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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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GB/T 17215.3《电测量设备（交流） 特殊要求》的第2部分。GB/T 17215“电测量设备（交

流）”分为以下部分： 

——GB/T 17215.1《电测量 抄表、费率和负荷控制的数据交换 术语》； 

——GB/T 17215.2《电测量设备（交流） 通用要求、试验和试验条件》； 

——GB/T 17215.3《电测量设备（交流） 特殊要求》； 

——GB/T 17215.4《交流测量-费率和负荷控制》； 

——GB/T 17215.6《电测量数据交换 DLMS/COSEM组件》； 

——GB/T 17215.7《标准电能表》； 

——GB/T 17215.8《交流电测量设备 验收检验》； 

——GB/T 17215.9《电测量设备 可信性》。 

其中，GB/T 17215.3《电测量设备（交流） 特殊要求》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多功能电能表  特殊要求； 

——第2部分：静止式谐波有功电能表； 

——第3部分：数字化电能表； 

——第4部分：经电子互感器接入的静止式电能表； 

——第11部分：机电式有功电能表（0.5、1和2级）； 

——第21部分：静止式有功电能表（A级、B级、C级、D级和E级）； 

——第23部分：静止式无功电能表（2级和3级）； 

——第24部分：静止式基波频率无功电能表（0.5S级、1S级和1级）； 

——第52部分：符号 

本文件为GB/T 17215.3的第2部分。 

本文件与GB/T 17215.211-2021《电测量设备(交流) 通用要求、试验和试验条件 第11部分：测量

设备》、GB/T 17215.321-2021《电测量设备(交流) 特殊要求 第21部分：静止式有功能电能表(A级、

B级、C级、D级和E级)》共同构成对静止式谐波有功电能表的型式试验要求。当本部分的任何要求涉及

到GB/T 17215.211-2021、GB/T 17215.321-2021中的已有条款，本文件的要求优先。 

本文件代替GB/T 17215.302—2013《交流电测量设备 特殊要求 第2部分：静止式谐波有功电能表》，

与GB/T 17215.302—2013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基波有功电能、单次谐波有功电能、正向谐波有功电能、反向谐波有功电能术语和定义

（见 3.2、3.3、3.4和 3.5）； 

b) 删除了“仪表的分类”（见 2013年版的 4.2）； 

c) 更改了全文件中的原有功电能准确度等级：2 级、1级、0.5S级、0.2S级，分别由 A级、B级、

C级、D级代替，新增准确度等级 E级(见 4.5，2013年版的 4.2.3) 

d) 增加了“仪表的标识和文件”（见第 6章）； 

e) 更改了“单次谐波有功电能的准确度试验”的试验条件，要求从（第）2 次至（第）41次中至

少选取三个单次谐波进行准确度试验，包含奇次、偶次谐波，且谐波电流 Ih 测试点至少包含 

Imin、 Itr、 0.4Imax（见 7.3.2，2013年版的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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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增加了“组合谐波有功电能最大允许误差”、“组合谐波有功电能的准确度试验”（见 7.2.3、

7.3.3）； 

g) 增加了“谐波有功仪表常数试验”（见 7.4.2）； 

h) 增加了“谐波电能的潜动试验”、“谐波电能的起动试验”（见 7.5.2、7.6.2）； 

i) 增加了基波的“重复性”、“变差”和“负载电流升降变差”的相关要求（见 7.7、7.8和 7.9） 

j) 删除了“试验结果的整理”（见 2013年版的 8.6）； 

k) 增加了“组合谐波的典型波形”（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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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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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TC 10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3年首次发布为GB/T 17215.302—2013；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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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 17215“交流电测量设备”分为若干部分，GB/T 17215.3“交流电测量设备  特殊要求”为各

类交流电测量设备的特殊要求提供标准化，由下列9个部分构成： 

——GB/T 17215.301  多功能电能表  特殊要求。目的在于规范多功能电能表的技术和试验，确

立多功能电能表需要遵循的相关规则。 

——GB/T 17215.302  交流电测量设备  特殊要求  第2部分：静止式谐波有功电能表。目的在于

规范静止式谐波有功电能表技术、准确度和试验，确立静止式谐波有功电能表需要遵循的相关

规则。 

——GB/T 17215.303  交流电测量设备  特殊要求  第3部分：数字化电能表。目的在于规范数字

化电能表技术、准确度和试验，确立数字化电能表需要遵循的相关规则。 

——GB/T 17215.304  交流电测量设备  特殊要求  第4部分：经电子互感器接入的静止式电能

表。目的在于规范经电子互感器接入的静止式电能表技术、准确度和试验，确立经电子互感器

接入的静止式电能表需要遵循的相关规则。 

——GB/T 17215.311  交流电测量设备  特殊要求  第11部分：机电式有功电能表（0.5、1和2

级）。目的在于规范准确度等级为0.5级、1级、2级的机电式有功电能表技术和试验，确立准

确度等级为0.5级、1级、2级的机电式有功电能表需要遵循的相关规则。 

——GB/T 17215.321  电测量设备（交流）  特殊要求  第21部分：静止式有功电能表（A级、B

级、C级、D级、E级）。目的在于规范准确度等级为A级、B级、C级、D级、E级的静止式有功电

能表技术和试验，确立准确度等级为A级、B级、C级、D级、E级的静止式有功电能表需要遵循

的相关规则。 

——GB/T 17215.323  交流电测量设备  特殊要求  第23部分：静止式无功电能表（2级和3级）。

目的在于规范准确度等级为2级、3级的静止式无功电能表技术和试验，确立准确度等级为2级、

3 级的静止式无功电能表需要遵循的相关规则。 

——GB/T 17215.324  交流电测量设备  特殊要求  第24部分：静止式基波频率无功电能表（0.5S

级、1S级和1级）。目的在于规范准确度等级为0.5S级、1S级、1级的基波静止式无功电能表技

术和试验，确立准确度等级为0.5S级、1S级、1级的基波静止式无功电能表需要遵循的相关规

则。 

——GB/T 17215.352  交流电测量设备  特殊要求  第52部分：符号。目的在于为标准文件中使

用的符号提供标准。 

本文件是关于交流电测量设备——静止式谐波有功电能表的标准，对适用的仪表，本文件将和以上 

电测量设备系列标准的相关文件一起使用，本文件中涉及的任何要求若已包含在GB/T 17215.211—2021

中，本文件的要求优先于GB/T 17215.211—2021的要求。 

    本文件为在正常工作条件下保证谐波有功电能表正常功能的最低试验水平。对于特殊应用，其他的

试验等级可能是必要的，对此由用户和制造商之间进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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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测量设备（交流）  特殊要求   

第 2 部分：静止式谐波有功电能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静止式谐波有功电能表（以下简称“仪表”）的标准电量值、结构、标识和文件、计

量性能、气候环境、外部影响、计量性能保护、电气等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新制造的、在50Hz或60 Hz电网中使用的、电压不超过600 V的谐波有功电能表，并且

仅适用于其型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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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5-2003  电工术语 电磁兼容（IEC 60050（161）：1990，IDT） 

GB/T 17215.211-2021  电测量设备(交流) 通用要求、试验和试验条件 第11部分：测量设备 

GB/T 17215.231-2021  电测量设备（交流） 通用要求、试验和试验条件 第31部分：产品安全要

求和试验 

GB/T 17215.321-2021  电测量设备（交流） 特殊要求 第21部分：静止式有功电能表 (A级、B级、

C级、D级和E级) 

GB/T 17626.30-2012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能质量测量方法（IEC 61000-4-30:2008，IDT） 

3 术语和定义 

GB/T 4365-2003和GB/T 17215.211-202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谐波有功电能表  (active) energy meter for harmonic frequency components 

测量并记录基波有功电能和规定的（第）2～（第）n次谐波有功电能（之和）的仪表。 

3.2  

基波有功电能  active energy of fundamental component 

由基波产生的有功功率对时间的积分。 

3.3  

单次谐波有功电能  active energy of individual harmonic component 

由单次谐波产生的有功功率对时间的积分。 

3.4  

http://zxd.sacinfo.org.cn/default/com.sac.tpms.core.common.detailForSearch.projectDetailInfo.flow?projectID=116932&stage=stdstore
http://zxd.sacinfo.org.cn/default/com.sac.tpms.core.common.detailForSearch.projectDetailInfo.flow?projectID=116932&stage=std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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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谐波有功电能  positive-direction active energy of fundamental component 

由正向谐波产生的有功功率对时间的积分。 

3.5  

反向谐波有功电能  reverse-direction active energy of harmonic component 

由反向谐波产生的有功功率对时间的积分。 

3.6  

基波频率  fundamental frequency 

fnom 

确定仪表相关性能所依据的频率值。 

[GB/T 17215.211-2021，定义3.5.6] 

3.7  

谐波频率  harmonic frequency 

fH,h 

基波频率整数倍的频率。 

[GB/T 17626.30-2012，定义3.11] 

3.8  

基波电压  fundamental（frequency） voltage   

U1 

一个非正弦周期信号的傅里叶级数的1次电压分量。 

3.9  

基波电流  fundamental（frequency） current  

I1 

一个非正弦周期信号的傅里叶级数的1次电流分量。 

3.10  

谐波电压[分量]  harmonic voltage (component) 

Uh 

一个非正弦周期信号的傅里叶级数中次数大于1的整数倍的电压分量。 

3.11  

谐波电流[分量]  harmonic current(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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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 

一个非正弦周期信号的傅里叶级数中次数大于1的整数倍的电流分量。 

3.12  

谐波次数  harmonic number 

谐波频率与基波频率的整数比。 

注： 谐波次数又称谐波阶数（harmonic order） 

[GB/T 4365-2003，定义161-02-19] 

4 标准电量值 

4.1 基波电压 

4.1.1 基波标称电压 

基波电压的标称值应符合GB/T 17215.211—2021中4.1.1的规定值。 

4.1.2 基波电压范围 

仪表的基波电压范围应符合GB/T 17215.211—2021中4.1.2的规定值。 

4.2 基波电流 

4.2.1 转折电流 

转折电流应符合GB/T 17215.211—2021中4.2.1的规定值。 

4.2.2 起动电流 

起动电流应符合GB/T 17215.211—2021中4.2.2的规定。 

4.2.3 最小电流 

最小电流应符合GB/T 17215.211—2021中4.2.3的规定。 

4.2.4 最大电流 

最大电流应符合GB/T 17215.211—2021中4.2.4的规定。 

4.3 基波频率 

频率应符合GB/T 17215.211—2021中4.3的规定。 

4.4 功率消耗 

功率消耗应符合GB/T 17215.211—2021中4.4规定的要求、试验条件、试验程序和验收准则。 

4.5 测量准确度等级的分类 

a）基波：A级、B级、C级、D级和E级； 

b）谐波：5级、2级和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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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 

仪表的结构应符合GB/T 17215.321—2021第5章的规定。 

仪表应支持谐波电能脉冲输出。 

注： 仪表的谐波电能脉冲输出可采用独立端子或者其他复用端子。 

6 仪表的标识和文件 

6.1 仪表准确度等级标识 

基波和谐波的有功电能测量的准确度等级应在铭牌上标识。 

基波和谐波的有功电能测量的准确度等级标识的符合性通过目测或检查供应商提供的文件进行验

证。 

6.2 铭牌 

每台仪表应具有以下铭牌信息（如适用）： 

a）制造商名称或商标； 

b）型号（型式）（见GB/T 17215.211—2021中3.1.13和3.1.14）和名称； 

c）认证标识； 

d）序列号和制造年份，如序列号标记在固定于表盖的标牌上，则也应标记在表底或存储在仪表的

非易失存储器中；分离指示显示器序列号应标记在分离指示显示器的外壳上，也可存储在仪表或分离指

示显示器的非易失存储器中； 

e）使用类型：使用类型的标识可用GB/T 17215.211—2021中6.4给出的图形符号来代替；配置为支

持多个使用类型（例如：通过仪表接线模式进行配置），或能自动检测和配置使用类型的仪表应在铭牌

上指示所有可能的使用类型并应在指示显示器上指示配置的使用类型； 

f）标称电压，以下列形式标识：系统标称电压或用于与仪表连接的仪用互感器的二次标称电压，

示例参见GB/T 17215.211—2021中表E.1；如果制造商规定多个标称电压，应标识所有标称电压； 

g）电流标识形式：标识基波电流的最小电流、转折电流、最大电流； 

注： 例如，基波电流的最小电流为0.25A、转折电流为0.5A、最大电流为60A的谐波有功电能表，标识为：0.25-

0.5(60)A。 

h）基波频率； 

i）基波有功电能测量的仪表常数； 

j）谐波有功电能测量的仪表常数； 

k）基波有功电能测量的准确度等级； 

l）谐波有功电能测量的准确度等级； 

m）谐波有功电能的测量范围：（第）2～（第）n次； 

n）参比温度，不是23℃时； 

o）规定的工作温度范围，不同于GB/T 17215.211—2021中表14规定的温度范围时； 

p）如果仪表常数中需要计入外部的仪用互感器的变比，应标识变比； 

q）辅助电源（如有）的标称电压和工作范围以及标称频率； 

r）防护等级，Ⅱ类防护绝缘包封仪表用双方框符号； 

s）额定脉冲电压，与IEC 62052-31:2015的要求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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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电能方向（如果仪表为双向或单向）；仪表仅能计量正向电能，无需标记。标识可用GB/T 

17215.211—2021中6.4给出的图形符号来代替。 

仪表信息标识的位置应按GB/T 17215.211—2021中表9规定。 

仪表包装和文件中提供的其他信息应按GB/T 17215.211—2021中表9规定。 

外部铭牌应永久附着于表壳。 

外部铭牌上的标识应是擦不掉的、清晰的，并从仪表外都是易读的。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仪表标识应保持清晰和可见，并耐受制造商规定的清洁剂的影响。 

如果标识在外部，当仪表已经正确安装后，标识对使用者的通常清晰可见是可有可无的；但当仪表

正在被安装时，标识的清晰可见是必不可少的。 

可使用的标准符号见GB/T 17215.211—2021中6.4。 

室外仪表、室外分离指示显示器，标识应能耐受阳光辐射。 

仪表铭牌的符合性通过目测或检查供应商提供的文件进行验证。 

6.3 接线图和端子标识 

每台仪表都应永久地标识接线图。如无可能，则应在安装手册中提供接线图作为参考。对多相仪表，

接线图还应标明仪表接入电路的相序。可以符合国家标准的标识图来代表接线图。 

为了辨别各接线端子，端子应唯一标识。若仪表端子已标识，则此标识应在接线图中出现。 

仪表接线图和端子标识的符合性通过目测或检查供应商提供的文件进行验证。 

6.4 仪表温度限值及耐热 

6.4.1 通用要求 

适用于标志和识别仪表及其辅助装置的功能的字母和图形符号。 

也适用于识别由静止式仪表及其辅助装置所显示信息的字母和图形符号。  

规定的符号应标识在铭牌、标度盘、外部标签或辅助装置上，或以适当方式在指示显示器上显示。 

仪表符号的符合性通过目测或检查供应商提供的文件进行验证。 

6.4.2 测量单元的符号 

测量单元的符号，参见GB/T 17215.211—2021中表E.3。 

6.4.3 经互感器接入仪表的符号 

经互感器接入仪表的符号，参见GB/T 17215.211—2021中表E.4。 

6.4.4 显示信息的标识 

显示信息的标识，参见GB/T 17215.211—2021中表E.5。 

6.4.5 被测量的标识 

被测量的标识，参见GB/T 17215.211—2021中表E.6。 

仪表使用的基本单位的符号，参见GB/T 17215.211—2021中表E.7。 

6.4.6 辅助装置的符号 

辅助装置的符号，参见GB/T 17215.211—2021中表E.8。 

6.4.7 可动单元的支撑部件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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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动单元的支撑部件的符号．参见GB/T 17215.211—2021中表E.9。 

6.4.8 通信接口的符号 

通信接口的符号，参见GB/T 17215.211—2021中表E.10。 

6.5 文件 

如果仪表仅符合A类发射极限（见GB/T 17215.211—2021中9.3.16“无线电干扰抑制”），应在仪

表的数据表、安装手册中明确说明．在使用指南中应包括以下警告： 

“警告：本设备符合IEC CISPR 32的A类。在居民居住环境中，本设备可能引起无线电干扰”。 

仪表文件的符合性通过检查供应商提供的文件进行验证。 

7 计量性能 

7.1 参比条件 

符合GB/T 17215.211—2021中7.1的规定。 

7.2 准确度要求 

7.2.1 基波有功电能最大允许误差 

当仪表工作在7.1规定参比条件下，由电流和功率因数在表1给出的范围内改变引起的百分数误差

不应超过表1中给定的相应准确度等级的限值。 

如果是双向仪表，则表1中的值适用于每个方向。 

表1 基波有功电能百分数误差限值（单相仪表和带平衡负载或单相负载的多相仪表） 

量值 
各等级仪表的基波有功电能百分数误差限值 

（%） 

电流 I 功率因数cosΦ A B C D E 

Itr≤I≤Imax 

1 ±2.0 ±1.0 ±0.5 ±0.2 ±0.1 

1，0.5L，0.8C ±2.0 ±1.0 ±0.6 ±0.3 ±0.15 

0.25L - ±3.5
a
 ±1.0

a
 ±0.5

a
 ±0.25

a
 

0.5C - ±2.5
a
 ±1.0

a
 ±0.5

a
 ±0.25

a
 

0.25C - - - - ±0.25
a
 

Imin≤I＜Itr 
1 ±2.5 ±1.5 ±1.0 ±0.4 ±0.2 

1，0.5L，0.8C ±2.5 ±1.5 ±1.0 ±0.5 ±0.25 

Ist≤I＜Imin
b
 1 ±2.5•Imin/I ±1.5•Imin/I ±1.0•Imin/I ±0.4•Imin/I ±0.2•Imin/I 

a
 用户有特殊要求时采用； 
b
 仅在平衡负载条件下试验。 

7.2.2 单次谐波有功电能最大允许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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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符合7.1的规定外，还应满足：单次谐波电压取5%Unom，单次谐波电流小于等于4Itr，基波与谐波

（在原点）同相。 

单次谐波有功电能的百分数误差不应超过表2和表3中给定的相应准确度等级的限值。系数H的值由

公式（1）算出，单次谐波百分数误差值计算后四舍五入（取一位小数）： 

                            H=1+0.01h………………………………………………………….(1) 

式中： 

h——谐波次数； 

示例：在 h 为（第）21 次谐波时：±2.0H =±2.0×(1+0.21) =±2.42，四舍五入后的（第）21 次谐波百分数误差

限值为±2.4。 

注： 当按表3试验时，试验电流依次加入每一测量单元。 

如果是双向仪表，则表2和表3中的值适用于每个方向。 

表2 单次谐波有功电能的百分数误差限值（单相仪表和带平衡负载的多相仪表） 

电流值 
谐波 

功率因数 

cosΦ 

各等级仪表单次谐波有功电能百分数误差限值 

（%） 

直接接入仪表 经互感器接入仪表 1 2 5 

Imin≤Ih＜Itr Imin≤Ih＜Itr 1 ±2.5H ±3.5H ±15.0H 

Itr≤Ih≤0.4Imax Itr≤Ih≤0.4Imax 1 ±1.0H ±2.0H ±5.0H 

Imin≤Ih＜Itr Imin≤Ih＜Itr 

0.5L ±2.5H ±3.5H ±15.0H 

0.8C ±2.5H ±3.5H ±15.0H 

Itr≤Ih≤0.4Imax Itr≤Ih≤0.4Imax 

0.5L ±1.0H ±2.0H ±6.0H 

0.8C ±1.0H ±2.0H ±6.0H 

表3 单次谐波有功电能的百分数误差限值（带有单相负载的多相仪表，电压线路加平衡的多相电压） 

电流值 
谐波 

功率因数 

cosΦ 

各等级仪表单次谐波有功电能百分数误差限值 

（%） 

直接接入仪表 经互感器接入仪表 1 2 5 

Itr≤Ih≤0.4Imax Itr≤Ih≤0.4Imax 1 ±3.0H ±4.5H ±10.0H 

Itr≤Ih≤0.4Imax Itr≤Ih≤0.4Imax 0.5L ±3.0H ±4.5H ±15.0H 

    

7.2.3 组合谐波有功电能最大允许误差 

试验应在以下条件下进行： 

——基波电流：I1 =0.5Imax； 

——基波电压：U1 =Unom； 

——基波的功率因数：1。 

在7.3.3试验条件下，仪表组合谐波有功电能的百分数误差限值见表4和表5。 

表4和表5中给定的值适用于正向谐波有功电能和反向谐波有功电能。  

表4 组合谐波有功电能的百分数误差限值（单相仪表和带平衡负载的多相仪表） 

波形 
各等级仪表组合谐波有功电能百分数误差限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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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5 

附录B.1.1 ±2.5 ±4.0 ±12.0 

附录B.1.2 ±2.5 ±4.0 ±12.0 

附录B.1.3 ±1.5 ±3.0 ±8.0 

附录B.1.4 ±1.5 ±3.0 ±8.0 

附录B.1.5 ±3.0 ±6.0 ±12.0 

附录B.1.6 ±1.5 ±3.0 ±8.0 

附录B.1.7 ±3.0 ±6.0 ±12.0 

 

表5 组合谐波有功电能的百分数误差限值（带单相负载的多相仪表，电压线路加平衡的多相电压） 

波形 

各等级仪表组合谐波有功电能百分数误差限值 

（%） 

1 2 5 

附录B.1.1 ±4.0 ±6.0 ±18.0 

附录B.1.2 ±4.0 ±6.0 ±18.0 

附录B.1.3 ±3.5 ±5.0 ±16.0 

附录B.1.4 ±3.5 ±5.0 ±16.0 

附录B.1.5 ±5.0 ±6.5 ±20.0 

附录B.1.6 ±3.5 ±5.0 ±16.0 

附录B.1.7 ±5.0 ±6.5 ±20.0 

 

7.3 准确度试验 

7.3.1 基波有功电能的准确度试验 

应符合GB/T 17215.211—2021中7.2的规定。 

7.3.2 单次谐波有功电能的准确度试验 

试验应在以下条件下进行： 

——基波电流：I1 =0.5Imax； 

——基波电压：U1 =Unom； 

——基波的功率因数：1； 

——从（第）2次至（第）41次中至少选取三个单次谐波进行准确度试验，包含奇次、偶次谐波： 

 谐波电压 Uh = 5%Unom； 

 谐波电流 Ih 测试点至少包含 Imin、 Itr、 0.4Imax。 

——谐波功率因数：由表2、表3给出； 

——基波与谐波（在原点）同相； 

——在附录A的图A.1所示的试验线路中应分别测量基波有功电能和单次谐波有功电能。 

7.3.3 组合谐波有功电能的准确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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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谐波有功电能的准确度试验按附录A的图A.1所示的线路进行，试验的波形由附录B.2～B.8给

出的数据合成。 

试验应在以下条件下进行： 

——基波电流：I1 =0.5Imax； 

——基波电压：U1 =Unom； 

——基波的功率因数：1。 

仪表应记录基波有功电能和谐波有功电能。基波有功电能的准确度应符合7.2.1的要求，谐波有功

电能的准确度应符合7.2.3的要求。 

7.4 仪表常数试验 

7.4.1 基波有功仪表常数试验 

本试验仅适用于以测试脉冲输出来测试仪表的基波有功电能计量准确度要求的脉冲输出。 

测试输出与指示显示器的示值的关系应符合仪表常数值。 

测试输出与指示显示器的示值，测试输出与通过通信读取的寄存器信息之间的差异不应超过参比

条件下各准确度等级仪表规定的百分数误差极限的1/10。 

试验应按以下规定进行： 

——法制控制下的所有指示显示器和脉冲输出都试验，除非有适当的系统保证所有仪表常数相同； 

——试验应采用在仪表中记录基波有功电能量 E的方法来进行，Emin至少为公式（2）的计算值： 

min

1000 R
E Wh

b


=  

式中： 

R——电能寄存器的可见分辨力，单位为瓦时（Wh）； 

b——基本最大允许误差，单位为百分数（%）。 

注1：可使用任何方式提高电能寄存器的可见分辨力 R，只要注意保证其结果反映了电能寄存器的真实分辨

力。 

注2：b 值宜根据所选的试验点来选择。b 值可能与适用于无负载条件（潜动）试验的 b 值不同。 

——试验应在 Itr≤I≤Imax的任一电流下进行。 

计算仪表记录的基波有功电能与由测试输出的脉冲数给出的通过仪表的电能之间的相对差，不应

超过仪表基本最大允许误差的1/10。 

7.4.2 谐波有功仪表常数试验 

本试验仅适用于以测试脉冲输出来测试仪表的谐波有功电能计量准确度要求的脉冲输出。 

测试输出与指示显示器的示值的关系应符合仪表常数值。 

测试输出与指示显示器的示值，测试输出与通过通信读取的寄存器信息之间的差异不应超过参比

条件下各准确度等级仪表规定的百分数误差极限的1/10。 

试验应按以下规定进行： 

——法制控制下的所有指示显示器和脉冲输出都试验，除非有适当的系统保证所有仪表常数相同； 

——试验应采用在仪表中记录谐波有功电能量 E的方法来进行，Emin至少为公式（3）的计算值： 

min

1000 R
E Wh

b


=  

式中： 

R——电能寄存器的可见分辨力，单位为瓦时（𝑊ℎ）；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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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基本最大允许误差，单位为百分数（%）。 

注3：可使用任何方式提高电能寄存器的可见分辨力 R，只要注意保证其结果反映了电能寄存器的真实分辨

力。 

注4：b 值宜根据所选的试验点来选择。b 值可能与适用于无负载条件（潜动）试验的 b 值不同。 

——基波电压U1 =Unom；基波电流I1 =0.5Imax； 

——试验应在谐波电压Uh = 5%Unom，Itr≤Ih ≤0.4Imax的任一电流下，至少应分别在第3次、第5次、第

21次、第41次单次谐波条件下进行，且单次谐波功率因数大于0.5。 

计算仪表记录的各分单次谐波有功电能与由测试输出的脉冲数给出的通过仪表的电能之间的相对

差，不应超过仪表基本最大允许误差的1/10。 

7.5 无负载条件（潜动）试验 

7.5.1 基波有功的潜动试验 

本项试验的目的，是确定引起仪表潜动的电流比起动电流足够低。 

试验应按以下规定进行： 

——试验时，电流电路应开路，电压电路应施加 1.1Unom；辅助电源电路（若有）应施加标称电压； 

——如果仪表适用于多个标称电压，应采用最高的标称电压； 

——最短的试验时间△t按公式（4）计算： 

3

nom min

100 10

1.1
t

b k m U I


=

    
 

式中：  

b——Imin时，以百分数表示的基波有功基本最大允许误差极限，取正值； 

k——输出装置每千瓦时输出的脉冲数（imp/kWh）或每千瓦时的转数（rev/kWh）； 

m——单元数量； 

Unom——标称电压，单位为伏特 （V）； 

Imin——最小电流，单位为安培 （A）。 

仪表的基波有功测试输出不应产生多于一个的脉冲。 

7.5.2 谐波有功的潜动试验 

本项试验的目的，是确定引起仪表潜动的电流比起动电流足够低。 

试验应按以下规定进行： 

——试验时，电流电路应开路，电压电路应施加基波电压 1.1U1和第 N次谐波电压 0.05×1.1U1，至

少应在第 41 次单次谐波条件下进行，且单次谐波功率因数大于 0.5；辅助电源电路（若有）应施

加标称电压； 

——如果仪表适用于多个标称电压，应采用最高的标称电压； 

——最短的试验时间△t按公式（5）计算： 

3

1 min

100 10

1.1 0.05
t

b k m U I


=

    
 

式中：  

b——Imin时，以百分数表示的谐波有功基本最大允许误差极限，取正值； 

k——输出装置每千瓦时输出的脉冲数（imp/kWh）或每千瓦时的转数（rev/kWh）；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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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单元数量； 

Unom——标称电压，单位为伏特 （V）； 

Imin——最小电流，单位为安培 （A）。 

仪表的谐波有功测试输出不应产生多于一个的脉冲。 

7.6 起动试验 

7.6.1 基波电能的起动试验 

仪表在4.2.1.2规定的起动电流Ist（多相仪表，带平衡负载）且功率因数为1条件下应起动,并连续

记录电能。 

试验应按以下规定进行： 

——如果仪表设计成测量双向电能，则应在每个方向施加电能潮流进行试验；在进行本试验时，宜 

考虑电能方向反向后，测量延时的影响； 

——两个脉冲之间的预期时间（时间间隔）由公式（6）给出： 

6

nom st

3.6 10
S

k m U I



=

  
 

式中： 

k——输出装置每千瓦时输出的脉冲数（imp/kWh）或每千瓦时的转数（rev/kWh）； 

m——单元数量； 

Unom——标称电压，单位为伏特 （V）； 

Ist——起动电流，单位为安培 （A）。 

试验应按以下步骤进行： 

a) 启动仪表； 

b) 允许第一个脉冲在 1.5τ秒内出现； 

c) 第二个脉冲允许在下一个 1.5τ秒内出现； 

d) 此后，开始测试仪表的误差。 

如果仪表输出产生速率均匀的脉冲（或均匀旋转），且基本最大允许误差不超过各准确度等级仪表

规定的极限，即认为仪表已起动。 

7.6.2 谐波电能的起动试验 

仪表电压线路同时施加基波电压Unom和第n次谐波电压0.05Unom，电流线路同时施加基波电流I1=10Itr

和在4.2.1.2规定的第n次谐波的起动电流Ih （多相仪表，带平衡负载）且功率因数为1条件下应起动,并

连续记录电能, 至少应分别在第3次、第5次、第21次、第41次单次谐波条件下进行。 

试验应按以下规定进行： 

——如果仪表设计成测量双向电能，则应在每个方向施加电能潮流进行试验；在进行本试验时，宜 

考虑电能方向反向后，测量延时的影响； 

——两个脉冲之间的预期时间（时间间隔）由公式（7）给出： 

6

1 h

3.6 10

0.05
S

k m U I



=

  
 

式中： 

k——输出装置每千瓦时输出的脉冲数（imp/kWh）或每千瓦时的转数（rev/kWh）；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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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单元数量； 

 

试验应按以下步骤进行： 

a) 启动仪表； 

b) 允许第一个脉冲在 1.5τ秒内出现； 

c) 第二个脉冲允许在下一个 1.5τ秒内出现； 

d) 此后，开始测试仪表的谐波电能误差。 

如果仪表输出产生速率均匀的脉冲（或均匀旋转），且基本最大允许误差不超过各准确度等级仪表

规定的极限，即认为仪表已起动。 

7.7 重复性 

重复性试验应符合GB/T 17215.211—2021中7.7的规定。每个试验点最大测量值与最小测量值之差

的绝对值不应超过表6的限值。 

注： 重复性试验只针对基波。 

表6 重复性限值 

功率因数 电流值 

各等级仪表的重复性限值 

（%） 

A B C D E 

1 Itr≤I≤Imax 0.2 0.1 0.05 0.02 0.02 

1 Imin≤I＜Itr 0.25 0.15 0.1 0.04 0.02 

0.5L，0.8C Itr≤I≤Imax 0.2 0.1 0.06 0.03 0.02 

7.8 变差 

变差要求试验应符合GB/T 17215.211—2021中7.8的规定。 

对同一被试样品相同的测试点，进行重复测试，相邻测试结果间的最大误差变化的绝对值不应超过

表7的限值。 

注： 变差试验只针对基波。 

表7 变差限值 

电流 功率因数 

各等级仪表的变差限值 

（%） 

A B C D E 

10Itr 
1 

0.4 0.2 0.1 0.04 0.03 
0.5L 

7.9 负载电流升降变差 

负载电流升降变差试验应符合GB/T 17215.211—2021中7.9的规定。 

仪表基本误差按照负载电流从小到大，然后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两次测试，记录负载点误差；同一

只被试样品在相同负载点处的误差变化的绝对值不应超过表8规定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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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负载电流升降变差试验只针对基波。 

表8 负载电流升降变差限值 

仪表 电流 功率因数 

各等级仪表的负载升降变差限值 

（%） 

A B C D E 

直接接入仪表 0.1Itr≤I≤Imax 1 0.5 0.25 0.12 0.05 0.03 

经电流互感器接入仪表 0.2Itr≤I≤Imax 1 0.5 0.25 0.12 0.05 0.03 

7.10 由影响量引起的误差限值试验 

7.10.1 通用试验条件 

试验和试验条件应符合7.1的规定。 

如果是双向仪表，则表9中的值适用于每个方向。 

7.10.2 由影响量引起基波电能的误差限值 

当电流和相位按7.1以及GB/T 17215.211—2021第7.1条表10保持恒定，并且仪表的其它影响量在

GB/T 17215.211—2021第7.1条表11的参比条件内，对仪表施加单一影响量，由此引起相应的基波电能

百分数误差偏移应满足表9规定的限值。每一个试验结束后仪表应能正常工作。所有影响量的测试应在

仪表的整机上进行试验。表9给出了推荐测试电流值。 

仪表应能够承受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出现的干扰，在表9所列任何干扰下不应出现重大缺陷。如果仪

表在表9所列条件下运行，且电流电路中无电流，根据GB/T 17215.211-2021中9.3.1.2的规定推算出的

电能寄存器增量小于临界改变值时，不视为重大缺陷。 

表9 对基波电能的影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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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量 

GB/T 

17215.211—

2021 中的试验条

款 

测试电流推荐值和电流测

试范围（平衡负载测试

点，除非另有说明） 
功率 

因数 

各等级仪表误差改变量限值 

（%） 

直接接入 

仪表 

经互感器接

入仪表 
A B C D E 

冲击试验 5.2.1 10Itr 10Itr 1 1/3 基本最大允许误差 
1/2 基本最大允

许误差 

振动试验 5.2.2 10Itr 10Itr 1 1/3 基本最大允许误差 
1/2 基本最大允

许误差 

高温试验 8.4.2 10Itr 10Itr 1 1/3 基本最大允许误差 
1/2 基本最大允

许误差 

低温试验 8.4.3 10Itr 10Itr 1 1/3 基本最大允许误差 
1/2 基本最大允

许误差 

交变湿热试验 8.4.4 10Itr 10Itr 1 ±0.2 ±0.1 ±0.05 ±0.05 ±0.05 

耐久性试验 8.4.8 
Itr、10Itr、

Imax 

Itr、10Itr、

Imax 
1 1/3 基本最大允许误差 

1/2 基本最大允

许误差 

射频电磁场 (电流电路

中有电流)试验 
9.3.5 10Itr 10Itrx 1 ±3.0 ±2.0 ±1.0 ±1.0 ±0.5 

快速瞬变脉冲群试验 9.3.6 10Itr 10Itr 1 ±6.0 ±4.0 ±2.0 ±1.0 ±0.5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干扰

试验
a
 

9.3.7 10Itr 10Itr 1 ±3.0 ±2.0 ±1.0 ±1.0 ±0.5 

传导差模电流干扰试验 9.3.8 10Itr 10Itr 1 ±6.0 ±4.0 ±2.0 ±0.8 ±0.5 

阻尼振荡波试验 9.3.11 - 10Itr 1 ±3.0 ±2.0 ±2.0 ±1.0 ±0.5 

外部恒定磁场试验 9.3.12 10Itr 10Itr 1 ±3.0 ±1.5 ±0.75 ±0.5 ±0.25 

外部工频磁场试验 9.3.13 10Itr、Imax 10Itr、Imax 1 ±2.5 ±1.3 ±0.5 ±0.25 ±0.15 

电流和电压电路中谐波

-第 5 次谐波试验 
9.4.2.2 0.5Imax 0.5Imax 1 ±1.0 ±0.8 ±0.5 ±0.4 ±0.2 

          

电流电路中的间谐波-

脉冲串触发波形试验 
9.4.2.5 10Itr 10Itr 1 ±3.0 ±1.5 ±0.75 ±0.5 ±0.3 

负载不平衡试验 9.4.3 
Itr≤I≤Imax Itr≤I≤Imax 1 ±1.5 ±1.0 ±0.7 ±0.3 ±0.2 

Itr≤I≤Imax Itr≤I≤Imax 0.5L ±2.5 ±1.5 ±1.0 ±0.5 ±0.3 

电 Unom±10% 9.4.4 Imin≤I≤Imax Imin≤I≤Imax 1 ±1.0 ±0.5 ±0.2 ±0.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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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

改

变

试

验

c
 

Itr≤I≤Imax Itr≤I≤Imax 0.5L ±1.5 ±1.0 ±0.4 ±0.2 ±0.1 

0.8Unom≤U＜0.9Unom; 

1.1Unom＜U≤1.15Unom 
Itr≤I≤Imax Itr≤I≤Imax 1 ±1.5 ±1.0 ±0.6 ±0.3 ±0.15 

U＜0.8Unom 10Itr 10Itr 1 +10 到-100 

环境温度改变试验
d
 9.4.5 

Imin≤I≤Imax Imin≤I≤Imax 1 ±0.1
 
 ±0.05

 
 ±0.03  ±0.01

 
 ±0.005

 
 

Itr≤I≤Imax Itr≤I≤Imax 0.5L ±0.15
 
 ±0.07

 
 ±0.05 ±0.02

 
 ±0.01

 
 

a
 射频场感应的直接或间接传导干扰。 

b
 用户有特殊要求时采用。 

c
 对于多相仪表，要求电压对称变化 

d
 各等级仪表的平均温度系数（%/K）。 

7.10.3 由影响量引起单次谐波电能的误差限值 

当电流和相位按7.1以及GB/T 17215.211—2021第7.1条表13保持恒定，并且仪表的其它影响量在

GB/T 17215.211—2021第7.1条表11的参比条件内，对仪表施加单一影响量，由此引起相应的单次谐波

电能百分数误差偏移应满足表10规定的限值。每一个试验结束后仪表应能正常工作。所有影响量的测试

应在仪表的整机上进行试验。表10给出了推荐测试电流值。 

仪表应能够承受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出现的干扰，在表10所列任何干扰下不应出现重大缺陷。如果仪

表在表10所列条件下运行，且电流电路中无电流，根据GB/T 17215.211-2021中9.3.1.2的规定推算出的

电能寄存器增量小于临界改变值时，不视为重大缺陷。 

表10 对各单次谐波电能的影响量 

影响量 

Ih  电  流  值 

（平衡负载测试点，有说明除外） 

谐波 

功率 

因数 

各等级仪表的平均温度系数 

（%/K） 

直接接入仪表 经互感器接入仪表 5 2 1 

（基波）频率改变量±2% 4Itr 4Itr 
1 

0.5L 

2.0 

2.0 

0.8 

1.0 

0.5 

0.7 

逆相序 Itr Itr 1 2.0 1.5 1.5 

电压不平衡 
b
 4Itr 4Itr 1 6.0 4.0 2.0 

外部恒定磁感应  4Itr 4Itr 1 4.0 3.0 2.0 

外磁感应强度0.5 mT
 c
 4Itr 4Itr 1 4.0 3.0 2.0 

高频电磁场 4Itr 4Itr 1 4.0 3.0 2.0 

附件工作 
d
 Itr Itr 1 2.0 1.0 0.5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 4Itr 4Itr 1 4.0 3.0 2.0 

快速瞬变脉冲群 — — — — — — 

阻尼振荡波抗扰度 
e
 — 4Itr 1 4.0 3.0 2.0 

   

各等级仪表百分数误差改变限值 

（%） 

5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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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压

改

变

量 

0.9Un≤U＜1.1Un Itr≤Ih≤0.4Imax Itr≤Ih≤0.4Imax 
1 

0.5L 

2.0 

4.0 

1.0 

1.5 

0.7 

1.0 

0.8Un≤U＜0.9Un 
4Itr 4Itr 1 4.0 1.5 1.0 

1.1Un＜U≤1.15Un 

U＜0.8Un 4Itr 4Itr 1 +10～-100 

环境温度变化 
a
 Itr≤Ih≤0.4Imax Itr≤Ih≤0.4Imax 

1 

0.5L 

0.30 

0.50 

0.10 

0.15 

0.05 

0.07 

a   
在整个工作范围内确定平均温度系数，工作温度范围应分成多个 20 K 宽的子范围，然后在这些范围内确定平均

温度系数，在该范围中间的上 10 K 和下 10 K 进行测定。试验期间无论如何不要超出规定的工作温度范围。 
b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测量元件的多相仪表，如下面的相被断开，应在本表规定的以百分数误差表示的改变量的限值

内测量和计数。 

——三相四线电网中的一相或两相； 

——三相三线电网中（如果仪表为此工作设计）的三相中的一相。 

本要求仅包括断相，不包括诸如互感器熔丝失效的事件。 
c   
外部 0.5 mT 的磁感应强度由施加给仪表电压相同频率的电流产生，并在对被测仪表最不利的相位和方向的条件

下，仪表以百分数误差表示的改变量不应超过本表的规定值。 

  可使用中心能放置仪表的环形电流线圈产生该磁场。环形线圈的平均直径为 1 m，截面为矩形，并且相对直径具 

有较小的径向厚度。磁场强度为 400 安匝。 
d   
该附件为封装在表壳内的并且是间断通电的，如: 多费率计度器的电磁铁。 

为能正确接线,最好标出与辅助装置的连接方法。若这种连接是插头和插座方式，则应是不可逆的。 

然后，在没有标志或者连接是可逆的情况下，仪表在最不利的接线下试验，其误差改变量不应超过本表规定值。 
e
 该试验仅用于经互感器接入仪表。 

7.11 计时准确度 

如果有时钟，计时准确度应符合GB/T 17215.211—2021中7.13规定的要求、试验条件、试验程序和

验收准则。 

8 气候要求 

气候要求应符合GB/T 17215.211—2021第8章规定的要求、试验条件、试验程序和验收准则，误差

偏移限值见表11和表12。 

E级表为室内仪表。 

9 外部影响 

仪表的外部影响试验应符合GB/T 17215.211—2021第9章规定的要求、试验条件、试验程序和验收

准则，除GB/T 17215.211—2021中9.4.14倾斜试验外。 

注： 倾斜试验仅适用于机电式电能表或可能受到工作位置影响的具有其它结构的电能表。 

10 计量性能保护要求 

应符合GB/T 17215.211—2021第10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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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电气要求 

11.1 间隙和爬电距离 

HLV信号端口的任何端子与地，以及与ELV信号端口的端子之间的间隙和爬电距离应不小于下列规

定： 

——对I类防护仪表按照表11的要求； 

——对II类防护仪表按照表12的要求。 

HLV信号端口的端子间的间隙和爬电距离应不小于表11中的规定。 

端子盖如用金属制成，其与拧入所固定的最大导线后的螺钉端面的间隙不小于表11和表12中所示

的相关值。 

表11 I类防护绝缘皮包封仪表的间隙和爬电距离 

从标称电压导出的线

对中线电压/V 

最小间隙 

mm 

最小爬电距离 

mm 

室内仪表 室外仪表 室内仪表 室外仪表 

≤100 0.5 1.0 1.4 2.2 

≤150 1.5 1.5 1.6 2.5 

≤300 3.0 3.0 3.2 5.0 

≤600 5.5 5.5 6.3 10.0 

 

表12 II类防护绝缘皮包封仪表的间隙和爬电距离 

从标称电压导出的线

对中线电压/V 

最小间隙 

mm 

最小爬电距离 

mm 

室内仪表 室外仪表 室内仪表 室外仪表 

≤100 1.5 1.5 2.0 3.2 

≤150 3.0 3.0 3.2 5.0 

≤300 5.5 5.5 6.3 10.0 

≤600 8.0 8.0 12.5 20.0 

11.2 电气试验流程 

与安全有关的电气试验流程见GB/T 17215.321—2021中附录A的规定。 

11.3 电压电路的试验 

11.3.1 耐受长期过电压试验 

耐受长期过电压试验应符合GB/T 17215.321—2021中11.3.1的规定。 

11.3.2 浪涌试验 

浪涌试验应符合GB/T 17215.211—2021中9.3.9的规定。 

11.4 介电强度试验 

11.4.1 湿度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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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预处理试验应符合GB/T 17215.321—2021中11.4.1的规定。 

11.4.2 试验方法和测试设备准备 

介电强度试验、试验测试设备准备应符合GB/T 17215.321—2021中11.4.2的规定。 

11.4.3 脉冲电压试验 

脉冲电压试验、试验电压应符合GB/T 17215.321—2021中11.4.3的规定。 

11.4.4 交流工频电压试验 

交流工频电压试验、试验电压应符合GB/T 17215.321—2021中11.4.4的规定。 

11.5 短时过电流试验 

短时过电流试验应符合GB/T 17215.211—2021中9.4.11的规定。 

12 型式试验 

除非在有关条款中另有说明，所有试验在7.1给出的参比条件下进行。 

型式试验应在一个或几个仪表样品上进行，以确定其具体特性，并证明其余本部分要求的符合性。 

推荐的试验顺序见表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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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谐波条件下的准确度试验 

交流标
准功率
源

被检谐波电能表

误差显
示器

标准谐波电能表

 

图A.1 谐波条件下的准确度试验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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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组合谐波的典型波形 

B.1 概述 

组合谐波的典型波形根据以下方程中的进行定义： 

0

1

A sin t+
N

n n

n

f n 
=

= （ ） 

式中： 

N——最大谐波次数（本文件N等于41） 

n——第n次谐波 

𝜔0——基波频率  

A𝑛——第n次谐波幅值  

𝜃𝑛——第n次谐波相位  

𝑡——时间 

B.2 典型试验波形一 

表B.1 典型试验波形一的电压、电流谐波分量 

谐波次数 
电压幅值 

%U1 

电压相位 

° 

电流幅值 

%I1 

电流相位 

° 

1 100 0 100 0 

3 3.8 180 30 0 

5 2.4 180 18 0 

7 1.7 180 14 0 

11 1.0 180 9 0 

13 0.8 180 5 0 

   

（a）电压波形图                                         （b）电流波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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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1 典型试验波形一 

B.3 典型试验波形二 

表B.2 典型试验波形二的电压、电流谐波分量 

谐波次数 
电压幅值 

%U1 

电压相位 

° 

电流幅值 

%I1 

电流相位 

° 

1 100 0 100 0 

3 3.8 0 30 180 

5 2.4 180 18 0 

7 1.7 0 14 180 

11 1.0 0 9 180 

13 0.8 180 5 0 

（a）电压波形图 （b）电流波形图 

图B.2 典型试验波形二 

B.4 典型试验波形三 

表B.3 典型试验波形三的电压、电流谐波分量 

谐波次数 
电压幅值 

%U1 

电压相位 

° 

电流幅值 

%I1 

电流相位 

° 

1 100 0 100 0 

3 3.8 0 80 180 

5 2.4 180 60 0 

7 1.7 0 40 180 

9 1.5 180 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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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波次数 
电压幅值 

%U1 

电压相位 

° 

电流幅值 

%I1 

电流相位 

° 

11 1.1 0 12 180 

13 0.8 180 5 0 

15 0.6 0 2 180 

17 0.4 180 1 0 

19 0.3 0 0.5 180 

   

（a）电压波形图                               （b）电流波形图 

图B.3 典型试验波形三 

B.5 典型试验波形四 

表B.4 典型试验波形四的电压、电流谐波分量 

谐波次数 
电压幅值 

%U1 

电压相位 

° 

电流幅值 

%I1 

电流相位 

° 

1 100 0 100 0 

2 1.0 90 5 90 

3 3.8 -160 18 -160 

4 0.8 110 10 110 

5 2.4 130 66 130 

7 1.7 50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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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电压波形图                                   （b）电流波形图 

图B.4 典型试验波形四 

B.6 典型试验波形五 

表B.5 典型试验波形五的电压、电流谐波分量 

谐波次数 
电压幅值 

%U1 

电压相位 

° 

电流幅值 

%I1 

电流相位 

° 

1 100 0 100 0 

3 0 0 3.0 -25 

5 20 155 4.8 155 

7 25 155 5.8 -25 

9 3.0 -25 1.2 -25 

11 1.8 -25 0.8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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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电压波形图                                         （b）电流波形图 

图B.5 典型试验波形五 

 

B.7 典型试验波形六 

表B.6 典型试验波形六的电压、电流谐波分量 

谐波次数 
电压幅值 

%U1 

电压相位 

° 

电流幅值 

%I1 

电流相位 

° 

1 100 0 100 0 

3 100/3 0 100/3 0 

5 100/5 0 100/5 0 

7 100/6 0 100/6 0 

9 100/9 0 100/9 0 

11 100/11 0 100/11 0 

13 100/13 0 100/13 0 

15 100/15 0 100/15 0 

17 100/17 0 100/17 0 

19 100/19 0 100/19 0 

21 100/21 0 100/21 0 

23 100/23 0 100/23 0 

25 100/25 0 100/25 0 

27 100/27 0 100/27 0 

29 100/29 0 100/29 0 

31 100/31 0 100/31 0 

33 100/33 0 100/33 0 

35 100/35 0 100/35 0 

37 100/37 0 100/37 0 

39 100/39 0 100/39 0 

41 100/41 0 100/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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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电压波形图                              （b）电流波形图 

图B.6 典型试验波形六 

B.8 典型试验波形七 

表B.7 典型试验波形七的电压、电流谐波分量 

谐波次数 电压幅值 

%U1 

电压相位 

° 

电流幅值 

%I1 

电流相位 

° 

1 100.00  0.93  100.00  -31.44  

3 1.63  -86.40  52.12  93.60  

5 0.54  100.79  17.37  -79.20  

7 0.54  -79.21  17.24  100.80  

9 0.32  107.99  10.34  -72.01  

11 0.32  -72.01  10.21  107.99  

13 0.23  115.18  7.29  -64.81  

15 0.22  -64.82  7.16  115.19  

17 0.17  122.38  5.57  -57.61  

19 0.17  -57.62  5.43  122.39  

21 0.14  129.57  4.44  -50.41  

23 0.13  -50.43  4.31  129.59  

25 0.11  136.77  3.65  -43.22  

27 0.11  -43.23  3.52  136.78  

29 0.10  143.96  3.05  -36.02  

31 0.09  -36.04  2.93  143.98  

33 0.08  151.16  2.58  -28.82  

35 0.08  -28.84  2.46  1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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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0.07  158.35  2.20  -21.62  

39 0.07  -21.65  2.08  158.37  

41 0.06  165.54  1.88  -14.43  

上升时间0.2 ms

 

（a）电压波形图                  （b）电流波形图 

图B.7 典型试验波形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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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推荐的试验顺序 

推荐的试验顺序见表C.1。 

表 C.1 推荐的试验顺序 

序号 试验项目 条款 

1 外观结构检查 6 

2 功率消耗 4.5 

3 机械试验 5 

4 仪表常数试验 7.3 

5 无负载条件（潜动）试验 7.4 

6 起动电流试验 7.5 

7 基本最大允许误差 7.6 

8 重复性试验 7.7 

9 变差要求试验 7.8 

10 负载电流升降变差试验 7.9 

11 误差一致性试验 7.10 

12 计时准确度试验 7.12 

13 外部影响试验 9 

14 由影响量引起的误差限值试验 7.11 

15 电气要求试验 11 

16 气候要求试验 8 

17 计量性能保护要求试验 10 

18 组合最大允许误差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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