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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电度表(电能表)检定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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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感应系交流有功和无功电度表(简称电度表)的检定。 

本规程不适用于： 

损耗电度表； 

定量电度表； 

遥测电度表； 

表 1 安装式单相电度表和平衡负载时三相电度表的基本误差限 



 

注：①Ib-标定电流，Imax-额定最大电流； 

②周期检定时允许将 cosψ=0.8 改成 cosψ=0.866，角ψ是指相电压与相电流间的相位差； 

③适用于使用中的无功电度表。 

最大需量电度表； 

预付电费电度表； 

多费率电度表； 

视在功率电度表； 

其他特种电度表。 

一 技术要求 



1 标志 

受检电度表上的标志应符合国家标准或有关技术条件的规定。 

2 基本误差 

2.1 安装式有功和无功电度表的基本误差限不得超过表 1 和表 2 规定。 

表 2 不平衡负载①时安装式三相有功和无功电度表的基本误差限 

 

注：①不平衡负载是指在对称的三相额定电压下，电度表任一电流线路有电流，而其余电流线路无电流。 

②角θ是指加在同一组元件上的电压与电流间的相位左，cosθ适用于有功电度表和余弦式无功电度表，sinθ适用于正弦式无功电度表。 

2.2 携带式有功和无功电度表的基本误差限不得超过表 3 和表 4 规定。 

2.3 在额定频率和额定电压的条件下，携带式电度表对同一电能值不少于 5 次的重复测量(每次测量不需重新起动电压电流调节设备)，

由此求得评定测量精度(重复性)的标准偏差估计值 S(%)，应不超过表 5 规定。 

表 3 携带式单相电度表和平衡负载时三相电度表的基本误差限 



 

注：周期检定时允许将 cosψ=0.8 和 sinψ=0.8，改成 cosψ=0.866 和 sinψ=0.866，对 0.1 级携带式有功电度表，括号内误差仅供参

考。 

表 4 不平衡负载时携带式三相有功和无功电度表的基本误差限 

 

注：cosθ和 sinθ跟表 2 中的注②相同。 

表 5 携带式电度表重复测量结果的标准偏差估计值 



 

注：携带式电度表按恒定负载运行时，允许负载电流为 0.8Ib～Ib。 

3 起动 

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和 cosψ=1.0(对有功电度表)或 sinψ=1.0(对无功电度表)的条件下，负载电流不超过表 6 规定时，电度表转盘

应连续转动。 

表 6 允许起动电流值 

 

4 潜动 

当电流线路无负载电流而电压线路加 80%～110%额定电压(对三相电度表加对称的三相额定电压)时，安装式电度表的转盘转动不得超过

1 转。 

当电压线路无电压而电流线路通 100%标定电流或停止计数后，携带式电度表的示值在 1min 内的变化应不超过 1/3 分度值，或者所显示

的脉冲数(或相对误差)应无增减。 



5 工频耐压 

在室温(15～25℃)和空气相对湿度为 85%(对 A1 组和 B1 组电度表)或 95%(对 A 组和 B 组电度表)以下，电度表应能承受频率为 50Hz 或

60Hz 的实际正弦波交流电压(有效值)历时 1min 的试验。 

5.1 所有线路对金属外壳间或外露金属部分间的试验电压为 2kV(经周期检修后的电度表为 1.5kV)，工作电压不高于 40V 的辅助线路对

外壳间的试验电压为 500V。 

5.2 电流线路与电压线路间，不同相别的电流线路间的试验电压为 600V。 

6 按标准《电(D)28-61》、《JB793-66》、《JB793-78》和《GB3924-83》生产的电度表及按周期检定进口的感应系电度表，均应满足

本规程的技术要求(0.25 级有功电度表按 0.2 级表校准)。 

二 检定条件 

7 确定基本误差时应遵守的条件 

7.1 各种影响量及其允许偏差，应不超过表 7 规定。 

7.2 计度器为字轮式的电度表，只有末位字能转动。 

7.3 无可觉察到的振动和震动。 

7.4 外磁场(地磁场除外)和铁磁物质及邻近表计影响，引起电度表误差的变化应不超过表 8 规定。 

7.5 检定三相电度表时，三相电压、电流相序应符合接线图要求，三相电压、电流系统应基本对称，其对称条件不超过表 9 规定。 

7.6 电度表紧盖表盖，在 cosψ=1.0(对有功电度表)或 sinψ=1.0(对无功电度表)的条件下，电压线路加额电压 1h，电流线路通标定电

流 30min(对 0.1～1 级电度表)或 15min(对 2～3 级电度表)，开始按负载电流逐次减小的顺序测定基本误差。 

根据自然误差试验数据，某一型式电度表的通电预热时间可适当增加或减少(可按电度表通电到使表内达到热平衡时的误差，与未达到

热平衡时的误差之差值不超过 1/5 基本误差限的原则，确定通电预热时间)。 



标准仪表按其技术要求确定通电预热时间。 

表 7 影响量及其允许偏差 

 

注：标准温度标注在民度表铭牌上，未标注者为 20℃，若环境温度超过规定值，在 10℃到 30℃范围内，允许用电度表的温度附加误差

相对于标准温度修正检定结果。 

表 8 外磁场和铁磁物质及邻近表计影响 

 

注：按下述方法确定外磁场影响。 

单相电度表加额定电压和通 10%标定电流，当 cosψ=1.0 时，将电压线路和电流线路反接所测得的相对误差与正接时所测得的相对误差

之差的一半，即得相对误差的变化，当通 20%标定电流和 cosψ=0.5 时，再进行同样的试验。 

三相电度表加对称的三相额定电压和通 10%标定电流，当 cosψ=1.0 时进行 3 次试验，每次都将各相电压、电流相位改变 120°，但不



改变相序，如此求得每次相对误差与 3 次相对误差的平均值的差值，即得相对误差的变化。 

表 9 三相电压和电流系统的对称条件 

 

注：①按下式确定各电压(或电流)对三相电压(或各相电流)的平均值相差的百分数： 

 

式中：xi-任一相(线)电压或电流(i=1,2,3)； 

xp-各相(线)电压或电流的平均值，即 

 

②相(线)电压与电流间的相位差： 

表 10 检定装置允许的测量误差 



 

*sinθ适用于正弦式标准无功电度表；cosθ适用于余弦式标准无功电度表。 

8 检定装置 

8.1 用“瓦秒法”或“标准电度表法”检定电度表时所用的检定装置，对电能的测量误差和说不定测量精度(重复性)的标准偏差估计值，

均由试验确定，其值不得超过 10 和表 11 规定(检定装置所用标准仪表参见附录 1)。 

使用中的检定装置，若其测量误差超过表 10 的规定值，但未超过规定值的两倍时，必须考虑用标准仪表或检定装置的已定系统误差修

正检定结果。 

表 11 检定装置允许的标准偏差估计值 

 



注：标准偏差估计值 S(%)按下式确定： 

 

式：n-对某一负载测试点，检定装置对电能的重复测量次数(n≥5)，每次测量时都要重新起动调节设备和主要开关； 

γi-第 i 次测量时检定装置的相对误差(%)； 

γp-各相对误差γi 的平均值，即 

 

8.2 标准表和标准互感器的误差在检定周期内无论怎样变化，均应使检定装置满足表 10 和表 11 规定。 

8.3 监视仪表要有足够的测量范围，其准确度等级应不低于表 12 规定，在常用示值范围的相对误差应符合有 7 和表 9 要求。 

电压表和电流表及功率表的测量误差，包括电压、电流互感器误差或分压器、分流器误差。 

8.4 电压、电流调节器，应能平稳地调到监视用功率表(适用于标准电度表法)或标准功率表(适用于瓦秒法)所需示值。在额定负载范围

内，调节任何一相电压或电流，其余两相电压或电流的变化应不超过±3%(当检定装置输出电流大于 30A 时允许±5%)。调节电压(或电

流)时，调定的电流(或电压)应无明显变化。 

表 12 监视仪表 



 

注：①各监视仪表在其常用示值范围内的相对误差应校准到不超过仪表准确度等级指数。 

②若用监视用电压表监测三相电压对称度，各电压表在同一示值的测量误差相互之差，应不超过仪表准确度等级指数。 

③当供电频率不能有效地控制或需调节频率时，才需用频率表。 

调节功率因数值的移相器，要能调到功率表或相位表所需示值，调在任何相位时，引起被调输出电压(或电流)的变化应不超过±1.5%。 

8.5 检定装置带额定负载和轻负载时，在同一相电压回路内，标准表同被检电度表两个对应电压端钮间的电位差之和(V)，与被检电度

表额定电压的百分比，应不超过检定装置准确度等级的 1/5。 

8.6 负载功率稳定度应不超过表 13 规定。 

表 13 负载功率稳定度 

 

注：①不适用于标准电度表(标准电能表)对负载功率稳定度有更高要求的情况； 



②功率稳定度的评定方法参见附录 4。 

8.7 检定装置的其他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7 至表 9 中的有关要求。 

三 检定项目 

9 安装式电度表 

9.1 工频耐压试验； 

9.2 直观检查； 

9.3 潜动试验； 

9.4 起动试验； 

9.5 校核常数； 

9.6 测定基本误差。 

10 携带式电度表 

10.1 工频耐压试验； 

10.2 直观检查； 

10.3 潜动试验； 

10.4 起动试验； 

10.5 测定基本误差。 

携带式电度表在周期检定时，通常不进行工频耐压试验和内部检查。 



四 检定方法 

11 工频耐压试验 

新生产和修理后的电度表，应进行工频耐压试验。 

11.1 试验电压应满足第 5 条规定。 

11.2 耐压试验装置，高压侧容量不少于 500VA，且能平稳地将试验电压从零升到规定值，试验电压波形应为实际正弦波(波峰值与有效

值之比为 1.34～1.48)。 

11.3 试验电压加在所有连接在一起的电压电流线路、辅助线路端钮与外壳的接地螺钉(或紧固螺钉、紧靠电度表底座的金属平板)之间，

并将端钮盒内的接线螺钉拧到固定最大直径导线的位置，盖好端钮盒盖。 

当进行不同电回路间的工频耐压试验时，试验电压加在连接在一起的所有电流线路与连接在一起的所有电压线路之间和不同电流线路之

间(注意，解开端钮盒内电压线路与电流线路间的并线钩)。 

未予试验的线路与表壳金属部件连接。 

11.4 试验电压应在 5～10s 内由零升到规定值，并保持 1min，绝缘应不被击穿，随后试验电压以同样速度降到零。 

耐压试验中，如出现电晕、噪声和转盘抖动现象，不能认为绝缘已被击穿。 

11.5 携带工电度表在周期检定时，一般可用 500V 摇表测定各电压、电流线路与外露金属部件之间和不同电回路(辅助线路除外)之间的

绝缘电阻，在常温和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 85%的条件下，绝缘电阻值应不低于 2.5MΩ。 

12 直观检查 

12.1 安装式电度表 

对每只电度表应进行外部检查，可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电度表(可按提交检定的电度表总数的 5%抽检)进行内部检查。 

12.1.1 外部检查时，发现下列缺陷的电度表不予检定： 



铭牌明显偏斜，标志不完整，字迹不清晰； 

字轮式计度器上的数字约有 1/5 高度被字窗遮盖(末位字轮和处在进位的字轮除外)； 

表壳损坏，颜色不够完好，玻璃窗模糊，固定不牢或破裂； 

端钮盒固定不牢或损坏，盒盖上没有接线图，固定表盖的螺丝和端钮盒内的螺丝不完好或缺少，没有铅封的地方，表壳应接地的部分有

漆层或锈蚀，固定电度表孔眼损坏； 

没有指示转盘转动的标记，当电度表加额定电压和 10%吉林省定电流及功率因数为 1.0 时转盘不转动或有明显跳动(电度表的检定接线

图见附录 2)； 

没有供计读转数色标或色标位置(当防潜针距防潜钩最近时，色标应在正前方)或长度(它应为转盘周长的 4%～6%)不适当。 

12.1.2 内部检查时，发现下列缺陷应加倍抽检，若仍有缺陷者，则提交检定的全部电度表不予检定： 

各部紧固螺丝松动或缺少必要的垫圈； 

转盘和制动磁铁磁极等处有铁粉或杂物； 

导线固定或焊接不牢，导线上的绝缘老化； 

目测检查满载、轻载和相位角调整装置及平衡调整装置处在极限位置，没有调整余量；各制动磁铁磁极端面，显著地与转盘平面不平等，

且对转盘中心的距离有显著差别： 

转盘大约不在制动磁铁和驱动元件的工作气隙中间； 

表盖密封不良，蜗轮与蜗杆不在齿高的 1/2～1/3 处啮合。 

12.2 携带式电度表 

发现下列缺陷不予检定： 



存在 12.1.1 项中有关缺陷； 

计度器的回零装置不灵活，回零后指示器偏离始点分度线的距离超过分度值的 1/3，指示器至标度盘表面的距离不正常，显示脉冲数或

相对误差的计度器不能复归零位； 

表上所带水平仪损坏，调节水平的螺丝和连接外部电压电流线路的螺丝、端钮损坏或缺少； 

量程切换开关接触不良，所需熔断器和其他连接部件损坏。 

13 潜动试验 

修理后的电度表加 110%额定电压，新产生和重绕电压、电流线圈的电度表还应加 80%额定电压(经互感器或万用互感器接入式的电度表，

在周期检定时，电流回路可连成通路而不通负载电流；或者根据使用者需要，在功率因数为 1.0 的条件下，通 1/6 允许起动电流值，试

验电压可提高到 115%额定电压)，转盘的转动不得超过 1 转。 

携带式电度表，按第 4 条规定检查有无潜动。 

潜动试验时，其他试验条件应满足第 7 条有关规定。 

14 起动试验 

电度表在额定频率、额定电压和功率因数为 1.0 的条件下，负载电流升到表 6 的规定值后，转盘应连续转动且在时限 tQ 内不少于 1 转，

时限按式(1)确定： 

 

式中: C-电度表常数〔r/kWh(kvarh)〕； 

PQ-起动功率(W)。 

对单相电度表，PQ=UxgIQ；对三相四线电度表，PQ=3UxgIQ 对三相三线电度表，PQQ 。其中，Uxg 为相电压(V)；Ux 为线电压(V)；IQ 为

允许的起动电流(A)。 



起动功率的测量误差不超过±10%，起动电流的测量误差不超过±5%，字轮式计度器同时进位的字轮不多于两个。其他试验条件应满足

第 7 条有关规定。 

15 校核常数 

安装式电度表可按下述方法校核常数。 

15.1 计读转数法。 

电度表在额定电压、额定最大电流和功率因数为 1.0 的条件下计度器末位(是否是小数位无关)改变 1 个数字时，转盘转数应和式(2)的

计算值相同，即 

 

式中: b-计度器倍率，未标注者为 1； 

a-计度器小数位数，无小数位时 a=0； 

C-电度表常数〔r/kWh(kvarh)〕。若在铭牌上用其他单位标注的常数，则按表 14 换算。 

15.2 恒定负载法。 

负载功率较稳定时，电度表在额定电压、额定最大电流和功率因数为 1.0 的条件下，记录通电时间(不少于 15min)和计度器在通电前、

后的示值。负载功率的平均值与通电时间的乘积，应等于计度器在通电前后的示值之差。 

表 14 电度表常数换算表 



 

注：r-转；x-标注的常数值。 

15.3 走字试验法 

检定规范相同的一批电度表，可在测定基本误差后校核常数，为此选用误差较稳定(在试验期间误差的变化应不超过 1/5 基本误差限)

而常数已知的两只电度表作为参照表，各表的同相电流线路串联而电压线路并联，加额定最大负载。当计度器末位改变不少于 10(对

0.5～1 级表)或 5(对 2～2 级表)个数字时，参照表与其他表的示数(通电前后示值之差)应符合式(3)要求： 

 

式中：D0-两只参照表示数的平均值； 

γ0-两只参照表相对误差的平均值(%)； 

Di-第 i 只被检电度表的示数(i=1,2,…，n)。 

16 测定基本误差时应调定的负载功率 

通电预热时间达到第 7.6 款规定时，在同一电压电流量程下，对每一负载电流先后以不同功率因数，按负载电流逐次减小的顺序检定，

中间过程不再预热。 

16.1 通常应在表 15 至表 17 规定的负载功率下检定电度表。 

表 15 检定携带式电度表应调定的负载功率 



 

注：①适用于额定电压为 100V 和 380V 的电度表及需测量容性有功电能的有功电度表； 

②适用于测量感性无功电能和容性有功电能的有功电度一。 

③cosψ=0.25 容性适用于测量感性无功电能的有功电度表；cosψ=0.25 感性适用于测量感性有功电能或无功电能的电度表。 

16.2 根据需要，检定某一型式的电度表时，可以规定与表 15～17 表不同的负载电流。 

17 用瓦秒法检定电度表 

用标准功率表测量调定的恒定功率，同时用标准则时器测量电度表在恒定功率下转若干转所需时间，这时间与恒定功率的乘积所得实际

电能，与电度表测定的电能相比较，即能确定电度表的相对误差。 

表 16 检定安装式单相有功电度表和平衡负载下的三相有功及无功电度表应调定的负载功率 



 

注：①宽负载单相、三相有功或无功电度表是指其 Imx≥2Ib 的电度表。 

②对无功电度表首次检定时不在 0.2Ib 的负载下检定，周期检定时可不在 0.5Ib 的负载下检定。 

③无功电度表如用来测量容性无功电能，才需在容性负载下检定，并在铭牌上加注ψ＜0 的标记。 

④只适用于 0.5 级和 1 级有功电度表。 

表 17 对三相有功和无功电度表(包括携带式电度表)分组检定时应调定的负载功率① 

 

注：①分组检定时电度表加对称的三相额定电压，先后分组通负载电流。 

②对余弦式无功电度表在感性负载下分组检定时 cosθ=0.5(容性)；在容性负载下分组检定时 cosθ=0.5(感性)，sinθ=适用了正弦式

无功电度表。 



③括号内额定最大电流 Imax 适用于 2 级宽负载电度表；0.5Ib 适用于 0.1 级有功电度表。 

17.1 当用固定转数而确定测量时间(即定圈测时)的瓦秒法检定时，电度表的相对误差γ(%)按式(4)计算： 

 

式中: γb-标准功率表或检定装置的已定系统误差(%)，按 8.1 款规定，不需修正时γb=0； 

t-实测时间(s)，即电度表在恒定功率下转 N 转时标准测时器测定的时间； 

T-算定时间(s)，即假定电度表没有误差时在恒定功率下转 N 转应需要的时间，这时间按式(5)计算： 

 

其中: N-选定的电度表转数； 

C-电度表常数〔r/kWh(kvarh)〕； 

KL，KY-电度表铭牌上标注的电流、电压互感器的额定变比，未标注者为 1； 

P-加在电度表上的实际功率(W)，根据标准功率表示值按附录 3 中的公式计算。 

手动控制标准测时器时，算定时间 T 应不少于表 18 规定，同时电度表在任一负载下的转数 N 不宜少于 2 转。 

若用自动方法控制标准测时器，则算定时间由电度表转 1 所需时间来确定。 

表 18 手动控制标准测时器时算定时间的下限值 

 



17.2 当用固定时间而计读转数(即定时测圈)的瓦秒法检定携带式电度表时，相对误差γ(%)按式(6)计算： 

 

式中: γb-与式(4)中的γb 相同； 

n-实测转数，即在选定的时间 t(s)内电度表在恒定功率下所转的转数； 

n0-算定转数，按式(7)计算： 

 

其中，常数 C 和实际功率 P 及铭牌互感器变化 KL、KY 与式(5)相同。每一负载功率下算定转数 n0 应不少于 4 转；若用手动控制标准测

时器，选定时间 t 应不少于 150s。 

17.3 在每一负载功率下，应至少记录两次测定数据而后取平均值(计读转数有明显错误或负载功率急剧波动时的测定数据除外)。如算

得的相对误差等于 80%～120%基本误差限，应再进行两次测定，取这两次和前几次测定数据的平均值计算相对误差。 

根据表 5 要求，检定携带式电度表时要取 5 次以上的测定数据，按 8.1 款所列公式计算标准偏差估计值 S(%)。 

18 用标准电度表法检定电度表 

标准电度表测定的电能与被检电度表测定的电能相比较，即能确定被检电度表的相对误差。 

18.1 当用被检电度表转完一定转数而停住标准电度表的方法检定时，被检电度表的相对误差γ(%)按式(8)计算： 

 

式中: γb-标准电度表或检定装置在运行条件下的已定系统误差(%)，按 8.1 款要求，不需修正时γb=0； 

n-实测转数，当用三只或两只单相标准电度表检定三相电度表时，n 为各只单相标准电度表转数的代数和； 



n0-算定转数，即假定被检电度表没有误差时转 N 转，标准电度表应转的转数，这样数按式(9)计算： 

 

其中: KL 和 KY-被检电度表铭牌上标注的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的额定变比，未标注者为 1； 

KI 和 KU-同标准电度表联用的标准电流互感器和标准电压互感器使用的额定变比； 

KJ-接线系数，与标准电度表的接线有关，见附录 2； 

C-被检电度表常数〔r/kWh(kvarh)〕； 

C0-标准电度表常数(r/kWh)。 

18.1.1 若用手动或自动方法控制转数，在每一负载功率下，要适当选定被检电度表转数和标准电流互感器量程，使标度盘的分度盘为

0.01 转的标准电度表转数 n0 不少于表 19 规定。 

18.1.2 若用手动方法控制转数，在标定电流至额定最大电流和功率因数为 1.0 的条件下，被检电度表转数 N 不少于表 19 规定，当负载

功率不大于 50%额定功率时，可成倍减少转数。 

表 19 手动控制转数时算定转数和选定转数的下限值 

 

18.2 标准电度表和被检电度表都在连续转动的情况下，当测量与标准电度表转数成正比的脉冲数的方法(即光电脉冲法)检定时，被检

电度表的相对误差γ(%)按式(10)计算： 



 

式中: γb-与式(8)中的γb 相同； 

m-实测脉冲数； 

m0-预置脉冲数，按式(11)计算： 

 

或 m0=n0s(11) 

其中: Cm-标准电度表的脉冲常数(p/kWh)； 

s-标准电度表转一转，脉冲显示器应显示的脉冲数； 

n0-算定转数，按式(9)计算。 

在每一负载功率下，要适当选定被检电度表转数和标准电流互感器量程或标准电度表所发脉冲数的倍乘开关，使预置脉冲数不少于表

20 规定，而标准电度表不得少于 1 转。 

表 20 预置脉冲数的下限值 

18.3 用标准电度表法检定电度表时，在每一负载功率下，确定重复测定次数的原则，与第 17. 

3 款相同。 



五 检定结果处理和检定周期 

19 检定结果处理 

19.1 按照表 21 规定，电度表相对误差的末位数，应化整为化整间距的整数倍(测量数据化整方法，见附录 5)。 

按 8.1 款规定需要修正时，先考虑用标准仪表或检定装置的已定系统误差修正检定结果，再进行误差化整。 

表 21 相对误差的化整间距 

 

判断电度表的相对误差是否超过允许值，一律以化整后的结果为准。 

19.2 符合本规程各项要求的电度表，由检定单位加上封印；不合格的电度表不准出厂和使用，并消去已有的封印。 

19.3 对电度表进行仲裁检定和对携带式电度表检定时，合格的发给“检定证书”；不合格的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 

对安装式电度表，首次检定合格的一般发给“检定合格证”；周期检定合格的则在铭牌上加注检定标记。 

20 检定周期 

使用中的电度表，其检定(或轮换)周期应遵守表 22 的规定。 

表 22 使用中电度表的检定(或轮换)周期 



 

*主要用来检定企业内部不计算电费和不测线损的电度表及每年累积使用时间不足 300h 者可认为是一般使用的携带式电度表。 

附录 

附录 1 

电度表检定装置所用标准仪表 

1 标准电流电压互感器 

1.1 检定装置内的标准电流、电压互感器准确度等级和在运行条件下允许的合成误差，应符合表 1-1 要求。 

表 1-1 标准电流电压互感器 

 

比表中较低一级的标准互感器，若其合成误差合格，也允许使用。这原则同样适用于检定装置只有电流互感器的情况。 



1.2 应按下列条件测定标准互感器的合成误差： 

a.标准互感器在检定装置内位于组装状态，带实际负载； 

b.按检定单相、三相四线和三相三线电度表的要求接线； 

c.对标准互感器各量程的可能组合，每一量程的负载功率范围(负载电流和 cosψ值)； 

d.根据标准互感器特点和电度表检定接线图，考虑互感器初级和次级回路是否接地运行。 

每台标准互感器在检定装置外部，带实际负载时测定的比值差和相位差，再经计算求得的合成误差，一般不能作为判断标准互感器在运

行条件下的合成误差是否合格的可靠依据。 

2 标准电度表和标准功率表及标准测时器 

标准电度表(电能表)或标准功率表和标准测时器准确度等级，应符合表 1-2 要求。标准表在其常用示值范围调定(校准)的相对误差，不

宜超过仪表准确度等级指数的 0.6 倍，使其受不同的合格检定装置检定时都能合格。标准电流互感器应有足够多电流量程，使标准表最

好能在 0.4～1 倍额定负载功率下运行。 

表 1-2 标准电度表和标准功率表及标准测时器 

 

使用中的检定装置所用的标准仪表，允许与表 1-1 和表 1-2 不同，但由试验确定的检定装置测量误差和标准偏差估计值，仍应符合本规

程 8.1 款规定。 

附录 2 



检定接线图和接线系数 

 

图 2-1 检定单相有功电度表(kWh)的接线图 

 

图 2-2 检定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kWh)的接线图 



 

图 2-3 检定三相三线有功电度表(kWh)的接线图 

 

图 2-4 用三只单相标准表测定三相三线有功电度 

表(kWh)三相误差的接线图(测定分组误差仍采用图 2-3) 



 

图 2-5 检定内相角为 60°的三相三线无功电度表(kvarh)的接线图(标准电压互感器也可按Δ/Y-11 联接组接线) 

 

图 2-6 采用移相 30°的自耦式标准电压互感器检定内相角为 60°的三相三线无功电度表(kvarh)的接线图 



 

图 2-7 标准功率表电压线路接成人工中性点时，检定内相角为 60°的三相三线无功电度表(kvarh)的接线图(接线系数 ) 

 

图 2-8 检定带附加串联绕组的三相四线无功电度表(kvarh)的接线图(接线系数 ) 



 

图 2-9 检定三元件三相四线无功电度表(kvarh)的接线图(接线系数 ) 

图 2-1 至图 2-9 中的符号： 

kWh-有功电度表； 

kvarh-无功电度表； 

A-电流表； 

V-电压表； 

BYH-标准电压互感器； 

L1、K1-标准电流互感器初级、次级绕组的发电机端； 

W-标准功率表或标准电度表，当用标准电度表法检定时，监视功率因数的功率表和相位表，与 W 的接线相图相同(图中没画出来)。 

检定有功电度表按图 2-1 至图 2-4 接线，用有功电度表检定余弦式无功电度表按图 2-5 至图 2-9 接线；图 2-1 至图 2-6 的接线系数 KJ=1。 

按图 2-7 检定 2 级和 3 级三相三线无功电度表时，两只功率表电压线路的电阻(包括连接线路电阻)RA 和 RC，与附加电阻 RF 的电阻值相



差应不超过±0.2%，由此引起的无功功率测量误差： 

 

当按下式选配 RF 的电阻值时可使γQ(%)为零： 

 

正弦式无功电度表检定三相余弦式无功电度表的接线图，与图 2-2～2-4 中的标准仪表相同(注意，电流线圈入端跟图中的标志相反)。 

图 5、图 2-6 和图 2-8 中标准仪表的接线图，可用来检定三相正弦式无功电度表。 

利用正弦式标准无功电度表检定正弦式无功电度表时，两者的接线图应相同。 

附录 3 

功率表示值和实际功率的计算公式 

表 3-1 计算功率表示值的公式 



 

表 3-2 实际功率的计算公式 



 

续表 3-2 

 

表 3-1 和 3-2 中的符号： 

KI、KU-标准电流、电压互感器使用的额定变比； 



εc、εp-标准电流、电压互感器的比值差(%)； 

δc、δp-标准电流、电压互感器的相位差( )； 

Ux、Uxg-加在功率表电压线路的线电压、相电压(V)； 

It-通过功率表电流线路的电流(A)； 

γi-标准电流、电压互感器的相位差引起的误差(%)； 

Poi-接在 A、B、C 相上的标准功率表指示的实际功率(W)； 

Δt-标准功率表的修正值(格)； 

αt-功率表的示值(格)； 

CW-功率表分度值，按下式计算： 

Cw=U0I0/aNCOS&,(W/格) 

其中 Uo-功率表的额定电压(V)； 

Io-功率表的额定电流(A)； 

αN-功率表标度尺上的分度线总数。 

检定装置中的标准互感器，在检定电度表的组装条件下，带实际负载测定比值差和相位差，同时要注意互感器接地情况对测定结果的影

响。 

由试验方法测得检定装置的台体误差(不含标准表误差)γD(%)，可代替表 3-2 中间一栏括号内的互感器误差。 

根据表 3-1 算得的示值α，允许化整到功率表标度尺上与α值最接近的分度线αk，以后不是在计算α值的电流下而是在稍有变化的电

流值下检定，并以化整的αk 计算实际功率。 



附录 4 

功率稳定度的评定方法 

为充分利用标准功率表和监视仪表的准确度，减少电度表在波动负载下运行所产生的附加误差，便于调节、监测电压和电流及功率，改

善检定装置测量的重复性，应按式(4-1)评定功率稳定度： 

 

式中: P0-当 cosψ等于给定值时调定的起始功率； 

Pm-当 cosψ=1 时的计算功率； 

n-在观测时限 T 内，重复读取功率的次数； 

Pi-第 i 次功率读数(i=1,2,…，n)； 

ta-置信系数，可取 ta=2.25； 

P-各次功率读数 Pi 的平均值。 

测试过程中可能受某些因素干扰或错误的读数和记录，使最大或最小的功率值 Pk 的残差 

则 Pk 中含有粗大误差，应舍去该 Pk 值，用余下的功率值再代入式(4-1)和式(4-2)验算。 

用具有式(4-1)和式(4-2)那种功能的专用仪器测定功率稳定度时，可每隔 0.5～1s 记录一次功率。若无专用仪器，还可用测量重复性较

好，且有 5～6 位读数的数字功率表测定功率，每隔 1～2s 记录一次功率读数。 



专用仪器或数字功率表和检定装置，应通电预热足够长时间后才开始测定功率。每次测试时限至少 5min，重复做 5～10 次试验，取各

试验结果中的最大值确定功率稳定度是否符合要求。 

附录 5 

测量数据化整方法 

1 数据修的规则 

保留位右边的数字对保留位的数字 1 来说，若大于 0.5，保留位加 1；若小于 0.5，保留位不变；若等于 0.5，保留位是偶数(0，2，4，

6，8)时不变，是奇数(1，3，5，7，9)时保留位加 1。 

例如，检定 1 级电度表时，在某一负载功率下重复测定 3 次所得相对误差的平均值，要求按化整间距 0.1 化整，即把相对误差只保留到

小数点后第 1 位，多余的位数应按数据修约规则处理，下面左边是未化整前相对误差的平均值，箭头右边是化整后的结果。 

0.7501→0.8, 0.459→0.5, 0.0501→0.1, 0.6499→0.6, 0.3286→0.3, 

0.0499→0.0, 0.3500→0.4, 1.050→1.0. 

2 测量数据化整的通用方法 

将测得的各次相对误差的平均值，除以化整间距数，所得之商按数据修约规则化整，化整后的数字乘以化整据数，所得乘积即为最终结

果。 

2.1 0.5 级电度表的各次相对误差的平均值，要求按化整间距 0.05 化整，即小数点后第 2 位是保留位且为 5 的倍数(0 或 5)。 

0.525÷5=0.105→0.10×5=0.50; 

0.52501÷5=0.105002→0.11×5=0.55; 

0.5749÷5=0.11498→0.11×5=0.55; 

0.3750÷5=0.0750→0.08×5=0.40; 



0.4749÷5=0.09498→0.09×5=0.45; 

0.1789÷5=0.03578→0.04×5=0.20; 

故按化整间距为 5 时的化整方法：保留位与其右边的数之和，若小于或等于 25，保留位变零；若大于 25 而小于 75，保留位变成 5；若

等于或大于 75，保留位变零而保留位左边那位加 1。 

2.2 2 级和 3 级电度表的各次相对误差的平均值，要求按化整间距 0.2 化整，即小数点后第 1 位是保留位且为 2 的整数倍(0，2，4，6，

8)。 

2.101÷2=1.0505→1.1×2=2.2; 

1.399÷2=0.6995→0.7×2=1.4; 

0.501÷2=0.2505→0.3×2=0.6;  

3.799÷2=1.8995→1.9×2=3.8; 

2.901÷2=1.4505→1.5×2=3.0; 

0.499÷2=0.2495→0.2×2=0.4;  

1.201÷2=0.6005→0.6×2=1.2; 

1.400÷2=0.700→0.7×2=1.4; 

2.100÷2=1.050→1.0×2=2.0; 

1.100÷2=1.550→0.6×2=1.2; 

0.300÷2=0.150→0.2×2=0.4;  

1.300÷2=0.65→0.6×2=1.2; 



0.500÷2=0.250→0.2×2=0.4;  

0.700÷2=0.35→0.4×2=0.8;  

1.700÷2=0.85→0.8×2=1.6; 

0.900÷2=0.45→0.4×2=0.8;  

3.900÷2=1.95→2.0×2=4.0; 

故按化整间距数为 2 的化整方法： 

a.若保留位右边不为零，保留位是奇数时加 1，保留位是偶数时不变。 

b.若保留位右边全为零，则保留位是偶数时不变，当保留位前一位是偶数时，对保留位的奇数 1，5，9 退成相近的偶数，奇数 3，7 则

进成相近的偶数；当保留位前一位是奇数时，则 1，5，9 进成相近的偶数，而 3，7 退成相近的偶数。 

附录 6 

“检定结果通知书”背面格式及检定结果表格 

检定证书背面格式 

级别 出厂日期 制造标准 

相线 电 压 V 电流 A 

频率 Hz 

检定结果表格 

1.基本量程： V A 常数 r/kWh 温度 ℃ 



 

*周期检定时，允许功率因数为 0.866(容性)。 

2.其余量程： V A 常数 r/kWh 温度 ℃ 

 

3.不平衡负载： V A 温度 ℃ 

 

4.起动电流 mA 



5.潜动 

6.工频耐压 kV 

7.最大标准偏差估计值 Smax= (%) 

备注 

注：检定结果表格适合检定携带式电度表(括号内电流值根据需要选用)；检定安装式电度表时由检定单位氦制类似的表格，对携带式电

度表的基本量程可有调前和调后两种形式，负载性质(感性或容性)按需要确定。 

附加说明： 

本检定规程经国家计量检定规程审定委员会电磁专业委员会审定通过。 

主审人：张德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