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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规范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各级电能计量检定机构开展电能计量装置现场检

验工作的检验方法和操作程序，确保检验工作的安全和检验数据的准确可靠，制定本作业

指导书。

本指导书的附录 A、附录 B为规范性附录，附录 C为参考性附录。

本指导书由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归口。

本指导书由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提出并负责解释。

本指导书起草单位：广西电力试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指导书主要起草人：李伟坚、周毅波、郑龙、石少青、曹敏、林军、胡嘉、叶瑞

贞、林克灵、李亚林、丁辉。

本指导书由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标准化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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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计量装置现场检验作业指导书

（试行）

1 目的

制定本作业指导书是为了规范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各级电能计量检定机构开展电能计量装

置现场检验工作的检验方法和操作程序，确保检验工作的安全和检验数据的准确可靠。

2 适用范围

本作业指导书适用于南方电网公司范围内新装及运行中的电能计量装置的现场检验。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指导书的引用而成为本指导书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

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指导书，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

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指导书。

JJGl027《测量误差及数据处理》

JJG1021《电力互感器》

SDl09 《电能计量装置检验规程》

DL408 《电业安全工作规程》（发电厂和变电所电气部分）

DL/T448《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

DL/T614《多功能电能表》

Q/CSG 1 004-2004 《 电气工作票技术规范（发电、变电部分）》（南方电网公司企业标准）

4 技术术语

4.1 电能计量装置

指用于计量电能量的装置，包括电能表、计量用电压互感器、计量用电流互感器以及连接它们的

二次回路的全部或其中的一部分。

4.2 电能计量装置现场检验

指对电能计量装置在安装现场实际工作状态下实施的在线（电能表、电压互感器二次压降、互感

器二次实际负荷）或离线（电流、电压互感器）检测。

4.3 电压互感器二次实际负荷

指电压互感器在实际运行中，二次绕组所接的总导纳 Y，按 S＝U2e2×Y折算成伏安值。

4.4 电流互感器二次实际负荷

指电流互感器在实际运行中，二次绕组所接的总有效阻抗 Z，按 S＝I2e2×Z折算成伏安值。

4.5 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压降

指电压互感器二次端子电压与接入电能表对应端子之间的电压差，用同相分量和正交分量的合成值

表示。

4.6 互感器合成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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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电流、电压互感器的比值差和相位差在测量功率时的误差合成。

4.7 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压降合成误差

指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压降的正交分量、同相分量在测量功率时的误差合成。

4.8 电能计量装置综合误差

指电能表误差、互感器合成误差以及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压降合成误差的代数和。

5 现场检验工作的一般要求

5.1 安全工作

1） 为了保证工作人员在现场试验中的人身安全和电力系统发、供、配电气设备的安全运行，必须

严格执行 DL408《电业安全工作规程》（发电厂和变电所电气部分）。

2） 工作人员与带电高压设备的要有足够安全距离，安全距离见表 1。

表 1：安全距离

电压等级（kV） 安全距离（m）

10 及以下 0.70

20—35 1.00

60—110 1.50

220 3.00

500 5.00

3）现场试验工作应采取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

组织措施包括:a）工作票制度；b) 工作许可制度；c) 工作监护制度；d) 工作间断、转移和终

结制度。

4）现场试验工作应采取保证安全的技术措施

技术措施包括:a）停电；b) 验电；c) 装设接地线；d) 悬挂标示牌和装设遮拦。

5）危险点分析与预防措施

进行现场试验前应进行危险点分析，并提出有效的预防措施。

6）未经允许试验人员不得对现场设备进行操作。

5.2 试验人员

现场试验人员不少于 2 人，至少应有 1 人持有所检验项目要求的计量检定员证，所有试验人员应具

有进入工作场所要求的资格。

5.3 试验设备

用于检验工作的仪器设备应具有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计量检定合格证，使用前 7

日内应进行检查核对，保证设备处于良好工作状态。

6 现场检验工作的一般流程

1） 接受工作任务

2） 指派工作人员：按工作任务的要求，指派具有资格的工作负责人和工作人员。

3）现场勘查（必要时）

必要时工作人员应到试验现场进行勘查。现场勘查内容一般包括被检设备情况、现场设备运行

情况、工作场地、试验电源、现场配合情况等。

4）编写、审批试验方案



6

本资料内容由武汉三新电力技术部整理，更多资料请点击 http://www.whsxdl.com/hyzl/index.html 电话：4000-996788

有要求时应编写试验方案，试验方案一般应包括：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危险点分析与预防措

施、试验时间、试验内容、试验人员、试验设备、试验条件、试验依据、试验方法等。试验方案经

审批后执行。

5）试验设备的准备

按工作任务的要求，准备所需的试验设备，进行使用前检查核对。

6）试验设备的包装运输

对试验设备进行包装，要求防尘、防震、防潮、防腐蚀，运输时注意采取稳固措施，避免倾倒、

跌落。

7）办理工作票

根据试验内容按《电业安全工作规程》和南方电网公司《电气工作票技术规范》的要求办理工

作票，必要时填写“二次设备及回路工作安全技术措施单”，工作票批准后才能进行工作。

8）现场检验

按相应试验项目的检验方法和操作步骤进行现场检验。检验过程应注意监护，做好试验记录。

9）工作票终结

检验工作完成后，清理试验现场，设备、人员撤离现场，工作负责人办理工作票终结手续。

10）检验结果处理、归档

按检验项目相应的检验结果处理方法进行检验结果处理。按要求出具检验报告（或总结），检

验记录、报告归档。

7 电能表现场实负荷（在线）检验

7.1 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

1) 办理第二种工作票，有要求时应填写“二次设备及回路工作安全技术措施单”。

2) 工作票许可后，工作负责人应前往工作地点，核实工作票各项内容，向工作班人员交代工作任

务、安全工作要求和注意事项。

3) 至少有两人一起工作，其中一人进行监护。

7.2 危险点分析与预防措施

1) 有走错地点误碰其他设备的可能性。预防措施：在工作区范围设立标示牌或护栏。

2) 将标准表接入电流二次回路时，有可能导致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

预防措施：a)接入电流回路前，应测量标准表电流回路是否良好连通；b)在断开和接通电流联片

时，必须用仪表进行监视；c)电流回路试验导线应有良好的绝缘，中间不允许有接头，并应有明

显的极性和相别标志，连接头应具有自锁功能；d)工作时应站在绝缘垫上，操作工具绝缘良好。

3) 有可能导致电压互感器二次短路。

预防措施：a)接入电压回路前，应测量标准表电压回路，确认其不短路。b) 电压连接导线应有良

好的绝缘中间不允许有接头，并应有明显的极性和相别标志。

7.3 试验人员

试验人员不少于2人，其中至少有1人持有电能表项目计量检定员证。

7.4 检验设备

使用的标准电能表现场校验仪的准确度级别应比被检电能表高两个等级或以上。现场检验三相三

线两元件电能表时，应选用B相接地与否对测量误差没有影响的标准电能表。

7.5 检验项目

1) 测量实际负荷下电能表的误差；

2) 多费率电能表内部时钟校准；

3) 电池检查；

4) 事件记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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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接线检查；

6) 计量差错检查；

7) 不合理的计量方式检查（首次现场检验时）；

8) 多功能电能表的功能检查（如果主站端具有远方功能，则该项目不需要）。

7.6 检验条件

1）在现场检验时，工作条件应满足下列要求：

2）电压对额定值的偏差不应超过±10%；

3）频率对额定值的偏差不应超过±2%；

4）负荷相对稳定。

6）当负荷电流低于被检电能表标定电流的 10%（对于 S 级的电能表为 5%）或功率因数低于 0.5 时，

不宜进行误差测定。

7.7 检验方法与操作步骤

7.7.1 电能表误差测量

电能表误差测量采用标准表法。

7.7.2 电能表误差操作步骤

1） 将标准设备的电流回路串联接入被检电能表相应的电流回路（或用现场校验仪的电流钳测量

电流值），将标准设备的电压回路并联接入被测电能表相应的电压回路；接线前先检查确认电流回

路导通、电压回路不短路。

2） 根据被检电能表的实际情况，使用标准设备的光电头采读被检电能表转盘转数（或光脉冲数），

被检电能表有输出脉冲的也可以接输出脉冲。

3） 断开电流连片，将电流输入到标准表。断开电流连片时应注意对分流情况进行监视。

4） 操作标准电能表，查看并记录电流、电压、相位等二次电量参数。

5） 进行电能表相对误差测量。在标准电能表达到热稳定后，且在负荷相对稳定的状态下，测定

误差。测定次数一般不得少于2次，取其平均值作为实际误差。但对有明显错误的读数应该舍去。

当实际误差在最大允许值的80%~120%时，至少应再增加2次测量，取多次测量数据的平均值作为实

际误差。

6） 将标准设备退出被测电能表测量回路。先接通电流连片，检查标准表分流情况，确认标准表

分流接近为零后，方可拆除试验接线。

7.7.3 电能表内部时钟校准

1）校核电能表内部时钟与北京时间之差；

2）电能表内部时钟校准的步骤

a) 检查电能表内部日历时钟是否正确

检查被试电能表内的日历时钟，与北京时间相差在 1 分钟以内的可不调整时间，相差在 1~5
分钟需现场调整时间；与北京时间误差在 5 分钟以上，分析原因，必要时更换表计。

b) 采用 GPS 法校对电能表内部时钟

将 GPS 的通讯接口（串口）接至便携式电脑的一个通讯接口，电能表通讯接口接便携式电

脑的另一个通讯接口。时钟校对前，首先使 GPS 处于有效接收状态（工作现场注意 GPS 接收天

线摆放位置和接收电缆的屏蔽），校准便携式电脑的时钟后，再用便携式电脑中的电表校时软件

对电能表内部时钟进行校准，校准时记录电表时差，校准后检查电能表时钟。若现场不具备 GPS

法校时条件，可在试验室先将便携式电脑时钟校准，再在工作现场对电能表内部时钟进行校准，

注意时间不得超过 1 周。

c) 采用北京时间校对法校准电能表内部时钟

将便携式电脑与北京时间校准后，再用便携式电脑中的电表校时软件对电能表内部时钟进

行校准，校准前记录电能表时差，校准后检查电表时钟。当电表具备硬件校时功能时，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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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方式。

7.7.4 电池检查

检查电能表内部用电池的使用时间或使用情况的记录，当发现异常情况时，应及时更换并作相应的

记录。

7.7.5 事件记录检查

检查多功能电能表事件记录寄存器，并将记录下载到便携式电脑中。

7.7.6 接线检查

检查电能表和计量用互感器二次接线是否正确，可以采用相位表或带接线检查功能的电能表现场校

验仪检查接线。检查应在电能表接线端进行。

根据做出的相量图或现场校验仪给出的结果与实际负荷电流及功率因数相比较，分析判断电能表的

接线是否正确。如有错误，先经有关管理人员确认，然后按分析结果更正电能表接线，重新检查。如仍

然不能确定其错误接线的实际情况，则应停电检查。

对于判断为错误接线的电能计量装置应有详细的记录，包括错误接线的形式、向量图、计算公式、

更正后的接线形式、向量图等。

7.7.7 计量差错检查

检查以下可能存在的计量差错：

1） 电能表倍率差错。电能表的计费倍率 GK 应按下式计算。

N

YL

YL
G K

KK

KKK 

式中： YLKK ——与电能表连用的计量用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的变比；


YL KK ——电能表铭牌上标示的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的变比；

NK ——电能表铭牌标示的倍率，未标示者为 1。

2） 电压互感器熔断器熔断或二次回路接触不良。

3） 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接触不良或开路。

4） 电压相序反。

5） 电流回路极性不正确。

7.7.8 不合理的计量方式检查

检查以下可能存在的不合理的计量方式：

1） 电流互感器的变比过大，致使电流互感器经常在 20%（S 级：5%）额定电流以下运行的；

2） 电能表接在电压、电流互感器非计量二次绕组上；

3） 电压与电流互感器分别接在电力变压器不同侧的；电能表电压回路未接到相应的母线电压互感

器二次上。

4）无换向计度器的感应式无功电能表和双向计量的感应式有功电能表无止逆器的。

7.7.9 多功能电能表的功能检查

如果主站端不具备多功能电能表的远方功能，需进行以下检测项目：

1）检查各费率电量之和与总电量是否相等（多费率电能表的组合误差）。对多费率表（或多功能表），

应检查各费率电量之和与总电量是否相等，其相对误差如果大于 0.2%，应检查原因。

2）检查多费率表费率时段设置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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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运行表计的费率时段结构是符合本部门规定，如有疑问，可进一步检查电表费率时段的设

置是否正确，分析原因，必要时更换表计。

3）当多用户访问电能表时，应检查电能表访问权限设置是否正确，并记录下编程总次数及最近一

次编程时间是否正确。如有异常，应检查原因。

4）检查多费率（多功能）电能表的负荷曲线（若电能表具有此项功能）。检查多费率（多功能）电

能表的负荷曲线通道数目及被测量设置是否正确，时间间隔是否满足规定，负荷曲线数据是否有效。

当出现异常情况时，应给于更正或更换表计。

5）检查最大需量寄存器设置是否正确

检查多费率（多功能）电能表最大需量寄存器的需量周期、滑差间隔及复位时间设置是否正确。

当出现异常情况时，应给于更正。

6）检查多费率（多功能）电能表的结算（冻结时间）日是否正确，当出现异常情况时，应给于更

正。

7.8 检验结果的处理

1）现场检验电能表的误差均应在其等级允许范围内，将检验结果和有效期等有关项目填入检验证

（单），必要时出具检验报告。

2）当现场检测电能表的误差超过其等级指标时，应填写详细的检验报告，现场严禁调表。提请及

时更换电能表。

3）现场检验电能表多功能部分有问题时，应及时更正，并填写更正情况报告。

4）对于现场计量有差错的，或发现有不合理计量的，应及时更正，并填写更正情况报告。

5）电能表现场检验误差原始记录档案应妥善保管。

6）电能表轮换或故障时，应在资产卡上记录。

8 电流互感器现场检验

8.1 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

1）办理工作票，有要求时填写“二次设备及回路工作安全技术措施单”。对已投运的电流互感器

进行检验，应办理第一种工作票；对未投运的电流互感器进行检验，视现场情况办理第一种或第三

种工作票。

2）工作票许可后，工作负责人应前往工作地点，核实工作票各项内容，向工作班人员交代工作任

务、安全工作要求和注意事项。

3）至少有三人一起工作，其中一人进行监护。

8.2 危险点分析与预防措施

1）有走错间隔误碰其他设备的可能性。

预防措施：在工作区范围设立标示牌或护栏。

2）接一次试验导线操作为高空作业，有高空坠落和高空坠物伤人的可能性。

预防措施：应遵守高空作业的安全规定，高空作业必须佩戴安全带。一次试验导线要接稳，以 免

跌落。

3）使用高空作业车时，存在碰触带电高压设备的危险。

预防措施：高空作业车应由持证驾驶员操控，其他人员严禁操控高空作业车。高空作业车移动

过程必须有人指挥、监护。

4）在一次为 3/2 结线的系统中进行 CT 二次回路断开、绕组短路操作，有可能将运行中的另一组

CT 二次电流分流导致保护装置动作（跳闸）。

预防措施：a）进行 CT 二次回路甩线、绕组短路操作前退出与被试 CT 二次电流有关的保护装置。

b）查实 CT 二次回路的接线方式，如果被试 CT 二次回路与其它运行中的 CT 二次回路并联，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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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先断开 CT 二次回路然后短路 CT 二次绕组；如果被试 CT 二次回路没有与其它运行中的 CT 二

次回路并联，可以先短路绕组后断开二次回路；

5）恢复 CT 的二次回路接线时有可能发生错误。

预防措施：拆除 CT 的二次回路接线时要做好记录，恢复 CT 二次回路时必须认真检查核对。

8.3 检验人员

检验人员不少于3人，其中至少有2人持有互感器项目计量检定员证。

8.4 检验设备

1）标准电流互感器的准确度级别应比被检高2个等级或以上，检定S级的电流互感器时，标准电流

互感器应比被检电流互感器高3个等级，具有与被试设备相同的变比。

2）电流负荷箱的额定电流、负荷值及功率因数应满足试验要求（一般要求覆盖被试电流互感器二

次额定负荷和下限负荷,必要时考虑覆盖被试电流互感器的实际二次负荷）。

3）升流设备应有足够的容量。检验电压等级为110kV及以下并且一次电流为1000A及下的CT，升流

容量可按5kVA考虑；检验电压等级为220kV及以上或一次电流大于1000A的CT，升流容量应按10kVA

以上考虑；电压等级越高、一次电流越大，所需的升流容量越大。

4）一次大电流导线应有足够的截面积，一般按5A/mm
2
考虑。

5）所使用二次试验导线的阻抗应符合有关要求(一般被试CT二次回路导线电阻值为0.05Ω，标准CT

二次回路导线电阻值为0.1Ω)。

8.5 检验项目

1）外直观检查。

2）绕组的极性检查。

3）计量绕组的误差测量（必要时进行接近现场实际二次负荷下的误差测量）。

4）退磁（可选）。

8.6 检验方法与操作步骤

8.6.1 直观检查

如有下列缺陷之一者，需修复后方予测试。

1）外观损伤，绝缘套管不清洁。对油浸式，油标指示位置不合乎规定；对环氧树脂式，有裂痕；

对 SF6 式，气压表值不满足规定要求。

2）名牌及必要的标志不完整（包括技术参数、极性标志、额定绝缘水平、互感器型号、出厂序号、

制造年月、准确度等级等）。

3）接线端钮缺少、损坏或无标记；穿心式电流互感器没有极性标记。

4）多变比电流互感器在铭牌或面板上未标有不同电流比的接线方式。

5）严重影响测试工作进行的其它缺陷。

8.6.2 工作电源接线

1）互感器校验仪的工作电源应尽量避免与升流器电源使用相同相，以免电压变化过大干扰校验仪

正常工作。

2）试验设备接试验电源时，应通过开关控制，并有监视仪表和保护装置等。

3) 试验电源应接在具有足够输出容量的电源输出端。

8.6.3 试验接线

按图 1 连接一次、二次及测量回路。

1）确认电流互感器一次连接方式（当一次为可变连接时）。

2) 确认一次电流无别的旁路（一般要求 CT 所在间隔的开关断开，连接 CT 一次的接地刀闸接地）。

3) 确认被试电流互感器计量二次绕组正确无误并与其二次回路完全断开；其余二次绕组应可靠短

路。

4) 一次回路连接

a) 应尽量减小一次连线的长度。必要时，应采取措施将标准互感器和升流器置于被试电流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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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最小距离范围内（将试验设备抬高）。

b) 接电流一次线时，应首先检查被接导体是否存在氧化或污垢等现象，如果被接导体氧化或

存在污垢，应用砂纸或其他工具清洁后再连接。

c）采用线夹和端子板连接电流一次线时，应尽量保持较大的接触面，严禁点接触。

d）开关（断路器）套管式电流互感器一次接线端位于开关（断路器）两侧套管上，接线时注

意检查开关（断路器）合、分状态，试验时开关（断路器）位置必须处于“合”状态。

e）封闭式组合开关设备的电流互感器一般安装在断路器两侧，各有接地刀闸。可把一侧接地

刀闸的接地线（板）拆除，作为一次电流极性端子，把另一侧接地点作为另一个电流端子。注

意一次电流必须通过断路器形成闭合回路，因此试验时断路器要处于闭合状态（需解锁）。

5) 二次回路连接。

a) 对于额定二次电流为 5A 的电流互感器应在其二次接线盒处接二次线；对于额定二次电流为

1A 的电流互感器可在其二次端子箱处接线。

b) 除进行测试的绕组按图 1 接线外，其余二次绕组应用导线短路，短路线应接牢，不得使用缠

绕或夹接方式。

6) 校验仪接地端子接地。

7) 预置互感器校验仪测量功能。将校验仪置于“CT 误差”测量功能。

8) 通电时试验。先将一次电流升至额定电流值的 1%~5%，如末发现异常，将电流升至最大电流测

量点，再降到接近零值准备正式测量。如有异常，应排除故障后再测。

8.6.4 绕组的极性检查

一般用电流互感器校验仪进行极性检查。当按规定的标记接好试验线通电时，如发现校验仪的极性

指示器动作而又排除是由于变比接错、误差过大等因素所致，则可确认试品与标准电流互感器的极性相

反（标准电流互感器的极性为减极性）。

8.6.5 基本误差测试

1) 测试原理与接线

用比较法进行电流互感器误差测量，原理接线见图 1。图中给出采用测差法原理的互感器校验

仪的接线方法，连接其他类型互感器校验仪的接线按照其说明书进行。图中只画出了待检测的二次

绕组接线，其余应短路的 CT 二次绕组未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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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用直接比较法或单相比较法测试电流互感器误差原理接线图

图中，TY 一调压器 ；SL 一升流器； LHx一被检电流互感器； LH0一标准电流互感器

Z一电流负荷箱或二次实际负荷； Ll、L2（Pl、P2）一电流互感器一次的对应端子

Kl、K2，（S1、S2）（Kx，）一电流互感器二次的对应端子（x：端子序号）

2） 误差测量

在额定负荷及 1/4 额定负荷和接近实际负荷下分别测量，误差测量点按额定一次电流的 1%（S

级），5%，20%，100%，120%测试下进行。若有特殊要求可增加测试点。二次负荷的功率因数应根据

铭牌规定值选取。测试过程中按规定的格式和要求做好原始记录，原始记录填写应用签字笔或钢笔

书写，不得任意修改。

8.6.6 退磁（可选）

一般要求在随机情况下进行误差测试，当发现互感器误差超差时，允许进行退磁后再测试。最佳

的退磁方法应按标牌上标注的或技术文件中所规定的退磁方法和要求为宜。如制造厂末做规定，可根据

具体情况选择下述方法之一。

为保证试验设备和人员安全，宜使用闭路退磁。

1）闭路退磁法

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接一个相当于其额定负荷 10~20 倍的可变电阻，一次通以工频交流电流，

将电流从零平滑地升至额定电流值的 120%，再将电流均匀缓慢地降至零，然后依次减小可变电阻

至其值的 1/2、1/5、1/10，重复上述过程。

对于多次级的电流互感器，其余铁心的二次线圈此时均应短路；当同一个铁芯中有多个二次

绕组时，被检的二次绕组接退磁电阻，其余的二次绕组开路。

2）开路退磁法

在电流互感器的被试二次绕组开路、其余二次绕组短路的情况下，一次绕组通以工频交流电

流，将电流从零平滑地升至一次额定电流值的 10%～15％，然后将电流平稳、缓慢降到零。退磁

过程中应在匝数最多的二次绕组两端接入交流峰值电压表监视二次电压，当电压示值超过 4.5kV

时，应停止增加电流，并在此较小的电流下退磁。

进行开路退磁时，二次绕组感应的高电压对设备和人员都有危险。试验前应将二次回路接线

解开并将其移开离绕组端子 2cm 以上。将绕组的 K1（S1）端子接地。交流峰值电压表的连接线应

使用硬线，连接线与周边物体的距离不小于 2cm。

8.6.7 试验完毕，拆除一、二次试验接线。

8.6.8 恢复被检电流互感器接线并检查核对。

8.6.9 收拾试验设备，清理现场，试验人员撤离工作现场。

8.6.10 工作负责人办理工作票终结手续。

8.7 检验结果的处理

8.7.1 判断被检电流互感器的误差是否超过表 2 中给出的误差限值，应以修约后的数据为准。误差的

修约按表 3 进行。

表 2 测量用电流互感器的误差限值

准确

度级

别

比值差 相位差

倍率

因数

额定电流下的百分数值 倍率因

数

额定电流下的百分数值

1 5 20 100 120 1 5 20 100 120

0.2S

±%

0.75 0.35 0.2 0.2 0.2

±（ˊ）

30 15 10 10 10

0.2 / 0.75 0.35 0.2 0.2 / 30 15 10 10

0.5S 1.5 0.75 0.5 0.5 0.5 90 45 30 30 30

0.5 / 1.5 0.75 0.5 0.5 / 90 45 30 30

1 / 3.0 1.5 1.0 1.0 / 180 90 6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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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测量用电流互感器误差的修约间隔

各等级的误差修约间隔
准确度等级

倍率因数
0.2 0.5 1

比值差 % 0.02 0.05 0.1

相位差 （ˊ） 1 2 5

8.7.2 按要求出具检验报告。如随机情况下的误差测试结果超差，退磁后的误差测试结果合格，则检

验报告应同时给出退磁前后的测试结果并加以说明，退磁前后的误差均合格方可判断被检的电流互感器

为合格。

8.7.3 原始记录、检验报告应妥善保管、归档。

9 电压互感器现场检验

9.1 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

1) 办理工作票，有要求时填写“二次设备及回路工作安全技术措施单”。对已投运的电压互感器

进行检验，应办理第一种工作票；对未投运的电度互感器进行检验，视现场情况办理第一种或第三

种工作票。

2) 工作票许可后，工作负责人应前往工作地点，核实工作票各项内容。

3) 至少有三人一起工作，其中一人进行监护。

9.2 危险点分析与预防措施

1) 有走错间隔误碰其他设备的危险性。

预防措施：在工作区范围设立安全围栏并悬挂标示牌。

2) 接一次试验导线操作为高空作业，有高空坠落和高空坠物伤人的危险性。

预防措施：应遵守高空作业的安全规定，高空作业必须佩戴安全带；一次试验导线要接稳，以免跌

落。

3) 使用高空作业车时，存在碰触带电高压设备的危险性。

预防措施：高空作业车应由持证驾驶员操控，其他人员严禁操控高空作业车。高空作业车移动过程

必须有人指挥、监护。

3) 安装试验设备时，有吊物脱钩伤人的危险性。

预防措施：1）使用合格的吊车，由持证司机驾驶。2）使用合格的起吊工具。3）起吊过程派专人

指挥、监护。4）起重机吊臂下禁止站人。

4) 恢复电压互感器的二次回路接线时有可能发生错误。

预防措施：拆除电压互感器的二次回路接线时要做好记录，恢复时必须认真检查核对。

5) 拆除电压互感器的二次接线时有可能错拆一次尾端接线造成设备损坏。

预防措施：拆线时注意核对接线端子编号，并由第二人核查。

6) 进行高压试验时存在高压电伤人或损坏设备的危险性。

预防措施：试验时带电的设备与人员及周边设备（物体）应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在升压带电设备周

围装设安全围栏，并派人看守以防误入。

9.3 试验人员

检验人员不少于3人，其中至少有2人持有互感器项目计量检定员证。

9.4 检验设备

1) 标准电压互感器的准确度级别应比被检高2级或以上，具有与被试设备相同的变比。



14

本资料内容由武汉三新电力技术部整理，更多资料请点击 http://www.whsxdl.com/hyzl/index.html 电话：4000-996788

2) 电压负荷箱的额定电压、负荷值及功率因数应满足试验要求（一般要求覆盖被试电压互感器二

次额定负荷和下限负荷,必要时考虑覆盖被试电压互感器的实际二次负荷）。

3) 升压设备应有足够的容量。一般情况下，检定电磁式电压互感器时，可使用电磁式升压器或现

场的其他相被试电压互感器升压，容量可按5kVA考虑；检验电容式电压互感器时，应使用谐振升压

装置，谐振升压装置一般为成套设备，只需配套使用即可。GIS中的电磁式电压互感器检验时，应

使用外加的升压器进行升压。

4) 所使用二次试验导线截面面积不小于2.5mm
2
，误差测量回路导线应与负载箱的连接线分开，

在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端子箱处并联。

5) 如必须使用更长的误差测量回路导线时，应检测长导线给检验结果带来的影响，必要时予以修

正。使用长导线带来的误差测量附加值可通过带长导线自校的方法检测出来。

9.5 检验项目

1) 直观检查。

2) 绕组的极性检查 。

3) 计量绕组的误差测试（必要时进行接近现场实际二次负荷下的误差测试）。

9.6 检验方法

用比较法进行电压互感器误差测量。本作业指导书给出 4 种单相电压互感器误差检验典型原理接

线。使用其他原理接线请参照设备使用说明书。

检定电磁式电压互感器时，可使用电磁式升压器或现场的其他相被试电压互感器升压；检验电容式

电压互感器时，应使用谐振升压装置；检验 GIS 中的电磁式电压互感器时，应使用外加的升压器进行升

压，若使用谐振升压器，管道电容可按典型值每米 60pF、高压电缆电容可按典型值每米 150pF 进行估

算，以确定谐振匹配电抗量。

1）使用电磁式标准电压互感器的原理接线见图 2、图 3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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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中：TY——调压器 ； SY——升压器 ； YH0——标准电压互感器；

YHx（CVT）——被试电压互感器；Y1、Y2——电压负荷箱 ；

A、X（A、N）——电压互感器一次的对应端子；

a、x（la、l0、2a、20）——电压互感器二次的对应端子。

注 1：若使用电磁式电压互感器组中的一台作为升压器，应限制低压励磁电流不超过 30A，时间不超过

一分钟。如果电流达到 45A，时间不能超过半分钟。

2） 使用标准电容分压器的原理接线见图 4、图 5。图 4接线一般适合于标准电容分压器的高压标准电

容量小于 100PF 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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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5

图中：TY——调压器 ； SY——升压器 ；YHN——校准用标准电压互感器

YHx（CVT）——被试电压互感器； Y1、Y2——电压负荷箱 ；

A、X（A、N）——电压互感器一次的对应端子；

a、x（la、l0、2a、20）——电压互感器二次的对应端子。

CVB2——电容补偿箱 Cs、CN——标准电容分压器

电容式电压比例标准器使用前要先校准。校准使用替代法，用标准电压互感器代替试品，选择

10%~50%电压百分点中的某一点作为参考点（参考点一般选标准电压互感器的最高工作高压点），使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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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差式校验仪在高电位测差。调节低压臂电容和串联电阻，使校验仪指示的误差等于标准电压互感器的

误差。然后用试品取代标准电压互感器进行升压测量。

电容式电压比例标准器应根据当时环境条件选择复校间隔时间，通常可选择每台或每组检验的开始

和结束时进行。复校按使用前校准步骤进行。如果复校结果与前一次有显著区别（大于二个修约单位），

应找出原因。必要时应缩短复校间隔时间。

3） 三相四柱式电压互感器检验线路

三相四柱式电压互感器误差检验原理线路见图 6。

图 6

图中：TY 一三相调压器 SY 一三相升压器 Y一电压负荷箱

A、X（A、B、C、N）一电压互感器一次的对应端子

a、x（a、b、c、n）一电压互感器二次的对应端子

进行三相四柱式电压互感器误差检验时，使用三相升压器给三相互感器同时升对称三相电压，逐相

进行误差检验。

9.7 操作步骤

9.7.1 外观检查

如有下列缺陷之一者，需修复后方予测试。

1）外观损伤，绝缘套管不清洁。对油浸式，油标指示位置不合乎规定；对环氧树脂式，有裂痕；

对 SF6 式，气压表值不满足规定要求。

2）铭牌及必要的标志不完整（包括技术参数、极性标志、额定绝缘水平、互感器型号、出厂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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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年月、准确度等级等）。

3）接线端钮缺少、损坏或无标记。

9.7.2 标准设备和升压设备的组装

按设备使用说明书的要求组装标准设备和升压设备的组装。组装时注意安全距离。若使用电容式电

压比例标准还应注意标准器与周边物体的距离满足使用说明书的要求。

9.7.3 一次试验线连接

按所使用的原理线路图连接一次试验导线。

1）高压引线推荐使用直径 1.5~2.5mm 软铜裸线，35kV 及以下的电压等级可使用硬线。

2）GIS 设备的电压互感器从出线套管上连接一次导线。

3）试品顶部到高压架空线的高压引线必须拆除，折除时必须用专用接地线把架空线和试品接地。

折除后的架空线用绝缘绳紧固，与试品的距离500kV等级不小于 2米，220kV 等级不小于1米，1l0kV

等级不小于 0.5 米。

4）对线路电压互感器试验时，允许带避雷器和阻波器升压，应把避雷器低端妥善接地。

5）对母线电压互感器试验时，应断开电压互感器隔离刀闸。

6）测试前和测试后电压互感器都必须用专用放电棒放电。

7）应将电压互感器高压侧可靠接地后，方可接触一次高压线。

8）室内组合电器的试验时，应注意绝缘隔离（可使用用环氧树脂板等绝缘板）和挂接地线。

9）电压等级在 110kV 及以上时，禁用硬导线作一次线。

10）用于载波通讯的电容式电压互感器，试验时应短接载波接入端子，合上载波短路刀闸，没有刀

闸时可用导线短接载波保护球隙。

9.7.4 二次试验线连接

1） 打开电压互感器底座上的接线盒，拆下计量绕组及其它（测量、保护等）绕组的二次引线，并

作相应的标记和绝缘措施（防止接地短路和恢复接线时接错）。

2）按所使用的原理线路图连接二次试验导线。应注意以下事项：

a）误差测量回路导线必须专用。一般包括电压高（或低）端对接线、a线、x 线、K线、D 线。

b）误差测量回路的二次导线必须用螺丝连接，不得用接线夹连接。

c）电压负荷箱直接用导线连接到相应的绕组出线端子，不得共用误差测量回路导线，以免带

来附加误差。连接电压负荷箱的 N线也不能共用。额定电压相同的电压负荷箱可以并联使用。

并联后的负荷等于各台负荷的和（功率因数相同时）。

d）注意检查接地线，每个绝缘的回路应单独，只允许由一个接地点。被试绕组必须在校验仪处

接地。

9.7.5 试验电源接线

1) 试验电源应接在具有足够输出容量的电源输出端。

2) 校验仪的供电电源与升压器电源宜使用电源的不同相别，以免电源压降干扰仪器工作。电源引

线接到测量工作区时，应通过开关给工作设备供电。

9.7.6 通电前检查

接线完成后，工作负责人应检查高压回路的绝缘距离是否符合要求，接线是否正确。使用谐振升压

电源时，核查选用的电抗值是否合适。

9.7.7 标准电容分压器的校准（使用标准电容分压器时）

1) 将校准用电磁式标准电压互感器接入测量回路。

2) 将互感器校验仪置于调零功能状态。平稳地升起一次电压至额定值 5%~10%之间的某一值，调节

电容补偿箱使校验仪指零仪平衡。如末发现异常，升压到额定校准电压点，重新调节电容补偿箱使

指零仪平衡，完成校准操作。如有异常，应排除后再试测。

3) 将校准用电磁式标准电压互感器的一次接线取下。

9.7.8 绕组的极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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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用电压互感器校验仪进行极性检查。当按规定的标记接好试验线通电时，如发现校验仪的极性

指示器动作而又排除是由于变比接错、误差过大等因素所致，则可确认试品与标准电压互感器的极性相

反（标准电压互感器的极性为减极性）。

9.7.9. 误差测量

1) 将互感器校验仪置于电压互感器误差测量功能。平稳地升起一次电压至额定值 5%~10%之间的某

一值，读取校验仪读书。如未发现异常，升压到最大测量电压点，然后降到零准备正式测量。如

有异常，应排除后再试测。

2) 在额定负荷点测量电压额定百分数 80%、100%、115%点（500kV 为 110%）的误差。额定负荷点

是指除剩余绕组外的其余绕组均带额定二次负荷。

3) 在下限负荷点下测量电压百分数 80%、100%点的误差。下限负荷点是指被检绕组接 2.5VA，其余

绕组负荷为零。

4) 有要求时应在接近实际二次负荷点测量电压互感器的误差。

5) 测试过程中按规定的格式和要求做好原始记录，原始记录填写应用签字笔或钢笔书写，不得任

意修改。

9.7.10 试验完毕，拆除一、二次试验接线。

9.7.11 恢复被检电压互感器接线并检查核对。

9.7.12 收拾试验设备，清理现场，试验人员撤离工作现场。

9.7.13 工作负责人办理工作票终结手续。

9.8 检验结果的处理

9.8.1 电压互感器基本误差

判断被检电压互感器的误差是否超过表 4 中给出的误差限值，应以修约后的数据为准。误差的修约

间隔见表 5。

表 4 电压互感器基本误差限值

准确等级 UP/Un（%） 80 100 115（110）

0.5
比值差（±%） 0.5 0.5 0.5

相位差（±ˊ） 30 30 30

0.2
比值差（±%） 0.2 0.2 0.2

相位差（±ˊ） 10 10 10

0.1
比值差（±%） 0.1 0.1 0.1

相位差（±ˊ） 5 5 5

表 5 误差数据修约间隔

准确度等级 1 0.5 0.2 0.1

比值差（±%） 0.1 0.05 0.02 0.01

相位差（±ˊ） 5 2 1 0.5

9.8.2 某二次负荷值不能用电压负荷箱给出时，该负荷点的误差值可以进行误差换算求得。参见附录C

电压互感器的负荷误差换算。

9.8.3 按要求出具检验报告。

9.8.4 原始记录、检验报告应妥善保管、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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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压降测试

10.1 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

1) 办理第二种工作票，有要求时填写“二次设备及回路工作安全技术措施单”。

2) 工作票许可后，工作负责人应前往工作地点，核实工作票各项内容，向工作人员交代工作任务、

安全工作要求和注意事项。

3) 至少有 3 人一起工作，其中一人进行监护。

10.2 危险点分析与预防措施

1) 存在走错位置误碰其他设备的危险性。

预防措施：在工作区范围设立标示牌或护栏。

2) 带电测试时存在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短路或接地的危险性。

预防措施：测试引线必须有足够的绝缘强度，以防止对地短路。接线前必须事先用兆欧表检查一遍

各测量导线（包括电缆线车）的每芯间，芯与屏蔽层之间的绝缘情况。

3) 带电测试时存在操作人员触电的的危险性。

预防措施：操作时使用绝缘良好的工具。

10.3 测试人员

现场测试人员不少于4人，其中至少有1人持有互感器项目计量检定员证。

10.4 测试设备

1) 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压降测试仪的等级不应低于 2.0 级，其基本误差应包含测试引线所带来的

附加误差。

2) 通讯工具

试验人员之间相互联络用的通讯工具应不影响电力系统其它设备安全运行和正常工作。

3) 三相电源箱（PT 停电时测试需具备）

具有三相六线输出，输出电压范围 0~100V 可调。

4）使用前的压降测试仪应进行自校，自校方法见设备使用说明书。

10.5 测试方法

宜使用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压降测试仪进行测试，推荐采用将测试仪置于电能表处的末端测量方式。

10.5.1 带电测试

在 PT 正常运行情况下，用临时施放的测试电缆线将 PT 二次输出端电压（PT 端子箱处）引到主控

室电度表屏处，将 PT 二次输出端电压及电能表端电压同时接入 PT 二次回路压降测试仪，由 PT 二次回

路压降测试仪测量出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压降相对值（用比值差和相位差表示）。

测试原理接线见图 7

10.5.2 停电测试

在 PT 停电情况下，在 PT 端子箱处断开 PT 计量二次回路（取下保险或断开小空开），使用三相电源

箱给 PT 计量二次回路加模拟运行电压（三相对称电压），然后进行测试，测试接线与带电测试相同。

注意事项：

1）所加模拟运行电压不得超过额定二次电压的 1.1 倍，以免造成二次设备损坏。

2）注意区分回路断点两侧，切勿将电压加到 PT 二次绕组侧造成 PT 倒送电。

3）测试时二次回路的负载应与正常运行时的负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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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
Ub
Uc
Un

Ua
Ub
Uc
Un

Wb PT

测试电缆

压降测试仪

电能表端子 PT输出端子

控制室 现场设备

PT二次电缆

图 7

10.6 操作步骤

1）施放测试电缆。施放过程中不得用力抖动电缆，以防电缆抛起碰触高压设备。

2）用兆欧表检查测试电缆各相导线之间及各相导线对屏蔽层的绝缘状态，确认电缆线绝缘良好。

3）将电缆一端的线头短接，用电阻表从另一头测量线间电阻，确认电缆线导通良好。

4）打开 PT 二次回路压降测试仪电源，确认测试仪工作正常。

5）先将测试电缆连接到测试仪，然后逐相连接到电能表接线盒的电压端子。

6）将连接 PT 二次端子的电缆头逐相连接到 PT 二次端子。应接在 PT 二次引出线所连接的第一组端

子处。

【注：建议先接线在保险（或小空开）后面进行一次测量，目的是预防万一测试电缆绝缘有问题，保险

（或小空开）可起保护作用，另外通过两次测量可以发现保险（或小空开）是否接触良好。】

7）操作 PT 二次回路压降测试仪进行测试，并做好数据记录。测试过程如出现异常数据，应检查后

重测确认。压降超差的，应在记录上说明原因。

8）测试完毕，收拾试验设备、电缆，撤离现场。

9）工作负责人办理工作票终结手续。

10.7 测试结果处理

10.7.1 PT 二次回路电压降相对值按下列公式计算

(%))0291.0( 22   fU

式中： U ——二次压降的相对值百分数

f ——同相分量（%）

 ——正交分量（′）

10.7.2 判断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电压降误差是否超过表 6 中给出的误

差限值，应以修约后的数据为准。误差的修约按表 7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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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PT 二次回路压降的相对限值（DL/T448-2000）

电能计量装置类型 相对限值（%）

Ⅰ、Ⅱ类 0.2

其他 0.5

表 7 PT 二次回路压降的修约间隔

电能计量装置类型 相对限值（%）

Ⅰ、Ⅱ类 0.02

其他 0.05

10.7.3 有要求时出具测试报告。

10.7.4 原始记录、测试报告归档。

11 电流互感器二次实际负荷测试

11.1 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

1) 办理第二种工作票，有要求时填写“二次设备及回路工作安全技术措施单”。

2) 工作票许可后，工作负责人应前往工作地点，核实工作票各项内容，向工作人员交代工作任务、

安全工作要求和注意事项。

3) 至少有二人一起工作，其中一人进行监护。

11.2 危险点分析与预防措施

1) 存在走错位置误碰其他设备的危险性。

预防措施：在工作区范围设立标示牌或护栏。

2) 带电测试时存在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开路的危险性。

预防措施：使用电流钳时动作要轻缓，严禁用力拉扯、撬动现场二次导线。

11.3 测试人员

现场测试人员不少于2人，其中至少有1人持有互感器项目计量检定员证。

11.4 测试设备

互感器二次负荷测试仪或互感器校验仪，准确度等级不应低于 2.0 级。

11.5 测试方法

1) 使用互感器二次负荷测试仪或互感器校验仪进行测试。推荐使用互感器二次负荷测试仪。

2) 通过测量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的端口电压与回路电流的向量比（即回路等效阻抗 Z），然后按 S

＝I2e

2
×Z 折算成伏安值即为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实际负荷。可以在停电状态和运行状态时进行测

量，在停电状态时的测试原理接线见图 8

图 8 给出设备停电时使用 CT 二次负荷测试仪测试从 CT 端子箱至电能表段回路实际阻抗接线

图。在 CT 端子箱处断开 CT 二次回路电流联片，用三相电流发生器给回路加不超过 CT 额定二次电

流的三相对称电流，将 CT 二次负荷测试仪的电压输入导线夹接到二次回路端（an、bn、cn），将电

流钳钳到相应的 a、b、c线上，然后操作仪器进行测量、读数，试验逐相进行。测量 CT 接线盒至

CT 端子箱段回路阻抗的方法与之相同，只需在 A、B、C 三相 CT 接线盒处用短导线将 CT 的计量二

次绕组短接，即可按同样的方法进行测试。

CT端子箱至电能表段回路和 CT接线盒至 CT端子箱段回路的等效阻抗值之和即为 CT二次回路

的总等效阻抗值，按 S＝I2e

2
×Z折算成伏安值即为 CT 二次绕组实际负荷。

也可以使用互感器校验仪的阻抗测量功能进行回路等效阻抗测试，在加三相对称电流的情况

下，将所测量相的电流接入校验仪工作电流回路（T0TX），将回路端口电压接入校验仪差压回路（参

照说明书），即可逐相进行测试。

在设备运行状态时进行测试，直接使用互感器二次负荷测试仪进行测试。设备带电时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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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对 CT 接线盒至 CT 端子箱段回路阻抗进行测量。

11.6 操作步骤

11.6.1 停电测试

1) 断开 CT 端子箱处 CT 二次回路（打开电流连片），按试验原理接线图接线。

2) 打开三相电流发生器电源，调节三相输出电流使之对称（大小为 1A 即可）。

3) 操作 CT 负荷测试仪进行测量，保持三相电流发生器输出电流不变，改变 CT 负荷测试仪的电流

钳和电压接线到相应的相别逐相进行测量，做好原始记录。

4) 测试完毕，关电源，收拾试验设备，撤离现场。

5) 工作负责人办理工作票终结手续。

11.6.2 带电测试

a. 查实 CT 端子箱处 CT 二次回路接线及端子。

b. 将 CT 负荷测试仪的电流钳和电压线接到相应的相别逐相进行测量，做好原始记录。

d．测试完毕，关电源，收拾试验设备，撤离现场。

c. 工作负责人办理工作票终结手续。

11.7 测试结果处理

11.7.1 按 S＝I2e

2×Z 将二次回路等效阻抗值折算成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实际二次负荷伏安值。

11.7.2 判断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实际负荷是否处于额定二次负荷的 25％～100％范围。

11.7.3 有要求时出具测试报告。

11.7.4 原始记录、测试报告归档。

Ia

Ib

Ic

Na

Nb

Nc

Nc

至

CT

接

线

盒

至电能表

电压试验电缆

电流钳电缆

CT端子排

CT负荷测试仪

电

缆

N Ic Ib Ia

三相电流发生器

图 8 使用互感器二次负荷测试仪测试 CT 实际负荷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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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电压互感器二次实际负荷测试

12.1 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

1) 办理第二种工作票，有要求时填写“二次设备及回路工作安全技术措施单”。

2) 工作票许可后，工作负责人应前往工作地点，核实工作票各项内容，向工作人员交代工作任务、

安全工作要求和注意事项。

3) 至少有二人一起工作，其中一人进行监护。

12.2 危险点分析与预防措施

1) 存在走错位置误碰其他设备的危险性。

预防措施：在工作区范围设立标示牌或护栏。

2) 带电测试时存在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短路或接地的危险性。

预防措施：测试导线必须有足够的绝缘强度，以防止对地短路。接线前必须事先检查一遍各测量导

线的每芯间，芯与屏蔽层之间的绝缘情况。

3) 带电测试时存在操作人员触电的的危险性。

预防措施：操作时使用绝缘良好的工具。

12.3 测试人员

现场测试人员不少于2人，其中至少有1人持有互感器项目计量检定员证。

12.4 测试设备

互感器二次负荷测试仪或互感器校验仪，准确度等级不应低于 2.0 级。

12.5 测试方法

1) 使用互感器二次负荷测试仪或互感器校验仪进行测试。推荐使用互感器二次负荷测试仪。

2) 通过测量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的回路电流与端口电压的向量比（即回路等效导纳 Y），然后按 S

＝U2e

2
×Y 折算成伏安值即为电压互感器二次绕组实际负荷。可停电和带电状态下进行测试，停电时

测试原理接线见图 9。

图 9 给出在设备停电时使用 PT 二次负荷测试仪测试 PT 二次绕组实际负荷接线图。在 PT 端子

箱处断开电压连片，用三相电压发生器给回路加不超过 PT 额定二次电压的三相对称电压，将 PT

二次负荷测试仪的电压输入导线夹接到二次回路端口（an、bn、cn），将电流钳钳到相应的 a、b、

c线上，然后操作仪器进行测量、读数，试验逐相进行。按 S＝U2e

2
×Y折算成伏安值即为 PT 二次绕

组实际负荷。

也可以使用互感器校验仪的导纳测量功能进行回路等效导纳测试，在加三相对称电压的情况

下，将所测量相的电压接入校验仪工作电压回路，将回路端口电压接入校验仪差压回路（参照说明

书），即可逐相进行测试。

设备带电时进行测试，直接使用互感器二次负荷测试仪参照以上的方法进行测试。

12.6 操作步骤

12.6.1 停电测试

1) 断开 PT 端子箱处 PT 二次回路（取下保险或断开小空开），按试验原理接线图接线。

2) 打开三相电压发生器电源，调节三相输出电压使之对称（大小为 100％U2e）。

3) 操作 PT 负荷测试仪进行测量，保持三相电压发生器输出电压不变，改变 PT 负荷测试仪的电流

钳和电压接线到相应的相别逐相进行测量，做好原始记录。

4) 测试完毕，关电源，收拾试验设备，撤离现场。

5) 工作负责人办理工作票终结手续。

12.6.2 带电测试

1) 查实 PT 端子箱处 PT 二次回路接线及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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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 PT 负荷测试仪的电流钳和电压线接到相应的相别逐相进行测量，做好原始记录。

3) 测试完毕，关电源，收拾试验设备，撤离现场。

4) 工作负责人办理工作票终结手续。

12.7 测试结果处理

12.7.1 按 S＝U2e

2×Y 将二次回路等效阻导纳折算成电压互感器二次绕组实际二次负荷伏安值。

12.7.2 判断电压互感器二次绕组实际负荷是否处于 2.5VA 至额定二次负荷之间范围。

12.7.3 有要求时出具测试报告。

12.7.4 原始记录、测试报告归档。

13 附录

附录 A 电能计量装置合成误差的计算

附录 B 电压互感器的负荷误差换算

附录 C 电能计量装置现场检测原始记录参考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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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负荷测试仪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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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电压发生器

图 9 使用互感器二次负荷测试仪测试 PT 实际负荷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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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电能计量装置合成误差的计算

1 三相二元件（三相三线）电能计量装置

三相三线电能计量装置的组合误差 等于电流、电压互感器的合成误差 h 、电压互感器二次引线

压降误差 d 、电能表的误差 e 之代数和。用公式表示就是；

edh  

其中

 )()(0084.0)(5.0 22112121 VIVIVVIIh ffff  

    (%))(0145.0)()(289.0 22111122  tgtgffff VIVIVIVI 

式中 1If 和 12 , VI f 和 1V 为第一元件电流、电压互感器的误差值； 2If 和 22 , VI f 和 2V 为第二元

件电流、电压互感器的误差值；为装置所计量线路的一次负荷功率因数角。

 tgffffd )(289.0)(084.0)(5.0 121221  (%))(0145.0 12  tg

式中 1f 和 1 为第一元件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压降值， 2f 和 2 为第二元件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压

降值。

当使用三台接地电压互感器作 Y-Y 连接时，需要把电压互感器的相电压误关换算为线电压误差。计

算公式为：

(%))(0084.0
2 ba

ba
ab

ff
f  




(%))(0084.0
2 bc

bc
cb

ff
f  




)()(924.9
2




 ba
ba

ab ff
ff



)()(924.9
2




 bc
bc

cb ff
ff



式中 abf 、 cbf 分别为 A-B 相间和 C-B 相间电压比值差， ab 、 cb 分别为 A-B 相间和 C-B 相间电压

相位差， af 、 bf 、 cf 分别为 A 相、B 相和 C 相电压互感器的比值差， a 、 b 、 c 分别为 A 相、B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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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C 相电压互感器的相位差。

2 三相三元件（三相四线）电能计量装置

三相四线电能计量装置的综合误差 也是等于电流、电压互感器的合成误差 h ，电压互感器二次

回路压降误差 d ，电能表的误差 e 之代数和。用公式表示就是

edh  

其中

11332211 (0097.0)(
3
1

VIVIVIVIh ffffff   (%))3322 VIVI  

式中 1If 和 1I ， 1Vf 和 1V 为第一元件电流、电压互感器的误差值； 2If 和 2I ， 2Vf 和 2V 为第二

元件电流、电压互感器的误差值； 3If 和 3I ， 3Vf 和 3V 为第三元件电流、电压互感器的误差；为装

置所计量线路的一次负荷功率因数角。

(%))(0097.0)(
3
1

321321  tgfffd 

式中 1f 和 1 、 2f 和 2 、 3f 和 3 分别为第一元件、为第二元件、第三元件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压

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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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电压互感器的负荷误差换算

1 公式法

用公式法计算时，需要分别在负荷 S1和空载下测量得到电压互感器的误差值。电压互感器在负荷

S2下的误差值按下式计算：

 )(0291.0)cos()( 101210
1

2
02   ff
S
Sff )sin( 12   （%）

 )(38.34)cos()( 101210
1

2
02 ff
S
S

  )sin( 12   （ˊ）

式中：

0f 、 1f 、 2f 分别为负荷空载、 1S 和 2S 下的比值差；

0 、 1 、 2 分别为负荷空载、 1S 和 2S 下的相位差；

1 、 2 分别为负荷 1S 、 2S 的功率因数角。

2 图算法

在右图的直角坐标系统中，横座标为相位误差，单

位（ˊ），方向左负右正。纵座标为比值误差，单位为%。

方向下正上负。注意横座标是 1rad=3438ˊ的尺寸比例

作出的。因此两座标轴有同样的比例尺度。

设一台电压互感器空载误差为 0.18%和-0.2ˊ，对

应于A点。在带有60VA，cos=0.8的负荷时，误差为-0.33%

和+6ˊ，对应于 B 点。当负荷为 60VA，cos=1 时，AB 射

线向左转过 37º，（因为 cos37º=0.8）。B 点对应着 B2，

该点误差为-0.34%和-5.7ˊ。如果负荷变为 20VA，

cos=0.3，则 AB2射线向右转过 72.5º，（因为 cos72.5º

=0.3）。同时长度变为 1/3，（因为 20VA 是 60VA 的 1/3），

得到 B1点。它对应的误差为+0.09%和+5ˊ。

如果电压互感器有两个或多个二次绕组，可以把各

个绕组带负荷后对计量绕组误差的影响线性叠加。得到

计量绕组在全部绕组带各自负荷时的误差。

3 电压互感器二次负荷误差外推法对所有电磁式电压互感器都适用。电容式电压互感器只有在负荷增

加过程中误差变化方向保持不变时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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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1 （XXXX 单位）

电能表现场检验原始记录

编号：

设备名称： 检验日期： 年 月 日

仪表名称： 制造厂名： 出厂编号：

型 号： 准确度： 常数： /kWh 规格：

使用的标准器
型 号： 出厂编号： 准确度级别：

证书有效期： 年 月 日

1. 现场检验条件：温度 ℃ 、 湿度 ％

PT 变比： V / V CT 变比： A / A

PT 二次侧电压（V） CT 二次侧电流（A）

相别 UA（AB） UB UC（CB） IA IB IC

2. 电能表接线检查：

相位 UA（AB） UB UC（CB）
结论：

接线正确 口

接线错误 口
IA

IB

IC

3. 误差测定：

功率因数 标准表电流量程 被检表转数（脉冲数） 相对误差（%）

其他功能检查和测试

序号 测试项目 测试结果 备注

1 组合误差

2 日历时钟

3 费率时段

4 问权限设置

5 负荷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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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最大需量寄存器设置

7 结算（冻结时间）日

核验人： 记录人：

附录 C－2 （XXXX 单位）

电 流 互 感 器 误 差 现 场 检 验 记 录

编号：

厂站名称：

馈线名称： 开关编号：

型 号： 制 造 厂：

出厂编号： 设备编号：

计量二次绕组名称： 额定负载 ： VA

使用的标准设备：

型号： 出厂编号： 检定证书有效期：

环境气温： ℃ ；相对湿度：_____ % ；试验频率： HZ

误差数据：

绕组名

及变比

准确度

级别

IP/IN

(%)
1 5 20 100 120 二 次 负 荷

f ( %) VA

cosΦ=δ(ˊ)

f ( %) VA

cosΦ=δ(ˊ)

f ( %) VA

cosΦ=δ(ˊ)

f ( %) VA

cosΦ=δ(ˊ)

f ( %) VA

cosΦ=δ(ˊ)

f ( %) VA

cosΦ=δ(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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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馈路常用负荷曲线下应增加必要的测试点（最好 3~5 点）。

试验日期：_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_日

核验人： 记录人：

附录 C－3 （XXXX 单位）

电 压 互 感 器 误 差 现 场 检 验 记 录

编号：

厂站名称：

馈线名称： 设备编号：

型 号： 制 造 厂：

出厂编号： 设备编号：

额定电压比：

额定二次负载：1a1n: VA； 2a2n: VA； 3a3n:___ VA

环境气温： ℃ ，相对湿度：_____________% ，试验频率： HZ

使用的标准设备：

型号： 出厂编号： 检定证书有效期：

型号： 出厂编号： 检定证书有效期：

误差数据:

绕组

名称

准确度

级别

UP/UN

(%)
80 100

110

（115）
二 次 负 荷

f ( %) 1a: VA cosΦ=

2a: VA cosΦ=δ(ˊ)

f ( %) 1a: VA cosΦ=

2a: VA cosΦ=δ(ˊ)

f ( %) 1a: VA cosΦ=

2a: VA cosΦ=δ(ˊ)

f ( %) 1a: VA cosΦ=

2a: VA cosΦ=δ(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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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日期：_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日

试验人员：

核验人： 记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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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4 （XXXX 单位）

电压互感器实际二负荷测试记录

编号：

厂站名称：

设备名称： 设备编号：

计量二次绕组：名称 、额定电压 V、额定容量 VA

环境气温： ℃ 、相对湿度：_________%、试验频率： HZ

使用的检测设备：

型号： 出厂编号： 检定证书有效期：

试验日期：__________年___ ___月____ _日

试验人员：

测试数据:

绕组

名称

相别 二次回路实测导纳值 二次绕组实际负荷值 结论

同相分量

(×10
-4
S)

正 交 分 量

(×10
-4
S)

VA cosφ

A

B

C

核验人： 记录人：

附录 A－5 （XXXX 单位）

电流互感器实际二负荷测试记录

编号：

厂站名称：

设备名称： 设备编号：

计量二次绕组：名称 、额定电流 A、额定容量 VA

环境气温： ℃ 、相对湿度：_____________% 、试验频率： HZ

使用的检测设备：

型号： 出厂编号： 检定证书有效期：

试验日期：__________年___ ___月____ _日

试验人员：

测试数据:

绕组

名称

相别 二次回路实测导纳值 二次绕组实际负荷值 结论

同相分量

(×10
-4
S)

正 交 分 量

(×10
-4
S)

VA cosφ

A

B

C

核验人： 记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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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6 （XXXX 单位）

PT 二次压降测试记录

编号：

厂站名称：

设备名称： 设备编号：

计量二次绕组名称：

计量二次绕组所带电能表：

环境气温： ℃ 、相对湿度：____ _________% 、试验频率： HZ

使用的检测设备：

型号： 出厂编号： 检定证书有效期：

试验日期：__________年___ ___月____ _日

试验人员：

测试数据:

相别 幅值差（%） 相位差（′） 电压降（%） 电压值（V）

AO

BO

CO

AB

CB

核验人： 记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