能表(或功率表)一起检验。  

 
    图 7 检验 60°内相角三线三相无功电能表接线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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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 检验 60°内相角三相三线无功电能表接线之三  

3.6 需量指示器的试验  

3.6.1 最大需量表的验收试验应按相应的专业标准或技术条件进行。运行中的最大需量表按

下列规定检验。  

3.6.1.1 最大需量表的有功电能测量部分应符合相应准确度等级的有功电能表的要求。  

3.6.1.2 最大需量指示部分(功率测量部分)的检验方法及要求如下：  

    a.将标准电能表(或标准功率表)和最大需量表按检验有功电能表的接线方式接入电路，

通电预热时间不少于 15min；  

    b.将需量指示针(留针)置于算定值的 80%左右，推动针复零，脱扣机构处于刚脱扣状态；  

    c.在额定电压、cosϕ=1的条件下，分别给电流线路通以 50%和 100%的标定电流，经过

一个需量时限 T，在推动针返回零位时，记下标准电能表的转数 N(或标准功率表的指示值)

和需量指示值 Px，然后按公式(9)计算相对引用误差：  

　 
γ P

x

M

P P
P

=
−

×0 100
                                (9)  

式中    γP——需量指示器的相对引用误差，%；  

        PM——需量指示器的测量上限，kW；  

        P0——通过最大需量表的实际功率，kW。  

    实际功率 P0按公式(10)计算  

　　
P N

C T0
0

60
=

                             (10)  

式中   C0 ——标准电能表常数，r/kWh；  

       N ——标准电能表转数，r；  

       T——需量指示器的时限，min。  

    当采用标准功率表作标准表时，其指示值即为实际功率 P0，在试验过程中应保持功率

恒定。  

    d.需量指示器的相对引用误差γP不应大于±2%。  

3.6.1.3 时限机构的误差试验应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用秒表测定从推动针回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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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脱扣机构再次脱扣，推动针又一次返零为止所需的时间，其误差不应超过一个需量时限的

±1%。  

3.6.1.4 对于用同步电机的时限机构，尚需试验同步电机的起动电压，其最小起动电压应不

高于额定电压的 60%。  

3.7 走字试验  

3.7.1 所有经过以上试验后的安装式电能表还必须较长时间地通电，进行走字试验，检查或

校核以下项目：  

    a.基本误差测定中的差错；  

    b.计度器传动与进位是否正常；  

    c.电能表常数和倍率是否正确。  

3.7.2 走字试验的方法和要求如下：  

    选用性能稳定的电能表作为标准表，与一批被检表相比较。  

    在通电前，被检电能表的计度器除最末一位字轮外，其余字轮的示数均应为 9。在电压

线路加以额定电压，电流线路通以 10%的标定电流，cosϕ≈1 的条件下，被检电能表计度

器示数的改变不应少于 5个字。为缩短试验时间，允许在计度器所有字轮进位之后，将通入

电流线路的电流增大到标定电流或额定最大电流继续进行试验。  

3.7.3 对于经走字试验后计度器示数误差过大的电能表，除了已知的明显故障外，均应校核

电能表的常数。  

    电能表的常数可以在通电的情况下校核，校核方法是：记取计度器末位字轮数字改变量、

计读电能表转盘的转数，并据此计算出电能表常数；也可以用其它方法，例如数齿轮齿数比

的方法等。  

    计度器末位字轮改变一个数字时，转盘的转数按公式(11)计算  

　 
N bC

a1 10
=

                                 (11)  

式中   N1——计度器末位字轮改变一个数字时转盘转数，r；  

       b ——铭牌倍率，未标注者为 1；  

       a——计度器小数位数，无小数时为 0；  

       C——电能表铭牌常数，r/kW(kvar)h。  

3.8 检验结果的处理  

3.8.1 电能表的相对误差值，应按表 17所规定的间距化整。在需要引入检验装置系统误差进

行修正时，应先修正后化整。  

表 17  

电能表准确度等级 0.2 0.5 1.0 2.0 3.0 

化整间距 0.02 0.05 0.1 0.2 0.2 

    判断电能表的基本误差是否超过规定值时，应以化整后的数据为准。  

3.8.2 检验合格的电能表，均需加检验单位的封印，并将检验结果和有效期等有关项目填入

检验证(单)。  

3.8.3 在对计量结果有异议的电能表进行检验时，若检验装置的综合误差大于被检电能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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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误差规定值的 1/5时，可以用高准确度等级的检验装置进行复验；也允许用检验装置已定

的误差修正检验结果。  

3.8.4 对计量结果有异议的电能表的检验，均需填写详细的检验报告。在未按有关规定处理

之前，均不许拆启原封印。  

4 电能表的现场检验  

4.1 检验项目  

4.1.1 运行中的电能表按本规程第 1.2条规定的周期在安装现场检验时，应检验以下内容：  

    a.在实际运行中测定电能表的误差；  

    b.检查电能表和互感器的二次回路接线是否正确；  

    c.检查计量差错和不合理的计量方式。  

4.1.2 现场检验工作至少由两人担任，并应严格遵守水利电力部颁发的《电业安全工作规程》

的有关规定。  

4.2 误差测定  

4.2.1 在现场实际运行中测定电能表的误差宜用标准电能表法。标准电能表的使用应遵守下

列规定：  

    a.标准电能表必须具备运输和保管中的防尘、防潮和防震措施，且附有温度计。  

    b.标准电能表必须按固定相序使用，并且有明显的相别标志。  

    c.标准电能表接入电路的通电预热时间，除在标准电能表的使用说明中另有明确规定者

外，均应遵守 3.5.1.3项的规定。  

    d.标准电能表和试验端子之间的连接导线应有良好的绝缘，中间不允许有接头，亦应有

明显的极性和相别标志。  

    e.电压回路的连接导线以及操作开关的接触电阻、引线电阻之总和不应大于 0.2Ω，必

要时也可以与标准电能表连接在一起校准。  

4.2.2 现场检验条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a.电压对额定值的偏差不应超过±10%；  

    b.频率对额定值的偏差不应超过±5%；  

    c.环境温度应在 0～35℃之间；  

    d.通入标准电能表的电流应不低于其标定电流的 20%；  

    e.现场负载功率应为实际的经常负载。当负载电流低于被检电能表标定电流的 10%或功

率因数低于 0.5时，不宜进行误差测定；  

    f.其它检验条件应符合 3.5.1款的有关规定。  

4.2.3 现场测定误差时，标准电能表应按 3.5.8款规定的接线方式接入专用的试验端子。  

4.2.4 在 4.2.2款规定的条件下，运行中的电能表在实际负载下的相对误差应符合表 18的要

求。  

4.2.5 当现场测定电能表的相对误差超过规定值时，一般应更换电能表。如超差的范围不大

于规定值的 1.5倍，或虽未超差但已接近极限值时，只允许通过适当的调整永久磁钢或更换

下轴承以改变误差。调整永久磁钢必须在实际负载电流不低于电能表标定电流 1/3的条件下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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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电能计量装置类别 Ⅰ Ⅱ Ⅲ 

有功电能表的准确度等级 0.5 1.0 1.0 

无功电能表的准确度等级 2.0 2.0 3.0 

    注：对尚未更换 0.5级有功电能表的Ⅰ类电能计量装置，暂时可按 1.0级有功电能表的

规定要求。  

4.3 接线检查  

4.3.1 运行中的电能表和测量用互感器二次接线正确性的检查，可以采用作相量图(六角图)

的方法，也可以采用其它方法，如相位表法，力矩法等。检查应在电能表接线端处进行。  

4.3.2 根据作出的相量图和实际负载电流及功率因数相比较，分析确定电能表的接线是否正

确。如有错误，应根据分析的结果在测量表计上更正后重新作相量图。如仍然不能确定其错

误接线的实际状况，则应停电检查。  

4.4 计量差错与不合理计量方式的检查  

4.4.1 在现场检验电能表时，应检查下列计量差错：  

    a.电能表倍率差错。电能表的计费倍率 KG应按公式(12)计算。  

　　

K
K K
K K

KG
L y

L y
n=

′ ′                             (12)  

式中    KL、Ky——与电能表联用的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的变比；  

     ′KL、
′Ky——电能表铭牌上标示的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的变比；  

            Kn——电能表铭牌标示的倍率，未标示者为 1。  

    b.电压互感器熔断器熔断或二次回路接触不良。  

    c.电流互感器二次接触不良或开路。  

4.4.2 在现场检验电能表时，还应检查下列不合理的计量方式：  

    a.电流互感器的变比过大，致使电能表经常在 1/3标定电流以下运行的；电能表与其它

二次设备共用一组电流互感器的。  

    b.电压与电流互感器分别接在电力变压器不同电压侧的；不同的母线共用一组电压互感

器的。  

    c.无功电能表与双向计量的有功电能表无止逆器的。  

    d.电压互感器的额定电压与线路额定电压不相符的。  

4.4.3 在新装和改装的电能计量装置投运前，均应在停电的情况下，在安装现场对计量装置

进行下列项目的检查和试验：  

    a.检查计量方式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b.检查一次与二次接线的正确性；  

    c.核对倍率；  

    d.核对电能表的检验证(单)；  

    e.在现场实际接线状态下检查互感器的极性(或接线组别)，并测定互感器的实际二次负

载以及该负载下互感器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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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测量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的电压降。  

5 测量用互感器的检验  

5.1 检验项目及检验设备  

5.1.1 所有新装或经检修、改制的互感器均须经过检验方允许使用。  

    运行中的互感器应按规定的周期检验。  

5.1.2 检验项目：  

    a.直观检查；  

    b.绝缘试验；  

    c.极性试验(对三相电压互感器为接线组别)；  

    d.退磁(仅对电流互感器进行)；  

    e.误差测定(包括在现场实际二次负载下对互感器误差及实际二次负载的测定)；  

    f.其它试验。例如伏安特性、空载电流、温升、动稳定、热稳定、损失角等项试验，仅

在验收或必要时进行。试验的标准和要求应按有关的标准和规程的规定进行。 

5.1.3 测定互感器误差的主要设备如下： 

    a.标准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  

    b.互感器校验仪(或校验线路)；  

    c.电流、电压负载箱；  

    d.电源设备(包括升流器、升压器和调节装置)。  

      5.1.4 标准互感器的准确度等级至少应比被检互感器高两个等级。且其误差在检验有

效期内的相对变化不应超过其允许值的 1/3。  

5.1.5 互感器校验仪引起的测量误差不应大于被检互感器允许误差的 1/10。  

5.1.6 电流负载箱。额定频率为 50Hz，电流在额定值的 10%～120%范围内，环境温度为 20

±5℃时，电流负载箱的允许误差不应超过表 19 的规定。当环境温度每改变 10℃时，负载

箱误差的相对变化不应超过±2%。  

5.1.7 电压负载箱。额定频率为 50Hz，在额定电压的 20%～120%范围内，环境温度为 20±

5℃时，其有功部分和无功部分的允许误差均不应超过±3%。环境温度每改变 10℃，其误

差的相对变化不应超过±2%。  

5.2 一般项目的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5.2.1 直观检查  

表 19  

允    许    误    差  % 
额定电流，A 

有功部分 无功部分 

1 R
10002.03 ×+±

 X
10002.03 ×+±

 

5 R
100003.03 ×+±

 X
100003.03 ×+±

 

注：表 19中 R、X分别表示负载箱阻抗额定值的有功和无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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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有无损伤，绝缘套管是否清洁。对油浸式，尚应观察油标指示位置是否合乎规定。  

    b.铭牌及必要的标志是否完整(包括参数、极性符号等)。  

5.2.2 极性试验  

5.2.2.1 利用与已知极性的标准互感器相比较的办法确定互感器的极性。  

5.2.2.2 直流法。可用干电池和万用表(直流毫伏档)，按图 9的方式接线。若极性正确，在合

开关的瞬间，万用表的指针应从零向正方向偏转，断开关的瞬间万用表的指针应向相反的方

向偏转。  

    用直流法检查互感器极性时，直流电源应接在电压互感器的高电压侧或电流互感器的小

电流侧。  

 

图 9 用直流法检查互感器极性的接线  

5.2.2.3除直流法外，也可以采用其它可靠的方法检查互感器的极性。  

5.2.3三相电压互感器的接线组别试验  

 

图 10 直流法试验三相电压互感器接线组别的接线  

    三相电压互感器的正确接线组别应为 Y/Y-12组，它可用下述的方法判定：  

5.2.3.1 按图 10接线，在三相电压互感器的一次(高压侧)AB间接 1.5～3V的干电池，当合开

关 K的瞬间，在二次(低压侧)从电压表上分别观察 ab、bc、ac间电压的极性(电压表正指示

为“+”，反指示为“-”)。然后再依次加电压于 BC、AC间，重复上述观察，当电压表指示

的极性有如表 20所示时，则被试三相电压互感器的接线组别即为 Y/Y-12组。  

5.2.3.2 三相电压互感器接线组别试验也可以采用其它可靠的方法，如双电压表法、瓦特表

法等。  

5.2.4 退磁  

    电流互感器在进行误差试验之前须退磁，以消除或减小铁芯的剩磁感应。退磁宜采用下

述方法进行：  

    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接一个相当于其额定负载 10～20倍的可变电阻，在一次通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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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交流电流，将电流从零平滑地升至额定值的 120%，再将电流均匀缓慢地降至零，然后再

依次减小可变电阻至其值的 1/2、1/5、1/10，重复上述过程。对于多次级的互感器，其余铁

芯的二次线圈此时均应短路。  

表 20  

一次 
二次 

AB BC AC 

ab + - + 

bc - + + 

ac + + + 

5.2.5 绝缘试验  

    互感器应有足够的绝缘强度，其要求和试验方法应按水利电力部颁发的《电设备交接与

预防性试验标准》的要求进行。  

5.3 误差测定  

5.3.1 一般规定  

    互感器的误差测定，应采用互感器校验仪(或校验线路)进行。  

    试验时，应按校验仪使用说明所规定的线路接线。  

    互感器及升压、升流设备离开校验仪(或校验线路)的距离应保证必要的安全和校验准确

度的要求。但最少不应小于 3m。  

5.3.2 电流互感器的误差测定  

5.3.2.1 测定电流互感器误差时，其二次负载应符合下列规定：  

    a.电流互感器应分别在其额定二次负载的 100%、25%及 cosϕ=0.8 的条件下测定误差。

但对二次额定电流为 5A的电流互感器，其负载的下限不应小于 2.5VA。  

    b.连接导线和校验仪(或校验线路)在标准电流互感器二次所构成的负载，应符合标准电

流互感器检验证书上标明的负载。  

    c.当使用负载箱时，被试电流互感器应用专用的定值二次导线，导线的总电阻值应符合

负载箱所注明的数值。  

    d.当检验验具有两个及以上二次线圈(分别绕在不同铁芯上)的电流互感器时，不受检验

的二次线圈应短路或接入实际负载。  

5.3.2.2 电流互感器的允许误差如表 21所示。  

    对于需要计算合成误差的电流互感器，应根据实际需要增加必要的误差测定点。  

5.3.2.3 在测定 0.2级电流互感器的误差时，每点应测两次，先电流升，后电流降，取两次测

量的算术平均值。两次误差测量值的差(即变差)不应超过表 22的规定。  

表 21  

允  许  误  差 
电流互感器 

准确度等级 

额定一次 

电流百分数 

% 
比值差% 相位差分 

0.2 
5 

10 

±0.75 

±0.50 

±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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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00～120 

±0.35 

±0.20 

±15 

±10 

0.5 

5 

10 

20 

100～120 

±1.50 

±1.00 

±0.75 

±0.50 

±90 

±60 

±45 

±30 

1.0 

5 

10 

20 

100～120 

±3.0 

±2.0 

±1.5 

±1.0 

±180 

±120 

±90 

±60 

3.0 
50 

100～120 

±3.0 

±3.0 

— 

— 

    注：被检互感器的实际误差曲线，不应超过表 21允许误差值所形成的折线范围。  

表 22  

允  许  变  差 一次额定电流的百分数 

% 比值差% 相位差分 

10 

20～120 

0.1 

0.05 

2.0 

1.0 

5.3.2.4 在安装现场检验电流互感器时，除了在规定的二次负载下测定误差外，还须在实际

二次负载下测量误差，并对互感器的实际二次负载值进行测量。  

5.3.3 电压互感器的误差测定  

    电压互感器的误差测定应遵守下列规定。  

5.3.3.1 标准电压互感器二次与校验仪之间的连接导线应有足够的截面积，以保证其电阻压

降引起的误差不超过电压互感器允许误差的 1/10。  

    二次导线压降引起的误差按下式计算  

f W
U

r= ×2

2
2 2 2

0
0100cos ,ϕ
                         (13)  

δ ϕ= ×
W
U

r2

2
2 2 2

0
0100sin ,
                         (14)  

式中    f——二次导线压降引起的相对幅值差，%；  

       δ——二次导线压降引起的相位差，(′)；  

      W2——电压互感器二次负载值，VA；  

      U2——电压互感器二次额定电压，V；  

       r2——电压互感器二次连接导线的电阻值，Ω；  

     ϕ2——电压互感器二次负载的功率因数角，(°)。  

5.3.3.2 测定电压互感器误差时的一次额定电压和二次负载值如表 23所示。  

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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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互感器的准确度等级 
二次负载 

(cosϕ2=0.8) 

一次额定电压百分数 

% 

额  定  值 80，100，110 
0.2，0.5，1.0 

1/4  额  定  值 100 

额  定  值 100 3.0 1/4  额  定  值 100 

5.3.3.3 电压互感器的允许误差如表 24所示。  

5.4 三相电压互感器的误差测定  

5.4.1 三相电压互感器应在其一次加以对称且相序相符的三相电压，二次侧接以三相平衡负

载(负载按△形连接，每相为额定值的 1/3)的条件下，分别测量 UAB /uab、UBC /ubc、UCA /uca

三对线电压的比值差和相位差。其接线如图 11所示。  

表 24  

允  许  误  差 一次额定电压百分数 

% 

电压互感器 

准确度等级 比值差% 相位差分 

80～110 0.2 ±0.20 ±10 

80～110 0.5 ±0.50 ±20 

80～110 1.0 ±1.0 ±40 

80～110 3.0 ±3.0 — 

 
图 11  三相电压互感器误差试验接线  

5.4.2 对于新装和运行中的三相电压互感器以及由三只单相电压互感器按 Y/Y形连接，或两

只单相电压互感器按 V/V形连接所组成的三相电压互感器组，均须在现场实际二次负载下

按三相接线测量其误差，并遵守 5.3.3.1项的规定。  

5.4.3 在不具备三相试验条件时，对于三相电压互感器组，也允许使用单相电源测定每只单

相电压互感器的误差，然后经过计算，间接求出在现场实际负载下的三相电压互感器的误差。

测量和计算的办法如下。  

5.4.3.1 依次对三相电压互感器组的一次侧各线间施以规定的电压，分别在以下两种情况下

测出相应的二次线电压的误差：  

    a.被测量的线间二次接以额定负载(或任意已知负载)，且其功率因数(cosϕb)为 1；  

    b.被测量的线间二次空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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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2 根据额定二次负载(或任意已知负载)和二次空载两次测得的误差即可按公式(15)和

(16)计算现场实际二次负载下三相电压互感器的线电压误差  

( ) ( )[ ]f f W
W

f f
n

n n= − − + − ×0
2

2
0 2 0 2

0
00 0291cos . sin ,ϕ δ δ ϕ
         (15)  

( ) ( ) )[ ]δ δ δ δ ϕ ϕ= − − − − × ′0
2

2
0 2 0 234 38W

W
f f

n
n ncos . sin ,( )

          (16)  

式中  f0、fn——分别为空载和额定二次负载(或任意已知负载)时测得的电压互感器比值差，

%；  

    δ0、δn——分别为空载和额定二次负载(或任意已知负载)时测得的电压互感器相位差，

(′)；  

         W2n——额定二次负载(或任意已知负载)，VA；  

         W2——实际二次负载，VA；  

         ϕ2——实际二次负载的功率因数角，(°)。  

5.4.3.3 对于 Y/Y0型连接的三相电压互感器组也允许参照与 5.4.3.1项相应的方法依次测量并

计算相电压误差(计算时每相的实际二次负载值应从△换算为等值的 Y 形负载)，再按公式

(17)～(22)计算出线电压误差  

( )f f f
ab

a b
a b=

+
+ −

2
0 0084 0

0. ,δ δ
                     (17)  

 
( )f f f

bc
b c

b c=
+

+ −
2

0 0084 0
0. ,δ δ
                     (18)  

 
( )f f f

ca
a c

c a=
+

+ −
2

0 0084 0
0. ,δ δ
                     (19)  

 
( )δ δ δ

ab
a b

b af f=
+

+ − ′
2

9 924. ,( )
                     (20)  

 
( ) )(,924.9

2
′−+

+
= bc

cb
bc ffδδ

δ
                     (21)  

 
( )δ δ δ

ca
a c

a cf f=
+

+ − ′
2

9 924. ,( )
                     (22)  

5.4.4 三相电压互感器的实际二次负载可以在测量三相电压互感器误差时(见图 11接线)用校

验仪的电压负载测量线路测量；也允许在互感器二次端子处施以对称且相序正确的低电压，

用校验仪测量；对于运行中的三相电压互感器的负载可以用钳形相位伏安表测量。  

5.5 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电压降引起的误差的测量  

5.5.1 对于Ⅰ类电能计量装置，其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电压降不应超过额定二次电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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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Ⅱ类和Ⅲ类不应超过 0.5%，否则应采取改进措施。  

5.5.2 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的电压降引起的误差宜用互感器校验仪直接测量，也可以用钳形

相位伏安表间接测量。直接测量的方法如下。  

5.5.2.1 按图 12接线，即照校验电压互感器的线路接线，依次测量Uab、 ′Uab间，Ubc、 ′Ubc

间和Uca、 ′Uca间的误差。然后按公式(23)、(24)计算电能表端子到电压互感器二次端子之

间的线电压幅值相对误差和相位角误差  

f f fx x= ′ + 0                                         (23)  

δ δ δx x= ′ + 0                                         (24)  

式中    fx、δx——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电压降引起的线电压幅值相对误差，%及相位差，

(′)；  

      f ′、 xδ ′——测量时校验仪比值差刻度盘和相位差刻度盘的读数；  

        f0、δ0——隔离变压器和其连接导线引起的比值差和相位差。  

    隔离变压器的比值差 f0和相位差δ0之值可以用图 13所示的自检线路测量。注意测量的

读数均应乘以-1，即为 f0和δ0之值。  

5.5.2.2 图 12中连接电压互感器二次端子和校验仪之间的导线，应该是专用的屏蔽导线，其

屏蔽层应可靠接地。  

 

图 12  用校验仪直接测量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  

电压降引起的误差的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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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自检接线  

5.6 检验结果的处理  

5.6.1 所有经过检验的互感器均应将检验结果填入检校证书(单)。  

5.6.2 互感器误差的数据应按表 25化整。判断互感器的误差是否超过允许值时，应以化整后

的数据为准。  

表 25  

互感器准确度等级 0.2 0.5 1.0 3.0 

比值差 % 0.02 0.05 0.1 0.2 
化整间距 

相位差 分 1 2 5 — 

6 电能计量装置的综合误差的计算  

    对于Ⅰ、Ⅱ、Ⅲ类电能计量装置，应按整个装置的综合误差进行考核。电能计量装置的

综合误差包括：  

    a.电能表的误差；  

    b.互感器的合成误差；  

    c.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电压降引起的合成误差。  

6.1 互感器合成误差的计算  

    采用三相三线有功电能计量方式时，互感器的合成误差按公式(25)计算  

　 　 ( ) ( )[γ δ δh I I v v I vf f f f= + + + + −0 5 0 0 0 8 41 2 1 2 1 1. .  

　       ( )] ( ) ( )[ ]− − + + − +δ δ ϕI v I v I vf f f f2 2 2 2 1 10 289. tg   

( ) ( )[ ]+ − + −0 0145 1 1 2 2
0

0. tg ,δ δ δ δ ϕI v I v                            (25)  

式中        hγ ——三相三线有功电能计量方式时互感器的合成误差，%；  

      1If 、 1Iδ ——三相三线有功电能表第一组测量元件所联用电流互感器的比值差，%，

和相位差，(′)；  

      2If 、 2Iδ ——三相三线有功电能表第二组测量元件所联用电流互感器的比值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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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位差，(′)；  

      1vf 、 1vδ ——三相三线有功电能表第一组测量元件所联用电压互感器的比值差，%，

和相位差，(′)；  

     2vf 、 2vδ ——三相三线有功电能表第二组测量元件所联用电压互感器的比值差，%，

和相位差，(′)；  

            ϕ——负载功率因数角，(°)。  

    对于使用 0.2 级互感器的Ⅰ类电能计量装置，其互感器在经常运行的负载(或月平均负

载)下的合成误差不应大于±0.5%，其它误差不应大于±1.0%，否则应采取改善措施。  

6.2 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电压降引起的误差  

    在三相三线有功电能测量中，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电压降引起的合成误差γ d按公式(26)

计算  

γ δ δ δ δ ϕd
f f f f

=
+

+
−

+
−

−
+⎛

⎝⎜
⎞
⎠⎟

1 2 2 1 2 1 1 2 0
02 119 3 46 68 8. .

tg ,
    (26)  

式中   f 1、f1 ——分别为与三相三线有功电能表第一组测量元件和第二组测量元件联用的

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电压降引起的幅值相对误差，%；  

    δ1、δ2 ——分别为与三相三线有功电能表第一组测量元件和第二组测量元件联用的

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电压降引起的相位差，(′)；  

            ϕ——负载功率因数角，(°)。  

6.3 综合误差的计算  

    测量三相三线有功电能时，电能计量装置在经常运行负载(或月平均负载)下的综合误差

按公式(27)计算  

γ γ γ γ= + +b h d , 0
0                        (27) 

式中   γ——三相三线有功电能计量装置的综合误差，%；  

      γ b——三相三线有功电能表的相对误差，%。  

表 26  

电能计量装置的类别 Ⅰ Ⅱ Ⅲ 

综合误差  % ±0.70 ±1.2 ±1.2 

    注：对于安装 1.0级有功电能表和 0.5级互感器的Ⅰ类电能计量装置，其综合误差应符

合类电能计量装置的综合误差的要求。  

    电能计量装的综合误差，在电能表的经常运行负载(或月平均负载)下，不应超过表 26

的规定。  

  

附录 A 

(补充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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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原第一机械工业部标准《交流电能表》电(D)28-61生产的 

(包括 1965年以前进口的)电能表，其基本误差和起动电流的规定  

  
     电(D)28-61对有功电能表基本误差的规定可参见表 A1；对无功电能表基本误差的规定

可参见表 A2；对起动电流的规定参见表 A3。  

表 A1  

基  本  误  差  % 

单相有功电能表的准确

度等级 

三相有功电能表的准确度等

级 

负载电流 Ib 

% 

功率因数 

cosϕ 

2.0 2.5 2.0 2.5 

5 1 ±3.0 — ±3.5 — 

10 1 ±2.0 ±3.5 ±2.5 ±3.5 

50 1 ±2.0 ±2.5 ±2.0 ±2.5 

100 1 ±2.0 ±2.5 ±2.0 ±2.5 

125 1 — — ±2.0 ±2.5 

150 1 ±2.0 ±2.5 — — 

10 0.5 ±3.5 — — — 

20 0.5 ±2.5 ±4.0 ±2.5 ±3.5 

50 0.5 ±2.0 ±3.0 ±2.0 ±2.5 

100 0.5 ±2.0 ±3.0 ±2.0 ±2.5 

  

表 A2  

基  本  误  差  % 

三相无功电能表的准确度等级 
负载电流 Ib 

% 

无功功率因数 

sinϕ 
2.0 2.5 4.0 

5 1 ±4.0 — — 

10 1及 0.5 ±2.5 ±3.5 ±5.0 

50 1及 0.5 ±2.0 ±2.5 ±4.0 

100 1及 0.5 ±2.0 ±2.5 ±4.0 

125 1及 0.5 ±2.0 ±2.5 ±4.0 

  

表 A3  

电能表的准确度等级 2.0 2.5 4.0 

起动电流 Ib% 1.0 1.0 1.0 

    注：对于具有止逆器的电能表，其起动电流允许比表 A3的规定增加 0.5%的标定电流。  

  

附录 B(补充件) 交流电能的典型计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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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计量单相有功电能时，使用一只单相有功电能表按图 B1(a)和(b)的方式接线。  

 

图 B1 用一只单相有功电能表计量单相有功电能的接线  

(a)直接接入方式；    (b)经电流互感器接入方式  

B.2 计量三相三线有功电能，可用一只三相三线有功电能表或两只单相有功电能表按图 B2

的方式接线。  

B.3 计量三相四线有功电能，可用三只单相有功电能表或一只三相四线有功电能表按图 B3

的方式接线。  

B.4 用 60°内相角三相无功电能表计量三相三线无功电能时，按图 B4的方式接线。  

B.5 用三相四线三元件无功电能表计量三相四线无功电能时，按图 B5的方式接线。  

B.6 用带附加电流线圈的三相四线无功电能表计量三相四线无功电能时，按图 B6的方式接

线。  

 
图 B2 用两只单相或一只三相三线有功电能表计量三相三线有功电能的接线  

(a)直接接入式；(b)经电流互感器接入式；(c)经电流、电压互感器接入式  

 

图 B3 计量三线四线有功电能的接线  

(a)直接接入式；(b)经电流互感器接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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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4 用 60°内相角三相无功电能表计量三相三线无功电能的接线  

(a)直接接入式；(b)经电流互感器接入式；(c)经电流、电压互感器接入式  

 
图 B5 用三相四线三元件无功电能表计量三相四线无功电能的接线  

(a)直接接入式；(b)经电流互感器接入式  

 
图 B6 用带附加电流线圈的三相四线无功电能表计量三相四线无功电能的接线  

(a)直接接入式；(b)经电流互感器接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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