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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本装置是按照 JJG124－2005《电流表、电压表、功率表和电阻表检定规程》、JJG 596-1999、

JJG 307-2006 的要求而设计的三相表源一体化装置。装置中表的核心技术用的是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和 16 位高速模数转换器组成的高精度工频交流采集器；源的信号部分用的是 DSP 和 16 位

高速数模转换器组成可控制的正弦波、畸变波信号源。

装置具有精度高、工作稳定可靠、操作方便灵活等特点。

2 主要功能及特点

2．1 可半自动或手动检验电力系统中各种工频电表（电压表、电流表、功率表、频率表、功率因

数表、相位表）的基本误差，电压、电流、波形、功率因数等影响量引起的改变量等。

2．2 电源部分可生成具有 2～31 次谐波的畸变波，谐波个数、次数、幅度以及谐波对基波的相位

均可程控。

2．3 功放的工作频带为 40Hz～1kHz，有良好的线性。电流功放为恒流源，电压功放为恒压源。由

于重量轻，本装置更适合于现场校验使用。

2．4 设有 RS-232 接口。通过上位机软件（选件），由计算机控制本装置可进行自动或手动检验，

并对结果进行处理和管理。

2．5 设有大容量的非易失性存贮器，可存贮 300块被检仪表的检测原始数据，以供查阅和上传。

2．6 可按电能表检测负荷点或自选点进行电能表校验。

3 主要技术指标

3．1 交流电压量程 50V、100V、200V、400V、600V 最大输出容量 25VA；

3．2 交流电流量程 0.5A、1A、2.5A、5A、12.5A、25A 最大输出容量 25VA；

3．3 交流电压、电流调节范围 0～130% FS（25A 量程 0～120% FS）， 调节细度 5×10
-5
；

3．4 工频交流电压、电流准确度 0.05% FS；

3．5 有功功率（50V～400V）准确度 0.05% FS；

3．6 无功功率（50V～400V）准确度 0.1% FS；

3．7 电流对同名相电压的相位准确度 0.05
0
；

3．8 频 率 调节范围 45～65Hz， 调节细度 0.001Hz，调定值准确度 0.01Hz；

3．9 相 位 调节范围 0～359.99
0
， 调节细度 0.01

0
；

功率因数 调节范围 0～±1， 调节细度 0.0001；

3．10 交流电压、电流输出波形失真度 ≤0.3%；

3．11 交流电压、电流及功率输出稳定度 ≤0.01% FS /60s；

3．12 谐波 2～31 次，幅度 0～40%，各次谐波相位细度 0.01
0
·N（N 为谐波次数）；

3．13 直流电压量程 75mV、75V、150V、300V、500V、1000V 最大输出容量 25W；

3．14 直流电流量程 0.5A、1A、2.5A、5A、12.5A、25A 最大输出容量 25W；

3．15 直流电压、电流调节范围 0～120% FS（1000V 量程 0～105% FS），调节细度 5×10
-5
；

3．16 直流电压、电流输出稳定度 ≤0.01% FS /60s（峰－峰值）；

3．17 直流电压调定值准确度 0.05% FS；

3．18 直流电流调定值准确度 0.1% FS；

3．19 直流 75mV 输出（负载≥5Ω）准确度 0.1% 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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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电能表测量（50V～400V）综合误差 0.05% （脉冲输出：三相额定值=6Hz）；

3．21 工作电源 单相 220V±10%， 50Hz±5%；

3．22 使用环境 温度 20
0
C±10

0
C， 相对湿度≤85%RH；

3．23 体积重量 约 460×460×175mm
3
， 20kg（豪华型机箱 24kg）。

4 面板和后板

面板布置见图 1，后板布置见图 2

图 1

4．1面板接线端说明：

“UA”、“UB”、“UC”接线端：分别为 A、B、C 相交流电压输出高端。

“UO”接线端：为 A、B、C 相交流电压输出公共低端。

“IA”、“IB”、“IC”接线端：分别为 A、B、C 相交流电流输出端。其中黄、绿、红色接线端分

别是 A、B、C 相交流电流输出高端；对应的黑色接线端为 A、B、C 相交流电流输出低端。

“V”接线端：为 75V、150V、300V、500V、1000V 直流电压档位输出端（75mV 直流电压档位

输出端，在后板上）。

“I”接线端：为直流电流输出端。

4．2面板按键说明：

液晶显示器屏幕下方的六个按键： 为复合键，其按键功能由当时的屏幕显示确定。

“0～9”： 数字键，还可配合显示屏中的各种提示使用。

“·”： 小数点键，配合数字键使用。

空白键（“·”键旁）：电压、电流的 100%快捷键。

“、、、”： 除作为方向键外，主要配合显示屏中各种提示使用。

“OK”： 确认键。

“清零”： 使所有输出电压、电流降为零。

“返回”： 使当前界面回到上一界面；还在检定过程中作中止键使用。

“复位”： 使装置恢复到开机初始状态。

4．3 后板布置说明：

“光电采样输入”五芯插座：为电能表的电能脉冲通过光电采样器或电子电能脉冲测试线输入

到装置里的输入接线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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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脉冲输出”两芯插座：为装置的电能低频脉冲输出接线端。

“75mV 输出”四芯插座：为直流电压 75mV 档的输出端。

“IA”、“IB”、“IC”的重轻载开关：分别为 A、B、C 相交流电流的重轻载开关。开关切到“重

载”时，交流电流各档位以最大输出容量输出。开关切到“轻载”时，交流电流各档位的输出容量

约是重载时的一半。

“市电 100V 输出”接线端：为不可调节的市电 100V 交流电压输出端。

“USB”接口插座：为与电脑通讯的 USB 接口，不得作为它用。“ ”接线端：大地接线端。

图 2

5 操作说明

5．1 注意事项：

* 装置电源线的地线端或装置后板的“ ”大地接线端要可靠接地。

* 装置开机通电后，人体不得触摸装置接线端、测试线的金属部分。

* 装置开机通电后，装置后板的“市电 100V 输出”接线端即有市电 100V 交流电压输出，请谨慎

操作，以免电击。仅作校同步表时使用。

* 进行电表检测前，通电预热至少 20分钟。关机后至少 30秒再开机。

* 电压输出不能短路，电流输出不能开路。手动切换电压或电流档位时，需先将电压或电流降为

零，然后再切换档位。

* 装置的直流电流输出低端不能与装置的交流电压、直流电压输出低端共地。因此在使用直流电

流时，请将被检表或标准表与装置的交流电压、直流电压输出端连接线断开，以防止因被检表

或标准表内部电路原因而使装置的直流电流输出低端与装置交流电压、直流电压输出低端共

地，造成直流电流输出不准确。

* 使用直流电压 75mV 档位输出时，需用专用四芯测试导线，输出端在后板上（装置送上级部门

检测时，此线必须携带）。

* 装置在检定接线方式为三相三线的表时，被检仪表的 B 相电压输入端接装置电压的公共端 Uo。

装置检测交流单相表时，被检仪表输入端接装置的 A 相输出端。

* 装置检定交流电流轻负载表时，请将后板【重载/轻载】开关向下切换到“轻载”（切到“重载”

时,装置交流电流输出为最大输出容量；“轻载”时输出容量约是重载时的一半）。

* 如遇装置工作时发出持续的蜂鸣声，或电压、电流升不起来时，须关机检查。

* 按“存储”后数据存储未结束时，不可“复位”或中断电源，以免数据遭到破坏！

* 进行初始化时，不可“复位”或中断电源，以免数据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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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机的顺序是先将电压、电流信号退到零，再揿电源开关。

图 3

5. 2 主菜单

开机后液晶显示器出现图 3 所示主菜单界面，根据主菜单提示，按液晶显示器右边数字键进入

相应子菜单。如交直流指示仪表校验的全部操作可在“2：指示仪表”中完成。

5．3 源操作

“源操作”分为“交流输出设置”操作和“直流输出设置”操作。功能是在装置输出范围内，

在“交流输出设置”或“直流输出设置”界面中设置所需的输出电量。

5. 3. 1 交流源输出设置

在主菜单中，按“1”键进入“源操作”子菜单界面，在“源操作”子菜单中按“1”显示如图

4。在这里，可根据需要对交流源输出进行设置。

图的上半部分（输出检测）显示内置标准所测得的各相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或角度）

和三相总的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及频率。其中：

⑴ “总有功功率”显示与“总无功功率”显示会随接线方式是有功还是无功而变换位置。

⑵ 频率栏中初始状态为标频 50Hz。按屏幕下方“频率”键进入“交流频率输出设置”界面后，

按“9”（市电/标频）键，可将频率由“标频”状态转成“市电”状态并且频率栏中显示“市电”。

⑶ 在图 4 中按屏幕下方“因数”键进入“交流因数输出设置”界面后，按数字键“9”（因数/

角度切换）键后，各相的“功率因数”显示会变换成“角度”显示。

⑷ 由于屏幕空间有限，故所有界面“输出检测”中，总的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单位分别默认

为“W”、“Var”,频率的单位默认“Hz”不再显示出来。

图的中间部分（输出设置）显示装置当前所设置的电压、电流档位；相别、接线方式的状态；

电量的幅值。

图的下半部分（交流 XX 输出设置）是提示当前设置的对象和使用各数字键在当前界面中对应

的功能。其中：

“交流 XX（XX 为电压，或电流，或因数，或角度，或谐波，或频率）输出设置”是提示当前

设置的对象。可通过按屏幕下方六个按键和右边的按键，根据提示选择不同的操作对象和操作方式。

1：源操作

2：指示仪表

3：电能表

4：档位校准

5：远控

6：系统设置

（V3.0.1）



6

⑴ 在“交流电压输出设置”界面中：

按数字键“1～5”是分别步进调节升或降，所设定相别（相别栏显示“ABC”时，为三相统一

调节）的当前“电压档位”10%～0.005%幅值。

输 出 检 测

Ua 0.00000V Ub 0.00000V Uc 0.00000V

Ia 0.00000A Ib 0.00000A Ic 0.00000A

Cosa 0.0000 Cosb 0.0000 Cosc 0.0000

Pa 0.00000W Pb 0.00000W Pc 0.00000W

ΣP 0.000000 ΣQ 0.000000 Cos 0.0000 F 50.001

输 出 设 置

电压档位 100.00V 电流档位 05.00A 相别 ABC

接线方式 3/4 有功 电压设置 000.000%

交 流 电 压 输 出 设 置

1：升 10% 6：升降切换

2：升 1% 7：相别切换

3：升 0.1% 8：有无功切换

4：升 0.01% 9：档位切换

5：升 0.005% 0：接线方式切换

图 4

可通过按数字键“6”来选择升降状态；按“7”键进行相别循环切换；按“8”键进行有功、

无功循环切换；按“9”键进入“交流档位设置”界面，可通过按数字键在“电压档位”栏中输入

所需切换的电压档位值，确定后按“OK”键进行档位切换。也可直接按屏幕下方的装置固定电压档

位键，进行档位切换；按“0”键进行“三相三线”、“三相四线”循环切换接线方式的状态。所切

换的状态在“输出设置”的各项显示栏中显示。

可按“·”键旁的空白键（100%快捷键），直接调节当前相别、档位的 100%电压幅值。

可通过按“1～5”（步进量）键配合“6”（升降切换）、“7”（相别切换）键以“步进方式”或

用“7”键配合“送数”键以“送数方式”（具体操作见 5. 3. 1. 2 送数操作）设置各相电压幅值。

⑵ “交流电流输出设置”与“交流电压输出设置”界面中操作一样。

⑶ 在“交流因数输出设置”界面中：

按数字键“1～5”是分别步进调节升或降，所设定相别（相别栏显示“ABC”时，为三相总的

功率因数调节）的功率因数 0.1～0.0001 幅值。

按数字键“6”（升降切换）来选择升降状态；按“7”键进行相别循环切换；按“8”键进行有

功无功循环切换；按“0”键将所设定相别的功率因数，由“L”状态直接切换到“C”状态或由“C”

状态直接切换到“L”状态，而因数值不变。所切换的状态在“输出设置”的各项显示栏中显示。

可通过按“1～5”（步进量）键配合“6”（升降切换）、“7”（相别切换）键“步进方式”或用

“7”键配合“送数方式”设置单相、三相的功率因数幅值。

若按“9”键将各相因数显示切换成角度显示后，可通过按“1～5”（步进量）键配合“6”（升

降切换）、“7”（相别切换）键“步进方式”或用“7”键配合“送数方式”设置单相、三相的角度。

⑷ 在“交流谐波输出设置”界面中，可通过“”、“”、“”、“”键配合数字键设置各次

电 压 电 流 因 数 谐 波 送 数频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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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波的幅值、角度值。具体操作见 5. 3. 1. 1 谐波设置操作。

⑸ 在“交流频率输出设置”界面中:

按数字键“1～5”是分别步进调节升或降，当前标频(市电状态下,调节无效)的 1～0.001 幅值。

可通过按数字键“6”（升降切换）来选择升降状态；按“7”键进行循环切换相别；按“8”键

进行有功、无功循环切换；按“9”（市电/标频）键进行切换“标频”、“市电”状态。所切换的状

态在“输出设置”的各项显示栏中显示。

在“标频”状态下，可通过按“1～5”（步进量）键配合“6”（升降切换）、“7”（相别切换）

键“步进方式”或用“7”键配合“送数方式”（具体操作见 5. 3. 1. 2 送数操作）设置频率幅值。

输 出 检 测

Ua 0.00000V Ub 0.00000V Uc 0.00000V

Ia 0.00000A Ib 0.00000A Ic 0.00000A

Cosa 0.0000 Cosb 0.0000 Cosc 0.0000

Pa 0.00000W Pb 0.00000W Pc 0.00000W

ΣP 0.000000 ΣQ 0.000000 Cos 0.0000 F 50.001

输 出 设 置

电压档位 100.00V 电流档位 05.00A 相别 ABC

接线方式 3/4 有功 谐波设置

交 流 谐 波 输 出 设 置

谐波次数 电压幅度 电压角度 电流幅度 电流角度

02 00.000% 000.000 00.000% 000.000

03 00.000% 000.000 00.000% 000.000

04 00.000% 000.000 00.000% 000.000

05 00.000% 000.000 00.000% 000.000

图 5

5. 3. 1. 1 谐波设置操作

谐波设置与其它设置不同，说明如下：在图 4 所示界面里，按屏幕下边六个按键中的“谐波”

键，显示如图 5。此时可通过“”或“”键在 2 次谐波栏的“电压幅度”、“电压角度”、“电流

幅度”、“电流角度”间移动光标，按数字键输入所需设置值，再按“OK”完成设置（不按“OK”设

置无效，保持原值）。若要设置其它次数谐波，可通过“”或“”键，把所需设置谐波移到前

排（有光标指示），再按上述操作即可。（注：如果同时加入多次谐波，总幅度不要超过 40%。）

5. 3. 1. 2 送数操作

在任意“交流 XX 输出设置”界面中，按屏幕下方的“送数”键，显示如图 6，同时屏幕下方的

“送数”键变为“步进”键。若要从“送数状态”返回到“步进状态”，只需按一下屏幕下方的“步

进”键即可。

在“手动送数”框里输入所需数值（含小数点），再按相应“电压”，或“电流”，或“因数”，

或“频率”，或“角度”键，即一步到位地输出所设定相别的上述各量。其中：

⑴ 对于电压、电流在“手动送数”框里是以电压、电流当前档位的百分比输入方式还是以实

际值输入方式，由“系统设置”中“装置选项设置”内的设置决定。

⑵ 对于电压、电流以实际值输入方式送数时，在“手动送数”框输入实际值后，再按“电压”、

“电流”键，装置根据所送的实际值，自动将档位设置为该实际值电压、电流档位，并一步到位输

电 压 电 流 因 数 送 数频 率谐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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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相应电压、电流值，故在“实际值输入方式”状态下对电压、电流送数时需谨慎，小心以免因误

输入所需实际值，按“电压”、“电流”键后，会造成被接表的过压、过流损坏。

⑶ 对于电压、电流以百分比输入方式送数时，在“手动送数”框输入百分比值后，再按“电

压”、“电流”键，则装置自动升起当前电压、电流档位的相应百分比幅度。

⑷ 而因数、角度、频率始终以“实际值输入方式”输入。

⑸ 若输入数值超出装置允许范围时，则以装置允许范围最大值输出。

另外“”、“”键在这里仅与对功率因数进行“送数”操作时有关，分别切换“正”、“负”、

“滞后”、“超前”。“”、“”键方便在“手动送数”栏中移动光标。

输 出 检 测

Ua 100.002V Ub 99.9987V Uc 100.000V

Ia 0.00000A Ib 0.00000A Ic 0.00000A

Cosa 0.0000 Cosb 0.0000 Cosc 0.0000

Pa 0.00000W Pb 0.00000W Pc 0.00000W

ΣP 0.000000 ΣQ 0.000000 Cos 0.0000 F 50.001

输 出 设 置

电压档位 100.00V 电流档位 05.00A 相别 ABC

接线方式 3/4 有功 电压设置 100.000%

交 流 电 量 送 数

手动送数 ＋ L

↑：+/- ↓：L/C

图 6

电压档位 75.0V 电流档位 5.0A
电压输出 0.000000 电流输出 0.000000

电压幅度 000.000% 电流幅度 000.000%

直流电压输出设置

1：升 10% 6：升降切换

2：升 1% 7：档位切换

3：升 0.1%

4：升 0.01%

5：升 0.005%

电 压 电 流 因 数 角 度 步 进频 率

电 压 电 流 送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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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5. 3. 2 直流输出设置

在主菜单中，按“1”键进入“源操作”子菜单界面，在“源操作”子菜单界面中按“2”则显

示如图 7。在这里，可根据需要对直流输出进行设置。

图的上部显示装置直流电压、电流的档位、实际输出值、百分比幅度值；图的中部显示当前设

置的对象；图的下部是提示使用各数字键在当前界面中对应的功能。通过屏幕下方和右边的按键根

据提示设置直流电压或直流电流的档位、输出值。

注：装置的直流电压和直流电流不能同时输出。直流电压 75mV 档的输出接线端在后板上。

装置的直流电流输出低端不能通过外接表与装置的交流电压、直流电压输出低端共地。

5. 3. 2. 1 电压档位切换

在图 7 所示界面按“7（档位切换）”键后, 进入“档位设置”界面（如图 8），可通过按数字键

在“电压档位”栏中输入所需切换的电压档位值，确定后按“OK”键进行档位切换。也可直接按屏

幕下方的装置固定电压档位键，完成档位切换后自动回到图 7 界面。类似地可进行电流“档位切换”。

电压档位 75.0V 电流档位 5.0A

电压输出 0.000000 电流输出 0.000000

电压幅度 000.000% 电流幅度 000.000%

直流电压档位设置

电压档位 0075.00V

F1：75mV F4：300V

F2：75V F5：500V

F3：150V F6：1000V

图 8

5. 3. 2. 2 直流“送数”操作

在图 7 中按“送数”键，显示如图 9，同时屏幕下方的“送数”键变为“步进”键。若要从“送

数状态”返回到“步进状态”，只需按一下“步进”键即可。

⑴ 对于在“手动送数”框里是以当前电压档位的百分比输入方式还是以实际电压值输入方式，

由“系统设置”中“装置选项设置”内的设置决定。

⑵ 对于以实际电压值输入方式送数时，在“手动送数”框输入实际电压数值和按屏幕下方的

“mV”、“V”选择计量单位，确定无误后再按“确定”键，装置根据所送的实际电压值，自动将档

位设置为该实际值电压档位，并一步到位输出相应的电压。故在“实际值输入方式”状态下，进行

送数操作时需谨慎，小心以免因误输入所需实际值，按“确定”键后，会造成被接表的过压损坏。

⑶ 对于以百分比输入方式送数时，在“手动送数”框输入百分比值后，再按“确定”键，则

装置自动升起当前电压档位的相应百分比幅度。

75mV 75V 150V 300V 100050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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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可进行电流“送数”操作。

电压档位 75.OV 电流档位 5.0A

电压输出 0.000000 电流输出 0.000000

电压幅度 000.000% 电流幅度 000.000%

直流电压输出手动送数

手动送数 V

图 9（实际电压值输入方式）

1：交流指示仪表半自动检测

2：直流指示仪表半自动检测

3：指示仪表查询

4：交流指示仪表初始化

5：直流指示仪表初始化

图 10

5．4 指示仪表校验

在主菜单（图 3）中，按“2”键进入指示仪表检测子菜单如图 10。

5. 4. 1 交流指示仪表半自动检测

在指示仪表检测子菜单（图 10）中按“1”后，进入“交流电压表参数输入”界面，显示如图

11。图的上半部（输出检测）显示内置“标准表”所测得的各相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或

角度）和总的有功功率、无功功率、频率、功率因数及装置当前的电压档位、电流档位、接线方式；

图的中部是用于输入当前类型的被检仪表参数；图下方“电压”、“电流”、“功率”、“因数”、“频率”

是指被检仪表的五种类型，按其对应键可进入该类型被检仪表的参数输入和进行半自动检测操作。

装置在开机或复位后，参数输入界面中会自动显示上一次所校被检仪表的参数，有利于校多块

mV V 步 进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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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参数的表。若在“交流 XX 表参数输入”（XX会随按图下方五种表的类型而相应改变）界面里有不

正常显示时，请按“返回”键，可在指示仪表检测子菜单（图 10）中按“4”（4:交流指示仪表初

始化）后，使其回到初始状态，恢复显示正常。

输 出 检 测

Ua 0.01900V Ub 0.01400V Uc 0.01300V

Ia 0.00040A Ib 0.00035A Ic 0.00055A

Cosa 0.0000 Cosb 0.0000 Cosc 0.0000

Pa 0.00000W Pb 0.00000W Pc 0.00000W

ΣP 0.000000 ΣQ 0.000000 Cos 0.0000 F 50.001

电压档位 100V 电流档位 5A 接线方式 3/4 有功

交 流 电 压 表 参 数 输 入

电压变比 0000.0V /000.0V 均匀检定点数 03

电压额定值 0000.0V 等 级 0.50

电压上限值 0000.0V

图 11

5. 4. 1. 1 交流电压、电流表半自动检测

在图 11 的中部（交流电压表参数输入）输入被检电压表的电压变比、计量单位、均匀检定点

数、电压额定值、等级和电压上限值等信息。用“”、“”键，移动光标到相应信息栏目，输入

数值即可。“”、“”键在同一栏目中移动光标，方便修改数字；计量单位的循环修改也用此二键。

若被检电压表没电压变比时，则使“电压变比”栏中的一次电压值（“/”符号前数值）显示全

为“0”，二次电压值（“/”符号后数值）可以不必修改。

可用“”、“”键，移动光标到“电压变比”栏中“一次电压值”的计量单位上，按“”、

“”键对电压额定值、电压上限值的计量单位进行修改。

若被检电压表没有或不检上限值（超过额定值的检定点）时，则使“电压上限值”栏里显示全

为“0”即可，校验时只做各均匀检定点的基本误差。

若被检电压有并且要检上限值时，则在“电压上限值”栏输入上限值，校验时做各均匀检定点

和上限值检定点的基本误差。

完成输入后按“OK”键（如果出现错误提示，可重新输入正确值后再按“OK”键），此时屏幕

提问“是否做变差（0：是，其他：否）？”(“其他”不包括“复位”键),回答后屏幕第二次提问

“是否缓升缓降（0：是，其他：否）？”，回答后进入半自动测试误差程序。

选“做变差”：做完所有检定点的上升误差后，接着做所有检定点的下降误差，并自动算出上

升、下降误差的变差值。未选择时，只做所有检定点的上升误差。

选“缓升缓降”：输出将缓慢上升或下降至检定点附近。未选择时，输出会直接上升或下降到

检定点附近。

进入半自动测试误差程序后，显示如图 12 所示。“上升/下降标准值”是指内置标准测得的一

次电压实际值（无变比时，显示为二次电压实际值），“误差”是指引用误差，以百分数表示。装置

电 流 功 率 因数 频 率电 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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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将电压（A相）升到第一个均匀检定点附近，同时显示出“上升值”和“上升误差值”，然后：

输 出 检 测

Ua 33.3350V Ub 0.01400V Uc 0.01300V

Ia 0.00040A Ib 0.00035A Ic 0.00055A

Cosa 0.0000 Cosb 0.0000 Cosc 0.0000

Pa 0.00000W Pb 0.00000W Pc 0.00000W

ΣP 0.000000 ΣQ 0.000000 Cos 0.0000 F 50.002

电压档位 100V 电流档位 5A 接线方式 3/4 有功

交 流 电 压 表 参 数 输 入

电压变比 0006.0kV/100.0V 均匀检定点数 03

电压额定值 0006.0kV 等 级 0.50

电压上限值 0007.2kV

序号 上升标准值 上升误差 下降标准值 下降误差 变差

01 2.00010 -0.00

02

图 12

⑴ 均匀检定点的校验

操作员用“10%”、“1%”、“0.1%”、“0.01%”、“0.005%”键调节（上升）输出电压使被检电压表

的指针或显示值对准第一个均匀检定点（当“误差值”、“变差值”没超过等级时，屏幕中“误差值”、

“变差值”颜色显示成粉红色。超过时，“误差值”、“变差值”颜色会显示成红色。），按“OK”键

完成此点校验；然后装置自动将电压升到第二个均匀检定点附近，进行第二个均匀检定点校验。依

此类推，完成所有检定点的上升校验。

⑵ 做变差

若选择“做变差”项目，则完成所有检定点的上升校验后，装置自动将电压升至超出最后一个

检定点少许，同时显示出最后一个检定点的下降值、下降误差及变差和自动将输出电压调节处于步

进下降状态。同样操作员再用“10%”、“1%”、“0.1%”、“0.01%”、“0.005%”键调节（下降）输出电

压使被检电压表的指针或显示值对准最后一个检定点，按“OK”键完成此点检测；然后装置自动将

电压降至超出倒数第二个检定点少许，进行倒数第二个检定点校验，依此类推，完成所有检定点上

升、下降试验后，可通过“”、“”键查看各检定点的误差和变差。

⑶ 跳过不需校验的均匀检定点

若检验过程中，被检表的某些检定点不需要进行校验时，则当校验到这些检定点时，可按下“”

或“”键，先结束校验同时屏幕下方显示出“存储”、“校验”，接着按“”键移动光标到下一

个需校验的检定点上，再按屏幕下方“校验”键，装置自动将电压升到该检定点附近，此时操作员

用“10%”、“1%”、“0.1%”、“0.01%”、“0.005%”键调节（上升或下降）输出电压使被检电压表的指

针或显示值对准该检定点后，按“OK”键完成此点校验；然后装置自动将电压升或降到下一个检定

点附近，此时可接着进行下一个检定点校验，也可按“”或“”键进行其它检定点的校验。

⑷ 对某个均匀检定点进行重校

若检验过程中或校验完毕后，被检电压表的某个检定点需要进行重新校验时，可按下“”或

“”键，先结束校验同时屏幕下方显示出“存储”、“校验”，接着按“”或“”键移动光标

到需要重校的检定点上，再按屏幕下方“校验”键，装置自动将电压升到该检定点附近，此时操作

1% 0.1% 0.01 上升0.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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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用“10%”、“1%”、“0.1%”、“0.01%”、“0.005%”键调节（上升或下降）输出电压使被检电压表的

指针或显示值对准该检定点后，按“OK”键完成此点校验；然后装置自动将电压升或降到下一个检

定点附近，进行下一个检定点校验，此时可按“”或“”键结束校验。

⑸ 中止并退出校验

若校验过程中需中止校验并退出校验程序时，可按“返回”键，装置将自动清除信号并退出校

验程序，返回到“参数输入”界面上。

⑹ 存储

完成全部检定点上升、下降试验后，装置将自动清除信号为零，并且屏幕下方会出现“存储”、

“校验”，按“存储”键，则屏幕要求输入“表号”（计量编号）和“检测时间”（年四位、月两位、

日两位），输入完“表号”和“检测时间”后按“OK”键，数据存入装置内的“非易失存储器”中

以备随时查看和上传计算机。若不想存储此次校验数据，可按“返回”键。

图 12 中“上升”键表示输出电压调节处于步进上升状态。按“上升”键，则“上升”变为“下

降”，表示输出电压调节处于步进下降状态。上升、下降可来回切换。

交流电流表与交流电压表校验方法一样，只需在图 11 中按“电流”键，就可以进入“交流电

流表参数输入”界面，按上述操作方法进行交流电流表校验。

例如 2007 年 1 月 20 日，校一块 0.5 级 6kV/100V 额定电压为 6kV；上限值为 7.2kV；3 分格（2kV、

4kV、6kV）；仪表号为 63263 指示交流电压表的上升、下降基本误差。具体操作分“参数输入”、“校

验”、“存储”。如下：

㈠ 参数输入

① 在主菜单中按“2”键，进入“指示仪表检测子菜单”（图 10），按“1”后，进入“交流电

压表参数输入”界面（图 11）。将校表测试线接到装置的 A 相电压输出端上并连接好被检电压表。

② 用“”、“”键，把光标移到“电压变比”栏内，在一次电压值（“/”符号前数值）栏

中输“00060”；再按“”键，将光标移到一次电压的计量单位栏“V”上，按“”或“”键，

将“V”修改成“kV”，此时“电压额定值”、“电压上限值”栏的单位也显示成“kV”；再按“”

键，将光标移到二次电压值（“/”符号后数值）栏中输“1000”。此时“电压变比”栏中整体显示

为“0006.0kV/100.0V”。

③ 按“”键，将光标移到“均匀检定点数”栏中输“03”，显示为“03”。

④ 按“”键，将光标移到“电压额定值”栏中输“00060”，显示为“0006.0kV”。

⑤ 按“”键，将光标移到“等级”栏中输“050”，显示为“0.50”；

⑥ 按“”键，将光标移到“电压上限值”栏中输“00072”，显示为“0007.2kV”；

⑦ 按“OK”键，屏幕提问“是否做变差（0：是，其他：否）？”，按“0”键选择“是”后屏

幕再次提问“是否缓升缓降（0：是，其他：否）？”，按“0”键选择“是”后进入半自动测试误

差程序。

㈡ 校验

进入半自动测试误差程序后，装置自动将电压（A 相）升到第一个均匀检定点（2kV）附近，同

时显示出“上升值”和“上升误差值”，可参照半自动检测的“⑴……⑷”步骤完成校验。

㈢ 存储

完成全部均匀检定点和上限值检定点的上升、下降试验后，装置自动清除信号为零，并且屏幕

左下方会出现“存储”。按“存储”键，屏幕显示“表号”和“检测时间”的输入栏，此时按“”、

“”键，是把光标循环切换到“表号”和“检测时间”栏目，按“”、“”键在同一栏目中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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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方便修改数字。将仪表号 63263 在“表号”栏中输成“00063263”，再按“”键，光标移到

“检测时间”输入栏，将 2007 年 1 月 20 日输成“20070120”即可。输入完“表号”和“检测时间”

后按“OK”键，数据存入装置内的“非易失存储器”中以备随时查看和上传计算机。

输 出 检 测

Ua 0.00000V Ub 0.00000V Uc 0.00000V

Ia 0.00000A Ib 0.00000A Ic 0.00000A

Cosa 0.0000 Cosb 0.0000 Cosc 0.0000

Pa 0.00000W Pb 0.00000W Pc 0.00000W

ΣP 0.000000 ΣQ 0.000000 Cos 0.0000 F 50.001

电压档位 100V 电流档位 5A 接线方式 3/4 有功

交 流 频 率 表 参 数 输 入

额定电压 000.0 V 均匀检定点数 00

频率范围 45～55Hz 等 级 0.00

频率基值 00

图 13

5. 4. 1. 2 频率表半自动检测

在任意“交流 XX 表参数输入”（XX 会随按图下方五种表的类型而相应改变）界面中按“频率”

键，进入图 13 界面。用“”、“”键，把光标移到相应信息栏目，输入数值即可。“”、“”

键在同一栏目中移动，方便修改数字；被检仪表频率范围的循环修改也用此两键。当用“”或“”

键，移到“频率范围”栏时，按“”、“”键，可在“45～55Hz”、“46～54Hz”、“47～53Hz”、“48～

52Hz”、“49～51Hz”等频率范围中选择。“频率基值”是计算误差时的分母值（设被检频率表频率

范围 45～55 Hz，基值可能是 55-45=10，也可能是 50）。

输 出 检 测

Ua 100.007V Ub 0.00000V Uc 0.00000V

Ia 0.00000A Ib 0.00000A Ic 0.00000A

Cosa 0.0000 Cosb 0.0000 Cosc 0.0000

Pa 0.00000W Pb 0.00000W Pc 0.00000W

ΣP 0.000000 ΣQ 0.000000 Cos 0.0000 F 44.701

电压档位 100V 电流档位 5A 接线方式 3/4 有功

交 流 频 率 表 参 数 输 入

额定电压 100.0V 均匀检定点数 11

频率范围 45～55Hz 等 级 1.00

频率基值 10 接 线 方 式

序号 上升标准值 上升误差 下降标准值 下降误差 变差

01 44.701 2.990

02

图 14

电 压 电 流 功 率 因 数 频 率

1HZ 0.1 0.01 0.005 上升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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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输入后按“OK”键（如果出现错误提示，可重新输入正确值后再按“OK”键），此时屏幕

提问“是否做变差（0：是，其他：否）？”，回答后屏幕第二次提问“是否缓升缓降（0：是，其

他：否）？”，回答后进入半自动测试误差程序。

进入频率半自动测试误差程序界面显示如图 14，在图 14 中“上升”表示频率调节处于步进上

升状态。按“上升”键，则“上升”变为“下降”，表示频率调节处于步进下降状态。上升、下降

可来回切换；“1Hz”、“0.1Hz”、“0.01Hz”、“0.005Hz”、“0.001Hz”表示调节细度, 按这些键调节输

出频率使被检仪表的指针或显示值对准检定点。进入频率半自动测试误差程序后的操作方法与检测

交流电压表一样，可参照交流电压、电流表半自动检测的“⑴……⑹”步骤完成频率表校验、存储。

5. 4. 1. 3 功率表半自动检测

在任意“交流 XX 表参数输入”（XX 会随按图下方五种表的类型而相应改变）界面中按“功率”

键进入功率表的半自动检测，如图 15。在“交流功率表参数输入”中输入被检功率表的电压变比、

均匀检定点数、电流变比、等级、是否双向表、功率额定值、接线方式、功率上限值和输入功率因

数等信息。用“”、“”键，移动光标到相应信息栏目，输入数值即可。“”、“”键在同一栏

目中移动光标，方便修改数字；计量单位的循环修改也用此二键。其中：

⑴ 若被检功率表没电压变比、电流变比时，则使“电压变比”、“电流变比”栏中的一次电压、

电流值（“/”符号前数值）显示全为“0”，二次电压、电流值（“/”符号后数值）输入功率表的电

压、电流值。

⑵ 在“输入功率因数”栏中，除输入为“1.0”的功率因数时,在按“OK”键后,屏幕会增加“是

否做功率因数影响”提问，选择做功率因数影响项目；输入其他功率因数时，只做该功率因数下均

匀检定点的误差测试。

⑶ 若被检功率表没有或不校上限值（超过额定值的点）时，则使“功率上限值”栏里显示全

为“0”。

输 出 检 测

Ua 0.00000V Ub 0.00000V Uc 0.00000V

Ia 0.00000A Ib 0.00000A Ic 0.00000A

Cosa 0.0000 Cosb 0.0000 Cosc 0.0000

Pa 0.00000W Pb 0.00000W P 0.00000W

ΣP 0.000000 ΣQ 0.000000 Cos 0.0000 F 50.001

电压档位 100V 电流档位 5A 接线方 3/4 有功

交 流 功 率 表 参 数 输 入

电压变比 0110.0kV/100.0V 均匀检定点数 02

电流变比 0400.0A /05.0A 等 级 1.50 双向表 是

功率额定值 0080.0 MW 接 线 方 式 3 线

功率上限值 0000.0 MW 输入功率因数 1.0000L

图 15

例如检测一块 110kV/100V、400A/5A、功率因数为 1、额定功率值为 80MW 的 1.5 级三相三线有

功双向功率表。用校表测试线将被检表与装置连接好后（三相三线被检仪表的Ub端接装置的Uo端），

先进行功率表信息输入：

电 压 电 流 功 率 因 数 频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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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按“”或“”键，使光标到“电压变比”栏中，在“一次电压值”栏里输入“01100”；

按“”键，使光标到一次电压值的计量单位“V”上，再按“”或“”键选择计量单位为“kV”；

按“”键，使光标到二次电压值栏里，输入“1000”后，此时“电压变比”栏中整体显示为

“0110.0kV/100.0V”。

⑵ 按“”键，使光标到“均匀检定点数”栏目，输入 02 后，显示为“02”。

⑶ 按“”键，使光标到“电流变比”栏中，在一次电流值栏里输入“04000”；按“”键，

使光标到二次电流值栏里，输入“050”后，此时“电流变比”栏中整体显示为“0400.0A/05.0A”。

⑷ 按“”键，使光标到“等级”栏目,输入 150，显示为“1.50”。

⑸ 按“”键，使光标到“双向表”栏目，按动“”或“”键选择“是”。

⑹ 按“”键，使光标到“功率额定值”栏目，输入 00800；按“”键，使光标到“功率额

定值”的计量单位上，按动“”或“”键选择计量单位为“MW”。此时“功率额定值”栏中整体

显示为“0080.0MW”。

⑺ 按“”键，使光标到“接线方式”栏目，按动“”或“”键选择“3线（三相三线）”。

⑻ 按“”键，使光标到“输入功率因数”栏目，输入 1000，此时“输入功率因数”栏中整

体显示为“1.000L”或“1.000C”。

⑼ 最后按“OK”键（如果出现错误提示，可重新输入正确值后再按“OK”键），此时屏幕提问

“是否做变差（0：是，其他：否）？”，按“0”选择“是”后，屏幕第二次提问“是否缓升缓降

（0：是，其他：否）？”，按“OK”选择“否”后，屏幕第三次提问“是否做功率因数影响（0：

是，其他：否）？”，按“0”选择“是”后，进入功率半自动测试误差程序如图 16 界面。根据前

面输入的功率表信息，本装置将:

输 出 检 测

Ua 99.9820V Ub 0.04500V Uc 99.9930V

Ia 2.59910A Ib 0.00100A Ic 2.60090A

Cosa 0.8637 Cosb 0.0000 Cosc 0.8698

Pa 224.460W Pb 0.00000W P 226.270W

ΣP 450.7300 ΣQ 2.710000 Cos 1.0000 F 50.001

电压档位 100V 电流档位 5A 接线方 3/4 有功

交 流 功 率 表 参 数 输 入

电压变比 0110.0kV/100.0V 均匀检定点数 02

电流变比 0400.0A /05.0A 等 级 1.50 双向表 是

功率额定值 0080.0 MW 接 线 方 式 3 线

功率上限值 0000.0 MW 输入功率因数 1.0000L

序号 上升标准值 上升误差 下降标准值 下降误差 变差

01 39.6651 0.209

02

图 16

5. 4. 1. 3. 1 首先做 40MW 和 80MW 两个检定点在功率因数为 1.0 时的基本误差校验。

⑴ 电压自动升到被检功率表额定电压值的 100%，电流自动升至第一个检定点（40MW）的电流

值附近,操作员只需通过屏幕下方的电流调节键（10%、1%、0.1%等）缓缓升电流，使被检仪表的指

电 压 电 流 功 率 因 数 频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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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或显示值对准“正向”第一个检定点（40MW），按“OK”键完成“正向”第一个检定点误差校验。

⑵ 接下来装置自动将电流升至第二个检定点（80MW）的电流值附近,操作员再缓缓升电流，使

被检仪表的指针或显示值对准“正向”第二个检定点（80MW），按“OK”键完成“正向”第二个检

定点误差校验。

⑶ 装置又自动将电流升至超过第二个检定点（80MW）的电流值附近 ,然后操作员再通过电流

调节键（10%、1%、0.1%等）缓缓降电流，使被检仪表的指针或显示值对准“正向”第二个检定点，

按“OK”键完成“正向”第二个检定点下降误差和变差校验。

⑷ 接下来装置自动将电流下降至超过“正向”第一个检定点（40MW）的电流值附近，操作员

再缓缓降电流,使被检仪表的指针或显示值对准“正向”第一个检定点，按“OK”键完成“正向”

第一个检定点的下降误差和变差校验。

5. 4. 1. 3. 2 其次在“正向”半功率点处做功率因数影响测试。

⑸ 此时装置自动将功率因数设为 1.0、电流升至“正向”半功率点（40MW）的电流值附近, 操

作员再缓缓升电流，使被检仪表的指针或显示值对准“半功率点”处，按“OK”键。

⑹ 装置自动改功率因数为 0.5C，并将电流自动升至“正向”半功率点的电流值附近,操作员再

调节电流，使指针或显示值再次对准“半功率点”，按“OK”键完成功率因数 0.5C 影响量的校验。

⑺ 接下来装置自动改功率因数为 1.0，并将电流自动升至“正向”半功率点的电流值附近,操

作员再次调节电流使指针或显示值对准“半功率点”，按“OK”键。

⑻ 装置又自动改功率因数为 0.5L，并将电流自动升至“正向”半功率点的电流值附近,操作员

调节电流使指针或显示值对准“半功率点”，按“OK”键完成功率因数 0.5L 影响量的校验。

5. 4. 1. 3. 3 以上完成了双向功率表的“正向”检验后，装置自动改变相位为 180º，操作员可

按 5. 4. 1. 3. 1 和 5. 4. 1. 3. 2 同样的步骤完成双向功率表的“负向”检验。到这里，被检仪

表的半自动检测完成。

5. 4. 1. 3. 4 半自动校验完成后，可通过“”、“”键查看各检定点的误差、变差和功率因数

影响，同时屏幕下方出现“存储”、“校验”键。

若被检表的某个检定点需要进行重新校验时，可按“”或“”键移动光标到需要重校的检

定点上，再按屏幕下方“校验”键，装置自动将电压自动升到被检功率表额定电压值的 100%，电流

自动升到该检定点附近，此时操作员用“10%”、“1%”、“0.1%”、“0.01%”、“0.005%”键调节（上升

或下降）输出电流使被检功率表的指针或显示值对准该检定点后，按“OK”键完成此点校验，然后

装置自动将电流升或降到下一个检定点附近，进行下一个检定点校验，此时可按“”或“”键

结束校验。

按“存储”键，则屏幕要求输入“表号”和“检测时间”（年四位、月两位、日两位），输入完

“表号”和“检测时间”后按“OK”键，数据存入装置内的“非易失存储器”中以备随时查看和上

传计算机。

若检测过程中需中止检测，退出仪表检测程序时，可按“返回”键，装置自动清除信号并退出

仪表检测程序，返回到“参数输入”界面上。

5. 4. 1. 4 功率因数表半自动检测

在任意“交流 XX 表参数输入”（XX 会随按图下方五种表的类型而相应改变）界面中按“因数”

键进入功率因数表的半自动检测，如图 17。例如校验一块 2.5 级、100V/5A 三相三线功率因数表(均

匀检定点为 0.5C、0.6C、0.7C、0.8C、0.9C、1.0、0.9L、0.8L、0.7L、0.6L、0.5L)。接好被校表

与装置之间的校表测试线后，先进行因数表信息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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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按“”或“”键，使光标到“输入电压”栏目，输入 1000 后，显示为“100.0V”。

⑵ 按“”键，使光标到“均匀检定点数”栏目，输入 11 后，显示为“11”。

⑶ 按“”键，使光标到“输入电流”栏目，输入 050 后，显示为“05.0A”。

⑷ 按“”键，使光标到“等级”栏目,输入 250 后，显示为“2.50”。

⑸ 按“”键，使光标到“因数起始值”栏目，输入 0500（若屏幕上已显示为 0.500C,可不

用输入）。

输 出 检 测

Ua 0.00000V Ub 0.00000V Uc 0.00000V

Ia 0.00000A Ib 0.00000A Ic 0.00000A

Cosa 0.0000 Cosb 0.0000 Cosc 0.0000

Pa 0.00000W Pb 0.00000W Pc 0.00000W

ΣP 0.000000 ΣQ 0.000000 Cos 0.0000 F 50.001

电压档位 100V 电流档位 5A 接线方式 3/4 有功

交 流 因 数 表 参 数 输 入

输 入 电 压 000.0V 均匀检定点数 00

输 入 电 流 00.0A 等 级 0.00

因 数 起 始 值 0.500C 接 线 方 式 单 相

因 数 结 束 值 0.500L

图 17

⑹ 按“”键，使光标到“接线方式”栏目，按“”或“”键选择“3线”。

⑺ 按“”键，使光标到“因数结束值”栏目，输入 0500，显示为 0.500L。

最后按“OK”键（如果出现错误提示，可重新输入正确值后再按“OK”键），此时屏幕提问“是

否做变差（0：是，其他：否）？”，按“0”选择“是”后屏幕第二次提问“是否缓升缓降（0：是，

其他：否）？”，按“OK”选择“否”后进入半自动测试误差程序如图 18 界面。

输 出 检 测

Ua 99.9540V Ub 0.03700V Uc 100.007V

Ia 4.9995A Ib 0.00080A Ic 4.99895A

Cosa 0.8605 Cosb 0.0000 Cosc -0.0075

Pa 430.505W Pb 0.00000W Pc -5.4100W

ΣP 421.0900 ΣQ -757.185 Cos 0.4918 F 50.001

电压档位 100V 电流档位 5A 接线方式 3/3 有功

交 流 因 数 表 参 数 输 入

输 入 电 压 100.0V 均匀检定点数 11

输 入 电 流 05.0A 等 级 2.50

因 数 起 始 值 0.500C 接 线 方 式 3 线

因 数 结 束 值 0.500L

序号 上升标准值 上升误差 下降标准值 下降误差 变差

01 0.4918C 0.820

02

电 压 电 流 功 率 因 数 频 率

0.1 0.01 0.001 上升0.005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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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电压档位 75.0V 电流档位 5.0A

电压输出 0.000000 电流输出 0.000000

直 流 电 压 表 参 数 输 入

额定电压 +0000.0～+0000.0 V 均匀检定点数 00

上限电压 +0000.0 V 等 级 1.00

图 19

进入因数半自动测试误差程序后的操作方法与检测交流电压表一样，装置自动将“接线方式”

移到“3 线”；Ua、Uc 的电压和 Ia、Ic 的电流升至被检因数表输入电压、电流值的 100%（对于装置

的电流输出端没接被检仪表时，应将其短接，以免开路。三相三线被检仪表的 Ub 端接装置的 Uo 端）；

功率因数送至第一检定点（0.5C）的附近。此时可参照交流电压、电流表半自动检测的“⑴……⑹”

步骤完成因数表校验、存储操作。

5. 4. 2 直流指示仪表半自动检测

在指示仪表检测子菜单（图 10）中按“2”后，进入“直流电压表参数输入”界面，显示如图

19。装置在开机或复位后，在参数输入界面中会显示上一次所输入被检仪表的参数，有利于校多块

同参数的表。若在图中“直流电压(流)表参数输入”部分中有不正常显示时，请按“返回”键，可

在指示仪表检测子菜单（图 10）中按“5”（5:直流指示仪表初始化）键，使其回到初始状态，恢复

显示正常。注：进行初始化时，不可中断电源，以免数据遭到破坏！

电压档位 100V 电流档位 5.0A

电压输出 20.000000 电流输出 0.00000

直 流 电 压 表 参 数 输 入

额定电压 +0000.0～+0100.0 V 均匀检定点数 05

上限电压 +0000.0 V 等 级 1.00

序号 上升标准值 上升误差 下降标准值 下降误差 变差

01 20.0000 0.000

02

电 压 电 流

10% 0.1% 0.01 上升.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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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在“直流电压表参数输入”下方输入被检仪表的额定电压、上限电压（超过额定电压值的点，

不校或没有时，使其显示全为“0”即可）、均匀检定点数、等级。用“”、“”键，把光标移到

相应信息栏目，输入数值即可。“”或“”键，使光标在同一栏目中移动，方便修改数字；在计

量单位栏中切换“V”或“mV”也用此二键。完成输入后按“OK”键（如果出现错误提示，可重新

输入正确值后再按“OK”键），屏幕提问“是否做变差（0：是，其他：否）？”(“其他”不包括

“复位”键)，回答后进入半自动测试误差程序。

进入半自动测试误差程序，显示如图 20所示（图中“标准值”是指装置输出的标准电压值；“误

差”是指引用误差，以百分数表示）。装置将自动将电压升到第一个检定点附近，同时显示出“上

升值”和“上升误差值”，然后可参照交流电压、电流表半自动检测的“⑴……⑹”步骤完成被检

表的全部校验和存储。

直流电流表与直流电压表检定方法一样，只需在图 19 中按“电流”键，就可以进入“直流电

流表参数输入”界面，按上述操作方法进行直流电流表校验。

5．4．3 指示仪表查询

指示仪表校验子菜单中按“3”后，进入指示仪表查询子菜单。通过“”、“”键，根据“类

型”、“表号”、“时间”或“额定值”等信息，移动光标选中需查询的表后，按“OK”键即可查看该

表的参数信息和半自动检测时存入的误差数据；按“”或“”键，可翻看上、下一页；显示屏

左下方的“单删”键用于删除光标选中的指示仪表误差数据，右下方的“总删”键用于删除机内存

储的全部指示仪表误差数据。当机内所存文件总数达到 300 份（包含电能表数据）时，应采取“单

删”或“总删”措施以空出存储空间容纳新的校验数据（删除之前可把所需误差数据上传给计算机）。

输 出 检 测

Ua 0.00000V Ub 0.00000V Uc 0.00000V

Ia 0.00000A Ib 0.00000A Ic 0.00000A

Cosa 0.0000 Cosb 0.0000 Cosc 0.0000

Pa 0.00000W Pb 0.00000W Pc 0.00000W

ΣP 0.000000 ΣQ 0.000000 Cos 0.0000 F 50.001

电压档位 100V 电流档位 5A 接线方式 3/4 有功

交 流 电 能 表 自 动 校 验

额定电压 100.0V 额定电流 05.00A 常 数 014400

圈 数 002 接线方式 3/3P 类 型 电子安装

倍 率 2.0 等 级 2.00 方 案 方案 2

图 21

5．5 电能表校验

在主菜单（图 3）中，按“3”键进入电能表校验子菜单，在此子菜单中按“1”为“电能表自

动检测”，如图 21；按“2”为“电能表单点检测”；按“3”为“电能表查询”；按“4”为“电能表

自动初始化”；按“5”为“电能表单点初始化”；按“6”为“电能表方案初始化”。

5. 5. 1 电能表自动检测

图 21 的上半部分显示内置标准所测得的各相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和总的有功功率、

开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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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功功率、功率因数、频率及装置当前的档位和接线方式。中间部分是被检电能表参数输入的地方，

用于设置被检电能表额定电压、额定电流、电能常数、校验圈数、接线方式、类型、倍率（Im/Ib）、

等级、方案。

类型共三种选择：电子安装式；感应安装式；感应携带式。

倍率：指电能表最大电流值除以额定电流值的商值，如铭牌上标明 3×5（20A）则倍率就是 4。

在图 21 界面中，用“”、“”键，使光标移到“方案”栏目中，通过“”、“”键选择方

案为“规程”方案，或自选点方案（自选点方案共设五套：“方案 1”到“方案 5”）。若选择方案为

“规程”方案时，进入电能表自动检测程序后，将按附录“电能表检测负荷点”中的负荷点自动进

行误差测试；若选择方案为自选点方案（五套自选点方案中任一个）时，进入电能表自动检测程序

后，将按该自选点方案中设置的负荷点自动进行误差测试。

装置在开机或复位后，电能表参数输入界面中会自动显示上一次所输入被检电能表的参数，有

利于校多块同参数的电能表。若界面里有不正常显示时，请按“返回”键，可在电能表校验子菜单

中按“4”（4: 电能表自动初始化）后，使其回到初始状态，恢复显示正常。注：进行初始化时，

不可中断电源，以免数据遭到破坏！

5. 5. 1. 1 方案的设置

在图 21 界面中，“方案”栏目里先选好要设置的自选点方案（五套自选点方案中任一个），按

“OK”键进入该自选点的方案设置界面后：

⑴ 光标初始是停在“潜动试验”的电压幅值栏中，若需做“潜动试验”、“起动试验”项目，

则按“”、“”和数字键分别在“潜动试验”、“起动试验”的幅值、时限栏中输入参数。“潜动试

验”、“起动试验”的时限，是通过被检表的参数，按规程公式计算得出；若不做“潜动试验”、“起

动试验”项目，则使“潜动试验”、“起动试验”的时限栏中值全为“0”。
⑵ 操作员可在该界面内用“”、“”、“”、“”键，将光标移到需要校验负荷点的格内，

输入该点的校验圈数（当负荷点的校验圈数为“00”时，屏幕上不显示出来，并且自动进行误差测

试时不做这点的误差测试。）。输入完毕后，用“”、“”、“”、“”键，将光标移到下一个要

校验负荷点的格内，进行圈数输入。按此方法对所有要校验的负荷点进行“校验圈数”的设置。

⑶ 不同的负荷点可以设置不同的“校验圈数”。

⑷ 屏幕下方的“”、“”键用于翻看上、下一页。

⑸ 每套方案的检定点数不能超过 99 个。

⑹ 输入完所有要校验负荷点的“校验圈数”后，按屏幕下方的“存储”键,则该方案的设置被

存入到装置内的“非易失存储器”中。按“返回”键，可回到自动检测的参数界面。

按上述方法可以对五套自选点方案进行分别设置、保存，以后只需在“方案”栏中选则相应的

方案名，即可按方案中的负荷点进行自动校表。

若自选点的方案设置界面中有不正常显示时，请按“返回”键，可在电能表校验子菜单中按“6”

（6: 电能表方案初始化）后，使其回到初始状态，恢复显示正常。注：进行初始化时，不可中断

电源，以免数据遭到破坏！

5．5．1．2 自动检测

在图 21 界面中，被检电能表的参数和检定方案设置完毕后，按屏幕右下角的“开始”键（如

果出现错误提示，可重新输入正确值后再按“开始”键。），屏幕提问“是否做标准偏差?”，如果选

择“是”，装置将在做完所选方案中的负荷点误差后，分别做功率因数为 1.0、0.5 时的标准偏差估

计值；屏幕提问“是否调准采样器?”。如果选择“是”，装置将根据已设置的接线方式、额定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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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电流，把电压升至额定电压的 100%、电流升至额定电流的 50%以供操作员对准采样器。采样器

对准完毕，按“OK”键进入电能表自动测试程序，如图 22 所示，将按所选方案中的负荷点自动进

行误差测量。

待自动完成全部负荷点检测后，可通过“”、“”键查看各检定点的误差。同时图 22 界面

左下出现“存储”键，按“存储”键，则屏幕要求输入“表号”（计量编号）和“检测时间”，输入

“表号”和“检测时间”后按“OK”键，数据存入装置内的“非易失存储器”中以备随时查看和上

传计算机。若不想存储此次校验数据，可按“返回”键。

注：图 22 中负荷点“A100%，1.0”表示不平衡（分元）试验 COS=1 时 A 相电流 100%Ib。“A”

位置还可以是“B”或“C”；“1.0”位置也可以是“0.5L”或“0.5C”。若“A”位置为空时，则表

示平衡（合元）试验。

输 出 检 测

Ua 0.00000V Ub 0.00000V Uc 0.00000V

Ia 0.00000A Ib 0.00000A Ic 0.00000A

Cosa 0.0000 Cosb 0.0000 Cosc 0.0000

Pa 0.00000W Pb 0.00000W Pc 0.00000W

ΣP 0.000000 ΣQ 0.000000 Cos 0.0000 F 50.001

电压档位 100V 电流档位 5A 接线方式 3/4 有功

交 流 电 能 表 自 动 校 验

额定电压 100.0V 额定电流 05.00A 常数 014400

圈数 002 接线方式 3/3P 类型 电子安装

倍率 2.0 等级 2.00 方案 规程

检定点 剩余圈数 误差 1（%） 误差 2（%） 误差（%）

C50%，1.0 000 0.2242 0.2187 0.2215

A100%，1.0 000 0.4454 0.4552 0.4503

C100%，0.5L 000 0.5425 0.5523 0.5474

图 22

输 出 检 测

Ua 0.00000V Ub 0.00000V Uc 0.00000V

Ia 0.00000A Ib 0.00000A Ic 0.00000A

Cosa 0.0000 Cosb 0.0000 Cosc 0.0000

Pa 0.00000W Pb 0.00000W Pc 0.00000W

ΣP 0.000000 ΣQ 0.000000 Cos 0.0000 F 50.001

电压档位 100V 电流档位 5A 接线方式 3/3 有功

交 流 电 能 表 单 点 校 验

额定电压 100.0V 额定电流 05.00A 常数 014400

圈数 002 接线方式 3/3P 相别 AC

检定电流 100.000% 检定因数 +0.8660L

图 23

5. 5. 2 电能表单点检测

1.0 0.5L 0.8L 0.5C ↑↓0.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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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表单点检测界面如图 23。图 23 的上半部分显示内置标准所测得的各相电压、电流、功率、

功率因数和总的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频率及装置当前的档位和接线方式；中间部分用

于设置被检电能表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常数、校表圈数、接线方式、相别（电流相别）、检定

电流和功率因数。

用“”、“”键，把光标移到相应设置栏目，通过数值键和“”、“”键在同一栏目输入

数字或选择相关选项。在屏幕下方设有“检定电流”、“检定因数”的一些常规点，可以直接按键选

择。屏幕下方的“↑↓”键用于循环翻看“检定电流”和“检定因数”的一些常规点。

输 出 检 测

Ua 100.012V Ub 0.01600V Uc 100.031V

Ia 4.99965A Ib 0.00035A Ic 5.00025A

Cosa 0.5000 Cosb 0.0000 Cosc 1.0000

Pa 250.050W Pb 0.00000W Pc 500.210W

ΣP 750.2150 ΣQ 432.5600 Cos 0.8663 F 50.002

电压档位 100V 电流档位 1.0A 接线方式 3/3 有功

交 流 电 能 表 单 点 校 验

额定电压 100.0V 额定电流 05.00A 常数 014400

圈数 002 接线方式 3/3P 相别 AC

检定电流 100.000% 检定因数 +0.8660L

剩余圈数 误差（%） S（%）

002 0.0000 0.0000

图 24

设置后按“OK”键，装置进入电能表单点误差测试程序，如图 24 所示。装置对上述设置好的

这一负荷点不断地进行测试并显示误差和每五次误差结果计算一次的标准偏差估计值（S），直到按

“返回”键，装置将自动清除信号中止单点误差测试程序并回到图 23 界面。在图 23 界面又可改变

电压、电流、功率因数等设置，再按“OK”键，对新的负荷点不断地进行测试并显示误差和每五次

误差结果计算一次的标准偏差估计值（S）。退出电能表单点检测界面时按“返回”键即可。

5. 5. 3 电能表查询

在电能表查询子菜单中，通过“”、“”键，根据“表号”或“时间”等关键词，移动光标

选中需查询的表后，按“OK”键即可查看该表的参数信息和自动检测时存入的误差数据。“”、“”

键用于翻看上、下一页。显示屏左下方的“单删”键用于删除光标选中的被校电能表误差数据，右

下方的“总删”键用于删除机内存储的全部被校电能表误差数据。当机内所存文件总数达到 300 份

（包含指示仪表数据）时，应采取“单删”或“总删”措施以空出存储空间容纳新的校验数据（删

除之前可把所需误差数据上传给计算机）。

5．6 档位校准

利用外部更高标准可对本装置进行校准，仅限于装置生产者或计量院、中试院等上级部门不开

盖调机或校准。

5．6. 1 校准操作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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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校准菜单界面前，需先降电压、电流为零。

* 在校准时，需看清屏幕中间显示当前的校准状态与所要校准项目（源与表、零点与满度易弄错）、

档位是否一致，才能在输入完标准表的标准值后，按“OK”键进行确认和按“存储”、“OK”键

进行存储新校准数据。否则会校乱校准数据。若在屏幕中间显示当前的校准状态与所要校准项

目、档位不一致情况下，按了“OK”键进行确认已调好，并没有按“存储”、“OK”键进行存储

新校准数据时，只要按“清零”键后，按“复位”键，就可以避免校乱校准数据。

* 交流校准时“先满度，复位后，再角度”。

* 直流校准中 75mV、75V、150V、300V、500V、1000V 电压，以及 0.5A、1A、2.5A、5A、10A、

20A 电流只做源校准，不做表校准。

* 直流校准中±1V、±5V、±10V、±20V 电压，以及±1mA、±2.5mA、±5mA、±10mA、±20mA

电流，做负电压、电流值的表校准时，请送负电压、电流源。

* 按“存储”键后数据存储未结束不可中断电源，以免数据遭到破坏！

5. 6. 2校准操作说明

在主菜单（图 3）中，按“4”键进入档位校准菜单界面。共有 6 个选项：

1：交流 UI 自动校准 2：交流功率自动校准 3：档位校准操作

4：档位校准参数查询 5：校准参数初始化 6：修改密码

其中“1：交流 UI 自动校准”、“2：交流功率自动校准”是用于装置与本公司生产的标准表进

行自动校准。

档 位 100V 相 别 A 相

交流电压源满度校准

A 相 B 相 C 相

原系数 +1.00484 +1.00359 +1.00275

新系数 +1.00484 +1.00359 +1.00275

幅 度 000.000% 000.000% 000.000%

测量值 0.012000 0.015000 0.018000

标准值

↑：档位切换 ←：表/源切换

↓：相别切换

OK：确认新系数

图 25

5．6. 2. 1 档位手动校准操作

在校准子菜单界面中按数字键“3”，屏幕显示“档位手动校准 请输入密码：？？？？？？？？”。

输入正确密码，按“OK”键屏幕显示如图 25。

界面初始处于“交流电压源满度校准”。显示器下方有“交流 U”（交流电压）、“交流 I”（交流

电流）、“直流 U”（直流电压）、“直流 I”（直流电流）、“角度”（装置自动切换角度为 60°时的功率）

等五个校准项目键和一个“功能”键，按五个校准项目键即可进入对应校准单元；按“功能”键切

换五个校准项目键分别为“↑ 50%”、“↑ 10%”、“↑ 1%”步进键、“升/降”切换键和“存储”键。

各档交流电压、交流电流的表满度校准了，也同时校准了功率因数为 1.0 时的功率、电能。

交流I 直流U 直流I 角 度 功 能交流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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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了各档的交流档位表角度，即校准了其它功率因数点时的功率、电能。

下面的说明用于完成：

·各交流档位的满度值校准和角度（功率）校准；

·各直流档位的源零点值校准和源满度值校准；

·各直流档位的表零点值校准和表满度值校准；

5．6. 2. 1. 1 交流电压校准

交流电压校准分为交流电压源（输出）满度校准和交流电压表（装置内部标准表）满度校准。

操作员一般只需对各相超差的交流电压档位进行“表校准”。也可源、表同时校准。

A 交流电压档位源满度校准

A．1 “交流电压源满度校准”界面如图 25。在这里，可通过方向键“▲”选择所校的档位；

“▼”选择所校交流电压的相别；按“◄”可切换到交流电压“表满度校准”。

A．2 校准方法

A．2．1 选择好所校的档位、相别后，按屏幕下方“功能”键，将屏幕下方五个校准项目键

切换为“↑ 50%”、“↑ 10%”、“↑ 1%”步进键、“升/降”切换键和“存储”键。再按“↑ 50%”或“↑

10%”步进键，配合“升/降”键调节到当前相别、档位的 100%电压附近，输出稳定后，将外接更高

等级标准表对该相电压所测得的值（与当前档位相同计量单位的值），输入到该相的“标准值”栏

中，再按“OK”键进行源满度校准（此时界面中该相“新系数”栏中将显示新的系数）。此时若要

进行该相、该档的表满度校准时，可按“◄”键切换到交流电压“表满度校准”后，直接按“OK”

键进行确认表满度校准。

A．2．2 如需校该档位其它相的源时，按“▼”键切换到所需校的相。按本节 A．2．1 步骤

进行校准。

档 位 100V 相 别 A 相

序号输入：00000000

交流电压源满度校准

A 相 B 相 C 相

原系数 +1.00484 +1.00359 +1.00275

新系数 +1.00484 +1.00359 +1.00275

幅 度 000.000% 000.000% 000.000%

测量值 0.012000 0.015000 0.018000

标准值

↑：档位切换 ←：表/源切换

↓：相别切换

OK：确认新系数

图 26

A．2．3 在完成该档位各相校准后，按“存储”键，界面显示“序号输入：00000000”，如图

26。不必输入数字，直接按“OK”键（此时界面中“原系数”一栏的系数将与“新系数”一栏中的

系数一样）完成存储工作，也可输入数字后按“OK”键完成存储工作并方便以后查询。

A．3 如需进行其它档位、其它相别的源校准时，只要按“▲”键切换到所需校的档位，再按

↑ 10% ↑ 1% 升/降 存 储 功 能↑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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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选择其它相，选好后按本节 A．2 校准方法校准。

档 位 100V 相 别 A 相

交流电压表满度校准

A 相 B 相 C 相

原系数 +1.00484 +1.00359 +1.00275

新系数 +1.00484 +1.00359 +1.00275

幅 度 000.000% 000.000% 000.000%

测量值 0.012000 0.015000 0.018000

标准值

↑：档位切换 ←：表/源切换

↓：相别切换

OK：确认新系数

图 27

B 交流电压档位表满度校准

在图 25 界面中，按“◄”键进入“交流电压表满度校准”界面如图 27。同样通过方向键“▲”

选择档位；“▼”键切换相别；“◄”键可切换到“源满度校准”。其校准方法与源满度校准一样。

C 存储

每完成一档的各相电压档位源、表校准后，先按“存储”键再按“OK”键以确认新的校准系数。

D 复位

完成全部交流电压和交流电流校准工作后，按“复位”键装置进入开机初始状态。只有按了“复

位”键以后，新的校准系数才起作用。如果未按“复位”键而按“返回键”退出档位校准回到主菜

单，又由主菜单进入源操作界面或校验界面，装置将执行校准前的数据而不是校准后的数据。

档 位 5A 相 别 A 相

交流电流源满度校准

A 相 B 相 C 相

原系数 +1.00484 +1.00359 +1.00275

新系数 +1.00484 +1.00359 +1.00275

幅 度 000.000% 000.000% 000.000%

测量值 0.012000 0.015000 0.018000

标准值

↑：档位切换 ←：表/源切换

↓：相别切换

OK：确认新系数

交流I 直流U 直流I 角 度 功 能交流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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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5．6. 2. 1. 2 交流电流校准

在任意档位校准界面中，先按“功能“键，将屏幕下方的“↑ 50%”、“↑ 10%”、“↑ 1%”步进键、

“升/降”切换键和“存储”切换为五个校准项目键后，再按屏幕下方的“交流 I”键，或直接按屏

幕下方的“交流 I”键即可进入“交流电流源（表）满度校准”界面如图 28。交流电流校准也分为

交流电流“源满度校准”和交流电流“表满度校准”。其校准操作与交流电压校准方法一样。

5．6. 2. 1. 3 直流电压校准

直流电压校准分为直流电压源零点校准、直流电压源满度校准、直流电压表零点校准、直流电

压表满度校准。其中“直流电压档位表零点校准”、“直流电压档位表满度校准”用于测量变送器输

出的内置标准表的校准。

A 直流电压档位源零点校准

A．1 在任意档位校准界面中，先按“功能“键，将屏幕下方的“↑ 50%”、“↑ 10%”、“↑ 1%”、

“升/降”、“存储”切换为五个校准项目键后，再按屏幕下方的“直流 U”键，或直接按屏幕下方的

“直流 U”键即可进入“直流电压档位源零点（表零点、源满度、表满度）校准”界面。可通过方

向键“◄”、“►”选择“直流电压源零点校准”界面如图 29。“▼”键在此无效，因为直流只有一

相输出。

档 位 75V 相 别 A 相

直流电压源零点校准

A 相

原系数 +0.24000

新系数 +0.24000

幅 度 000.000%

测量值 0.0000000

标准值

↑：档位切换 ←：表/源切换

↓：相别切换 →：零点/满度切换

OK：确认新系数

图 29

A．2 校准方法

在“直流电压源零点校准”界面中选择好所校的档位后，按屏幕下方“功能”键，将屏幕下方

五个校准项目键切换为“↑ 50%”、“↑ 10%”、“↑ 1%”步进键、“升/降”切换键和“存储”键。再按

“↑ 10%”步进键，配合“升/降”键调节到当前档位的 10%电压附近，输出稳定后，将外接更高等

级标准表对该电压所测得的值（与当前档位相同计量单位的值），输入到“标准值“栏中，再按“OK”

键进行确认该档源零点已调好。再分别按“存储”键和“OK”键完成校准、存储工作。

A．3 所选直流电压档位的源零点校准、存储完毕后，再按“↑ 50%”、“↑ 10%”、“↑ 1%”步进

键，配合“升/降”键调节到当前档位的 100%电压附近，查看外接更高等级标准表对该电压所测得

交流I 直流U 直流I 角 度 功 能交流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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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值，其引用误差是否在±0.02%范围内，若超出范围，则需对该档电压进行源满度校准。

A．4 直流电压档位的源满度、源零点校准需反复几次，只有所校电压档位 10%、100% 的引用

误差都在±0.02%范围内，才将该档电压校准完毕。

档 位 75V 相 别 A 相

直流电压源满度校准

A 相

原系数 +1.00000

新系数 +1.00000

幅 度 000.000%

测量值 0.0000000

标准值

↑：档位切换 ←：表/源切换

↓：相别切换 →：零点/满度切换

OK：确认新系数

图 30

B 直流电压源满度校准

在图 29 所示界面中按“►”键，即进入“直流电压源满度校准”界面如图 30 所示。直流电压

源满度校准与交流电压源校准方法一样。

B．1 选好所校的档位后，按屏幕下方“功能”键，将屏幕下方五个校准项目键切换为“↑ 50%”、

“↑ 10%”、“↑ 1%”、“升/降”和“存储”键。再按“↑ 50%”或“↑ 10%”键，配合“升/降”键升

起当前档位的 100%电压附近，输出稳定后，将外接更高等级标准表所测得的值（与当前档位相同计

量单位的值），输入到“标准值“栏中，再按“OK”、“存储”、“OK”键完成该档源满度的校准和存储。

B．2 所选直流电压档位的源满度校准、存储完毕后，再按“↑ 10%”步进键，配合“升/降”

键调节到当前档位的 10%电压附近，输出稳定后，查看外接更高等级标准表对该电压所测得的值，

其引用误差是否在±0.02%范围内，若超出范围，则需对该档电压进行源零点校准。

B．3 直流电压档位的源满度、源零点校准需反复几次，只有所校电压档位 10%、100% 的引

用误差都在±0.02%范围内，才将该档电压校准完毕。

B．4 若需进行其它直流电压源满度、源零点校准，可通过按“▲”和“►”键，按直流电压

校准的 A、B步骤进行校准。

C 直流电压档位表零点校准

C．1 注意：直流电压档位表零点（满度）校准与装置直流电压输出无关，是对用于测量变送

器输出的内置标准表的校准，有 1V、5V、10V、20V 档位。如装置不含变送器校验功能，则直流电

压档位表零点（满度）不用校准。

C．2 在图29所示界面中按“◄”键即可进入“直流电压表零点校准”界面如图31。

C．3 选好档位后，在装置后板直流电压输入端输入该档位的 10%～30%范围内的任意直流电压，

同时此电压接更高等级标准表。将外接更高等级标准表对该电压所测得的值，输入到“标准值“栏中，

交流I 直流U 直流I 角 度 功 能交流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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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按“OK”、“存储”、“OK”键完成该档源零点的校准和存储。

档 位 10V 相 别 A 相

直流电压表零点校准

A 相

原系数 +0.00000

新系数 +0.00000

幅 度 000.000%

测量值 0.0023000

标准值

↑：档位切换 ←：表/源切换

↓：相别切换 →：零点/满度切换

OK：确认新系数

图 31

C．4 如需校准其它档位的表零点时，则按“▲”键切换到所需校准档位。按本节C．3 进行校准。

C．5 对于-1V、-5V、-10V、-20V 档位，只进行表满度校准，不进行表零点校准。

D 直流电压档位表满度校准

D．1 在图31所示界面中按“►”键，即可进“直流电压档位表满度校准”界面如图32。

D．2 选择好档位。根据所选的档位，在装置后板直流电压输入端输入该档位的 90%～110%范

围内的直流电压，同时此电压接更高等级标准表。将外接更高等级标准表对该电压所测得的值，输

入到“标准值”栏中，再按“OK”、“存储”、“OK”键完成该档表满度的校准和存储。

D．3 如需校其它档位的表满度，按“▲”键切换所需校准的档位。按本节 D．2 步骤进行。

D．4 完成各档位表满度校准后，退掉外加的电压，按“复位”键完成整个校准工作。

档 位 10V 相 别 A 相

直流电压表满度校准

A 相

原系数 +1.00000

新系数 +1.00000

幅 度 000.000%

测量值 0.0023000

标准值

↑：档位切换 ←：表/源切换

↓：相别切换 →：零点/满度切换

OK：确认新系数

交流I 直流U 直流I 角 度 功 能交流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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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5．6. 2. 1. 4 直流电流校准

直流电流校准与直流电压校准方法一样。直流电流档位表零点（满度）校准，也是对用于测量

变送器输出的内置标准表的校准。如装置不含变送器校验功能，则直流电流档位表零点（满度）不

用校准。

档 位 100V/5A 相 别 A 相

交流功率源角度校准

A 相 B 相 C 相

原系数 +0.35997 +0.35996 +0.35999

新系数 +0.35997 +0.35996 +0.35999

幅 度 000.000% 000.000% 000.000%

测量值 000.00° 000.00° 000.00°

标准值

↑：档位切换 ←：表/源切换

↓：相别切换 →: 电压升 100%

OK：确认新系数

图 33

5. 6. 2. 1. 5 角度校准

角度校准在功率因数为＋0.5L（装置自动切换功率因数）时的半功率点进行，分为“交流功率

源角度校准”和“交流功率表角度校准”。一般只需进行“交流功率表角度校准”。

A 交流功率源角度校准

A．1 在任意档位校准界面中，先按“功能“键，将屏幕下方的“↑ 50%”、“↑ 10%”、“↑ 1%”、

“升/降”、“存储”切换为五个校准项目键后，再按屏幕下方的“角度”键，或直接按屏幕下方的

“角度”键，进入“交流功率源角度校准”界面或“交流功率表角度校准”界面。可通过“◄”键

切换到“交流功率源角度校准”界面如图 33。

A．2 校准方法

A．2．1 选择好所需校的相，外接更高等级标准功率表。按“►”键将电压升至该档位的 100%；

再按“↑ 50%”或“↑ 10%”步进键，配合“升/降”键升起当前电流档位的 100%左右，输出稳定后，

将外接更高等级标准表对该相功率所测得的角度值，输入到该相的“标准值“栏中，再按“OK”键

进行源角度校准（此时界面中该相“新系数”栏中将显示新的系数）。

A．2．2 需校该档的其它相时，按“▼”键切换到所需校的相。按本节 A．2．1 步骤进行。

该档位所需校准的各相都校完了，再按“存储”、“OK”键进行存储。

B 交流档位表角度校准

B．1 在图 33 所示界面中按“◄”进入“交流功率表角度校准”界面。如图 34 所示。

B．2 校准方法

B．2．1 选择好所需校的相，外接更高等级标准功率表。按“►”键将电压升至该档位的 100%；

再按“↑ 50%”或“↑ 10%”步进键，配合“升/降”键升起当前电流档位的 100%左右，输出稳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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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外接更高等级标准表对该相功率所测得的功率值，输入到该相的“标准值“栏中，再按“OK”键

进行表角度校准（此时界面中该相“新系数”栏中将显示新的系数）。

档 位 100V/5A 相 别 A 相

交流功率表角度校准

A 相 B 相 C 相

原系数 +0.00036 +0.00041 -0.00003

新系数 +0.00036 +0.00041 -0.00003

幅 度 000.000% 000.000% 000.000%

测量值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标准值

↑：档位切换 ←：表/源切换

↓：相别切换 →: 电压升 100%

OK：确认新系数

图 34

B．2．2 需校该档位其它相的表角度时，按“▼ 键切换到所需校的相，按本节 B．2．1 步骤

进行校准。最后该档位所有相都校完了，顺序按“存储”、“OK”键进行存储。

B．2．3 需校准另一档位、相别的表角度，按“▲”键切换到所需校档位，“▼”切换到所需

校的相。按本节 B．2．1、B．2．2 步骤进行校准并存储。

B．2．4 所有档位、相别的表角度都校完后按“复位”。

5. 6. 3 档位校准参数查询

利用外部更高标准可对本装置进行校准，校准数据存储在装置内以备查询，仅限于装置生产者

调机试验。

5. 6. 4 校准参数删除

在校准子菜单中按“5”，屏幕显示“请输入密码：？？？？？？？？”。输入正确密码（与校

准的密码是同一个），按“OK”键后，装置清除所有校准数据。此项工作仅限于装置生产者调机。

5. 6. 5 修改密码

在校准子菜单中按“6”，进入修改密码界面。只要正确输入原密码（与校准的密码是同一个）

和新密码后按“OK”键就可完成密码的变更并返回前一菜单。

5．7 远控

在主菜单中，按“5”键进入“远控”状态，与上位机（计算机）通信，由上位机软件控制本

装置的操作。

5．8 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是让操作员对系统某些操作方式进行设置,选择便捷、习惯的操作方式。系统设置包

含“装置选项设置”、“校表参数初始化”和“通讯参数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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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 1 装置选项设置

在“系统设置”子菜单界面中，按“1”键进入“装置选项设置”界面。此时光标停在“手动

送数方式”栏中，可按“◄”、“►”选择“源操作”中交流、直流输出设置的送数方式，是以百分

比输入方式还是以实际值输入方式；按“▲”、“▼”键，移动光标到“电能自动校验次数”栏中，

按“◄”、“►”选择电能表自动校验时，每个负荷点是做一次误差，还是做二次误差；按“▲”、“▼”

键，移动光标到“远控标准源”栏中，按“◄”、“►”选择装置在远控操作时，是否为标准源（程

序将自动对输出按设定值进行调准）方式；按“▲”、“▼”键，移动光标到“源操作标准源”栏中，

按“◄”、“►”选择装置在源操作时，是否为标准源（程序将自动对输出按设定值进行调准）方式。

设置完毕后，按屏幕下的“确定”键，装置将自动更新系统并回到主菜单上。

5. 8. 2 校表参数初始化

执行此项操作，装置将清除全部被检表校验数据。此项工作仅限于装置生产者调机。

5. 8. 3 通讯参数初始化

执行此项操作，装置将通讯参数恢复到出厂设置。

6 上位机软件操作说明

6．1 注意事项：

* 如果只进行各种信息更改、查询和证书打印、检定记录打印操作，则可以不需要与装置通讯。

* 在执行“系统联机”前，需先将通讯线连接好、串口设置正确、装置处在开机状态下，才可以

进行“系统联机”，否则无法正常通讯。

* 对于电脑的日期格式设置要求：必须是“长日期格式”中不能选带“星期”的格式，否则存储

仪表数据时会提示错误，确定后直接退出上位机程序。对于电脑日期格式的设置和修改方法，

请查阅上位机程序安装光盘中的安装说明。

* 在打印证书、检定记录时，生成 Word 文档过程中，请勿随意点击鼠标，否则易造成信息、数

据填写位置不对，生成的 Word 文档出错。

* 关闭系统的顺序是：输出降为零、单击图一的“退出系统”或“EXIT”图标退出程序、关闭装

置电源，关闭电脑。

图 35（进行“系统联机”后的主界面）

6．2 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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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上位机程序，进入上位机程序主界面。此时处在未对装置执行通讯的状态（主界面下方正

中间有工作状态提示），只能进行各种信息更改、查询和证书打印、检定记录打印操作，不能对装

置进行任何操作。只有进行“系统联机”操作并通讯正常后，才可以进行上位机程序的所有操作。

图 35 是进行“系统联机”后的主界面图（系统联机后的上位机程序操作功能，由与之通讯的装置

执有功能所决定。）。

在主界面中可利用中文下拉菜单或快捷图标进入各界面进行具体操作。

中文下拉菜单：在主界面中，将鼠标单击“系统设置”、“联机控制”、“数据收集”按钮中任意

一个，即弹出其下拉菜单，再将鼠标指向“系统设置”、“联机控制”、“数据收集”时，即会自动弹

出相应的下拉菜单。

快捷图标提示：在主界面中，将鼠标停留在快捷图标上会有中文提示。若没有提示时，用鼠标

在主界面空白处单击一下，再将鼠标停留在快捷图标上，将会有中文提示。

图 36（系统设置）

6．3 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包括“串口设置”、“校验装置信息”、“其他预置信息”、“打印设置”四个设置窗

口和“修改”、“保存修改”、“放弃修改”、“返回”四个功能按钮，其中四个按钮功能如下：

⑴ “修改”按钮

若对“串口设置”等设置窗口中的信息需要修改时，则首先进入需要修改的窗口，再点击该按

钮可修改该窗口中的各项信息。点击该按钮后，该按钮即变为灰色，不可再点击，除非点击了“保

存修改”或“放弃修改”按钮后才变为正常。

⑵ “保存修改”按钮

在点击了“修改”按钮后，输入完所有信息，点击该按钮可把所输入的信息保存到系统中。该

按钮平常为灰色，不可操作，只有在点击了“修改”按钮后才可操作。

⑶ “放弃修改”按钮

在点击了“修改”按钮后，输入了若干信息，若想取消刚才所有操作，点击该按钮即可。该按

钮平常为灰色，不可操作，只有在点击了“修改”按钮后才可操作。

⑷ “返回”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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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该按钮，可退出该界面。该按钮平常可直接操作，但在点击了“修改”按钮后才不可操作，

必须点击了“保存修改”或“放弃修改”按钮后才变为正常。

6．3．1 “串口设置”窗口

在“串口设置”窗口中，可对与装置连接的通讯线占用电脑的串口号进行设置。其中：

㈠ 点击“修改”按钮后，“装置通信串口选择”框中的“串口 1”至“串口 20”，将会用蓝色

和绿色两种颜色来标明的当前电脑正被占用串口号和未被占用串口号，可以在蓝色的串口号中选择

出与装置连接的通讯线占用电脑的串口号。所设置的串口号是否是正确，将直接影响电脑与装置能

否正常通讯。

㈡ 使用 USB 通讯线进行电脑与装置联机通讯的操作说明

⑴ USB 通讯线的一端接装置后板的 USB 通讯接口，另一端接电脑任意的 USB 接口。

⑵ 装置与电脑在开机状态下，首次通过 USB 通讯线联接时，需根据电脑“新硬件向导”提示

进行安装,指定 USB 驱动程序在“CP210x”文件夹（安装光盘）中搜索，新硬件安装完毕后，其所

占用电脑的“COM”号会在电脑“设备管理器”中的“端口”内显示（XP 系统查看方式：用鼠标右

键点击“我的电脑”→鼠标左键点击“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

⑶ 开启装置电源，运行上位机程序，在“系统设置”中的“串口设置”内，点击“修改”按

钮，在“装置通信串口选择”框蓝色串口号中选择与 USB 通讯线所占用电脑“COM”相同的串口号

后，点击“保存修改”按钮，退出“系统设置”。

⑷ 点击“系统联机”，程序将对装置进行通讯检测：

若通讯正常，则主菜单界面会很快刷新并且屏幕下方会提示“联机成功”，可以进行仪表检定、

收集的各项操作。

若通讯不正常，则等待通讯测试结束后，屏幕下方会提示“通讯不成功”，操作员根据提示查

看：装置是否进入开机状态；通讯线是否连接好；“串口设置”是否正确，确定无误后，再点击“系

统联机”进行电脑对装置的通讯测试。

⑸ 装置与电脑通过 USB 通讯线完成首次连接并通讯成功后，下次通讯时，USB 通讯线可以插

入该电脑的任意 USB 接口，所占用电脑的“COM”号不会改变，不需要再进行串口设置了。

6．3．2 “校验装置信息”窗口

“校验装置信息”窗口是进行装置的一些信息输入并保存到系统中，用于“证书”、“检定记录”

中“检定标准”的各类信息显示。

装置每次经上级部门检定后,需将上级部门所发检定证书的编号、有效日期在“校验装置信息”

窗口中的“装置证书编号”、“装置有效日期”栏中更新并保存。

6．3．3 “其他预置信息”窗口

“人员”、“等级”：是将被检表的等级和检定员、核验员的姓名信息预先输入保存好，以后在

输入“检定信息”时可以直接点击选择。

“检定单位”：是用于输入“证书”、“检定记录”封面首行的单位名称信息，该信息只能预置

一个。若该预置信息内容为空白时，则“证书”、“检定记录”封面首行的单位名称信息也将空白。

“证书字”：该信息只能预置一个。假设预置信息内容为“京字第”时，则打印某块表在检定

信息中证书编号为“2009F1-11-082”的“证书”、“检定记录”时，其“证书编号”栏中内容将显

示为“京字第 2009F1-11-082”；若该预置信息内容为空白，其“证书编号”栏中内容将显示为

“2009F1-11-082”。

预置信息设置方法（以“人员”信息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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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其他预置信息”窗口中点击“人员”后，则窗口右边信息显示框内显示已存入系统中

的人员姓名，点击窗口左边的输入栏，在该输入栏中输入人员姓名后，点击“﹥”按钮，则所输入

的人员姓名信息就保存到右边系统人员信息显示框中。

② 若要将系统人员信息显示框中某个人员姓名信息删除时，可先在系统人员信息显示框中点

击一下该人员姓名，再点击“﹤”按钮后，就可删除系统人员信息显示框中该人员姓名的信息。

③ 若要将系统人员信息显示框中的所有人员姓名信息全部删除时，直接点击“﹤﹤”按钮即

可将所有人员姓名信息全部删除。因此必须在确定要全部删除此类信息的情况下，才可点击“﹤﹤”

按钮，否则一旦点击“﹤﹤”按钮，所删除的信息将不可修复，只有按方法①进行逐一设置了。

6．3．4 “打印设置”窗口

“打印设置”窗口有“打印方向设置”、“打印证书设置”、“打印结果通知书设置”、“打印检定

记录设置”四个设置框。根据需要进行设置并保存后，在打印时将按所设置的选项进行打印。

6．4 系统联机

在运行“系统联机”时，程序先对装置进行通讯测试。若通讯正常，则主菜单界面会很快刷新

并且屏幕下方会提示“联机成功”，可以进行仪表检定、收集的各项操作；若通讯不正常，则等待

通讯测试结束后，屏幕下方会提示“通讯不成功”，操作员根据提示查看：装置是否进入开机状态；

装置与电脑连接的通讯线是否连接好；通讯线占用电脑的串口“COM”号与程序“装置通信串口选

择”框内所选的串口号是否一至，确定无误后，再点击“系统联机”进行电脑对装置的通讯测试。

图 37（信号控制）

6．5 信号控制

正常通讯后，在“联机控制”菜单中点击“信号控制”或直接点击“信号控制”快捷图标进入

“信号控制”界面。

“信号采样显示”是显示出装置内标准所测得的各项电量值。

“清除信号”：相当于装置的“清零”键。点击该按钮后，将装置电压、电流的信号降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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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设置不变。

“暂停信号”：点击该按钮后，将装置电压、电流的信号暂时降为零，其他设置不变。

“查看信号设置”：查看暂停时，电压、电流、因数的设定值。

“检测装置复位”：点击该按钮后，装置恢复到“远控”的初始状态。

“关闭”：点击该按钮后，退出“信号控制”界面。

在“信号控制”界面中可根据需要对装置交流源和直流源进行设置；可对参数不明确的表输入

部分电量后，根据装置内置标准所显示的值、被接表的显示值按电量计算公式进行参数确定；可对

仪表的接线进行查对；可采用“比对法”进行检测仪表。

6．5．1 交流信号控制

进入“信号控制”界面时，初始信号控制状态是处在交流信号控制状态上。

根据需要的输出电量，先在相应的选项栏中选好电压档位、电流档位、接线方式、有功/无功及

相别，再调节信号。

“市电/标频控制”：是指市电、标频控制的切换，对频率操作时，装置会自动转换到标频上。

“L/C 切换”：是指将当前功率因数由“L”状态直接转换到“C”状态，其因数数值不变。

“幅值步进控制”：选定一项电量后，点击上升步进量、下降步进量按钮进行该项电量调节。

其中上升步进量、下降步进量按钮中显示的“（1）…（0）”是提示按键盘上对应的数字键，可以调

节相应的上升、下降步进量。

“快捷操作”：是指点击“快捷操作”中的某个按钮时，装置将自动输出“幅值步进控制”中

所选电量的相应幅值。“快捷操作”中的幅值按钮会随“幅值步进控制”中所选电量而变动。

“送数控制”：可选一项或多项电量，分别在相应栏目中输入所要输出的值，点击“发送”，装

置将直接输出选定的电量值。同时在“幅值步进控制”框中会显示各项输出的百分数或实际值，当

输入的值超过该电量范围时，装置自动升到当前档位的最大值。

“谐波控制”：在电压、电流的“次数”、“幅值”、“角度”栏中输入所要谐波量的参数，点击

“发送”，装置将输出相应的谐波量。同时在“谐波信息显示”框中会显示装置当前的电压、电流

各次谐波量的幅值、角度。

6．5．2 直流信号控制

在“信号控制”界面的“交流/直流切换”中点击“直流信号”，装置进入直流信号控制状态，

可以根据需要对直流源进行设置，其操作与交流源类似。注意：直流电压与直流电流只能对其中一

个输出进行操作。

6．6 指示仪表

指示仪表分为“信息管理”、“检定”、“收集”三个部分。

6．6．1 指示仪表信息管理

“指示仪表信息管理”界面中包括“指示仪表基本信息”、“仪表信息”、“检定信息”、“检定数

据”四个信息框和十个功能按钮，可对仪表分别进行添加、修改、删除、查询、打印和进入检定。

指示仪表信息管理可以在未与装置通讯时，进行添加、修改、删除、查询、打印功能操作。

6．6．1．1 指示仪表基本信息

“指示仪表基本信息”框中包括被检仪表的各项参数信息、检定点信息、相关信息。下面分别

对“信息栏”、“功能按钮”、“添加新表”、“检定点设置”四方面的功能、使用方法进行说明：

㈠ 信息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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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计量编号”外，各项信息栏平常为灰色，不可操作只显示仪表的相应信息，只有在点击了

“添加”或“修改”按钮后才可进行选择或输入操作。

计量编号：计量编号为计量部门内部对仪表所制定的编号。在点击了“添加”或“修改”按钮

的情况下，可在其栏中输入仪表的计量编号，否则只能显示仪表的计量编号；在显示仪表的计量编

号时，可通过点击其下拉框中的计量编号，以选择查看其他仪表的信息；点击“仪表信息”框中某

仪表时，“计量编号”栏中会显示该表的计量编号。

仪表类型：该信息只能在系统内置的类型选项中选择，不能自行输入。

型号规格：仪表的型号规格。可以在“型号规格”栏中选择或输入仪表型号规格，输入的新型

号规格信息在点击“保存”或“另存”后，直接保存到系统中，下次可直接选择。若想删除系统中

某个型号规格信息时，可在“型号规格”下拉框中选出该型号规格后，点击鼠标的右键，弹出“添

加”、“删除”等功能选择后，点击“删除”就可删除系统中的该型号规格信息。

图 38（指示仪表信息管理）

等级：仪表的准确度等级。该信息只能在其选项中选择，不能自行输入。若选项中没有所需选

的等级时，请进入系统设置中进行预置（等级预置方法见 6.3.3“其他预置信息”窗口）。

电压变比：交流电压表或交流功率表的 U1(一次电压)/U2(二次电压)。若仪表有电压变比时，

在“/”符号前第一个栏中输入一次电压值，其单位符号在下拉选项框中选择，在“/”符号后栏中

输入二次电压值；若仪表无电压变比时，则一次电压栏中必须为空白，二次电压栏中值不需改动。

电流变比：交流电流表或交流功率表的 I1(一次电流)/I2(二次电流)。若仪表有电流变比时，

在“/”符号前第一个栏中输入一次电流值，其单位符号在下拉选项框中选择，在“/”符号后栏中

输入二次电流值；若仪表无电流变比时，则一次电流栏中必须为空白，二次电流栏中值不需改动。

额定电压（额定电流或额定功率）：仪表的额定电压（电流、功率）值。在其栏中，直接输入

数值，其单位符号在下拉框中选择。

送检单位、制造厂家：仪表送检的单位、制造厂家。与“型号规格”相似，可参照“型号规格”

的选择、输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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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定周期：仪表的年检时间，输入以年为单位的数值。

额定值对应格数：检定点以“格”方式显示时，该栏中必须输入仪表额定值所对应的格数值。

多量限表：选择仪表是否为多量程表。点击“多量限表”，方格“□”内为“√”时，该表为

多量程表。对有变比的电压、电流、功率表和双向功率表、频率表、因数表时，不能选为多量程表。

位置标志：选择仪表是否有位置标志（有位置标志的仪表，位置影响结果不应超过最大允许误

差的 50%；无位置标志的仪表，不应超过 100%。）。

检定点：是输入仪表检定点的地方，各检定点之间必需用“，”隔开。该栏后的“□格”是选

择检定点以“格”方式输入，还是以“实际值”方式输入；方格内“√”则以“格”方式输入，并

且“额定值对应格数”栏中必须输入仪表额定值所对应的格数值。

接线方式：仪表的接线类型。交流功率表、功率因数表的接线方式可根据被检仪表的情况予以

选择。该信息只能在系统内置的接线方式选项中选择，不能自行输入。

因数范围：因数表的输入范围。该信息只能在系统内置的因数范围选项中选择，不能自行输入。

频率范围：频率表的输入范围。该信息只能在系统内置的频率范围选项中选择，不能自行输入。

频率基值：指频率表计算误差时的基准值（分母）。

单双向：用以选择仪表是单向表还是双向表。该信息只针对交流功率表才有效。该信息只能在

系统内置的选项中选择，不能自行输入。

㈡ 按钮功能

“添加”按钮

点击该按钮，可以在系统中添加新表的参数信息。点击该按钮后，该按钮即变为灰色，不可再

点击，除非点击了“保存”或“放弃”按钮后才变为正常。

“修改”按钮

如果已经输入保存的仪表信息需要修改时，则在查询、调出该仪表后，再点击该按钮可进行修

改该仪表的信息。点击该按钮后，该按钮即变为灰色，不可再点击，除非点击了“保存”或“放弃”

按钮后才变为正常。

“保存”按钮

在点击了“添加”或“修改”按钮，输入完所有信息后，点击该按钮可把所输入的信息保存到

系统中，以备以后直接选择。若输入的信息有误，或输入的信息不全，或输入的计量编号与其他表

相同，则系统会提示相关的出错信息，并要求重新输入。该按钮平常为灰色，不可操作，只有在点

击了“添加”或“修改”按钮后才可操作。

“另存”按钮

在点击了“修改”按钮，输入完所有信息后，点击该按钮可把所输入的信息另外保存到系统中，

不会更改原先的仪表信息。该功能与“修改”按钮配合使用，方便添加与系统中仪表信息相似的表。

若输入的信息有误，或输入的信息不全，或输入的计量编号与其他表相同，则系统会提示相关的出

错信息，并要求重新输入。该按钮平常为灰色，不可操作，只有在点击“修改”按钮后才可操作。

“放弃”按钮

在点击了“添加”或“修改”按钮，输入了若干信息后，若想取消刚才所有操作，点击该按钮

即可。该按钮平常为灰色，不可操作，只有在点击了“添加”或“修改”按钮后才可操作。

“返回”按钮

点击该按钮，可退出“指示仪表信息管理”界面。该按钮平常可直接操作，但在点击了“添加”

或“修改”按钮后才不可操作，必须点击了“保存”或“放弃”按钮后才变为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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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按钮

点击该按钮，将当前“指示仪表基本信息”框中所显示的仪表，包括其检定数据进行删除。

“开始检定”按钮

点击该按钮，可进入到“指示仪表检定”界面，针对“计量编号”中显示的表进行校验。该按

钮在“系统联机”正常后可直接操作，但在点击了“添加”或“修改”按钮后不可操作，必须点击

了“保存”、“放弃”或“另存”按钮后才变为正常。

㈢ 添加新表

若需要检定的仪表在系统中没有其参数信息、检定点时，必须首先在“指示仪表基本信息”框

中添加保存该表相关信息和参数，才能进行仪表的检定工作，及以后该表的查询、打印操作，且利

于再次年检该表时，可直接调出该表进行检定。对于多量程仪表，在“额定值”、“检定点”输入栏

中，只输入基本量程的额定值和检定点，其余量程的检定点在检定过程中输入。

添加新表时，有三种操作方法：

① 可先在“仪表信息”框中查询出与该表信息、参数相似的表后，再点击“添加”按钮，然

后在相应信息栏中选择或输入新表的参数、检定点信息（若新表与查询出的仪表类型不同时，需先

在“仪表类型”中选择新表的类型后，再更改其他信息。）确认后点击“保存添加”按钮即可。

② 可先在“仪表信息”框中查询出与该表信息、参数相似的表后，再点击“修改”按钮，然

后在相应信息栏中选择或输入新表的参数、检定点信息（若新表与所查询出的仪表类型不同时，需

先在“仪表类型”下拉框中选择新表的类型后，再更改其他信息。）确认后点击“另存”按钮即可。

注意不要点击到“保存修改”按钮，否则所查询出的仪表信息将会被改变。

③ 不论“指示仪表基本信息”框中是显示那种仪表信息，可直接点击“添加”按钮，然后在

“仪表类型”下拉选项框中选择新表的类型，再到其它信息栏中选择或输入新表的参数、检定点信

息，确认后点击“保存添加“按钮即可。

㈣ 检定点设置

点击“指示仪表基本信息”框中“检定点”栏后的“□格”，是选择检定点以“格”方式输入，

还是以“实际值”方式输入；方格内“√”则以“格”方式输入。输入检定点时，应注意：

① 以“格”方式输入时，“额定值对应格数”栏中必须输入仪表额定值所对应的格数值。

② 以“实际值”方式输入时，除交流功率因数表外，在检定点栏中所输入的实际值检定点，

其单位不必输入，所输入实际值检定点的单位默认与仪表额定值单位一致。若单位不一致时，需将

其换算成仪表额定值单位后，再输入。

③ 检定点之间必须要用“，”符号隔开。若“，”符号输入不了时，请注意查看电脑屏幕右下

角“语言栏”的输入法设置格式，格式为“中文（中国）”可以输入“，”符号。

④ 可任意排列检定顺序。在检定过程中，程序只按“检定点”栏内所设置检定点的排列顺序，

从左到右逐个检定。

⑤ 对于功率因数表时，需将检定点的实际值和其超前、滞后状态都要输入。如功率因数表的

检定点为“0.5C”、“1”、“0.7L”时，在检定点栏中需输入成“0.5C，1，0.7L”，而不能输入成

“0.5，1，0.7”。

⑥ 对于双向交流功率表，在“检定点”栏内，只输入仪表正向的检定点。程序在检定仪表负

向时，将自动切换功率因数，且按输入的正向检定点对应的负值进行检定。

⑦ 对于多量程仪表，在“检定点”栏内，只输入基本量程的检定点。其余量程的检定点在检

定过程中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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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对于 VA表，有交流电压、交流电流、直流电压、直流电流四个功能选项，根据被检表的情

况，在相应功能选项的额定值、检定点输入栏中输入被检表的参数信息；功能选项的额定值、检定

点输入栏中空白无数值时，程序默认被检表无此功能。如一块交直流电压型被检表，只需在交流电

压、直流电压的额定值和检定点输入栏中输入被检表的信息，而交流电流、直流电流的额定值和检

定点输入栏中空白无数值即可。

⑨ 对于 VA 表，若检定点以“格”方式输入时，仪表电压、电流额定值所对应的格数值必须要

一致；电压、电流可以设置不同的检定点。若电压、电流的检定点相同时，可先输入设置好电压、

电流任意一个“检定点”栏内的检定点后，再将该“检定点”栏内的检定点全部复制到另一个“检

定点”栏内，比较快捷、省时。

⑩ 由于检定点的输入栏空间有限，输入的检定点可能无法全部显示出来，在核对检定点时，

鼠标点在检定点栏中，按住鼠标左键，可向左或右移动鼠标查看所有检定点。

由上述检定点的设置要求和特点，操作员可根据仪表需检定的点和在检定过程中需要检定点从

大到小；或从小到大；或大小混合的检定顺序要求，可在“检定点”栏内设置、输入相应的检定点

和其排列顺序。所设定的检定点，随仪表保存时，存入系统中，再次检测时，可直接检定。

6．6．1．2 仪表信息

系统内所有指示仪表的信息都在“仪表信息”框中显示。“仪表信息”框中含有“查询”、“参

数信息”显示、“仪表数量”提示、“查询条件”显示、“清除查询条件”功能按钮等功能。其中：

“查询”：在“仪表信息”框中，有“计量编号”、“站点名称”、“线路号”、“送检单位”、“仪

表类型”、“型号规格”、“制造厂家”、“出厂编号”、“等级”、“接线方式”等十个信息栏，即显示相

应的信息，同时也作为查询条件使用。查询时，操作员根据被查询仪表已知的信息，首先用鼠标右

键点击某个已知信息的查询条件后，再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与被查询仪表相同的信息选项（点击窗

口中的“所有”时，即退出该查询条件。），此时“仪表信息”框中显示出该查询条件信息相同的所

有仪表。使用查询条件越多，“仪表信息”框中显示的表就越接近被查询表。

“参数信息”显示：显示仪表的“分格数”、“电压变比”、“电流变比”、“额定值”等参数信息。

“仪表数量”提示：在“仪表信息”框的左下角，提示系统中符合当前查询条件的仪表，共有

多少块和当前“仪表信息”框中所选（底色为“蓝色”）仪表及“指示仪表基本信息”框中所显示

的仪表信息是系统中第几块表。

“查询条件”显示：若使用了某些查询条件进行查询时，在“仪表信息”框下方，将显示已使

用的查询条件。未显示查询条件时，“仪表信息”框中将显示系统中的所有仪表。

“清除查询条件”功能按钮：在“仪表信息”框的右下角。点击该按钮将退出所有查询条件。

6．6．1．3 检定信息

在“检定信息”框中，将显示出符合“仪表信息”和“检定信息”框中查询条件的所有仪表检

定信息。“检定信息”框的左下角，将提示共有多少条记录和“检定信息”框中所选（底色为“蓝

色”）的检定记录是第几条记录，并将其检定记录的数据，将在“检定数据”框中显示。

当需要在大量检定记录中查找某条记录时，可根据已知的信息，使用“检定日期”、“检定结论”、

“检定人员”、“审核人员”、“绝缘试验”、“外观检查”等六个查询条件，进行查询。所使用的查询

条件，将在“检定信息”框下方的“查询条件”栏中显示。

“修改检定信息”功能按钮：在“检定信息”框的右下角。只有“指示仪表基本信息”、“仪表

信息”框中所选仪表有检定数据时，该按钮才可操作。点击该按钮将弹出“检定信息输入”界面，

可对“检定信息”框中的检定信息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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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印否”栏中，先选择需打印的检定数据，再点击“打印选择证书”、“打印选择检定记录”

功能按钮，进行打印证书、检定记录操作，具体见“6.6.1.5 打印选择证书、打印选择检定记录”。

在“删除否”栏中，先选择需删除的检定记录，再点击“删除选择检定记录”功能按钮，即可

将所选的检定记录，从系统中删除。

6．6．1．4 检定数据

在“检定数据”框中，将显示出“检定信息”框中所选检定记录的各检定点检定数据，并用不

同颜色标明“最大基本误差”和“最大变差”的检定数据。

6．6．1．5 打印证书、打印检定记录

若需要打印一块或多块表的“证书”、“检定记录”时，先可根据已知仪表信息的查询条件，在

“仪表信息”框中进行查询；也可根据已知检定信息的查询条件，在大量检定记录中进行查询。查

询出一块或多块表的检定数据后，再在“打印否”栏内选择需打印的检定数据（用鼠标右键点击“打

印否”后，可弹出“全选”和“全不选”选项），最后点击“打印选择证书”或“打印选择检定记

录”功能按钮，即可逐个生成出“系统设置”中“打印设置”内所设置的证书或检定记录横、纵格

式的 Microsoft Word 文档。

所打印的仪表证书、检定记录中各栏信息，由仪表在“添加”（“信息管理”界面中“基本信息”）、

“检定”（“检定”界面中“检定设置”）及“系统设置”（设置标准（检定装置）信息；检定单位信

息（“证书”、“检定记录”封面首行的单位名称）；证书字信息。）中进行输入、设置；而由从装置

收集上传的仪表，必须在保存数据前，由“检定辅助信息”框中输入。未进行输入、设置的部分信

息，则打印出的证书、检定记录中相应信息栏将显示空白。

生成好的证书、检定记录 Microsoft Word 文档，可完全按 Microsoft Office Word 软件操作

方法进行操作，如进行文字、数据编辑、修改；文件另存到 U 盘，拷贝到其它电脑进行打印；接好

打印机，点击“打印”命令就可进行打印等。

图 39（指示仪表检定）

6．6．2 指示仪表检定

进入“指示仪表检定”界面有三个途径：一是上述所说的，在“指示仪表信息管理”界面中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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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并保存的仪表或查询出需检定的仪表后，点击“开始校验”进入；二是在主界面中的“联机控制”

内，选择“指示仪表检定”进入；三是在主界面中，直接点击“指示仪表检定”快捷图标进入。

“指示仪表检定”界面包括“信号采样显示”、“检定设置”、“半自动校验信号控制”、“显示设

置”和七个功能按钮，可完成对需检定的仪表，进行半自动校验误差的检定。

6．6．2．1 信号采样显示

“信号采样显示”是显示装置内标准所测得的各项电量值。方便检定过程中，查看装置实际输

出的电量。

6．6．2．2 检定设置

“检定设置”框中包括“选择或查看被检表”、“被检表的检定信息设置”功能和“卡针试验”、

“位置影响”、“功率因数影响”三个选项。其中：

㈠ 选择或查看被检表

“检定设置”框中的“计量编号”栏，所显编号为被检表的计量编号。点击该栏后的“…”按

钮，可进入“指示仪表信息管理”界面，查看被检仪表的所有信息；也可以进行新表信息的添加、

保存；选择新的需检定仪表。

㈡ 被检表的检定信息设置

当仪表检定完毕后，按“存储”之前，查看“检定员”等检定信息栏是否已输入或选择被检表

的相应信息，检定信息栏中信息随检定数据一并存入系统中，以备以后查询和打印证书、检定记录

的相关信息时使用。其中：若在“检定员”、“核验员”、“检定地点”的下拉菜单中，没有可选的信

息，可在该栏中直接输；若想删除系统中某个信息时，可在该栏的下拉框中选出该信息后，点击鼠

标的右键，弹出“添加”、“删除”等功能选择后，点击“删除”即可。

㈢ “卡针试验”、“位置影响”、“功率因数影响”

对“卡针试验”、“位置影响”、“功率因数影响”进行选项。未选时，不做。对非功率表、低

功率因数功率表，选做“功率因数影响”无效。

6．6．2．3 半自动校验信号控制

“半自动校验信号控制”框中有“↑10%（1）”、……、“↓0.005%（0）”等十个信号步进调节

按钮和“信号调节完毕”按钮，用于检定过程中的调节信号和确定信号调节完毕。信号步进调节按

钮中的“↑”、“↓”分别表示为上升、下降；“10%”、……、“0.005%”等为仪表额定值的 10%、……、

0.005%信号步进量；“（1）”、……、“（0）”内的数字为电脑键盘上的数字键，在检定过程中按电脑

键盘上的数字键可调节相应的信号步进量，按“Enter 回车”键可进行确定信号调节完毕。

6．6．2．4 检定选项设置

检定选项中有“超差提示”、“做变差”、“缓升缓降”等选项。其中：

选“超差提示”：在校表过程中，如某个校验点超差时，会提示该点超差（以修约值来判断），

并由操作员自行选择是否重校该点。未选时，不提示。

选“做变差”：即选做检定点的下降误差、变差检定。做完所有检定点的上升误差后，接着做

所有检定点的下降误差，并自动算出变差值。未选时，只做所有检定点的上升误差。

选“缓升缓降”：输出将缓慢上升或下降至检定点附近。未选时，输出会直接上升或下降到检

定点值。

6．6．2．5 “显示设置”选项

“显示设置”选项是用于带变比的仪表在检定过程中，对检定数据框内的“示值”、“上升值”、

“下降值”、“平均值”等进行选择是以“一次值”或“二次值”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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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6 检定

正确连接好被检表与装置的测试线，并在“检定设置”框中选对被检表计量编号及设置好各项

设置后，点击“开始检定”，“检定数据”框中列出基本量程的所有检定项目后，按其顺序进行逐一

检定。检定操作过程：

㈠ 卡针试验

若选做“卡针试验”：“开始检定”后，程序延时几秒，在屏幕下方（“中止检定”按钮旁）会

显示出“开始卡针试验”按钮，点击该按钮，装置输出电量将以固定步进量匀速上升至额定值后，

再缓慢降为零，并弹出“卡针试验结果输入”界面。在匀速上升过程中，操作员观察仪表指针有无

卡针现象，并将结果在“卡针试验结果输入”界面中输入。

㈡ 基本误差的上升误差检定

进入基本误差的检定时，装置输出电量将自动升至“检定数据”框内第一个检定点的附近，同

时显示出“上升值”、“上升误差值”及“修约值”，开始进行“检定数据”框内第一个检定点的检

定，操作员可通过“半自动校验信号控制”框里的上升、下降步进量进行调节，使被检表的指针或

显示值对准该检定点后，点击“信号调节完毕”，完成该点误差检测，接着输出电量自动升至“检

定数据”框内第二个检定点的附近，同时显示出“上升值”、“上升误差值”及“修约值”，进行“检

定数据”框内第二个检定点的检定。依此类推，完成全部检定点的上升校验。

㈢ 基本误差的下降误差、变差检定

若选做“做变差”：完成全部检定点的上升校验，此时装置将输出电量自动升至最后一个检定

点值或超出少许，“检定数据”内会显示最后一个检定点的下降值和下降误差及变差。同样操作员

调节“半自动校验信号控制”里的步进量，使被检表的指针或显示值对准该检定点后，点击“信号

调节完毕”，完成该点检测。依此类推，完成全部检定点的下降检定及变差。

㈣ 位置影响

若选做“位置影响”：在做完基本误差的检定后，将弹出“位置影响操作选择”框，下面分有

位置标志和无位置标志仪表的具体操作。

有位置标志仪表做位置影响的具体操作：

① 首先将仪表置于正常位，调节零位，点击“信号调节完毕”，完成正常位下限实际值的记录

再点击“正常位上限”，操作员通过“半自动校验信号控制”框里的上升、下降步进量进行调节，

使被检表的指针对准额定值格后，点击“信号调节完毕”，完成正常位上限实际值的记录。

② 点击“倾斜位 1下限”，将仪表向前倾斜 5°，调节零位，点击“信号调节完毕”，再点击“倾

斜位 1上限”，操作员通过调节步进量，使被检表的指针对准额定值格后，点击“信号调节完毕”，

完成倾斜位 1上限、下限实际值的记录，同时“最大误差”栏中显示出正常位与向前倾斜 5°之间

由位置引起的改变量误差。

③ 点击“倾斜位 2下限”，将仪表向后倾斜 5°，调节零位，点击“信号调节完毕”，再点击“倾

斜位 2上限”，操作员通过调节步进量，使被检表的指针对准额定值格后，点击“信号调节完毕”，

完成倾斜位 2上限、下限实际值的记录，同时“最大误差”栏中显示出正常位与向前倾斜、向后倾

斜之间由位置引起最大的改变量误差。

④ 依此类推，完成向左倾斜、向右倾斜位置时，上限、下限实际值的记录，并在“最大误差”

栏中显示出正常位与向前、后、左、右倾斜 5°之间，由位置引起最大的改变量误差。

⑤ 位置影响测试过程中，可随时按“结束位置影响试验”按钮，结束位置影响测试，并显示

出最终由位置引起最大的改变量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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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位置标志做位置影响的具体操作：

① 首先将仪表置于正常位，调节零位，点击“信号调节完毕”，再点击“正常位上限”，操作

员通过“半自动校验信号控制”框里的上升、下降步进量进行调节，使被检表的指针对准额定值格

后，点击“信号调节完毕”，完成正常位上限、下限实际值的记录。

② 点击“倾斜位 1下限”，将仪表倾斜 90°，调节零位，点击“信号调节完毕”，再点击“倾

斜位 1上限”，操作员通过调节步进量，使被检表的指针对准额定值格后，点击“信号调节完毕”，

完成倾斜位 1上限、下限实际值的记录，同时“最大误差”栏中显示出正常位与倾斜 90°之间，由

位置引起的改变量误差。

㈤ 功率因数影响

若选了做功率因数影响测试：

① 首先装置输出电量自动升至被检表半功率点（额定功率的一半）附近，此时功率因数为 1.0。

操作员通过“半自动校验信号控制”里的上升、下降步进量调节输出电量使被检表指针或显示值对

准“半功率点”后，点击“信号调节完毕”。

② 装置将自动改功率因数为 0.5C，并且输出电量又自动升至被检表“半功率点”处，操作员

再次调节，使被检表的指针或显示值对准“半功率点”，点击“信号调节完毕”完成功率因数 0.5C

影响量的校验。

③ 接下来，装置又自动改功率因数为 1.0，并且输出电量自动升至被检表“半功率点”附近，

操作员再次调节电流使被检表的指针或显示值对准“半功率点”，点击“信号调节完毕”。

④ 装置又自动改功率因数为 0.5L，并且输出电量自动升至被检表“半功率点”处，操作员调

节电流使被检表的指针或显示值对准“半功率点”，点击“信号调节完毕”，完成功率因数 0.5L 影

响量的校验。

㈥ 双向表

若被检功率表是双向表时，则在校完正向的基本误差、功率因数影响后，装置自动改功率因数

为-1.0，同样按上述操作完成负向的各项试验。

㈦ 多量限表

若被检表为“多量限表”时，则在校完多量限仪表基本档位所有检定点的误差和选项测试后，

屏幕会弹出“多量限表档位信息输入”界面，在该界面中输入下一档位的额定值和检定点后，点击

“按输入的信息开始新档位校验”按钮，屏幕再提示“请接好线，按确定开始下一档位的校验”，

将被检表的接线接好和档位切换好后，点击“确定”按钮，开始进入下一档位的检定点校验，检定

完下一档位的所有检定点后，屏幕将再次弹出“多量限表档位信息输入”界面，依次类推完成所有

量程的检定。若校完多量限仪表的所有档位后，可在“多量限表档位信息输入”界面中点击“结束

校验”按钮即可。

检定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① 检定 VA 表时，程序将按“交流电压→交流电流→直流电压→直流电流”的顺序进行检定。

因此在检定过程中根据被检表的情况，请注意被检表的接线。

② 检定功率因数表时，装置会根据被检表接线方式，自动将相应的相别电压、电流升起。因

此在接被检功率因数表接线时，对于装置的电流输出端没接被检仪表时，应将其短接，以免开路。

校完所有项目后，屏幕提示“仪表检定完毕”，点击“确定”后，“只检定当前点上升”、“只检

定当前点下降”（选变差时，才可操作）、“从当前点开始上升”、“从当前点开始下降”（选变差时，

才可操作）和“存储”键可操作，此时若需对“检定数据”框中的某个检定点进行上升或下降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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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校时，可先点击该检定点，再点击“只检定当前点上升”或“只检定当前点下降”按钮，即可对

该检定点的上升或下降误差重新检定；若需对“检定数据”框中的某个检定点及其以后的检定点进

行上升或下降误差重校时，可先点击该检定点，再点击“从当前点开始上升”或“从当前点开始下

降”按钮，即可对该检定点及其以后的检定点的上升或下降误差重新检定。

需要保存该检定数据时，请点击“存储”，此次检定数据将存储到系统数据库中，以备随时查

询和打印证书、检定记录。

点击“检定设置”框中的“计量编号”栏后的“…”按钮，可以进入“指示仪表信息管理”界

面选择下一块需检定的仪表，或点击“返回”退出“指示仪表检定”界面。

图 40（指示仪表数据收集）

6．6．3 指示仪表数据收集

“指示仪表数据收集”是将装置内存储的指示仪表信息、数据上传到电脑中进行查询、打印及

保存，分以下几个部分：

⑴ 读取参数

进入“指示仪表数据收集”界面，点击“读取参数”按钮后。上位机程序会将装置内存储的所

有被校指示仪表信息读过来，并显示在“基本信息”里。表多时，读取时间长，请耐心等待一下。

“基本信息”框中的“表号”、“检定日期”等信息，可以更改。

⑵ 读取检定数据

“读取参数”完毕后，“基本信息”中将显示出装置内存储的所有被校指示仪表的信息，并且

“状态”栏中显示“未读”。此时：

若只读取某块表的检定数据时，可先在“基本信息”中点击该表后，再点击“读取当前表检定

数据”，则数秒后在“检定数据”框中显示出该表的检定数据。

若需读取多块表的检定数据时，可先在“基本信息”中的“需读”栏内，选择需读取的仪表，

再点击“读取被选表检定数据”，等读取完所有需读取仪表的检定数据，并且该表在“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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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状态”栏中显示成“已读”后，可通过在“基本信息”中分别点击需读取的仪表，查看“检定

数据”框中显示出相应的检定数据。

若读取所有仪表的检定数据时，则直接点击“读取所有表的检定数据”，等读取完所有仪表的

检定数据，并且该表在“基本信息”里“状态”栏中显示成“已读”后，可通过在“基本信息”中

分别点击仪表，查看“检定数据”框中显示出相应的检定数据。

⑶ 输入检定辅助信息

仪表的基本信息、检定数据读取后，可在“检定辅助信息”框中输入、选择各块仪表的各项检

定辅助信息，方便以后查询和打印。“检定辅助信息”框中所显示的信息，为当前“基本信息”中

所选仪表的检定辅助信息（信息栏中，底色为蓝色的表）。

若多块表的检定辅助信息大致相同时，可采用先在“检定辅助信息”框中输入、选择某块仪表

的各项检定辅助信息后，再点击“保存数据”，则所输入的检定辅助信息就被复制了，在输入其它

仪表的检定辅助信息时，点击“复制数据”，就可将刚被保存的检定辅助信息复制过来，个别不同

的信息，再分别进行修改。

⑷ 打印证书、打印检定记录

仪表的基本信息、检定数据读取完，并输入好检定辅助信息后，某块上传的仪表需立即打印证

书或检定记录时，可在“基本信息”框中点击该仪表，再点击“打印证书”或“打印检定记录”按

钮，即可生成证书或检定记录的Word文档。

⑸ 存储

仪表的基本信息、检定数据读取完，并输入好检定辅助信息后，若要保存到电脑里时，可以一

块、多块、全部形式，分别点击“保存当前表数据”、“保存被选表数据”、“保存所有表数据”进行

保存到系统里。

⑹ 删除

需将装置内已上传仪表的数据进行删除，以空出装置的存储空间，可参照保存方式，分别点击

“删除当前表”、“删除被选表”、“删除所有表”进行删除。

6．7 电能表

检定电能表分为“电能表信息管理”、“电能表检定方案管理”、“电能表检定”、“电能表收集”

四个部分。

6．7．1 电能表信息管理

“电能表信息管理”界面中包括“电能表基本参数输入”、“仪表信息”、“检定信息”、“检定数

据”四个信息框和十个功能按钮，可进行添加、删除、查询、打印和进入检定功能。

电能表信息管理可以在未与装置通讯的状态下，进行添加、删除、查询、打印功能操作。

6．7．1．1 电能表基本参数输入

“电能表基本参数输入”框中包括被检电能表的各项参数信息、相关信息。下面分别对“信息

栏、功能按钮”和“添加新表”的功能、使用方法进行说明：

㈠ 信息栏

除“计量编号”外，各项信息栏平常为灰色，不可操作只显示电能表的相应信息，只有在点击

了“添加”或“修改”按钮后才可进行选择或输入操作。

计量编号：计量编号为用户计量部门内部对电能表所制定的编号。在点击了“添加”或“修改”

按钮的情况下，可在其栏中输入电能表的计量编号，否则只能显示电能表的计量编号。在显示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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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计量编号时，可通过点击其下拉框中的计量编号，以选择查看其他电能表的信息。点击“仪表

信息”框中某电能表时，“计量编号”栏中会显示该电能表的计量编号。

图 41（电能表信息管理）

仪表类型：选择或显示电能表的类型。该信息只能在系统内置的类型选项中选择，不能自行输

入。注：电子安装式、感应安装式、感应携带式为单一的有功或无功电能表类型。多功能表为即要

检定该表的有功电能，又要检定该表无功电能的电能表类型。

仪表型号：电能表的型号。可以在“型号规格”栏中选择或输入仪表型号规格。输入的新型号

规格信息在点击“保存”或“另存”后，直接保存到系统中，下次可直接选择。若想删除系统中某

个型号规格信息时，可在“型号规格”下拉框中选出该型号规格后，点击鼠标的右键，弹出“添加”、

“删除”等功能选择后，点击“删除”就可删除系统中的该型号规格信息。

等级：电能表的准确度等级。该信息只能在其下拉框（等级预置方法见 6.3.3“其他预置信息”

窗口）中选择，不能自行输入。

额定电压、额定电流：电能表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

送检单位、制造厂家：电能表送检的单位、制造厂家。与“仪表型号”相似，可参照“仪表型

号”的选择、输入方法。

检定周期：电能表的年检时间，以年为单位输入数字即可。

接线方式：电能表的接线类型。该信息只能在系统内置的接线类型中选择，不能自行输入。

仪表常数：电能表的脉冲常数，其单位会随电能表是有功、无功而改变。

倍率：电能表最大电流值除以额定电流值，所得的商值，如铭牌上标明“3×5（20A）”则倍率

就是 4（20/5=4）。

㈡ 按钮功能说明

“添加”按钮

若需检定的电能表在系统中没有其参数信息时，则必须首先点击该按钮，可在系统中添加该电

能表的参数信息。点击该按钮后，该按钮即变为灰色，不可再点击，除非点击了“保存”或“放弃”



48

按钮后才变为正常。

“修改”按钮

如果已经输入保存的信息需要修改时，则在选择该电能表后，再点击该按钮可进行修改该电能

表的信息。点击该按钮后，该按钮即变为灰色，不可再点击，除非点击了“保存”或“放弃”按钮

后才变为正常。

“保存”按钮

在点击了“添加”或“修改”按钮，输入完所有信息后，点击该按钮可把所输入的信息保存到

系统中，以备以后直接选择。若输入的信息有误，或输入的信息不全，或输入的计量编号与其他表

相同，则系统会提示相关的出错信息，并要求重新输入。该按钮平常为灰色，不可操作，只有在点

击了“添加”或“修改”按钮后才可操作。

“另存”按钮

在点击了“修改”按钮，输入完所有信息后，点击该按钮可把所输入的信息保存到系统中，不

会覆盖原先的电能表信息。该功能与“修改”按钮配合使用，方便添加与系统中仪表信息相似的电

能表。若输入的信息有误，或不全，或计量编号与其他表相同时，系统会提示相关的出错信息，并

要求重新输入。该按钮平常为灰色，不可操作，只有在点击“修改”按钮后才可操作。

“放弃”按钮

在点击了“添加”或“修改”按钮，输入了若干信息后，若想取消刚才所有操作，点击该按钮

即可。该按钮平常为灰色，不可操作，只有在点击了“添加”或“修改”按钮后才可操作。

“返回”按钮

点击该按钮，可退出“电能表信息管理”界面。该按钮平常可直接操作，但在点击了“添加”

或“修改”按钮后才不可操作，必须点击了“保存”或“放弃”按钮后才变为正常。

“开始检定”按钮

点击该按钮，可进入到“电能表检定”界面，针对“计量编号”中显示的电能表进行检定。该

按钮在“系统联机”正常后可直接操作，但在点击了“添加”或“修改”按钮后不可操作，必须点

击了“保存”、“放弃”或“另存”按钮后才变为正常。

㈢ 添加新表

若需要检定的电能表在系统中没有其参数信息时，必须首先在“电能表基本参数输入”框中添

加保存该表相关信息和参数，才能进行检定工作，及以后的查询、打印操作，且利于再次年检时，

可直接调出进行检定。

添加新表时，有三种方式：

① 可先在“仪表信息”框中查询出与该电能表信息、参数相似的表后，再点击“添加”按钮，

然后在相应信息栏中选择或输入新表的参数信息（若新表与查询出的仪表类型不同时，需先在“仪

表类型”中选择新表的类型后，再更改其他信息。）确认后点击“保存添加”按钮即可。

② 可先在“仪表信息”框中查询出与该表信息、参数相似的表后，再点击“修改”按钮，然

后在相应信息栏中选择或输入新表的参数信息（若新表与所查询出的仪表类型不同时，需先在“仪

表类型”下拉框中选择新表的类型后，再更改其他信息。）确认后点击“另存”按钮即可。注意不

要点击到“保存修改”按钮，否则所查询出的仪表信息将会被改变。

③ 不论“电能表基本信息”框中是显示那种仪表信息，可直接点击“添加”按钮，然后在“仪

表类型”下拉框中选择新表的类型，再到其它信息栏中选择或输入新表的参数信息，确认后点击“保

存添加“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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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2 仪表信息

系统内所有电能表的信息都在“仪表信息”框中显示。“仪表信息”框中含有“查询”、“参数

信息”显示、“仪表数量”提示、“查询条件”显示、“清除查询条件”功能按钮等功能。其中：

“查询”：在“仪表信息”框中，有“计量编号”、“站点名称”、“线路号”、“送检单位”、“仪

表类型”、“型号规格”、“制造厂家”、“出厂编号”、“等级”、“接线方式”等十个信息栏，即显示相

应的信息，同时也作为查询条件使用。查询时，操作员根据被查询电能表已知的信息，首先用鼠标

右键点击某个已知信息的查询条件后，再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与被查询电能表相同的信息选项（点

击窗口中的“所有”时，即退出该查询条件。），此时“仪表信息”框中显示出与被查询电能表该查

询条件信息相同的所有电能表。使用查询条件越多，“仪表信息”框中显示的表就越少，也越容易

查询到被查询电能表。

“参数信息”显示：是指“仪表信息”框中的“倍率”、“脉冲常数”等参数信息显示栏。

“仪表数量”提示：是指在“仪表信息”框的左下角，提示系统中符合当前查询条件的电能表，

共有多少块和当前“仪表信息”框中所选（底色为“蓝色”）电能表及“电能表基本参数输入”框

中所显示的电能表信息是系统中第几块表。

“查询条件”显示：若使用了某些查询条件进行查询时，在“仪表信息”框下方，将显示已使

用的查询条件。未显示查询条件时，即表示未使用查询条件，“仪表信息”框中将显示系统中的所

有仪表。方便逐个退出查询条件。

“清除查询条件”功能按钮：是在“仪表信息”框的右下角，点击该按钮将退出所有查询条件，

并且此按钮变为“恢复查询条件”功能按钮。

6．7．1．3 检定信息

在“检定信息”框中，将显示“电能表基本参数输入”框中所显示电能表的所有检定信息。“检

定信息”框的左下角，将提示该电能表共有多少条记录和“检定信息”框中所选（底色为“蓝色”）

的检定记录是第几条记录。“检定信息”框中所选检定记录的数据，将在“检定数据”框中显示。

当需要在大量检定记录中查找某条记录时，可根据已知的信息，使用“检定日期”、“检定结论”、

“检定人员”、“审核人员”、“绝缘试验”、“外观检查”等六个查询条件，进行查询。所使用的查询

条件，将在“检定信息”框下方的“查询条件”栏中显示。

“修改检定信息”功能按钮：在“检定信息”框的右下角。只有“基本信息”、“仪表信息”框

中所选仪表有检定数据时，该按钮才可操作。点击该按钮将弹出“检定信息输入”界面，可对“检

定信息”框中的检定信息进行修改。

在“打印否”栏中，先选择需打印的检定记录，并接好打印机，再点击“打印选择证书”、“打

印选择检定记录”功能按钮，即可弹出相应的证书、检定记录 Word 文本。

在“删除否”栏中，先选择需删除的检定记录，再点击“删除选择检定记录”功能按钮，即可

将所选的检定记录，从系统中删除。

6．7．1．4 检定数据

在“检定数据”框中，将显示出“检定信息”框中所选检定记录的各检定点检定数据，并用红

色标明超差的检定数据。

6．7．1．5 打印证书、打印检定记录

若需要打印一块或多块表的“证书”、“检定记录”时，先可根据已知仪表信息的查询条件，在

“仪表信息”框中进行查询；也可根据已知检定信息的查询条件，在大量检定记录中进行查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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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出一块或多块表的检定数据后，再在“打印否”栏内选择需打印的检定数据（用鼠标右键点击“打

印否”后，可弹出“全选”和“全不选”选项），最后点击“打印选择证书”或“打印选择检定记

录”功能按钮，即可逐一生成出“系统设置”界面中“打印设置”内所设置的证书或检定记录格式

的 Microsoft Word 文档。

所生成的仪表证书、检定记录 Word 文档中各栏信息，由仪表在“添加”（“信息管理”界面中

“基本信息”）、“检定”（“检定”界面中“检定设置”）及“系统设置”（设置标准（检定装置）信

息、检定单位信息（“证书”、“检定记录”封面首行的单位名称）、证书字信息）中进行输入、设置；

而由从装置上传的仪表，必须在保存数据前，由“检定辅助信息”框中输入。未进行输入、设置的

部分信息，则生成的证书、检定记录 Word 文档中相应信息栏将显示空白。

生成好的证书、检定记录 Word 文档，可完全按 Microsoft Office Word 操作方法进行操作，

如进行文字、数据编辑、修改；文件另存到 U 盘，拷贝到其它电脑进行打印；接好打印机，点击“打

印”命令就可进行打印等。

6．7．2 电能表方案管理

在“电能表方案管理”界面中可以进行电能表方案的添加设定、修改和删除。其中：

① 进行添加、修改方案时，需先对方案类型进行选择，方案类型分为“非多功能表”和“多

功能表”两个类型。

“非多功能表”方案中所设置的电能负荷点，是用于检定电能表单一的有功电能或无功电能；

“多功能表”方案中“P”、“Q”检定点表格内所设置的电能负荷点，是用于分别检定电能表的有功

电能、无功电能。添加、修改“多功能表”方案时，需通过点击“P”或“Q”来切换有功、无功的

检定点设置表格，分别进行有功、无功的检定点设置。

② 在“常规校验点设置”表格中设置检定点时，只需点击所要选的检定点格，会弹出“被校

点圈数设置”框，可直接输入圈数或通过“▲”、“▼”来修改圈数。修改完点击“确定”，则会在

所要选的检定点格内显示设置的圈数，并且以后每次点击都会显示此圈数，直到圈数被修改。接线

方式是“单相”时，应在“合元”列格内点击。选好所有检定点，点击“保存”完成方案设定 。

若误点击了不需检的检定点格或删除某些检定点时，只需重新点击相应的检定点格，就会弹出

“被校点圈数设置”框，将圈数值改为“0”，点击“确定”即可。

图 42（电能表方案管理）

在“常规校验点设置”表格的右上角，“幅度”栏最后一个空格（“%Ib”）可以由操作员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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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Ib 内任意添加一个检定点。同样在表格的左下角“因数”栏最下一个空格可以由操作员在 0～

±1.0 内任意添加一个功率因数。

③ 在检定过程中，对于所选方案里有超出被检表的接线方式、倍率范围的检定点，不予检测。

例如：方案中有分元 B 相和 Imax 的检定点，但检定三相三线 1 倍率电能表时，检定过程中对

分元 B 相和 Imax 检定点不检测。

“保存”好设定的方案后，可点击“返回”退出该界面，也可以点击“开始检定”。若点击“开

始检定”，会弹出“电能表参数输入”界面，可在“计量编号”中选择要校的电能表编号，点击“开

始检定”进入“电能表检定”界面中进行检定。

图 43（电能表检定）

6．7．3 电能表检定

进入“电能表检定”界面有三种途径，两种如上所述，另一种是由主界面直接点击进入。可完

成对电能表进行全自动校验或单点误差的检定。

6．7．3．1 检定设置

“检定设置”框中包括“选择或查看被检电能表”、“检定方案选择”、“检定方式选择”、“重复

试验次数”、“标准偏差次数”、“预热”和“被检电能表的检定信息设置”等功能。其中：

㈠ 选择或查看被检电能表

“检定设置”框中的“计量编号”栏，所显编号为当前需检定电能表的计量编号。点击该栏后

的“…”按钮，可进入“电能表信息管理”界面，查看所选需检定电能表的所有信息，并可以进行

新表信息的添加、保存或查询出新的需检定电能表。

㈡ 检定方案选择

根据被检电能表的类型、检定点，在“检定方案”的下拉框中选择方案；或点击该栏后的“…”

按钮，进入“电能表检定方案管理”界面中添加、修改方案。

㈢ 检定方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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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定方式”中有“规程校表”和“单点校表”两个选项：

“规程校表”：将自动按选定被检表的接线方式、倍率和方案里的负荷检定点（符合被检电能

表的接线方式、倍率范围内的负荷检定点。）进行误差测试。

“单点校表”：不停地对设置的负荷点，进行误差测试，直至点击了“中止检定”。

㈣ 重复试验次数

用以选择每个负荷点的检测次数，最终以误差平均值的修约值作为该负荷点误差值。

㈤ 标准偏差次数

用以选择是否做电能表的标准偏差估计值（S）和采多少次误差计算标准偏差估计值（S），选

定的误差次数至少为 5 次，当输入“0”次时，表示不做标准偏差估计值。

㈥ 预热

若选择“预热”，则装置会在自动检定前先对被校表进行预热（装置自动升好被校表 100%额定

电压、50%额定电流，功率因数为 1），屏幕会弹出“预热并对光电头，结束请按〈确定〉键”的提

示。操作员对准好光电采样器（对黑标）或接好电能脉冲线后，若被校表预热完毕，请点击“确定”，

则装置开始对被校表自动检定。

㈦ 被检电能表的检定信息设置

在“检定员”等检定信息栏中输入或选择被检表的相应信息，当仪表检定完毕后，按“存储”

时，随检定数据等信息一并存入系统中。已备以后查询和打印证书、检定记录的相关信息时使用。

其中：若在“检定员”、“核验员”、“检定地点”的下拉菜单中，没有可选的信息，可在该栏中直接

输入，随检定数据等信息一并存入系统中，方便以后在下拉菜单内直接选择。若想删除系统中某个

信息时，可在该栏的下拉框中选出该信息后，点击鼠标的右键，弹出“添加”、“删除”等功能选择

后，点击“删除”就可删除该信息。

若需对某检定点重校时，可先在“检定数据”框中点击该检定点，再点击“只检定当前点”按

钮，则程序将重新对该点进行检测。

若需从某检定点开始重校时，可先在“检定数据”框中点击该检定点，再点击“从当前点开始

检定”按钮，则程序将重新对该点及其后面进行检测。

6．7．3．2 单点检定

若“检验方式”中选“单点校表”，点击“开始检定”，弹出“电能表单点检定参数输入”界面。

输入被校表的信息和负荷点（改变电流值、功率因数值和相别，可以设置任何一个负荷点）后，点

击“开始检定”，装置将对该负荷点进行不断误差测试，如需要暂停或中止检定，可点击“中止检

定”退出单点检定。单点检定方便调试电能表。

6．7．3．3 自动检定

“检验方式”选“规程校表”后，点击“开始检定”，则按已选好方案的负荷点来自动进行误

差检测。自动检测完毕时，屏幕会提示“仪表检定完毕”，点击“确定”后，“只检定当前点”、“从

当前点开始检定”、“存储”显示为黑体字，可操作。此时：

若需对某检定点重校时，可先在“检定数据”框中点击该检定点，再点击“只检定当前点”按

钮，则程序将重新对该点进行检测。

若需从某检定点开始重校时，可先在“检定数据”框中点击该检定点，再点击“从当前点开始

检定”按钮，则程序将重新对该点及其后面进行检测。

若要保存此次检定数据，则点击“存储”即可。若不想保存此次检定数据，则不点击“存储”，

可以接着检下一块电能表或点击“返回”退出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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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4 多功能表自动检定

多功能表的“规程校表”检定过程：先对所选“多功能表”方案中所有有功的负荷点进行自动

检定，自动检定完后，程序将清除信号并提示“请接好线，按“确定”后，开始进行无功电能检定”，

接好线并按“确定”后，开始进行所选“多功能表”方案中所有无功的负荷点自动检定。

图 44（电能表数据收集）

6．7．4 电能表数据收集

“电能数据收集”是将装置内存储的电能信息、数据上传到电脑中进行查询、打印及保存，共

分以下几个部分。

⑴ 读取参数

进入“电能数据收集”界面，点击“读取参数”按钮后。上位机程序会将装置内存储的所有被

校电能信息读过来，并显示在“基本信息”里。表多时，读取时间长，请耐心等待一下。“基本信

息”框中的“表号”、“检定日期”信息，可以更改。

⑵ 读取检定数据

“读取参数”完毕后，“基本信息”中将显示出装置内存储的所有被校电能的信息，并且“状

态”栏中显示“未读”。此时：

若只读取某块电能的检定数据时，可先在“基本信息”中点击该电能后，再点击“读取当前表

检定数据”，则数秒后在“检定数据”框中显示出该电能的检定数据。

若需读取多块电能的检定数据时，可先在“基本信息”中的“需读”栏内，选择需读取的电能，

再点击“读取被选表检定数据”，等读取完所有需读取电能的检定数据，并且该电能在“基本信息”

里“状态”栏中显示成“已读”后，可通过在“基本信息”中分别点击需读取的电能，查看“检定

数据”框中显示出相应的检定数据。

若读取所有电能的检定数据时，则直接点击“读取所有表的检定数据”，等读取完所有电能的

检定数据，并且该电能在“基本信息”里“状态”栏中显示成“已读”后，可通过在“基本信息”

中分别点击电能，查看“检定数据”框中显示出相应的检定数据。

⑶ 输入检定辅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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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的基本信息、检定数据读取后，可在“检定辅助信息”框中输入、选择各块仪表的各项检

定辅助信息，方便以后查询和打印。“检定辅助信息”框中所显示的信息，为当前“基本信息”中

所选仪表的检定辅助信息（信息栏底色为蓝色）。

若多块电能的检定辅助信息大致相同时，可采用先在“检定辅助信息”框中输入、选择某块电

能的各项检定辅助信息后，再点击“保存数据”， 则所输入的检定辅助信息就被复制了，在输入其

它电能的检定辅助信息时，点击“复制数据”，就可将刚被保存的检定辅助信息复制过来，个别不

同的信息，再分别进行修改。

⑷ 打印证书、打印检定记录

仪表的基本信息、检定数据读取完，并输入好检定辅助信息后，某块上传的仪表需立即打印证

书或检定记录时，可在“基本信息”框中点击该仪表，再点击“打印证书”或“打印检定记录”按

钮，即可生成证书或检定记录的Word文档。

⑸ 存储

电能表的基本信息、检定数据读取完，并输入好检定辅助信息后，若要保存到电脑里时，可以

一块、多块、全部形式，分别点击“保存当前表数据”、“保存被选表数据”、“保存所有表数据”进

行保存到系统里。

对于已经读取检定数据、输入检定辅助信息的仪表，可直接点击“打印证书”、“打印检定记录”

按钮进行证书、检定记录的打印。

⑹ 删除

需将装置内已上传仪表的数据进行删除，以空出装置的存储空间，可参照保存方式，分别点击

“删除当前表”、“删除被选表”、“删除所有表”进行删除。

7 基本配置

7．1 装置本体 1 台

7．2 铝合金箱 1 只

7．3 电源线连插头 1 根

7．4 测试导线及接插件 1 套

7．5 直流 75mV 测试专用线 1 根

7．6 电子电能脉冲测试线 1 根

7．7 通讯专用接口连接线 1 根

7．8 光电采样器 1 个

7．9 使用说明书 1 份

7．10 检测报告、合格证、装箱单 各 1 份

8 可选配置

笔记本电脑或台式计算机及相应软件、打印机、光电采样器、相关仪器仪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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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低频电能常数

电压档 电流档 常数

50V 0.5A 288000
1.0A 144000
2.5A 57600
5.0A 28800
10.0A 14400
20.0A 7200

100V 0.5A 144000
1.0A 72000
2.5A 28800
5.0A 14400
10.0 7200
20.0A 3600

200V 0.5A 72000
1.0A 36000
2.5A 14400
5.0A 7200
10.0A 3600
20.0A 1800

400V 0.5A 36000
1.0A 18000
2.5A 7200
5.0A 3600
10.0 1800
20.0A 900

C=(1000*3600*Fp)/(U*I); 单位：脉冲数/kWh

Fp：单相额定功率时输出低频脉冲的频率，2Hz
U： 电压档位；单位：V
I： 电流档位；单位：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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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电能表检测负荷点

感应携带

携带式感应有功表平衡负载

1.0 1.0Ib ,0.5Ib, 0.2Ib, 0.1Ib
0.5L 1.0Ib ,0.5Ib, 0.2Ib
0.8C 0.8 Ib

携带式感应有功表不平衡负载

1.0 Im , 1.0Ib, 0.5Ib, 0.2Ib
0.5L 1.0Ib

携带式感应无功表平衡负载

1.0 1.0Ib ,0.5Ib，0.2Ib
0.5L 1.0Ib ,0.5Ib

携带式感应无功表不平衡负载

1.0 1.0Ib ,0.2Ib
0.5L 1.0Ib
0.5C 1.0Ib

感应安装

安装式感应有功表平衡负载

1.0 Im,1.0Ib,0.5Ib,0.1Ib,0.05Ib
(宽负载：

Im, 1.0Ib , 0.5Ib ,0.1Ib)
0.5L 1.0Ib ,0.2Ib
0.8C 0.5Ib

(宽负载：Im ,0.5Ib)
安装式感应有功表不平衡负载

1.0 1.0Ib ,0.2Ib
0.5L 1.0Ib

注：宽负载为（Im≥2Ib）

安装式感应无功表平衡负载

1.0 Im , 1.0Ib, 0.5Ib, 0.1Ib
(宽负载：

Im , 1.0Ib , 0.5Ib,0.1Ib)

0.5L 1.0Ib ,0.5Ib,0.2Ib
安装式感应无功表不平衡负载

1.0 1.0Ib ,0.2Ib
0.5L 1.0Ib
0.5C 1.0Ib

注：宽负载为（Im≥2Ib）

电子安装

安装式电子表平衡负载

1.0 Im , 1.0Ib, 0.5Ib, 0.1Ib

0.5L Im , 1.0Ib, 0.5Ib, 0.2Ib

0.8C Im , 1.0Ib, 0.5Ib, 0.2Ib,

0.5C 1.0Ib ,0.5Ib

安装式电子表不平衡负载

1.0 1.0Ib

0.5L 1.0Ib

注：Im≥4.0，COSφ=1.0时，在平衡负载下各个功率因素增加（Im-Ib）/2



57

附录 3：装置后板接口接线说明

光电采样输入（五芯） 电能脉冲输出（二芯） 75mV 输出（四芯）

1、2:脉冲输入；

3：+5V 电源；

4：空；

5：地。

1：输出；

2：地。

2、3：输出；

1、4：地。

附录 4：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 检查部位及方法

开机无电源。 220VAC 电源插座内的保险丝是否熔断。

交流电压升信号报警；

直流电压升信号无输出。

输出是否短路、过载；

装置内部保护，关机 30秒后重试。

交流电流升信号报警。

输出是否开路、过载；

过载时，将装置后板该相电流重轻载开关切到重载上；

装置内部保护，关机 30秒后重试。

直流电流升信号无输出。
输出是否开路、过载；

装置内部保护，关机 30秒后重试。

直流 75mV 档输出不对。
输出接线端是否接装置后板“75mV 输出”端；

直流 75mV 测试专用线是否有断线。

指示仪表检定时无输出、调节

信号无反应。

仪表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接线是否正确；

装置内部通讯中断，关机 30 秒后重试。

电能表检定时，不出误差。

被检表脉冲输出是否接入到装置后板“光电采样输入”；

仪表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接线是否正确。

与电脑联机，通讯不上。

装置与电脑连接的通讯线是否连接好；

通讯线占用电脑的串口“COM”号与上位机程序“检定装置通信串

口选择”（“串口设置”）中所选的串口号是否一致。

在主菜单中，按对应数字键进入“系统设置”，在子菜单中，按对

应数字键进行“通讯参数初始化”（屏幕会刷新一次）后关机，三

十秒后重试。

上位机校完仪表存储时出错。
电脑的日期格式设置必须是“长日期格式”中不能选带“星期”

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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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1 校验指示仪表接线图

装置校验交流电压表时，需将被校交流电压

表的输入端接装置面板的“UA”和“UO”两端。

装置校验额定电压值大于 75 mV 的直流电压

表时，将被校表的输入端接装置面板的直流电压

（V）“+”、“-”两端。

装置校验直流电流表时，需将被校直流电流

表的输入端接装置面板的直流电流（I）“+”、“-”

两端。

装置校验交流电流表时，需将被校交流电流

表的输入端接装置面板的“IA”高（黄色接线端）

低（黑色接线端）两端。

装置校验额定电压值小于、等于 75 mV 的直

流电压表时，用专用线将被校表的输入端接装置

后板的“75 mV 输出”端。

装置校验单相功率表时，需将被校功率表的

输入端对应接装置面板的“UA”、“UO”及“IA”

高（黄色接线端）低（黑色接线端）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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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校验三相三线功率表时，需将被校功率表

的输入端对应接装置面板的“UA”、“UC”、“UO”及

“IA”、“IC”输出端，其中被校功率表的“UB”输

入端接装置面板的“UO”输出端；有功、无功功率

表接线方式都一样。

装置校验工频频率表时，需将被校频率表的输

入端接装置面板的“UA”和“UO”两端。

装置校验三相四线功率表时，需将被校功率表

的输入端对应在装置的“UA”、“UB”、“UC”、“UO”

及“IA”、“IB”、“IC”输出端，有功、无功功率表

接线方式都一样。

（功率因数表为：UB、UC 及 IA 输入端时，接线如图。）

装置校验三相三线功率因数表时，根据被校功

率因数表的输入端对应接装置面板的输出端即可，

其中被校功率因数表的“UB”输入端接装置的“UO”

输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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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验电能表接线图：

校验单相功率电能表时，需将被校单相电能表

的输入端对应接装置面板的“UA”、“UO”及“IA”

高（黄色接线端）低（黑色接线端）两端。单相电

子式电能表的脉冲输出通过电子脉冲测试线接入

装置后板“光电采样输入”端进行校验。

校验三相三线有功、无功电能表时，需将被校

电能表的输入端对应接在装置面板 UA”、“UC”、“UO”

及“IA”、“IC”输出端，其中被校电能表的“UB”

输入端接装置的“UO”输出端。

若电能表为机械式时，机械式电能表的电压与

电流端需脱钩；通过接入装置面板“光电采样输入”

端上的光电采样器采集机械式电能表的黑标进行

校验。

若电能表为电子式时，电子式电能表的有功或

无功脉冲输出通过电子脉冲测试线接入装置面板

“光电采样输入”端进行校验。

校验单相功率电能表时，需将被校单相电能表

的输入端对应接装置面板的“UA”、“UO”及“IA”

高（黄色接线端）低（黑色接线端）两端。机械式

单相电能表的电压与电流端需脱钩；通过接入装置

后板“光电采样输入”端上的光电采样器采集机械

式电能表的黑标进行校验。

校验三相四线有功、无功电能表时，需将被校

电能表的输入端对应接装置面板 UA”、“UB”、“UC”、

“UO”及“IA”、“IB”、“IC”输出端。

若电能表为机械式时，机械式电能表的电压与

电流端需脱钩；通过接入装置面板“光电采样输入”

端上的光电采样器采集机械式电能表的黑标进行

校验。

若电能表为电子式时，电子式电能表的有功或

无功脉冲输出通过电子脉冲测试线接入装置面板

“光电采样输入”端进行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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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同步表的检定

一、基本误差（同步点）、电压特性的测定

1 说明：当检验同步点时，如果相序连接得正确，三相电压对称，则指示器应停在同步点位置。指针

与同步标志中线的夹角不大于 2.5°；电压特性的检验应在同步状态下进行。当加于端钮 A、B、C或端

钮 K1、K2的电压分别(或同时)自额定值改变±20%时，指示器读数的变化应不超过±2.5°。

2 接线如图（图中 Sx是被检同步表）。

3 具体步骤操作：

⑴ 开启装置电源或装置复位，在主菜单下按两次“1”键进入“交流电压输出设置”界面；

⑵ 按“0”键，将接线方式设为“3/3有功”；

⑶ 按十次“1”键，调节 A、C相电压升到 100V的 100%，此时被检表的指针应指同步点位置，查看此

时指针与同步标志中线的夹角是否不大于 2.5°，不大于 2.5°才算合格。

⑷ 按“7”键，将相别切换到 A相；

⑸ 按“6”键，将步进量调节切换到下降状态；

⑹ 按“2”键，连续降压到额定值的“80%”，读被检表指针示值的变化角度；

⑺ 按“6”键，将步进量调节切换到上升状态；

⑻ 按“2”键，连续升压到额定值的“120%”，读被检表指针示值的变化角度。

⑼ 按“复位”键，关闭装置电源。

二、转动灵活性、快慢方向与灵敏度检查

1 注意：在接入监视市电频率表、被检同步表前，必须关闭装置电源开关。开启装置电源开关后，装

置后板“市电 100V”输出端即有 100V市频输出。

2 说明：转动灵活性：使指示器平稳地停在某一位置，然后轻敲表壳。摩擦误差应不超过表被检表基

本误差的极限值。

快慢方向：当变频电源的频率高于电网频率时，整步表指示器向“快”的方向转动；当变频电源的

频率低于电网频率时，向“慢”的方向转动。

灵敏度：当变频电源的频率与电网频率之差减少到 1Hz时，整步表的指示器应能开始转动。当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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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继续减少到 0.2Hz时，指示器应能继续转动。

3 接线如图（图中 Sx为被检同步表；F为外接频率表）。

4 具体步骤操作：

⑴ 开启装置电源，在主菜单下按两次“1”键进入“交流电压输出设置”界面；

⑵ 按“0”键，将接线方式设为“3/3有功”；

⑶ 按十次“1”键，调节 A、C相电压升到 100V的 100%；

⑷ 按屏幕下方的“频率”键，将装置输出设置状态切换到“交流频率输出设置”状态；

⑸ 按“3”键，连续升频率到市频加 0.2Hz时，观察被检表指针向快方向转动一周以上有无卡滞现象；

⑹ 按“6”键，将步进量调节切换到下降状态；

⑺ 按“3”键，连续降频率到市频减 0.2Hz时，观察被检表指针向慢方向转动一周以上有无卡滞现象；

⑻ 按屏幕下方的“送数”键，再按“4”→“8”→“·”→“频率”键，手动送数 48Hz频率（此时表

指针可能停转）；

⑼ 按屏幕下方的“步进”键，切换设置状态为步进状态；

⑽ 按“6”键，将步进量调节切换到上升状态；

⑾ 按“2”键，连续升频率到比市频低 1Hz时，观察被检表指针应能开始转动；

⑿ 按屏幕下方的“送数”键，再按“5”→“2”→“·”→“频率”键，手动送数 52Hz频率（此时表

指针可能停转）；

⒀ 按屏幕下方的“步进”键，切换设置状态为步进状态；

⒁ 按“6”键，将步进量调节切换到下降状态；

⒂ 按“2”键，连续降频率到比市频高 1Hz时，观察被检表指针应能开始转动。

⒃ 按“复位”键，关闭装置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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