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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JJF1002—2010 《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JJF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

定义》和JJF1059.1—2012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共同构成支撑本规程制修订工

作的基础性系列规范。
本规程依据IEC60688:2012 《将交流电量和直流电量转换为模拟量或数字信号的

电测量变送器》进行修订。本规程代替JJG126—1995 《交流电量变换为直流电量电工

测量变送器》。
本规程与JJG126—1995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性变化如下:
———规程名称由 《交流电量变换为直流电量电工测量变送器》改为 《工频交流电量

测量变送器》,适用的频率范围规定为 (45~65)Hz;
———适用范围扩大到输出量为直流模拟信号或数字信号的测量变送器;
———三相有功功率变送器和无功功率变送器使用三相标准功率表进行检定;
———增加使用标准功率源的检定方法;
———删除附加B相电流式不平衡无功功率变送器、交叉电流式不平衡无功功率变

送器和90°移相原理的不平衡无功功率变送器的检定方法。
本规程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JJG126—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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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频交流电量测量变送器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在 (45~65)Hz频率范围内,将交流电参量变换为直流模拟信号或

数字信号的测量变送器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2 引用文件

本规程引用了下列文件:

JJF1094 测量仪器特性评定

GB/T13850—1998 交流电量转换为模拟量或数字信号的电测量变送器

GB/T17215.352—2009 交流电测量设备 特殊要求 第52部分:符号

IEC60050-300:2001 国际电工词汇 电气和电子测量和测量仪器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vocabulary—Electricalandelectronicmeasurementsandmeasuringin-
struments)

IEC60688:2012 将交流电量和直流电量转换为模拟量或数字信号的电测量变送

器 (ElectricalmeasuringtransducersforconvertingA.C.andD.C.electricalquantities
toanalogueordigitalsignals)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程。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3 术语和计量单位

3.1 工频交流电量测量变送器 powerfrequencyA.C.electricalquantitiesmeasuring
transducer 

将交流电压、交流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频率、相位角、功率因数等工频交

流电参量,变换为直流模拟信号或数字信号的测量变送器。

3.2 响应时间 responsetime
从施加按规定变化的被测量的瞬间,到输出信号达到并保持在最终稳定值或以此值

为中心的规定范围内的时间。

4 概述

工频交流电量测量变送器 (以下简称变送器),是一种将被测交流电量 (电压、电

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频率、相位、功率因数等)转换成直流模拟信号或数字信号

的装置。它一般由信号采集电路、信号处理和转换电路以及信号输出电路三部分组成。
变送器的原理示意图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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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变送器原理示意图

5 计量性能要求

5.1 基本误差

基本误差不应超过表1规定的最大允许误差。
表1 以引用误差表示的最大允许误差和准确度等级的关系

变送器的准确度等级 0.1级 0.2级 0.5级 1.0级

最大允许误差 ±0.1% ±0.2% ±0.5% ±1.0%

5.2 不平衡电流引起的功率变送器引用误差改变量

不平衡电流引起的功率变送器引用误差改变量,不应超过最大允许误差的100%。
此条件不适用三相电量用单元件变送器。

5.3 自热影响

在检定温度下,被检变送器不通电放置至少4h。被检变送器通电施加输入标称量

后,在 (1~3)min和 (30~35)min之间两次输出量的误差,应不超过最大允许误差

的100%。

5.4 纹波含量

当变送器输出为直流模拟信号时,纹波含量不应超过变送器最大允许误差的两倍。

5.5 允许误差改变量

变送器在表3和表4中给定的条件下,当一个影响量按照检定条件改变并以规定的

检定方法检定时,以基本误差表示的改变量不应超过表2的规定。
表2 修理后和新安装变送器标称使用范围和允许误差改变量

影响量
标称使用范围 (另有标志除外)

室内用变送器 室外用变送器
允许误差改变量

输入电压 (电压、
电流变送器除外)

标称电压的

90%~110%

标称电压的

80%~120%
50% MPE

输入电流 (对相位角和

功率因数变送器)
标称电流的20%~120% 100% M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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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影响量
标称使用范围 (另有标志除外)

室内用变送器 室外用变送器
允许误差改变量

功率因数 (有功和无

功功率变送器)
cos(sin)φ=
0.5~1~0.5

cos(sin)φ=
0.5~1~0.5

50% MPE

测量元件之间的相互作用 仅一个测量元件的电压线路通电 50% MPE

5.6 响应时间

当变送器输出为直流模拟信号时,响应时间不应大于400ms。

6 通用技术要求

6.1 外观

外壳无损坏破裂,外露部件无松动,内部电路不得外露。铭牌信息应包括产品名

称、制造厂名、出厂编号、型号、准确度等级等。应有完整的接线图或使用说明书,输

出为数字信号的变送器还应提供配套的显示设备或软件。

6.2 工频耐压试验和绝缘电阻试验

6.2.1 试验电压施加于变送器的各输入端 (并联)和外壳之间;所有输入端子 (并联)
与所有输出端子 (并联)之间;各输入线路端子组之间。

6.2.2 在参比条件下,首次检定和修理后检定的变送器应承受50Hz(或60Hz)正弦波

2kV有效值电压、历时1min的工频耐压试验。同时测量泄漏电流,其值应不大于5mA。

6.2.3 绝缘电阻不应低于20MΩ,测量时所用绝缘电阻测试仪或兆欧表的额定电压为

1kV。对于工作电压低于50V的辅助电路,额定电压为500V。

7 计量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控制包括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7.1 检定条件

7.1.1 环境条件

影响量的检定条件和误差不应超过表3中的规定。
表3 影响量的检定条件和允许偏差

影响量
参比条件 (另有

标志除外)
检定允许偏差 (适用于

单一参比值)①

环境温度 20℃ ±1℃

被测量

频率

非频敏变送器 (45~65)Hz

频敏变送器

(如移向器)
标志参比频率

额定值

如标志参比频率,允许偏差为

参比值的±2%或标称使用

范围的±1/10 (二者取较小值)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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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影响量
参比条件 (另有

标志除外)
检定允许偏差 (适用于

单一参比值)①

位置 任意 ———

被测量波形 正弦
畸变因数不应超过以百分数表示

的等级数 (生产商另有规定除外)

输出负载

固定输出

负载变送器
额定值②

可变输出

负载变送器
额定范围的平均值②

±1%

辅助电源

交流电压 额定值 ±2%

直流电压 额定值 ±1%

频率 额定值 ±1%

畸变因数 ≤0.05 ———

外部磁场 全无 直流~65Hz,40A/m任一方向③

  注:① 当标志参比范围时,不允许超过标志的参比范围。
② 对于带固定负载的变送器应为所带的实际负载值。
③40A/m接近地磁场强度的最高值。

7.1.2 参比条件

与检定有关的参比条件,不应超过表4中的规定。
表4 与检定有关的参比条件

被检定参量
参 比 条 件

电 压 电 流 功率因数 (有功和无功功率)

有功功率 标称电压的±2%
标称电流或参比范围

上限以下的任意电流

室内cosφ=0.8 (滞后)~
1~0.8 (超前)

室外cosφ=0.5 (滞后)~
1~0.5 (超前)

无功功率 标称电压的±2%
标称电流或参比范围

上限以下的任意电流

室内cosφ=0.8 (滞后)~
1~0.8 (超前)

室外cosφ=0.5 (滞后)~
1~0.5 (超前)

相角或

功率因数
标称电压的±2%

参比范围内任意电

流,如无标志参比范

围,是标称电流的

40%~1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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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续)

被检定参量
参 比 条 件

电 压 电 流 功率因数 (有功和无功功率)

频率
标称电压的±2%或

参比范围的任意电压

三相电量 对称电压① 对称电流①②

  注:①三相对称系统中每个线电压 (或相电压)与其平均值之差不大于1%;每相电流与其平

均值之差不应大于1%。按下式确定各相电压 (电流)对三相电压 (各相电流)平均值

的相对误差:

δ= xi-xp

xp
×100%

  式中:

  xi———任一相 (线)电压 (电流),i=1,2,3;

  xp———各相 (线)电压 (电流)的平均值,即

xp=
x1+x2+x3

3
 ②各相电流与相应的电压 (星接、相对中线)间相位差不应大于2°,

φa=<U1,I1>,φb=<U2,I2>,φc=<U3,I3>
  式中:

  φa———U1与I1间相位差;

  φb———U2与I2间相位差;

  φc———U3与I3间相位差。

7.1.3 所使用的计量标准器

7.1.3.1 检定所使用标准器的准确度等级应符合表5的要求。

7.1.3.2 直流数字标准表的电压输入电阻不应小于10MΩ。

7.1.3.3 直流数字标准表的输入偏置电流不应大于1nA。

7.1.3.4 标准表允许使用标准电压和标准电流互感器以扩展标准表的电压和电流量限。
使用的互感器准确度等级应为变送器最大允许误差的1/10。

7.1.3.5 功率源输出功率应能够提供给变送器在电压和电流量程所消耗的功率值。

7.1.3.6 功率源电压与相应电流之间的相位差,应能够在±180°之间调节,其调节细

度应小于0.1°,所引起被调输出电压或电流的幅度变化量不应超过±1.5%。

7.1.3.7 检定时,输出负载应满足表3和表4规定条件,可提供使用者调整使用的变

送器,按厂家要求预调零位 (非稳零),辅助电源预热工作回路不预热。4h后在额定

负载下预热30min。

7.1.3.8 耐电压测试仪准确度等级不低于5级,试验电压为正弦波,输出电压不低于

2kV。

7.1.3.9 绝缘电阻表准确度等级不低于10级,额定电压不低于1kV。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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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10 示波器带宽大于或等于20MHz,垂直偏转系数范围不小于5mV/div~5V/div。

7.1.3.11 负载电阻的阻值和功率应符合产品说明书的要求。
表5 检定所使用的标准器

变送器准确度等级 0.1级 0.2级 0.5级 1.0级

标准功率源准确度等级 0.02级 0.05级 0.1级 0.2级

交流标准表①准确度等级 0.02级 0.02级 0.05级 0.1级

直流数字标准表②准确度等级 0.01级 0.02级 0.05级 0.1级

功率源交流功率稳定度/(%/3min) 0.01 0.02 0.05 0.1

  注:① 交流标准表即交流标准电压表、交流标准电流表、交流标准功率表。
② 直流数字标准表即直流数字电压表、直流数字电流表。

7.2 检定项目

变送器的检定项目见表6。
表6 检定项目一览表

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查

外观检查 + + -

绝缘电阻试验 + - -

工频电压试验 + - -

基本误差 + + +

不平衡电流引起的功率变送器引用误差改变量 + - -

纹波含量 + + -

自热影响 + - -

响应时间 + - -

允许误差改变量 + - -

  注:

  1.符号 “+”表示需要检定,符号 “-”表示不需要检定。

  2.修理后的检定按首次检定进行。

7.3 检定方法

7.3.1 外观检查

目测检查变送器是否符合6.1要求。

7.3.2 基本误差

检定时由最大检定点向最小检定点顺序检定,每个检定点至少测量两次,取两次测

量的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各检定点误差的最大值作为变送器的基本误差。对于具有多

种输出信号的变送器,应分别对每种输出信号进行检定,取不同输出信号误差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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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作为变送器的基本误差。检定点基本误差按照公式 (1)或公式 (2)计算。

7.3.2.1 当变送器的输出为直流模拟信号 (电压或电流)时,各检定点误差以引用误

差的形式表示:

γa=
Bxa-Bra

Afa
×100% (1)

  式中:

γa———被检定直流模拟信号输出变送器的引用误差;

Bxa———被检定直流模拟信号输出变送器的输出值,mA或V;

Bra———被检定直流模拟信号输出变送器的理论输出值 (理论输出值计算公式见附录

A),mA或V;

Afa———被检定直流模拟信号输出变送器的输出引用值 (通常为变送器直流模拟信号

输出的量程),mA或V。

7.3.2.2 当变送器的输出为数字信号,并通过显示设备显示与输入量为同一参量时,
各检定点误差以引用误差的形式表示:

γd=
Bxd-Brd

Afd
×100% (2)

  式中:

γd———被检定数字信号输出变送器的引用误差;

Bxd———被检定数字信号输出变送器在显示设备显示的测量值;

Brd———施加至被检定数字信号输出变送器输入信号的标准值;

Afd———被检定数字信号输出变送器的输出引用值 (通常为变送器的量程)。

7.3.2.3 电压变送器

检定电压变送器时,检定点按表7选择。
表7 被检电压变送器检定点选择

被检电压量程检定点 100%Ub 80%Ub 60%Ub 40%Ub 20%Ub 0

  注:Ub为电压变送器的标称电压。

  a)采用交流标准电压表检定

按图2 (a)接线。U为交流标准电压表。

b)采用标准功率源检定

按图2 (b)接线。

7

JJG126—2022

市
场
监
管
总
局

市
场
监
管
总
局



(a)采用交流标准电压表检定接线图

(b)采用标准功率源检定接线图

图2 电压变送器检定接线图

注:

1.DVM为标准直流数字电压表;DAM为标准直流数字电流表;显示设备是将数字信号转换为

与输入量为同种量并显示出来的辅助设备。

2.UT为被检电压变送器;Ruo为变送器电压负载电阻;Rio为变送器电流负载电阻。

7.3.2.4 电流变送器

检定电流变送器时,检定点按表8选择。
表8 被检电流变送器检定点选择

被检电流量程检定点 100%Ib 80%Ib 60%Ib 40%Ib 20%Ib 0

  注:Ib为电流变送器的标称电流。

  a)采用交流标准电流表检定

将标准功率源、标准电流表与被检变送器按图3 (a)接线。

b)采用标准功率源检定

将标准功率源与被检变送器按图3 (b)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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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采用交流标准电流表检定接线图

(b)采用标准功率源检定接线图

图3 电流变送器检定接线图

注:IT为被检电流变送器;A为标准交流电流表。

7.3.2.5 有功功率变送器

检定时,对电压输入端施加标称电压值,通过调节电流输入端电流改变检定点。检

定点按表9选择。三相对称电压及每相电压和相应相电流之间的相位差应符合表4的

规定。

a)单相有功功率变送器

  1)采用单相交流标准功率表检定

  将标准功率源、标准功率表与被检变送器按图4 (a)接线。

  2)采用单相标准功率源检定

  将标准功率源与被检变送器按图4 (b)接线。
注:PT为被检单相有功功率变送器;W为标准功率表。

对于双向输出的单相有功功率变送器,还应检定其反向输出时的基本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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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单相、三相有功功率变送器检定点选择

cosφ=1 cosφ=0.5(L) cosφ=0.5(C)

100%Ib 100%Ib 100%Ib

80%Ib ——— ———

60%Ib ——— ———

40%Ib ——— ———

20%Ib *20%Ib *20%Ib

0Ib 0Ib 0Ib

  注:Ib为有功功率变送器标称电流值,L 为感性,C 为容性。*为选择点,根据用户要求而定。

*

*

**
*

*

W

DVM

DAM

PT

Io

Uo Ruo

Rio

U��
U��

I��I��

�/A�

�

�

���


�)$

(a)采用交流标准功率表检定接线图

*

*

*

*
DVM

DAM

PT

Io

Uo Ruo

Rio

U��U��

I��I��

�/A�

���


���)$

�

�

(b)采用标准功率源检定接线图

图4 单相有功功率变送器检定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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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三相三线有功功率变送器

  1)采用三相交流标准功率表检定

  将标准功率源、标准功率表与被检变送器按图5 (a)接线。

  2)采用三相标准功率源检定

  将标准功率源与被检变送器按图5 (b)接线。

Io

Uo Ruo

RioUa

Uao Ubo Uco

��

Ic��

Ia��Iao��

Ico��IC��

IA��

Ub��

Uc
P�P�W
��

�/A�

���	
�,�)$

*

*

*

*

*

*

UA
UB

UC

��

��

��

W
�

�

�

�

DAM

DVM

(a)采用三相交流标准功率表检定接线图

Io

Uo Ruo

RioUa��

Ic��

Ia��

IC��

IA��

Ub��

Uc
P�P�W
��

�/A�

���	
�,���)$

*

*

*

*

UA
UB

UC

��

��

��

�

�

�

�

DAM

DVM

(b)采用三相标准功率源检定接线图

图5 三相三线有功功率变送器检定接线图

注:P3P3W为被检三相三线有功功率变送器。

c)三相四线有功功率变送器

  1)采用三相交流标准功率表检定

11

JJG126—2022

市
场
监
管
总
局

市
场
监
管
总
局



  将标准功率源、标准功率表与被检变送器按图6 (a)接线。

  2)采用三相标准功率源检定

  将标准功率源与被检变送器按图6 (b)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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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采用三相交流标准功率表检定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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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采用三相标准功率源检定接线图

图6 三相四线有功功率变送器检定接线图

注:P3P4W为被检三相四线有功功率变送器。

7.3.2.6 无功功率变送器

三相对称电压及每相电压和相应相电流之间的相位差应符合表4的规定。检定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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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压输入端施加标称电压值,通过调节电流输入端电流改变检定点。检定点按表10
选择。

表10 三相无功功率变送器检定点选择

正向输出 反向输出

sinφ=1(L) sinφ=0.5(L) sinφ=1(C) sinφ=0.5(C)

100%Ib 100%Ib 100%Ib 100%Ib

80%Ib ——— 80%Ib ———

60%Ib ——— 60%Ib ———

40%Ib ——— 40%Ib ———

20%Ib *20%Ib 20%Ib *20%Ib

0Ib ——— 0Ib ———

  注:Ib为无功功率变送器标称电流值,L为感性,C为容性。*为可选择的其他检定点,根

据用户要求而定。

  a)三相三线无功功率变送器

1)采用三相交流标准功率表检定

将标准功率源、标准功率表与被检变送器按图7 (a)接线。

2)采用三相标准功率源检定

将标准功率源与被检变送器按图7 (b)接线。

(a)采用三相交流标准功率表检定接线图

图7 三相三线无功功率变送器检定接线图

31

JJG126—2022

市
场
监
管
总
局

市
场
监
管
总
局



(b)采用三相标准功率源检定接线图

图7 三相三线无功功率变送器检定接线图 (续)

  注:Q3P3W为被检三相四线有功功率变送器。

对于双向输出的三相无功功率变送器,还应检定它在反向输出时的基本误差。

b)三相四线无功功率变送器

  1)采用三相交流标准功率表检定

  将标准功率源、标准功率表与被检变送器按图8 (a)接线。

  2)采用三相标准功率源检定

  将标准功率源与被检变送器按图8 (b)接线。

(a)采用三相交流标准功率表检定接线图

图8 三相四线无功功率变送器检定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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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采用三相标准功率源检定接线图

图8 三相四线无功功率变送器检定接线图 (续)
注:Q3P4W为被检三相四线有功功率变送器。

对于双向输出的三相无功功率变送器,还应检定它在反向输出时的基本误差。

7.3.2.7 频率变送器

采用标准功率源进行检定,按图9接线。将标准功率源与被检频率变送器正确连

接,标准功率源输出被检频率变送器标称的额定电压,调节标准功率源的频率,在被检

频率变送器测量范围内均匀选择至少5个检定点,其中表11规定的频率点为必选点。
表11 被检频率变送器检定点选择

频率检定点 45Hz 50Hz 55Hz 60Hz 65Hz

  接线图如图9所示。

图9 频率变送器检定接线图

注:FT为被检频率变送器。

7.3.2.8 相位角和功率因数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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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标准功率源进行检定,按图10接线。将标准功率源与被检相位角或功率因数

变送器正确连接,标准功率源输出被检相位角或功率因数变送器标称的额定电压和额定

电流,调节标准功率源的相位角和功率因数,在被检相位角或功率因数变送器测量范围

内,按表12选择检定点。
表12 被检相位角和功率因数变送器检定点选择

功率因数检定点 0.5L 0.866L 1 0.866C 0.5C

相位角检定点 60° 30° 0° 330° 300°

(a)单相相位角和功率因数变送器检定接线图

(b)三相相位角和功率因数变送器检定接线图

图10 采用标准功率源进行检定

注:φT为被检相位角和功率因数变送器。

7.3.3 不平衡电流引起的功率变送器引用误差的改变量

不平衡负载影响量的测量,其变送器应保持在表3和表4规定的标准状态下。变送

61

JJG126—2022

市
场
监
管
总
局

市
场
监
管
总
局



器在电压保持平衡对称条件时,稳定调节各相中的电流,使输出接近输出范围的中值;
若变送器有零输出时,应是零和输出的较高标称值之间的一半,此时各相电流应平衡和

对称,记录输出值BX。
断开一相电流,电压保持平衡和对称,调节其他相电流,并保持变送器功率输入的

初始值条件相等,记录新的输出值BXC。两个输出值之差为改变量。
不平衡电流引起的引用误差δi 改变量按式 (5)计算:

δi=
BXC-BX

Af
×100% (5)

7.3.4 绝缘电阻试验和工频耐压试验

7.3.4.1 按6.2规定的部位进行绝缘电阻试验

选用电压为1kV的兆欧表或绝缘电阻测试仪进行测量,绝缘电阻值不应小于

20MΩ。

7.3.4.2 按6.2规定的部位进行工频耐压试验

将标准设备和不宜进入该项试验的设备断开,不试验的电路接地。在各线路之间平

稳施加试验电压持续1min,应无击穿或飞弧现象。同时泄漏电流不大于5mA。

7.3.5 自热影响

变送器在表3和表4规定的条件下至少断电4h不加激励。对变送器施加所有输入

标称值,记录 (1~3)min内变送器输出值Br。在 (30~35)min记录变送器输出

值BT。
对于双向输出的变送器,还应测定它在反向输出时的自热影响。方法是改变激励符

号或极性,具体顺序同前。
误差δj 计算公式如公式 (6):

δj =
Br-BT

Af
×100% (6)

7.3.6 纹波含量 (仅对输出直流模拟信号变送器)
在检定条件下,对变送器施加输入标称值,使用交流标准表测量输出端交流信号有

效值后再折算成峰峰值 (峰峰值=有效值×22)。峰峰值测量与变送器输出引用值之

比不应超过变送器最大允许误差的两倍。

7.3.7 响应时间 (仅对输出直流模拟信号变送器)
对输出直流模拟信号的变送器,在检定条件下,辅助线路至少应按预热时间通电。

标准功率源与被检变送器正确连接,根据变送器类型、额定输入值设置标准功率源。示

波器一个通道监视被测输入信号,另一个通道监视变送器输出信号,设置完成后,启动

标准功率源输出,使用示波器观察从施加输入到输出信号到90%所需时间。或切断输

入信号,稳定范围为输出信号较高标称值的±1%,根据示波器标尺计算输出信号从

100%到10%所需时间即为响应时间。接线原理图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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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响应时间检定接线原理图

7.3.8 允许误差改变量

7.3.8.1 通用条件

当变送器在表3和表4给定的检定条件下:

a)在施加每一个影响量时,其他影响量应保持在检定条件下不变。

b)对表2所列的影响量的误差改变量的检定,按基本误差检定方法应在输出的下

限和上限之间至少两个点上进行。频率变送器在额定功率和偏离频率上各选

一点。

c)对有功功率变送器和无功功率变送器,通过保持电压和功率因数在检定条件下,
用改变电流方式测得误差改变量。

当符合上述条件时,其测得的误差改变量,不应超过表2所规定的值。
对于双向输出的变送器应分别在不同极性下检定。

7.3.8.2 输入电压引起的误差改变量 (电压变送器、电流变送器除外)

a)按7.3.8.1的a)记录输出值 (Br)。

b)改变输入电压值至表2中的上限值,记录变送器的输出值 (BH);改变输入量

电压标称值至表2中的下限值,记录变送器的输出值 (BL)。

c)输入量电压引起的误差改变量δU:

δU=
BH-Br

Af
×100% 或δU=

Br-BL

Af
×100% (7)

7.3.8.3 输入电流引起的误差改变量 (仅对相位变送器和功率因数变送器)

a)按7.3.8.1的a)记录输出值 (Br)。

b)改变输入量电流为标称值120%,记录变送器的输出值 (BH);改变输入量电

流为标称值20%,记录变送器的输出值 (BL)。

c)计算输入量电流引起的误差改变量同式 (7)。

7.3.8.4 功率因数引起的误差改变量 (仅对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变送器)

a)在功率因数为1.0时,施加输入电流为标称值的50%,记录输出值 (BR)。

b)保持被测量为恒定值,增加输入电流至标称值的100%,改变功率因数至0.5
(滞后),记录输出信号值 (B滞后);改变功率因数至0.5 (超前),记录输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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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值 (B超前)。

c)对双向输出三相有功功率变送器,还应测定它在反向输出时的误差改变量。采

用改变电流极性的方法重复a)~b)。

d)计算功率因数引起的改变量δPF:

δPF=
B滞后 -BR

Af
×100% 或δPF=

BR-B超前

Af
×100% (8)

7.3.8.5 三相有功和无功功率变送器的测量线路之间,相互影响引起的误差改变量

由两个测量元件测量三相四线不平衡功率,带有三个电流线路 (有时称为2
1
2

元

件)的变送器不按此要求检定。

a)在检定条件下,仅一个测量线路施加标称输入电压,其他每一线路通以标称电

流,将电压和电流之间的相位角由0°到360°改变时,记录变送器的输出值与被

测量为零时输出信号的最大偏差ΔUm;

b)顺序给其他测量元件施加标称输入电压,重复a);
其中,若辅助电源与一电压输入线路共用,则应选此电压输入线路施加标称电压。

c)相互影响引起的误差改变量δP:

δP=
ΔUm

Af
×100% (9)

7.4 检定结果的处理

7.4.1 各检定点按7.3.2的规定计算两次测量平均值测量结果,各检定点误差的最大

值作为变送器的基本误差。

7.4.2 测量数据修约

修约应遵循四舍五入及偶数法则,修约到最大允许误差的1/10位。保留的有效位

数应使末位与测量结果不确定度的有效位相一致。

7.4.3 全部检定项目都符合要求的变送器,判定为合格。

7.4.4 对0.1级、0.2级、0.5级变送器经检定合格的出具检定证书,不合格的出具检

定结果通知书,证书中均应给出各点误差。1级变送器检定证书或检定结果通知书中,
可不给数据只给出合格与否。检定结果通知书中应标明不合格的项目。

7.4.5 基本误差检定结果超出表1限值,但能符合较低等级全部技术条件的变送器,
经用户要求,可按所能达到的等级发给检定证书,降级使用。

7.5 检定周期

使用中的变送器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1年。根据使用情况和用户需要可适当缩短检

定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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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变送器理论输出值计算公式

以输出4mA~20mA为例:

A.1 对电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相位角、频率变送器,被检定变送器的理

论输出值Br按式 (A.1)计算

Br=
Omax-O0

Imax-I0 ×(Ix-I0)+O0 (A.1)

  式中:

Omax———被检定变送器的最大输出值,mA;

O0———被检定变送器的最小输出值,mA;

Imax———被检定变送器的最大输入值,V、A、W、Var、(°)或 Hz;

I0———被检定变送器的最小输入值,V、A、W、Var、(°)或 Hz;

Ix———被检定变送器的实际输入值,V、A、W、Var、(°)或 Hz。

A.2 对功率因数变送器,被检定变送器的理论输出值Br按式 (A.2)或 (A.3)计算

当输入感性功率因数时,Br=
(Omax-O0)/2
1-ILmin

×(1-ILx)+ O0+
Omax-O0

2  (A.2)
当输入感性功率因数时,Br=

(Omax-O0)/2
1-ICmin

×(ICx-1)+ O0+
Omax-O0

2  (A.3)
式中:

Br———被检定变送器的理论输出值,mA;

ILmin———被检定变送器的感性功率因数最小输入值;

ICmin———被检定变送器的容性功率因数最小输入值;

ILx———被检定变送器的感性功率因数实际输入值;

ICx———被检定变送器的容性功率因数实际输入值。

A.3 对于双向功率变送器和多段输出变送器,应在每个方向功率和每段输出独立计算

理论输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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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检定原始记录格式

电压变送器和电流变送器检定原始记录

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通知书编号: 检定日期:  
送检单位: 仪器名称: 制造单位:  
型号: 出厂编号: 准确度等级: 输出引用值:  
检定依据: 温度: ℃相对湿度: %频率: Hz
检定使用的计量标准器具:
名称: 测量范围: 出厂编号:  
准确度等级: 标准器具证书号: 有效期至:  
1.外观检查:

2.绝缘电阻试验:

3.工频电压试验:

4.响应时间:

5.基本误差:

检定点
变送器输出值

1 2 平均值

变送器理论输出值

(输入信号标准值)
误差/%

  6.自热影响:

Br=    BT=
7.输出纹波含量:

结论:

检定员:            核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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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位变送器和功率因数变送器检定原始记录

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通知书编号: 检定日期:  
送检单位: 仪器名称: 制造单位:  
型号: 出厂编号: 准确度等级: 输出引用值:  
检定依据: 温度: ℃相对湿度: %频率: Hz
检定使用的计量标准器具:
名称: 测量范围: 出厂编号:  
准确度等级: 标准器具证书号: 有效期至:  
1.外观检查:       
2.绝缘电阻试验:

3.工频电压试验:     
4.响应时间:

5.基本误差:

检定点
变送器输出值

1 2 平均值

变送器理论输出值

(输入信号标准值)
误差/%

  6.自热影响:

Br=    BT=
7.输出纹波含量:

8.允许误差改变量:
(1)输入量电流引起的误差改变量:

结论:
检定员:            核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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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相/三相有功功率变送器检定原始记录

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通知书编号: 检定日期:  
送检单位: 仪器名称: 制造单位:  
型号: 出厂编号: 准确度等级: 输出引用值:  
检定依据: 温度: ℃相对湿度: %频率: Hz
检定使用的计量标准器具:
名称: 测量范围: 出厂编号:  
准确度等级: 标准器具证书号: 有效期至:  
1.外观检查:

2.绝缘电阻试验:

3.工频电压试验:

4.响应时间:

5.基本误差:
正向输入:

标称电压:           标称电流:

功率因数 检定点
变送器输出值

1 2 平均值

变送器理论输出值

(输入信号标准值)
误差/%

  反向输入:

标称电压:           标称电流:

功率因数 检定点
变送器输出值

1 2 平均值

变送器理论输出值

(输入信号标准值)
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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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自热影响:

Br=    BT=
7.输出纹波含量:

8.不平衡电流引起的功率变送器引用误差改变量 (仅对三相有功功率变送器):

BXC=    BX=
9.允许误差改变量:
(1)输入量电压引起的误差改变量:
(2)功率因数引起的误差改变量:
(3)测量线路之间相互影响引起的误差改变量 (仅对三相有功功率变送器):

结论:

检定员:            核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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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无功功率变送器检定原始记录

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通知书编号: 检定日期:  
送检单位: 仪器名称: 制造单位:  
型号: 出厂编号: 准确度等级: 输出引用值:  
检定依据: 温度: ℃相对湿度: %频率: Hz
检定使用的计量标准器具:
名称: 测量范围: 出厂编号:  
准确度等级: 标准器具证书号: 有效期至:  
1.外观检查:

2.绝缘电阻试验:

3.工频电压试验:

4.响应时间:

5.基本误差:
正向输入:

标称电压:           标称电流:

功率因数 检定点
变送器输出值

1 2 平均值

变送器理论输出值

(输入信号标准值)
误差/%

  反向输入:

标称电压:           标称电流:

功率因数 检定点
变送器输出值

1 2 平均值

变送器理论输出值

(输入信号标准值)
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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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自热影响:

Br=    BT=
7.输出纹波含量:

8.不平衡电流引起的功率变送器引用误差改变量:

BXC=    BX=
9.允许误差改变量:
(1)输入量电压引起的误差改变量:
(2)功率因数引起的误差改变量:
(3)测量线路之间相互影响引起的误差改变量:

结论:

检定员:            核验员:

62

JJG126—2022

市
场
监
管
总
局

市
场
监
管
总
局



附录C

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第2页)

证书编号:××××××—××××

检定机构授权说明

检定环境条件及地点:

温  度 ℃ 地 点

相对湿度 % 其 他

检定使用的计量 (基)标准装置

名 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准确度

等级/最大允许误差

计量 (基)标

准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检定使用的标准器

名 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准确度

等级/最大允许误差

检定/校准

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第×页 共×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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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通知书检定结果页式样 (第3页)

D.1 检定证书第3页

D.1.1 电压变送器和电流变送器

证书编号 ××××××—××××

检 定 结 果
1.外观检查:

2.绝缘电阻试验:

3.工频电压试验:

4.响应时间:

5.基本误差:

检定点 变送器输出值
变送器理论输出值

(输入信号标准值)
误差/%

6.自热影响:

Br=    BT=

7.输出纹波含量:

以下空白

第×页 共×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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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2 相位变送器和功率因数变送器

证书编号 ××××××—××××

检 定 结 果
1.外观检查:

2.绝缘电阻试验:

3.工频电压试验:

4.响应时间:

5.基本误差:

检定点 变送器输出值
变送器理论输出值

(输入信号标准值)
误差/%

6.自热影响:

Br=    BT=

7.输出纹波含量:

8.允许误差改变量:
(1)输入量电流引起的误差改变量:

以下空白

第×页 共×页

92

JJG126—2022

市
场
监
管
总
局

市
场
监
管
总
局



D.1.3 单相/三相有功功率变送器

证书编号 ××××××—××××

检 定 结 果
1.外观检查:

2.绝缘电阻试验:

3.工频电压试验:

4.响应时间:

5.基本误差:
正向输入:

标称电压:         标称电流:

功率因数 检定点 变送器输出值
变送器理论输出值

(输入信号标准值)
误差/%

反向输入:

标称电压:         标称电流:

功率因数 检定点 变送器输出值
变送器理论输出值

(输入信号标准值)
误差/%

6.自热影响:

Br=    BT=

7.输出纹波含量:

8.不平衡电流引起的功率变送器引用误差改变量 (仅对三相有功功率变送器):

9.允许误差改变量:
(1)输入量电压引起的误差改变量:
(2)功率因数引起的误差改变量:
(3)测量线路之间相互影响引起的误差改变量 (仅对三相有功功率变送器):

以下空白

第×页 共×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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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4 三相无功功率变送器

证书编号:××××××—××××

检 定 结 果
1.外观检查:

2.绝缘电阻试验:

3.工频电压试验:

4.响应时间:

5.基本误差:
正向输入:

标称电压:         标称电流:

功率因数 检定点 变送器输出值
变送器理论输出值

(输入信号标准值)
误差/%

反向输入:

标称电压:         标称电流:

功率因数 检定点 变送器输出值
变送器理论输出值

(输入信号标准值)
误差/%

6.自热影响:

Br=    BT=

7.输出纹波含量:

8.不平衡电流引起的功率变送器引用误差改变量:

9.允许误差改变量:
(1)输入量电压引起的误差改变量:
(2)功率因数引起的误差改变量:
(3)测量线路之间相互影响引起的误差改变量:

以下空白

第×页 共×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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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检定结果通知书第3页

D.2.1 电压变送器和电流变送器

证书编号 ××××××—××××

检 定 结 果
1.外观检查:

2.绝缘电阻试验:

3.工频电压试验:

4.响应时间:

5.基本误差:

检定点 变送器输出值
变送器理论输出值

(输入信号标准值)
误差/%

6.自热影响:

Br=    BT=

7.输出纹波含量:

不合格项目:

以下空白

第×页 共×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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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2 相位变送器和功率因数变送器

证书编号 ××××××—××××

检 定 结 果
1.外观检查:

2.绝缘电阻试验:

3.工频电压试验:

4.响应时间:

5.基本误差:

检定点 变送器输出值
变送器理论输出值

(输入信号标准值)
误差/%

6.自热影响:

Br=    BT=

7.输出纹波含量:

8.允许误差改变量:
(1)输入量电流引起的误差改变量:

不合格项目:

以下空白

第×页 共×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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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3 单相/三相有功功率变送器

证书编号 ××××××—××××

检 定 结 果
1.外观检查:

2.绝缘电阻试验:

3.工频电压试验:

4.响应时间:

5.基本误差:
正向输入:

标称电压:         标称电流:

功率因数 检定点 变送器输出值
变送器理论输出值

(输入信号标准值)
误差/%

反向输入:

标称电压:         标称电流:

功率因数 检定点 变送器输出值
变送器理论输出值

(输入信号标准值)
误差/%

6.自热影响:

Br=    BT=

7.输出纹波含量:

8.不平衡电流引起的功率变送器引用误差改变量 (仅对三相有功功率变送器):

9.允许误差改变量:
(1)输入量电压引起的误差改变量:
(2)功率因数引起的误差改变量:
(3)测量线路之间相互影响引起的误差改变量 (仅对三相有功功率变送器):
不合格项目:

第×页 共×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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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4 三相无功功率变送器

证书编号 ××××××—××××

检 定 结 果
1.外观检查:

2.绝缘电阻试验:

3.工频电压试验:

4.响应时间:

5.基本误差:
正向输入:

标称电压:         标称电流:

功率因数 检定点 变送器输出值
变送器理论输出值

(输入信号标准值)
误差/%

反向输入:

标称电压:         标称电流:

功率因数 检定点 变送器输出值
变送器理论输出值

(输入信号标准值)
误差/%

6.自热影响:

Br=    BT=

7.输出纹波含量:

8.不平衡电流引起的功率变送器引用误差改变量:

9.允许误差改变量:
(1)输入量电压引起的误差改变量:
(2)功率因数引起的误差改变量:
(3)测量线路之间相互影响引起的误差改变量:
不合格项目:

第×页 共×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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