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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电工仪器仪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G/TC 10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GB/T XXXXX—XXXX 

1 

  

直流电能表检验装置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直流电能表检验装置的术语和定义、通用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检验规则、包装及

贮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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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900.77—2008  电工术语  电工电子测量和仪器仪表  第1部分：测量的通用术语 

GB 4793.1—2007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5465.2—2008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  第2部分：图形符号 

GB/T 13384—2008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25480—2010  仪器仪表运输、贮存基本环境条件及试验方法 

GB/T 33708—2017  静止式直流电能表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00.77—200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直流电能表检验装置  testing equipment for DC electrical energy meters 

直流电能表检验装置（以下简称“装置”）用于直流电能表的检定，是向被检电能表提供并测量电

能的器具的组合。通常，装置由电能测量标准器（标准电能表、功率表、电能变换器）或电能测量电路、

量限扩展电路、电参量监视电路（或仪表），辅助测量电路和通讯接口、以及电能输出电路组成。 

装置的电流输出方式包括：电流直接输出方式、小信号电压输出方式。 

 

纹波  ripple 

在直流电压或电流中，叠加在直流上的交流分量。 

注： 纹波的大小通常采用有效值或峰值来表示，本文件采用有效值表示。 

 

纹波系数  ripple coefficient 

输出纹波电压（电流）交流分量的有效值与输出直流电压（电流）之比，通常采用百分比（％）表

示。 

4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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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等级分 

装置按等级分为0.01、0.02、0.05、0.1、0.2级。 

注： 其他等级可由用户与制造厂另行商定。 

按被检电能表的负载电流接入方式分 

装置按被检电能表的负载电流接入方式分为： 

a) 电流直接接入式； 

b) 电压型电流间接接入式； 

c) 兼具电流直接接入式和电压型电流间接接入式。 

按装置的工作原理分 

装置按工作原理分为： 

a) 标准源法； 

b) 标准表法。 

5 推荐电量 

不同电量类型的推荐电量范围见表1。 

表1 推荐电量范围 

电量类型 推荐下限值 推荐上限值 

电压 0.2 V 1 150 V 

电流 5 μA 120 A 

小信号电压 75 μV 4.8 V 

注： 小信号电压适用于电压型电流间接接入式直流功率源。 

6 通用要求 

外观 

装置的标志应符合国家相关技术文件的规定，装置应明示以下信息： 

a) 产品名称及型号； 

b) 出厂编号（或设备编号）； 

c) 辅助电源的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 

d) 准确度等级及对应的测量范围（或量限）； 

e) 生产日期； 

f) 制造厂商（或商标）。 

结构 

装置的结构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装置应设有接地端钮，并标明接地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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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装置的开关、旋钮、按键、接口等控制和调节机构应有明确标志； 

c) 装置配套仪表的放置位置应固定，用于置放被检表的支（台）架应保证被检电能表处于正常

的工作位置，对连接线有特殊要求时应配置专用导线； 

d) 装置的结构应整齐合理、线路正确、连接可靠。 

装置的输出端子与误差显示 

装置的输出端子与误差显示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装置电压、电流输出端子的位置、导通能力、结构应与测量范围相适应，并有明确标志； 

b) 装置的电能脉冲输出端子应有明确标志，并在合适的位置给出装置的电能常数； 

c) 装置显示被检表误差时，误差分辨力应不超过被检表最大允许误差的 1/100；具有自校准功能

的装置，装置进行自校准时，校准误差的分辨力应不超过装置最大允许误差的 1/100； 

d) 装置应具有与直流电能表通信的信号输出端子。 

装置的绝缘 

6.4.1 在室温和相对温度不超过 80％的条件下，试验部位应能承受 50 Hz、正弦波、电压有效值 4 kV，

历时 1 min的工频耐压试验。标称线路低于 50 V的辅助电路的试验电压为 500 V。试验电压应施加于： 

a) 装置的电源输入电路和不通电的外露金属部件之间； 

b) 装置的输出电路和不通电的外露金属部件之间； 

c) 可触及的带电部件和不通电的外露金属部件之间； 

d) 装置的电源输入电路和装置的输出电路之间。 

6.4.2 参与 6.4.1试验的电路之间，在试验前后绝缘电阻值不低于 100 MΩ。 

装置的磁场 

在置放被检表的位置上，磁感应强度不应大于下列数值： 

I≤10 A 时 B≤0.002 5 mT 

 I=120 A 时                      B≤0.03 mT 

其中，I为装置输出的电流；B为空气中的磁感应强度。10 A和120 A之间的磁感应强度值按内插法

求得。 

热稳定性 

制造商应给出装置达到稳定状态必需的预热时间。0.05级以下装置所需的预热时间不应超过半小时。 

电气安全 

装置应符合GB 4793.1—2007的第6，9，10，14和16章有关防电击、防止火焰蔓延、温度极限值和

耐热、元器件、电流测量电路以及多功能测试仪和类似设备的规定。 

环境条件要求 

装置应能在表2和表3所列的温度和湿度范围内工作或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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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温度范围 

环境条件 温度范围 

规定的工作范围 18 °C~28 °C 

极限工作范围 0 °C~45 °C 

储存和运输极限范围 -20 °C~70 °C 

注： 特殊地区由供需双方商议确定。 

 

表3 相对湿度范围 

环境条件 相对湿度范围 

年平均 ＜75％ 

30天(这些天在一年中以自然方式分布) 95％ 

在其他天偶然出现 85％ 

软件要求 

6.9.1 保护和存储 

软件应有清晰可识别的名称和版本号，未经授权不能对软件的检测程序进行修改和使用。 

6.9.2 功能要求 

软件应支持以下功能： 

a) 应该具备允许自动和/或手动测试两种模式进行； 

b) 装置提供的各路误差监视应与计算机显示的同步； 

c) 自动检测装置的控制程序，在进行被检表误差检定过程中，负载点切换过程的稳定时间应小

于 10 s； 

d) 检定原始数据的处理应正确无误，测试结果应自动保存并能够出具检测报告； 

e) 当有外部设备通过适当的接口与装置相连接时，装置的计量性能不应受到不利的影响。 

6.9.3 装置的检测功能 

装置应能进行数据安全试验、起动试验、潜动试验、基本误差试验、仪表常数试验、时钟日计时误

差试验、计数器示值组合误差、直流纹波影响试验、通信一致性试验等。装置的其他检测功能应满足相

应直流电能表检定规程的规定。 

技术文件信息 

产品应附带的技术文件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如下： 

a) 装置的技术规范说明书、使用操作说明书、装置软件使用说明书，以及正确、完整的电气原

理图、安装接线图和其他出厂的技术文件； 

b) 装置的技术规范说明书应明确规定其相应测量功能的准确度等级和测量范围，以及其他技术

指标； 

c) 装置内的标准电能表、分流器和监视仪表应具有有效期内的检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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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装置应在操作使用说明书中明确其标准电能表在测量不同型式、不同接线方式被检电能表的

工作原理及相量图； 

e) 接口的通信参数条件及其选择方式和通信命令； 

f) 其它应说明的事项。 

7 技术要求 

基本误差 

7.1.1 装置输出电压的基本误差 

输出电压误差是指在参比条件下装置输出电压的测量误差，由试验确定并用相对误差表示。各等级

装置的输出电压误差不应超过表4的规定。如装置采用多路电压隔离输出，则每路输出电压误差均应满

足要求。 

7.1.2 装置输出电流的基本误差 

输出电流误差是指在参比条件下装置输出电流的测量误差，由试验确定并用相对误差表示。采用电

流直接输出方式的输出电流误差不应超过表5的规定；采用小信号电压输出方式的输出电流误差不应超

过表6的规定。 

当装置电流输出方式兼具电流直接输出方式、小信号电压输出方式时，需分别对直接输出的电流和

以小电压信号输出的电流进行测量。 

表4 装置输出电压的基本误差 

输出电压范围 

装置的准确度等级 

0.01级 0.02级 0.05级 0.1级 0.2级 

允许偏差 

Umax～Umin ±0.005％ ±0.01％ ±0.02％ ±0.05％ ±0.1％ 

注： Umax——检定装置能满足相应准确度等级的最大输出电压；Umin——检定装置能满足相应准确度等级的最小输出

电压。 

 

表5 装置（电流直接输出方式）输出电流的基本误差 

输出电流范围 

装置的准确度等级 

0.01级 0.02级 0.05级 0.1级 0.2级 

允许偏差 

Imax～Imin ±0.005％ ±0.01％ ±0.03％ ±0.05％ ±0.1％ 

注： Imax——检定装置能满足相应准确度等级的最大输出电流；Imin——检定装置能满足相应准确度等级的最小输出

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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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装置（小信号电压输出方式）输出电压的基本误差 

输出电流范围 

装置的准确度等级 

0.01级 0.02级 0.05级 0.1级 0.2级 

允许偏差 

5 mV≤UI≤4 V ±0.005％ ±0.01％ ±0.03％ ±0.05％ ±0.1％ 

UImin≤UI＜5 mV ±0.015％ ±0.03％ ±0.05％ ±0.05％ ±0.1％ 

注： UI——装置以小信号电压形式表示的输出电压；UImin——装置以小信号电压形式表示的能满足相应准确度等级的

最小输出电压。 

7.1.3 电能基本误差 

电能基本误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电能基本误差是指装置在参比条件下对电能的测量误差，由试验确定并用相对误差表示； 

b) 装置的准确度等级按电能测量的准确度等级划分。当装置电流输出方式兼具电流直接输出式、

小信号电压输出式时，应分别标示准确度等级； 

c) 采用电流直接输出方式的各等级装置的电能基本误差不应超过表 7 的规定；采用小信号电压

输出方式的各等级装置的电能基本误差不应超过表 8的规定。 

表7 装置（电流直接输出方式）的基本误差 

输出电压范围 输出电流范围 

装置的准确度等级 

0.01级 0.02级 0.05级 0.1级 0.2级 

允许偏差 

Umin～Umax Imin～Imax ±0.01％ ±0.02％ ±0.05％ ±0.1％ ±0.2％ 

 

表8 装置（小信号电压输出方式）的基本误差 

输出电压范围 输出电流范围 

装置的准确度等级 

0.01级 0.02级 0.05级 0.1级 0.2级 

允许偏差 

Umin～Umax 
5 mV≤UI≤4 V ±0.01％ ±0.02％ ±0.05％ ±0.1％ ±0.2％ 

UImin≤UI＜5 mV ±0.02％ ±0.04％ ±0.08％ ±0.1％ ±0.2％ 

装置的测量重复性 

装置的测量重复性用实验标准差表征，由试验确定的实验标准差不应超过表9规定。  

表9 装置允许的实验标准差限 

装置的准确度等级 0.01级 0.02级 0.05级 0.1级 0.2级 

实验标准差限 0.001％ 0.002％ 0.005％ 0.01％ 0.02％ 

标准器 

7.3.1 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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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配套使用的标准电能（功率）表应具有相同的型式及量限，可集成于装置内部（不能单独使用），

亦可采用单独的标准表，但应固定使用。其准确度等级不应低于表10规定。 

表10 装置配套使用的标准电能（功率）表的准确度等级 

装置准确度等级 0.01级 0.02级 0.05级 0.1级 0.2级 

直流标准电能表准确度等级 0.01级 0.02级 0.05级 0.1级 0.2级 

注： 采用瓦秒法时使用的标准表比表中规定高一个等级。 

7.3.2 标准测时器 

瓦秒法装置使用的标准测时器的计时误差不应超过表11规定。 

表11 标准测时器允许的相对误差 

装置的准确度等级 0.01级 0.02级 0.05级 0.1级 0.2级 

标准测时器允许的相对误差 ±0.000 5％ ±0.001％ ±0.002％ ±0.005％ ±0.01％ 

电能值的输出与显示 

7.4.1 装置应能输出与电能值成正比、有一定幅值的矩形脉冲，或有电能值显示。显示的电能值与输

出脉冲所代表的电能值应一致。 

7.4.2 装置应有采用脉冲控制的启动和停止功能，以启动和停止电能累计。 

7.4.3 采样时间为 10 s 时，电能值的分辨力与电能值之比应不超过装置对应误差限的 1/10。 

监视示值的误差与显示 

7.5.1 功能 

装置应能进行JJG 842-2017中规定的潜动、起动、仪表常数试验。 

7.5.2 调节范围 

装置输出应有适当的调节范围，在规定的输出负载范围内，电压能平稳连续地从0调节到115%额定

值，电流能平稳连续地从0调节到120%额定值。 

装置的最小电流输出值应小于被检表规定起动电流的1/3。 

7.5.3 调节细度 

调定电压、电流的不连续量与工作量限额定值之比的百分数应不超过装置等级值的1/5。 

7.5.4 纹波系数 

在规定的输出负载范围内，装置输出的纹波系数应不超过表12规定。 

表12 装置输出的纹波系数 

装置的准确度等级 0.01级 0.02级 0.05级 0.1级 0.2级 

纹波系数 ±0.5％ ±0.5％ ±0.5％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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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 功率稳定度 

装置输出功率稳定度用 P 表征（计算见式（3）），在规定的输出负载范围内 P ，应不超过表13

规定。 

表13 装置输出功率稳定度 

装置的准确度等级 0.01级 0.02级 0.05级 0.1级 0.2级 

标准表法 0.01％ 0.02％ 0.05％ 0.1％ 0.2％ 

标准源法 0.002％ 0.005％ 0.01％ 0.02％ 0.05％ 

多路输出一致性 

具有多路输出的装置，各路输出的基本误差符合7.1规定的同时，输出回路间基本误差最大差值应

不超过最大允许误差的30％。 

负载影响 

多路输出的装置，各路输出负载在表14规定范围（用户特殊需要时，按用户实际需要的负载范围）

变化时，基本误差符合7.1规定，且负载变化100％时误差的改变量应不超过对应最大允许误差的1/2。 

表14 多路输出的装置负载变化范围 

装置的准确度等级 0.01级 0.02级 0.05级 0.1级 0.2级 

负载变化范围 

电压回路 － － 3 W 3 W 3 W 

电流回路 
电流直接接入式 － － 10 W 10 W 10 W 

电压输入型 － － 10 kΩ 10 kΩ 10 kΩ 

同名端钮间电位差 

标准表与被检表的两对电压同名端钮间电位差之和与输出电压的百分比应不超过装置最大允许误

差的1/6。 

稳定性变差 

7.9.1 短期稳定性变差 

装置基本误差符合7.1规定的同时，在15 min内的最大变化值应不超过对应最大允许误差的20％。 

7.9.2 检定周期内变差 

检验周期内，基本误差应符合7.1规定的同时， 0.02级及以上等级装置变化值还不应超过对应最大

允许误差。 

8 试验 

试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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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试验环境应无尘、无腐蚀性气体；防阳光辐射并具有良好的照度；无可觉察到的振动和震动；

无较强的电磁辐射干扰； 

b) 装置的辅助设备、供电电源应满足制造厂及有关的规定； 

c) 检定各等级装置时的参比条件及其他允许的偏差应不超过表 15的规定，其中电压、电流、功

率等由装置（确定示值误差合格后）的监视示值读出和算出； 

d) 装置按规定的时间预热； 

e) 确定装置基本误差时，使用的电能参考标准在对应测试点的准确度等级不应低于表 16规定； 

f) 确定装置监视示值误差时，参考标准的测量误差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应不超过对应误差限的 1/3。 

表15 检验各级装置时参比条件及其允许偏差 

装置的准确度等级 0.01 级 0.02 级 0.05 级 0.1 级 0.2 级 

影响量 参比值 允许偏差 

环境温度 参比温度 ±1 ℃ ±1 ℃ ±2 ℃ ±2 ℃ ±2 ℃ 

环境湿度 50％R.H. ±15％ ±15％ ±20％ ±20％ ±20％ 

工作位置 制造商规定位置 按制造商规定 

外磁场 0 mT 0.000 5 mT 

辅助电源电压 额定值 ±10％ 

辅助电源频率 额定值 ±1％ 

表16 确定装置基本误差时使用的电能参考标准的准确度等级 

装置的准确度等级 0.01 级 0.02 级 0.05 级 0.1 级 0.2 级 

电能参考标准测量电能的准确度等级 0.01 级 0.01 级 0.02 级 0.02 级 0.05 级 

注： 尽量选择准确度优于0.01级的电能参考标准。 

试验项目 

装置试验项目如表17所示。 

表17 装置试验项目一览表 

项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周期检验 

直观检查 + + + 

确定绝缘电阻 + + + 

工频耐压试验 + ± - 

通电检查 + + + 

装置的磁场 + + - 

确定监视示值误差 + + + 

确定输出电压误差 + + + 

确定输出电流误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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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周期检验 

确定调节范围 + + + 

确定调节细度 + + + 

确定纹波系数 + + + 

确定功率稳定度 + + + 

确定电能基本误差 + + + 

确定装置的测量重复性 + + + 

确定多路输出的一致性 + + + 

确定负载影响 + ± - 

确定同名端钮间电位差 + + - 

确定短期稳定性变差 + + - 

确定检定周期内变差 ± - + 

软件和检测功能 + + + 

安全要求试验 + + - 

试验方法 

8.3.1 直观检查 

直观检查应检查下列项目： 

a) 技术文件应符合相关规定；说明书应明确不同的测量范围及对应的基本误差限、技术指标和

热稳定时间等；应明确装置的正确操作方法，并说明可能对装置产生不利影响的误操作及其

他因素； 

b) 检查计量器具和配套设备，查对检定证书；技术文件和检定证书应齐全有效，计量器具和辅

助设备应符合 7.3和 8.1中 b)的规定； 

c) 检查环境条件，应符合 8.1中 a)和 c)的规定； 

d) 用目测和手感的方法检查标志和结构，应符合 6.2和 6.3的规定。 

8.3.2 绝缘电阻 

选用额定电压为1 kV的绝缘电阻表，按6.4规定的试验部位测量绝缘电阻，电阻值应不小于100 M

Ω；对于工作电压低于50 V的辅助线路，用额定电压为500 V的绝缘电阻表测量。 

8.3.3 工频耐压试验 

绝缘电阻合格者，按6.4.1条规定进行工频耐压试验。选用容量不小于500 VA的耐压试验装置。试

验时，可以将与电压、电流输出端子没有直接电气联系又不宜进行耐压试验的部件断开，不做耐压试验

的线路应接地。在被试电路之间平稳地加入试验电压，持续1 min，应无击穿或闪络现象。 

8.3.4 通电检查 

正确连接被检表（装置的负载）、参考标准和装置，需接地的设备正确接地，按说明书要求接通电

源，按规定时间预热。预热期间可进行以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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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各功能是否正常； 

—— 用目测的方法检查装置的显示、显示值与分辨力，应符合 7.4和 7.5的要求； 

—— 检查量限切换功能，应能保证标准表和监视仪表工作在保证其准确度的状态； 

—— 检查装置的软件控制功能；在装置显示被检表误差，检查误差分辨力和计算功能，应符合 6.3.3

的要求。 

8.3.5 确定装置的磁场 

试验应按6.5规定的条件，按下列规定进行： 

a) 不接入被检表，电压输出端开路，电流接线端短路，辅助设备和周围电器处于正常状态，使

装置输出 10 A和最大电流时分别测量被检表位置的磁场，应符合 6.5的要求； 

b) 磁场强度可用测量误差不大于 10％的磁场强度计测量。 

8.3.6 确定监视示值误差 

试验应按7.5规定的条件，按下列规定进行： 

a) 将电压、电流、功率等参考标准的电流测量回路串联在装置的电路输出回路，电压测量回路

并联在装置的电压输出回路，采用比较法确定监视示值误差； 

b) 周期检验在控制量限、带最大负载时进行；型式试验和出厂检验在最大输出量限、最小输出

量限、控制量限和其他认为有必要的量限，分别带最小、最大负载进行。未明确说明时，试

验量限的选择均按本条规定； 

注： 控制量限一般指经常使用、较能代表装置计量性能、通常作为制造商和用户对计量性能进行调整和长期考核的

主要参考量限。控制量限可协商确定，不能协商确定的由检定部门确定。 

c) 确定电压监视示值误差时，在额定输出的（60～120）％范围内选取不少于 3 个常用试验点；

确定电流监视示值误差时，在额定输出的（40～120）％范围内选取不少于 3个常用试验点。 

8.3.7 确定输出电压、电流误差 

将电压、电流标准器的电流测量回路串联在装置的电流输出回路，电压测量回路并联在装置的电压

输出回路，经预热稳定后，将参考标准测量的电压 0U 与装置指示的电压 iU 代入式（1）计算装置输出

电压相对误差 (%)uγ ： 

%100(%)
0

0 =
U

UU i
u

-
               ………………..（1） 

将参考标准测量的电流 0I 与装置指示的电流 iI 代入式（2）计算装置输出电流相对误差 (%)iγ ： 

%100(%)
0

0 =
I

IIi
i

-
               ………………..（2） 

测量结果应符合7.1.1，7.1.2的要求。确定电压、电流输出误差时，电压、电流每个量限应选取不

少于2个试验点。 

8.3.8 确定调节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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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任意一电量的输出（此时其他量保持在额定输出），观察该电量是否能平稳、连续地从零调至

输出的极限值，并记录该输出电参量的极限值，应符合7.5.2的要求。 

8.3.9 确定调节细度 

接入电压、电流等参考标准。在允许的调节范围内，平缓地调节最小调节量，观察并读取被调节量

的不连续量，应符合7.5.3要求。 

8.3.10 确定输出电流、电压的纹波系数 

试验应按7.5.4规定的条件，按下列规定进行： 

a) 周期检验时选择控制量限，分别在最小、最大负载下进行。出厂检验在最大输出量限、最小

输出量限、控制量限和其他认为有必要的的量限，分别带最小、最大负载时进行； 

注： 控制量限一般指经常使用，较能代表装置计量性能、通常作为制造商和用户对计量性能进行调整和长期考核的

主要参考量限； 

b) 电压、电流纹波系数均可采用带纹波测量功能的电能标准表进行确定；如标准表不具备该功

能，电压的纹波系数由六位半及以上数字万用表的交流功能进行测量后确定，电流则采用 I/V

转换器变换为电压由六位半及以上数字万用表进行测量后确定，I/V转换器可采用同轴分流器、

交流标准电阻、交直流比较仪等。 

8.3.11 确定输出功率稳定度 

试验应按7.5.5规定的条件，按下列规定进行： 

a) 选择控制量限，分别在最小、最大负载时分别进行。选用稳定性与分辨力足够高的功率参考

标准，1 s～1.5 s 读一次功率，测量时间至少 2 min。测试过程中不允许对输出进行外部调

节； 

b) 装置输出功率稳定度按照式（3）计算，计算中应去掉粗大误差。 

2

1

P

1
4 ( )

n-1
= 100%

n

ii
P P

P


=
 −




        ………………..（3） 

式中： 

P ——装置输出功率稳定度； 

iP ——第i次测量的功率读数（i=1,2,3,…,n）； 

P ——n次功率读数的平均值； 

n——测量次数。 

8.3.12 确定电能基本误差 

8.3.12.1 计算基本误差方法 

将参考标准连接在装置输出端，经预热稳定后，将参考标准测量的电能 0W 与装置指标的电能 iW 代

入式（4）计算装置的相对误差 (%)iγ ： 

%100(%)
0

0 
−

=
W

WWi
i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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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2.2 获取电能值的方法 

计算误差时获取电能值可通过以下几种方法： 

a) 直接读取显示值； 

b) 通过对电能脉冲计数后换算得出； 

c) 功率对时间积分或瞬时电能值累计得出； 

d) 已知恒定功率乘以时间间隔得出。 

8.3.12.3 电能值同步采样控制 

iW 和
0W 应为同一时间内的电能累计值。控制电能累计的同步信号可以是装置的脉冲、参考标准的

脉冲，也可是外接同步信号等。应选取适当的采样时间，使被控制设备有足够的电能脉冲累计值（或电

能值）；此时，一个脉冲与脉冲累计之比（或电能分辨力与电能累计值之比）不超过对应误差限的1/100。

但采样时间最长应不超过式（5）计算出的： 

)(×60= ST
调定功率

该量限额定功率
               ………………..（5） 

8.3.12.4 试验量限的选择 

确定基本误差在表18给出的试验量限进行（该试验量限是指电压和电流量限的组合）。图1用图表

的形式表示这些试验量限。根据需要，用户和检定部门均可要求增加其他试验量限。表18中包括的试验

点，如果实际上不使用，可不予测量。 

表18 确定基本误差的量限 

序号 电压 电流 负载 
试验量限数 

型式试验、出厂检验 周期检验 

1 cU  
cI  

最大 

最小 
2 1 

2 
min maxiU U U≤ ≤  

i cU U  
cI  最小 i=4 i=2 

3 cU  
min maxiI I I   

i cI I  
最小 i=7 i=4 

4 minU  
cI  最大 1 1 

注1：表中序号是与图1对应的序号。 

注2：最小负载仅相当于连接一个测量仪表（电能表或功率表），最大负载相当于在电压线路或电流线路最大输出

消耗时连接最多的仪表。周期检验可全部在最大负载进行。 

注3：如果装置电流或电压量限数小于i，则试验量限数可适当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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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2)

(3)

(3)

(4)

cU
minU maxU U

cI

maxI

minI

I

 

图1 试验量限 

图中： max max min min( ) ( ) ( )c cU I U I U I、 、 分别为电压（电流）的最大量限、最小量限、控制量限，（1）、

（2）、（3）、（4）是与表20中的序号对应。 

8.3.12.5 确定基本误差 

对于0.05级及以下装置在每一负载功率下至少记录2次误差数据，取平均值作为结果；对于0.05级

以上装置在每一负载功率下至少记录5次误差数据，取平均值作为结果。记录有明显错误或负载功率急

剧波动时测得的数据除外。如果算得的平均值大于最大允许误差的4/5，或2次确定数据差大于最大允许

误差的1/4时，应再进行同样次数的测量，并与前面数据一起计算平均值。取平均值作为结果。 

8.3.13 确定装置的测量重复性 

选择控制量限、最大负载确定基本误差。0.05级及以下装置进行不少于5次测量，0.05级以上装置

不少于10次测量，每次测量必须从开机初始状态重新调整至测量状态。按式（6）计算实验标准差s（％）： 

2

1
( )

(%)
1

n

iis
n

 
=

−
=

−


                ………………..（6） 

式中： 

s(％)——实验标准差； 

i ——第i次测量时被检装置未修约的基本误差（％）； 

 ——各次基本误差
i 的平均值，即： 1 2= n

n

  


+ + +
（％）； 

n——重复测量的次数。 

8.3.14 确定多路输出的一致性 

试验应按7.6规定的条件，按下列规定进行： 

a) 对多路（M 路）输出且各电压回路间无电气隔离的装置，选控制量限，各路接相同负载，确

定各路输出（检验时做不少于 M 路）的基本误差，符合 7.1 规定的同时，其最大值与最小

值的差值应不超过对应最大允许误差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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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多路输出但各电压回路间、各电流回路间有电气隔离的装置，选控制量限，须分别确定每路

隔离输出的基本误差，并符合 7.1规定； 

c) 对多路输出且使用多组隔离电压（电流）驱动多路输出的装置，隔离组内的多路输出参考 a)

确定；隔离组之间的输出参考 b)确定。 

8.3.15 确定负载影响 

多路输出的装置各路输出空载（不宜空载的接最小负载），某一表位负载自空载变化至在表14规定

负载范围50%时，负载变化前后基本误差应符合7.1规定，且误差的变化应不超过对应测试点最大允许误

差的1/2。应对不少于 M 路输出确定负载影响。对于隔离输出的表位应分别进行测试。 

8.3.16 确定同名端钮间电位差 

型式试验、出厂检验应对所有表位确定同名端钮间电位差；多路输出装置周期检验时，应对不少于 

路输出确定同名端钮间电位差。 

可选用高内阻电子管毫伏表、数字电压表或导线压降测试仪等进行测量。测量选择最小电压量限上

限，装置带最大负载时进行。 

8.3.17 确定稳定性变差 

试验应按7.9规定的条件，按下列规定进行： 

a) 确定短期稳定性变差。选择控制量限，预热稳定后，每隔 15 min测一次基本误差，共进行 1 h

（型式试验时为 7 h），取相邻两次基本误差差值的最大值为短期稳定性变差； 

b) 确定检定周期内变差。周期检验时，选择控制量限，将上次检定的电能基本误差与本次的电

能基本误差比较，取其差值作为检定周期内变差。 

8.3.18 软件和检测功能 

按6.10的要求，逐项检查软件和检测功能。 

8.3.19 安全要求试验 

安全要求应按GB 4793.1-2007要求进行试验。 

9 检验规则 

检验分类 

装置的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出厂检验和周期检验。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是对少量直流电能表检验装置按本文件规定进行所有项目的检验。型式检验通常又分为设

计定型鉴定检验和生产定型鉴定检验。 

除非在相应条款中另有说明，所有检验应在参比条件下进行。 

推荐的型式试验项目及顺序在表17中给出。 

下列情况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定型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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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当装置的结构、工艺或主要元器件有重大改变时； 

c) 若在型式试验后，对装置所进行的调整仅影响功率源部分性能时，则只需对因调整而可能影

响到的特性进行有限的试验。 

出厂检验 

装置的出厂检验由装置制造企业技术检验部门对生产的每个产品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出具产品合

格证，出厂检验项目及顺序见表17。 

周期检验 

使用中的装置可按计量器具要求进行周期检验，检验项目及顺序见表17。 

10 包装及贮存 

包装 

装置产品的包装可满足GB/T 13384—2008的要求，若合同（协议）有更高的要求应按合同（协议）

规定进行包装。 

一般要求，包装箱内应有良好的防震性能和防潮性能，并且包装箱体应坚固耐用。 

包装时，应保证直流电能表检验装置的完好性和成套性，并且不应有明显机械损伤。 

直流电能表检验装置包装储运指示标志应符合GB/T 191—2008的规定。 

产品包装箱内应放入装箱清单。装箱清单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产品名称、型号； 

b) 产品技术说明书和使用说明书等有关随机文件名称和数量； 

c) 选件、附件、备件及维修工具等名称、型号、规格和数量； 

d) 产品合格证书并有装箱人员、检验人员和质检部门的签字盖章。 

贮存 

装置的贮存应符合GB/T 25480—2010的规定。 

贮存装置产品的仓库应有良好的通风和降湿措施。应无酸、碱、易燃、易爆、有毒等化学物品和没

有其他有腐蚀性的气体及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