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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互感器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安装在 6kV及以上电力系统中用于计量与测量的电流、电压互感器以及组合互

感器（简称电力互感器）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的检验。6kV以下电力系统中使用的电力

互感器，如果不移离现场安装位置，也参照本规程检定。

2 引用文献

本规程引用下列文献：

GB1207-2006电磁式电压互感器

GB1208-2006电流互感器

GB/T4703-2001电容式电压互感器

使用本规程时，应注意使用上述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3 概述

电力系统中使用的电流、电压互感器起着高压隔离和按比率进行电流电压变换作用，给电气测

量、电能计量、自动装置提供与一次回路有准确比例的电流、电压信号。电流互感器和电磁式电压

互感器都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把一次绕组的电流和电压传递到电气上隔离的二次绕组。电容式电

压互感器则通过电容分压器把一次侧的高电压降低为中压，通过电抗器补偿容性内阻压降后经中压

变压器传递到二次侧。

电流互感器的电流误差（比值差） If 按下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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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K 为电流互感器的额定电流比， 1I 为一次电流有效值， 2I 为二次电流有效值。电流

互感器的相位误差 I 定义为一次电流相量与二次电流相量的相位差，单位为“ˊ” 。相量方向以

理想电流互感器的相位差为零来决定，当二次电流相量超前一次电流相量时，相位差为正，反之为

负。

电压互感器的电压误差（比值差） Uf 按下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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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UK 为电压互感器的额定电压比， 1U 为一次电压有效值， 2U 为二次电压有效值。电

压互感器的相位误差 U 定义为一次电压相量与二次电压相量的相位差，单位为“ˊ” 。相量方向

以理想电压互感器的相位差为零来决定，当二次电压相量超前一次电压相量时，相位差为正，反之

为负。

4 计量性能要求

4.1 准确度等级

电流互感器按准确度分为 0.1、0.2S、0.2、0.5S、0.5、1级，电压互感器按准确度分为 0.1、0.2、
0.5、1级。组合互感器按它所包含的电流、电压互感器的准确度分别定级。

4.2 基本误差

在表 1的参比条件下，电流互感器的误差不得超出表 2给定的限值范围，电压互感器的误差不

得超出表 3给定的限值范围，实际误差曲线不得超出误差限值连线所形成的折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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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检定的参比条件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电源频率 二次负荷
电源波形畸

变系数
环境电磁场干扰强度 外绝缘

-25℃~55℃ ≤95% 50Hz±0.5 Hz
额定负荷～

下限负荷
≤5%

不大于正常工作接线所

产生的电磁场
清洁、干燥

注 1）：当电力互感器技术条件规定的环境温度与－25℃～55℃范围不一致时，以技术条件规定的环境温度为参比环境温度。

注 2）：除非用户有要求，二次额定电流 5A的电流互感器，下限负荷按 3.75VA选取，二次额定电流 1A的电流互感器，下限

负荷按 1VA选取。电压互感器的下限负荷按 2.5VA选取，电压互感器有多个二次绕组时，下限负荷分配给被检二次绕组，

其它二次绕组空载。

表 2 电流互感器基本误差限值
准确等级 电流百分数 1 5 20 100 120

1
比值差（±%） — 3.0 1.5 1.0 1.0

相位差（） — 180 90 60 60

0.5
比值差（±%） — 1.5 0.75 0.5 0.5

相位差（） — 90 45 30 30

0.5S
比值差（±%） 1.5 0.75 0.5 0.5 0.5

相位差（） 90 45 30 30 30

0.2
比值差（±%） — 0.75 0.35 0.2 0.2

相位差（） — 30 15 10 10

0.2S
比值差（±%） 0.75 0.35 0.2 0.2 0.2

相位差（） 30 15 10 10 10

0.1
比值差（±%） — 0.4 0.2 0.1 0.1

相位差（） — 15 8 5 5

注：电流互感器的基本误差以退磁后的误差为准。

表 3 电压互感器基本误差限值

准确等级 电压百分数 80～120

1
比值差（±%） 1.0

相位差（） 40

0.5
比值差（±%） 0.5

相位差（） 20

0.2
比值差（±%） 0.2

相位差（） 10

0.1
比值差（±%） 0.1

相位差（） 5

4.3 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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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互感器在接续的两次检定中，其误差的变化，不得大于基本误差限值的 2/3。
4.4 运行变差

电力互感器运行变差定义为互感器误差受运行环境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它可以由运行状态如

环境温度、剩磁、邻近效应引起，也可以由运行方式引起，如变换高压电流互感器一次导体对地电

压，变换大电流互感器一次导体回路等。

电力互感器在制造厂技术条件规定的运行状态下，每个影响因素单独作用引起的变差不宜超过

表 4和表 5规定。

4.5 磁饱和裕度

电流互感器铁芯磁通密度在相当于额定电流和额定负荷状态下的 1.5倍时，误差应不大于额定

电流及额定负荷下误差限值的 1.5倍。

5 通用技术要求

5.1铬牌和标志

电力互感器的器身上应有铭牌和标志。铭牌上应有产品编号, 出厂日期，接线图或接线方

式说明，有额定电流比或（和）额定电压比，准确度等级等明显标志。一次和二次接线端子上应有

电流或（和）电压接线符号标志，接地端子上应有接地标志。

5.2 绝缘

电力互感器的绝缘水平应符合 GB1207，GB1208和 GB/T4703的规定。

表 4 影响因素单独作用下电流互感器的变差

影响因素 环境温度 剩磁
邻近一次导体

磁场 1）
高压漏电流 2） 等安匝法 3） 工作接线影响

变差限值
基本误差限值

的 1/4
基本误差限值

的 1/3
基本误差限值

的 1/4
基本误差限值

的 1/10
基本误差限值

的 1/10
基本误差限值

的 1/10
注 1）：适用于母线型电流互感器。

注 2）：适用于无电容屏的电流互感器和组合互感器。

注 3）：适用于用外部连接导体变换匝数的电流互感器。

表 5 影响因素单独作用下电压互感器的变差

影响因素 环境温度 1）
一 次 导 体 磁 场

2），4）
外电场 3） 工作接线 频率 3）

变差限值
基本误差限值

的 1/4
基本误差限值

的 1/10 4)
基本误差限值

的 1/4
基本误差限值

的差 1/10
基本误差限值

的 1/6
注 1）：适用于电容式电压互感器。

注 2）：适用于组合互感器。

注 3）：适用于电容式电压互感器。

注 4）：如果一次导体磁场引起的变差超过表 5规定，则互感器的基本误差限值应为表 3的值减去测得变差绝对值。

6 计量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控制包括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的检验。

6.1 检定条件

6.1.1 环境条件

6.1.1.1 环境气温-25℃～55℃，相对湿度不大于 95％。

6.1.1.2 环境电磁场干扰引起标准器的误差变化不大于被检互感器基本误差限值的 1/20。检定接线

引起被检互感器误差的变化不大于被检互感器基本误差限值的 1/10。
6.1.2 试验电源

电源频率为 50Hz±0.5 Hz，波形畸变系数不大于 5%。

6.1.3 电流、电压比例标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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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1 标准电流、电压互感器

检定使用的标准电流、电压互感器(含电子式标准电压互感器)，额定变比应和被检互感器相同，

准确级至少比被检互感器高两个等级，在检定环境条件下的实际误差不大于被检互感器基本误差限

值的 1/5。
标准器的变差（电流、电压上升与下降时两次测得误差值之差），应不大于它的基本误差限值

的 1/5。
标准器的实际二次负荷（含差值回路负荷），应不超出其规定的上限与下限负荷范围。如果需

要使用标准器的误差检定值，则标准器的实际二次负荷（含差值回路负荷）与其检定证书规定负荷

的偏差，应不大于 10%。

6.1.3.2 电容分压器

在检定环境条件下，电容分压器的电压系数（分压比与电压的相关性），应不大于被检电

压互感器基本误差限值的 1/10。
选用电容分压器作标准器检定电压互感器时，应使用替代法线路操作。电容分压器的分压比在

检定过程中的变化，不得大于被检互感器基本误差限值的 1/10。
6.1.4 电流、电压负荷箱

用于电力互感器检定的电流、电压负荷箱，在接线端子所在的面板上应有额定环境温度区间、

额定频率、额定电流或电压及额定功率因数的明确标志。电流负荷箱还应标明外部接线电阻数值。

本规程推荐的额定温度区间为：低温型－25℃～15℃，常温型-5℃～35℃，高温型 15℃～55℃。

检定时使用的电流、电压负荷箱，其额定环境温度区间应能覆盖检定时实际环境温度范围。

在规定的环境温度区间，电流、电压负荷箱在额定频率和额定电流、电压的 80%～120%范围

内，有功和无功分量相对误差均不超出±6%。，残余无功分量(适用于功率因数等于 1的负荷箱)不
超出额定负荷的±6%。在其它有规定的电流、电压百分数下，有功和无功分量的相对误差均不超

出±9%,，残余无功分量(适用于功率因数等于 1的负荷箱)不超出额定负荷的±9%。

6.1.5 误差测量装置

误差测量装置的比值差和相位差示值分辨率应不低于 0.001%和 0.01’。在检定环境条件下，

误差测量装置引起的测量误差，应不大于被检互感器基本误差限值的 1/10。其中差值回路的二次

负荷对标准器和被检互感器误差的影响均不大于它们基本误差限值的 1/20。
6.1.6 监测用电流、电压百分表

电流、电压百分表的准确级不低于 1.5级。在规定的测量范围内，内阻抗应保持不变。

6.2 检定项目

电力互感器的检定项目按表 4规定。

表 6 电力互感器检定项目

检定类别

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验

外观及标志检查 + + +

绝缘试验 ＋ ＋ －

绕组极性检查 + － －

基本误差测量 + + +

稳定性试验 － + +

运行变差试验 + － －

磁饱和裕度试验 + － －

注 1）：表中符号“+”表示必检项目，符号“－”表示可不检项目。

注 2）：绝缘试验可以采用未超过有效期的交接试验或预防性试验报告的数据。

注 3）：运行变差试验可以部分或全部采用经检定机构认可的实验室提供的试验报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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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检定方法

6.3.1 外观检查

被检互感器外观应完好，铭牌及标志符合第 5.1 条要求。

6.3.2 绝缘试验

绝缘试验按表 7和表 8进行。

测量绝缘电阻应使用 2.5kV 兆欧表。工频耐压试验使用频率为 50Hz±0.5Hz，失真度不大于

5%的正弦电压。试验电压测量误差不大于 3%。试验时应从接近零的电压平稳上升，在规定耐压值

停留 1min。然后平稳下降到接近零电压。试验时应无异音异味，无击穿和表面放电，绝缘保持完

好，误差无可察觉的变化。

6.3.3 绕组极性检查

推荐使用互感器校验仪检查绕组的极性。根据互感器的接线标志，按比较法线路完成测量接线

后，升起电流、电压至额定值的 5%以下试测，用校验仪的极性指示功能或误差测量功能，确定互

感器的极性。

表 7 电流互感器绝缘试验项目及要求

试验

项目

一次对二次

绝缘电阻

二次绕组之

间绝缘电阻

二次绕组对

地绝缘电阻

一次对二次及地工频

耐压试验

二次对地工频耐

压试验

二次绕组之间工

频耐压试验

要求 >1500MΩ >500MΩ >500MΩ
按出厂试验电压的 85%
进行

2kV 2kV

说明 — — —
66kV 及以上电流互感

器除外
— —

表 8 电压互感器绝缘试验项目及要求

试验

项目

一次对二次绝

缘电阻

二次绕组之间绝

缘电阻

二次绕组对

地绝缘电阻

一次对二次及地

工频耐压试验

二次对地工频

耐压试验

二次绕组之间工

频耐压试验

要求 >1000MΩ >500MΩ >500MΩ
按出厂试验电压的

85%进行
2kV 2kV

说明
电容式电压互

感器除外
— —

35kV 及以上电压互

感器除外
— —

6.3.4 误差测量

6.3.4.1一般要求

根据被检互感器的变比和准确度等级，参照第 6.1.3条选用标准器并使用本规程推荐的试验线

路测量误差。测量时可以从最大的百分数开始，也可以从最小的百分数开始。大电流和高电压互感

器宜在至少一次全量程升降之后读取检定数据。

电流互感器的测量点参见表 9，电压互感器的测量点参见表 10。组合互感器参照表 9和表 10
分别测量其中的电流和电压互感器误差。

大电流互感器（额定一次电流 3kA及以上）在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时，经上级计量行政部

门批准，允许把 100%和 120%额定一次电流检定点合并为实际运行最大一次电流点。

表 9 电流互感器误差测量点

Ip/In（%） 11） 5 20 100 120
上限负荷 + + + + +
下限负荷 ＋ + ＋ + －

注 1）：只对 S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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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电压互感器误差测量点

Up/Un（%） 80 100 1101） 1152）
上限负荷 + + + +
下限负荷 + + － －

注 1）：适用于 330kV和 500kV电压互感器；

注 2）：适用于 220kV及以下电压互感器。

有多个二次绕组的电压互感器，除剩余绕组外，各二次绕组应按表 1接入规定的上限负荷或者

下限负荷。

除非用户有要求，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都只对实际使用的变比进行检验。若用户有计划在

检定周期内改用另外变比，应在检定前向检定机构提出增加受检变比的要求。

检定准确级别 0.1级和 0.2级的互感器，读取的比值差保留到 0.001%, 相位差保留到 10.0  。

检定准确级别 0.5级和 1级的互感器，读取的比值差保留到 0.01%, 相位差保留到 1.0 。
6.3.4.2 使用标准电流互感器的比较法线路

原理线路见图 1。被检电流互感器一次绕组的 P1端和标准电流互感器的 L1端对接，二次绕组

的 S1端和标准电流互感器的 K1端对接。共用一次绕组的其它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端子用导线短路

并接地。

图 1 电流互感器误差测量接线

图中：To—标准电流互感器 Tx—被检电流互感器

ZB—电流负荷箱 1Tx～NTx—与被检电流互感器共用一次绕组的互感器

6.3.4.3 使用标准电压互感器的比较法线路

原理线路见图 2和图 3。图 2的高压试验电源是试验变压器，主要用于检定电磁式电压互感器。

图 3使用串联谐振升压装置，主要用于检定电容式电压互感器。

在图 2a和图 3a中，误差测量装置使用高端电压测差接法。如果使用的误差测量装置只能低端

测差，可按图 2b和图 3b线路接线和测量。

高端测差法不改变设备的接地方式，有利于测量的安全。应优先采用。

检定三相五柱电压互感器，应施加三相高压电源，在被测相与地间接入标准电压互感器，被测

相二次绕组接入电压负荷箱，用比较法测量误差。原理线路见图 4a 。

如果三相五柱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负荷接成 V形，检定时可以在二次回路相间用两台电压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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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箱接成 V负荷，在被测相间接入不接地标准电压互感器, 按不接地电压互感器检定，并在检定证

书中对接线方式和检定结果加以说明。原理线路见图 4b 。

6.3.4.4 使用电子式标准电压互感器的比较法线路

原理线路见图 5。电子式标准电压互感器由气体绝缘电容分压器和电子式电位跟随器以及电子

分压器组成，一般只作为实验室标准使用。在现场使用时，宜参照电容分压器使用前校准的方法操

作。

a 高端测差 b 低端测差

图 2 用标准电压互感器检验电磁式电压互感器误差的线路

图中：P0—标准电压互感器 PX—被检电压互感器

Y1，Y2—电压负荷箱

a 高端测差 b 低端测差

图 3 用标准电压互感器检验电容式电压互感器误差的线路

图中：LZ1～LZn—谐振电抗器 P0—标准电压互感器

CVT—被检电容式电压互感器 Y1，Y2—电压负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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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用电子式标准电压互感器检验电压互感器误差线路

图中 PX—被检电压互感器 C1—高压标准电容器

C2—低压标准电容器 Y1、Y2—电压负荷箱

a 按接地电压互感器检定 b 按不接地电压互感器检定

图 4 三相五柱电压互感器误差检验线路

图中：PX—被检三相互感器 P0—标准电压互感器

Y、Y1、Y2—电压负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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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5 使用电容分压器的检验线路

使用电容分压器作标准器检验电压互感器误差的线路见图 6和图 7。电容分压器用于替代法测

量。首先用电容分压器检验一台与被检互感器变比相同的标准电压互感器，调节电容分压器的分压

比使校验仪示值等于标准电压互感器的检定值。 然后用被检电压互感器替换标准电压互感器，在

规定的电压百分数下测出被检互感器的误差。

图 6 用电容分压器检验电磁式电压互感器的线路

图中：CN—高压标准电容器 PX—被检电压互感器

P0—标准电压互感器 Y1，Y2—电压负荷箱



10 页 共 23 页

图 7 用电容分压器检验电容式电压互感器的线路

图中：CN—高压标准电容器 P0—标准电压互感器

Y1，Y2—电压负荷箱 LZ1～LZn—谐振电抗器

CVT—电容式电压互感器

6.3.4.6 大电流互感器等安匝法测量

当一次返回导体的磁场对电流互感器误差产生的影响不大于基本误差限值的 1/6时，允许使用

等安匝法测量电流互感器的误差。

等安匝测量方法及注意事项见附录 C。
6.3.5 稳定性试验

电力互感器的稳定性取上次检定结果与当前检定结果，分别计算两次检定结果中比值差的差值

和相位差的差值。

6.3.6 电流互感器运行变差试验

6.3.6.1环境温度影响

把试品置入人工气候室，在技术条件规定的环境温度上、下限分别放置 24h, 按本规程第 6.3.4
条测量被试互感器的误差。此误差与室温下（10℃～35℃）测得误差比较，取上下限温度试验中最

大误差变化量绝对值较大的作为温度影响的测量结果。在条件不具备时, 可以利用冬夏的自然温度

进行试验。在安装地点进行的试验，允许按当地极限环境气温进行。

6.3.6.2剩磁影响

试验时从被试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绕组通入相当于额定二次电流 10%～15%的直流电流充磁。持

续时间不少于 2s。然后按 6.3.4条测量误差。此误差与退磁状态下测得误差比较，取误差变化量的

绝对值作为剩磁影响的测量结果。

6.3.6.3 邻近一次导体影响

试验时按制造厂技术条件规定放置邻近一次导体。然合按 6.3.4条进行误差试验。此误差与无

邻近一次导体（或远离）下测得误差比较，取误差变化量的绝对值作为邻近一次导体影响的测量结

果。在不具备试验条件时, 可以通过理论计算估计影响量。

6.3.6.4 高压漏电流影响

试验时电流互感器二次接入额定负荷, S2端接地。一次侧按 GB1208规定的额定电压因数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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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电压,。用交流有效值电压表测量二次电压 U2, 漏电流影响按下式计算：

B
U ZI

U

2

28
 (3)

式中 I2为额定二次电流., ZB为额定二次负荷。

6.3.6.5 等安匝法影响

试验时按技术条件要求变换一次导体接线改变电流比, 然后按 6.3.4.2条进行误差试验。取各种

试验接线中测得最大偏差的绝对值作为等安匝法影响的测量结果。

6.3.6.6 工作接线影响

试验时按技术条件要求连接一次回路母线并通入相当于正常运行的电流和电压。然后按照

6.3.4.2条进行误差试验。允许分别施加电流和电压，然后把影响量按代数和相加。比较被试互感器

在工作接线下的误差与实验室条件下的误差的偏差，取其绝对值作为工作接线影响的测量结果。

6.3.7电压互感器运行变差试验

6.3.7.1 环境温度影响

参照 6.3.6.1条进行。

6.3.7.2 组合互感器一次导体磁场影响

试验时被试电压互感器接入额定二次负荷, 一次侧按运行状态连接。按制造厂技术条件加载一

次母线电流至额定值, 然后测量被试电压互感器二次电压 U2。一次导体磁场的影响按下式计算:

N
I U

U

2

24
 (4)

式中 U2N为额定二次电压。

6.3.7.3 电容式电压互感器外电场影响

被试电容式电压互感器在试验室条件和安装工况下分别进行误差试验。计算两种环境下试验结

果的偏差，取其绝对值作为外电场影响的测量结果。

6.3.7.4 工作接线影响

参照 6.3.6.6条进行。

6.3.7.5 频率影响

试验时使用变频电源, 二次接入额定上限负荷。试验频率为 49.5Hz和 50.5Hz，频率偏差不大

于 0.05Hz，按 6.3.4条测量电容式电压互感器的误差。计算测得误差与 50Hz 下误差的偏差，取其

中最大偏差的绝对值作为频率影响的测量结果。

6.3.8 磁饱和裕度试验方法

6.3.8.1 直接测量

如果被检电流互感器 150%额定电流点在标准装置的测量范围内,可以用比较法直接测量 150%
点的误差。

6.3.8.2 间接测量

如果不具备在 150%额定电流点测量误差的标准装置,可以通过增加二次负荷的方法间接测量，

测量时选定的电流不小于额定电流的 20%。设选定的电流百分点为 m%，电流互感器的额定二次负

荷为 ZB，二次绕组电阻和漏电抗为 Z2，分别在二次负荷 ZB，电流百分点 m%以及二次负荷 2ZB+Z2，

电流百分点 0.5m%下测量电流互感器的误差，得到 f1、δ 1 和 f2、δ 2。然后在二次负荷

(150/m)ZB+(150/m－1)Z2，电流百分点 m%下测量电流互感器的误差，得到 f3、δ3。被检电流互感

器 150%电流百分点下的误差按下式计算：

321 150
)

150
1)(2( fmmfff  (5)

321 150
)

150
1)(2(  m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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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定结果的处理

6.4.1 检定数据应按规定格式做好原始记录。原始记录应至少保持两个检定周期。

6.4.2 按本规程得到的被检互感器在全部检定点的误差，如果不超出表 2或表 3的基本误差限值，

且稳定性、运行变差和磁饱和裕度符合本规程 4.3条、4.4条和 4.5条规定，则认为误差合格。如果

一项或多项运行变差超差，但实际误差绝对值加上超差的各项运行变差绝对值没有超过基本误差限

值，也认为互感器误差合格。

按本规程得到的被检互感器在一个或多个检定点的误差，如果超出表2或表3的基本误差限值，

或者稳定性超出本规程 4.3条规定，或者运行变差超出本规程 4.4条规定, 或者磁饱和裕度超出本

规程 4.5条规定,且实际误差绝对值加上超差的各项运行变差绝对值超过基本误差限值，则认为误差

不合格。不合格互感器的误差允许在表 11的参比条件下，结合 6.4.2条内容复检，最后根据复检结

果作出合格或不合格结论。

表 11 复检的参比条件

环境温度
）

相对湿度 电源频率 二次负荷 1）
电源波形畸

变系数

环境电磁场

干扰强度
外绝缘

10℃～

35℃
≤80% 50Hz±0.5 Hz

额定负荷～

下限负荷
≤5%

不大于正常工作接

线所产生的电磁场
清洁、干燥

注 1）：除非用户有要求，二次额定电流 5A的电流互感器，下限负荷按 3.75VA选取，

二次额定电流 1A的电流互感器，下限负荷按 1VA选取。电压互感器的下限负荷按 2.5VA选取，电压互感

器有多个二次绕组时，下限负荷分配给被检二次绕组，其它二次绕组空载。

6.4.3 被检互感器外观检查、极性试验和绝缘试验合格，各项误差符合第 6.4.2.条要求，则互感器

检定合格并发给检定证书。并在检定证书上给出互感器的误差检定结果。

检定结果有不合格项目的互感器，如降级后能符合所在级别全部技术要求，允许降级使

用。不适合降级使用的互感器，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并在通知书中说明不合格的项目并给

出检定数据。

6.5 检定周期

电磁式电流、电压互感器的检定周期不得超过 10年，电容式电压互感器的检定周期不得超过

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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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检定原始记录及检定证书内页格式

A.1 电压互感器检定原始记录格式

电压互感器检定原始记录

厂站名称 准确度等级

馈路名称 额定一次电压 kV

制 造 厂 型 号

出厂编号

额定二次电压

1a－1n V 2a－2n V V

额定二次负荷 (功率因数 cosφ= )

1a－1n VA 2a－2n VA VA

准确度等级

1a－1n 2a－2n

额定功率因数 额 定 频 率 Hz

极 性 标准电压互感器准确级

环境温度 ℃ 环 境 湿 度 RH

检定员

审 核

检定日期： 年 月 日

电压互感器检定原始数据

试验：

记录：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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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相 互感器编号： 绕组标志： 电压比：

Up/UN% 80 100 110 115 120
二次负荷（VA）cosφ=

1a－1n 2a－2n

f (%)

δ(ˊ)

f (%)

δ(ˊ)

B相 互感器编号： 绕组标志： 电压比：

Up/UN% 80 100 110 115 120
二次负荷（VA）cosφ=

1a－1n 2a－2n

f (%)

δ(ˊ)

f (%)

δ(ˊ)

C相 互感器编号： 绕组标志： 电压比：

Up/UN% 80 100 110 115 120
二次负荷（VA）cosφ=

1a－1n 2a－2n

f (%)

δ(ˊ)

f (%)

δ(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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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A.2 电压互感器检定证书内页格式

共 2 页 第 1 页

试 品 技 术 档 案

安装地点：

线 路：

安装编号：

出厂日期：

检 定 条 件

环境温度 ℃ 相对湿度 %

检 定 用 标 准 器

名称 型号规格 准确度 编号 备注

检 定 结 果

外 观 检 查

绝 缘 试 验

极 性 试 验

稳 定 性 试 验

运 行 变 差 试 验

误 差 测 量

结论及说明：

1．已测量限误差符合 级要求

2．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3．下次检定请出示此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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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 差 数 据 共 2 页 第 2 页

受

检绕

组标

志

电压

比

额定电压

百分

数

误差

80 100

二次负荷（VA）
cosφ=

1a-1n 2a-2n

A相 互感器编号：

f (%)

δ( ′)

f (%)

δ( ′)

B相 互感器编号：

f (%)

δ( ′)

f (%)

δ( ′)

C相 互感器编号：

f (%)

δ( ′)

f (%)

δ( ′)

备注：

A.3 电流互感器检定原始记录格式

电流互感器检定原始记录

厂站名称 准确度等级

馈路名称 额定一次电流 A

型 号 额定二次电流 A

制造厂名 额定功率因数

出厂编号 额 定 负 荷 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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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 性 额 定 频 率 Hz

一次绕组接线方式 绝 缘 电 压 kV

二次绕组端子标志 标准电流互感器准确级

环境温度 ℃ 环 境 湿 度 RH

检定员

审 核

检定日期： 年 月 日

电流互感器原始检定数据

试验：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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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相 互感器编号： 电流比：

Ip/IN% 1 5 20 100 120
二次负荷 实际负荷

VA cosφ R X

f (%)

δ(ˊ)

f (%)

δ(ˊ)

B相 互感器编号： 电流比：

Ip/IN% 1 5 20 100 120
二次负荷 实际负荷

VA cosφ R X

f (%)

δ(ˊ)

f (%)

δ(ˊ)

C相 互感器编号： 电流比：

Ip/IN% 1 5 20 100 120
二次负荷 实际负荷

VA cosφ R X

f (%)

δ(ˊ)

f (%)

δ(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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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A.4 电流互感器检定证书内页格式

共 2 页 第 1 页

试 品 技 术 档 案

安装地点：

线 路：

安装编号：

出厂日期：

检 定 条 件

环境温度 ℃ 相对湿度 %

检 定 用 标 准 器

名称 型号规格 准确度 编号 备注

检 定 结 果

外 观 检 查

绝 缘 试 验

极 性 试 验

稳 定 性 试 验

运 行 变 差 试 验

磁 饱 和 裕 度

误 差 测 量

结论及说明：

4．已测量限误差符合 级要求

5．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6．下次检定请出示此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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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 差 数 据 共 2 页 第 2 页

电流

比

额定电压

百分

数

误差

1 5 20 100 120
二次负荷
（VA）
cosφ=

A相 互感器编号： 端子标志：

f (%)

δ( ′)

f (%)

δ( ′)

B相 互感器编号： 端子标志：

f (%)

δ( ′)

f (%)

δ( ′)

C相 互感器编号： 端子标志：

f (%)

δ( ′)

f (%)

δ( ′)

备注：

附录 B

电流互感器开路退磁法

将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绕组开路，用升流变压器往一次绕组通入 10%～15%的额定一次电流，然

后平稳、缓慢地将电流降到零。为了获得好的退磁效果，一般要重复多次。已被深度磁化的电流互

感器，应当使用大于 10%～15%的退磁电流。退磁时应在匝数最多的二次绕组接入交流峰值电压表

监视二次电压，当指示值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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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人员应在试验过程中检

查和落实高电压试验的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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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用等安匝法测量大电流互感器误差

一次电流导体由多匝导线组成的电流互感器以及母线型电流互感器，可以采用等安匝法测量误

差。测量时使用的一次电流根据标准电流互感器选用，一般为被检电流互感器额定一次电流的 1/2～
1/10。母线型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电流导线尽量均匀地绕在被检电流互感器铁芯上。标准电流互感器

的电流比乘上一次导线匝数应等于被检电流互感器的电流比。等安匝法测量电流互感器误差的线路

和常规的比较法线路相同。数据处理方法也相同。

当一次返回导体的磁场对被检电流互感器误差的影响达到基本误差限值的 1/6～1/8时，应使

用实际准确度不大于被检电流互感器基本误差限值 1/10的标准电流互感器。影响小于 1/8 时可以

使用实际准确度不大于被检电流互感器基本误差限值 1/5的标准电流互感器。

一次返回导体的磁场对被检电流互感器误差影响的计算方法见附录 E。也可以采用在其它技术

标准中推荐的方法。

附录 D

电压互感器负荷误差曲线外推法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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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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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0、f1、f2分别为负荷空载、S1和 S2下的比值差，δ0、δ1、δ2分别为负荷空载、S1和 S2下的相

位差，φ1、φ2分别为负荷 S1、S2的功率因数角。

D2 图算法

在直角座标系统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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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横座标是按 1rad=3438ˊ的尺寸比例作出的。因此两座标轴有同样的

比例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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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一台电压互感器空载误差为 0.18%和－0.2’，
对应于 A点。在带有 60VA，cosφ=0.8
的负荷时，误差为－0.33%和＋6 ′，对应于 B 点。

当负荷为 60VA，cosφ=1时，AB射线向左转过 37°，

（因为 cos37°=0.8）。B点对应着 B2，该点误差为

－0.34%和－5.7 ′。如果负荷变为 20VA，cosφ=0.3，
则 AB2射线向右转过 72.5°，（因为 cos7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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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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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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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E

邻近载流导体对互感器误差的影响

本附录用于估算安装在互感器内部或外部的一次返回导体对互感器误差的影响。计算时取一次

导体与互感器铁芯轴线距离为 a, 铁芯外径为 R。
对于没有磁屏蔽的铁芯，先计算出 a／R的值，然后查表 G.1，得到Φa和Φ0的值。Φa表示远

导线侧的磁通，Φ0表示近导线侧的磁通，这是按模型铁芯计算出来的值。模型铁芯的截面为 20mm
×25mm。其中 25mm为铁芯的高度。铁芯中磁通对应着一次电流 1000A的情况。设实际铁芯截面

为 b×h，其中 h 为高度，单位为 mm。一次电流 N×1000A。按比例关系算得铁芯远导线侧磁通

Φa’=hNΦa /25，近导线侧的磁通Φ0’=Φ0hN/25。远导线侧磁密 Ba’=NΦa /25b，近导线侧的磁密

B0’=Φ0N/25b。以上计算对象是冷轧硅钢片铁芯，对铁镍合金铁芯，还应乘上磁导率倍数，通常取

5～20倍。电流互感器的正常工作磁密数值大致有 0.3T（有效值）。干扰磁通改变了绕组各处的磁

密，使沿铁芯圆周的磁导率不相等，产生附加误差。在铁芯平均磁化曲线上找 BC+Ba’和 BC-B0’两
点。计算它们磁导率的相对偏差与没有干扰时磁导率之比。如果这个比值不大于被检互感器基本误

差限值的 1/3。则认为干扰量不大于被检互感器基本误差限值的 1/6。

表 E1 与环形铁芯轴线平行的导体在模型铁芯内产生的磁场（有效值）

图D1 电压互感器二次负荷误差计

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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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铁芯有磁性材料的屏蔽，则可按前述方法计算屏蔽套的磁通，把磁通除以屏蔽套的截面积，

就得到屏蔽套里的磁密。算得的最大磁密值加上工作磁密应小于屏蔽材料的饱和磁密并有一定裕

度。如果铁芯有平衡绕组，则取近导线侧和远导线侧的磁密平均值代替最大磁密值。屏蔽系数按下

式计算： abHH r 2// 01  。式中 H1为外部磁场，H0为屏蔽腔内磁场，b为屏蔽层的壁厚，a为屏

蔽层的最大边长。 r 为屏蔽材料的相对磁导率。取屏蔽效率为 2。铁芯中的磁场可以按等效电流计

算。等效电流为原一次电流除以屏蔽系数。

如果铁芯有铜屏蔽套，则按以下公式计算屏蔽系数： beHH 109
01 /  。式中 H1为外部磁场，H0

为屏蔽腔内磁场，b为屏蔽层的壁厚，单位为 m。指数中的系数 109为工频下铜板的振幅衰减系数。

如果是铝质屏蔽套，系数为 78。由于实际屏蔽材料多为合金，计算时应取小于给出值的数值。

如果互感器有磁性材料作内套，铜材或铝材作外套时，总屏蔽系数是它们各自屏蔽系数的乘积。

由多匝导线组成的电流互感器，铁芯一般没有磁屏蔽。一次返回导体轴线与互感器铁芯轴线的

距离与铁芯半径之比，典型值为 3。计算表明在一次导线电流不大于 3000安匝时，对互感器误差

的影响不大于基本误差的 1/6。用于测量发电机出口电流的母线型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达到 10kA
量级，当三相母线距离不能满足磁场影响的要求时，必须对铁芯采取磁屏蔽措施。通常把铁芯置于

由高磁导材料制成的屏蔽盒内，为了避免磁屏蔽层在强磁场下饱和，磁屏蔽层外面再套一层高电导

材料的屏蔽套。正确设计安装的磁屏蔽系统，可以保证一次返回导体对互感器误差的影响不大于基

本误差限值的 1/6。

a/R Φa(10－8Wb) Φ(10－8Wb) Φa/Φ(%)
1.25 1175 4394 26.7
1.5 1022 3220 31.8
2 811 2197 37.0
2.5 672 1695 39.7
3 575 1386 41.5
3.5 502 1176 42.8
4 446 1021 43.6
4.5 401 904 44.4
5 364 811 44.9
5.5 334 735 45.4
6 308 673 45.8
7 267 576 46.4
8 236 502 46.9
9 210 446 47.2
10 190 401 4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