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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14 年工

程建设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2013 〕 169 号）的要

求，规范修订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认真总结了原规范执行以

来的经验，在广泛征求有关设计、管理及运行单位意见的基础上，

修订本规范。

本规范共分 9 章和 3 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

和符号，电测量装置，电能计量，计算机监控系统的测量，电测量变

送器，测量用电流、电压互感器，测量二次接线，仪表装置安装条

件等。

本规范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 扩大了规范适用范围，增加了并网型风力发电、光伏发电

等项目。

2 补充了相应的术语和符号。

3 增加了并网型风力发电、光伏发电项目的电测量规定。

4 增加了对智能仪表、综合保护及测控装置的测量精度

要求。

5 补充及调整了电测量及电能计量的测量图表。

6 增加了测量用电子式电流、电压互感器应用的总体要求。

7 针对发电厂、变电站数字化的要求，补充了相关的电测量

适应性规定。

8 增加了特高压直流换流站的电测量规定。

本规范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负责日常管理，由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

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本规范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结



合工程实践，认真总结经验，注意积累资料，随时将意见和建议反

馈给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地址：四川

省成都市东风路 18 号，邮政编码： 610021 ），以供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唐俊郭世睁廖赛刘福海胡振兴

彭勇齐春罗晓康张巧玲汪秋宾

智慧姚夕平宋琳莉

主要审查人：李淑芳于海波潘海刘琳杨月红

赵琳于青肖民楚振宇王润玲

贾红舟殷宇强吴彩霞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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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电测量 electrical measuring 

用电的方法对电气实时参数进行的测量。

2.1. 2 电能计量 energy metering 

对电能参数进行的计量。

2. 1. 3 常用电测量仪表 general electrical measuring meter 

指对电力装置回路的电气运行参数作经常测量、选择测量和

记录用的仪表。

2.1. 4 指针式仪表 pointer-type meter 

按指针与标度尺之间的关系指示被测量值的仪表。

2.1. 5 数字式仪表 digital type meter 

在显示器上用数字直接显示被测量值的仪表。

2.1. 6 多功能电力仪表 multifunction power meter 

一种具有可编程测量、显示、数字通信和电能脉冲变送输出等

多功能的智能仪表。

2.1. 7 电能表 energy meter 

计量有功（无功）电能数据的仪器。

2.1. 8 感应式电能表 induction energy meter 

通过电感应测量元件圆盘的旋转而工作的电能表。

2. 1. 9 电子式电能表 electronic energy meter 

通过对电压和电流实时采样，采用专用的电能表集成电路，对

采样电压和电流信号进行处理，通过计度器或数字显示器显示的

电能表。

2. 1. 10 多功能电能表 multifunction energy meter 



由测量单元和数据处理单元等组成，除计量单向或双向有功

（无功）电能外，还具有分时、分方向需量等两种以上功能，并能显

示、储存和输出数据的电能表。

2.1.11 电压失压计时器 voltage loss time counter 

积算并显示电能表电压回路失压时间的专用仪器。

2.1. 12 电能关口计量点 energy tariff point 

指发电企业、电网经营企业之间进行电能结算的计量点。

2. 1. 13 电测量变送器 electrical measuring transducers 

将被测量转换为直流电流、直流电压或数字信号的装置。

2. 1. 14 变送器校准值 calibration value for transducers 

根据用户需要，通过调整来改变变送器标称值丽得到的某一

量的值。

2. 1. 15 仪表准确度等级 measuring instrument accuracy 

class 

满足旨在保证允许误差和改变量在规定限值内的一定计量要

求的测量仪表和（或）附件的级别。

2. 1. 16 仪表基本误差 measuring instrument intrinsic error 

指仪表和（或）附件在参比条件下的误差。

2. 1. 17 测量综合误差 total measuring error 

指测量仪表、互感器及其测量二次回路等所引起的合成误差。

2. 1. 18 关口电能计量装置 energy tariff equipment 

在电能关口计量点进行电能参数计量的装置。包含各种类型

的电能表，计量用电压、电流互感器及其二次回路，电能计量柜

（箱）等。

2. 1. 19 关口电能表 energy tariff meter 

指关口电能计量装置配置的电能表。

2.2 符号

R一一一一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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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一一电抗；

Z一一阻抗；

I 电流；

U一一电压；

P一一有功功率；

Q一一一元功功率；

S一一一视在功率；

W一一有功电能；

WQ－一一无功电能；

PF一一功率因数；

f一一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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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测量装置

1. 3 一般规定

3.1. 1 电测量装置应能正确反映电力装置运行工况的电气参数

和绝缘状况。

3.1. 2 电测量装置可采用直接式仪表测量、一次仪表测量或二次

仪表测量。直接式仪表测量中配置的电测量装置，应满足相应一

次回路动热稳定的要求。

3.1. 3 电测量装置的准确度不应低于表 3. 1. 3 的规定。

表 3.1. 3 电测量装置的准确度最低要求

电测量装置类型 准确度

0. 5 级

计算机 交流采样

监控系统
频率测量误差不大于 0. OlHz 

直流采样 模数转换误差《0. 2% 

指针式交流仪表 1. 5 级

1. 0 级（经变送器二次测量）

常用电 指针式宣流仪表

测量仪表
1. 5 级

数字式仪表 0. 5 级

记录型仪表 应满足测量对象的准确度要求

综合保护测控装置中的测量部分 0.5 级

3.1. 4 交流回路指示仪表的综合准确度不应低于 2.5 级，直流回

路指示仪表的综合准确度不应低于 1. 5 级，接于电测量变送器二

次测量仪表的准确度不应低于 1. 0 级。电测量装置电流、电压互

感器及附件、配件的准确度不应低于表 3. 1. 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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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4 电测量装置电流、电压互感器及附件、配件的准确度要求（级）

电测量装置 附件、配件准确度

准确度 电流、电压互感器 变送器 分流器 中间互感器

o. 5 o. 5 0.5 0.5 0. 2 

1. 0 0.5 0.5 0.5 0.2 

1. 5 1. 0 0.5 0.5 0.2 

2. 5 1. 0 0. 5 0. 5 0. 5 

3. 1. 5 指针式测量仪表测量范围宜保证电力设备额定值指示在

仪表标度尺的 2/3 处。对可能过负荷运行的电力设备和国路，测

量仪表宜选用过负荷仪表；对重载启动的电动机和有可能出现短

时冲击电流的电力设备和回路，宜采用具有过负荷标度尺的电

流表。

3.1. 6 多个同类型电力设备和回路的电测量可采用选择测量

方式。

3.1. 7 经变送器的二次测量仪表，其满刻度值应与变送器的校准

值相匹配，可按本规范附录 A 和附录 B 计算。

3.1. 8 双向电流的直流回路和双向功率的交流回路，应采用具有

双向标度的电流表和功率表。具有极性的直流电流和电压回路，

应采用具有极性的仪表。

3.1. 9 发电厂和变（配）电站装设的远动遥测、计算机监控系统，

采用经变送器输入时，二次测量仪表、计算机监控系统可共用变

送器。

3.1.10 励磁回路仪表的上限值不应低于额定工况的 1. 3 倍。仪

表的综合误差不应超过 1. 5% 。发电机励磁绕组电流表宜经就近

装设的变送器接入。

3. 1.11 元功补偿装置的电测量装置量程应满足各无功补偿设备

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和允许耐受的最高电压的要求。

3. 1. 12 当设有计算机监控系统、综合保护及测控装置时，可不再

装设相应的常用电测量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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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 13 功率测量装置的接线方式应根据系统中性点接地方式选

择。中性点有效接地系统功率测量装置应采用三相四线的接线方

式；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的功率测量装置宜采用三相三线的接线方

式；经电阻或消弧线圈等接地的非有效接地系统功率测量装置宜

采用三相四线的接线方式。

3. I. 14 电测量装置通信接口应满足现场组网通信的要求。

3.2 电流测量

3. 2.1 下列回路应测量交流电流：

1 同步发电机和发电／电动机的定子回路；

2 主变压器：双绕组变压器的一侧，三绕组变压器的三侧，自

祸变压器三侧及公共绕组回路；

3 发电机励磁变压器的高压侧；

4 厂（站）用变压器：双绕组变压器的一侧及各分支回路，三

绕组变压器的三侧；

s 高压厂（站）用电惊：高压母线工作及备用电源进线，高压
母线联络断路器，高压厂用馈线；

6 低压厂（站）用电源： PC 电掘进线、PC 联络断路器、PC 至

MCC 馈线回路，柴油发电机至保安段进线及交流不停电电源配电

屏进线回路；

7 1200V 及以上的线路和 1200V 以下的供电、配电和用电

网络的总干线路；

8 电气主接线为 3/2 接线、4/3 接线和角型接线的各断路器

回路；

9 母线联络断路器、母线分段断路器、旁路断路器和桥断路

器回路；

10 33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并联电抗器及其中性点接地小

电抗回路； lOkV～llOkV 并联电容器和并联电抗器的总回路及分

组回路；

• 7 • 



11 消弧线圈回路；

12 3kV～lOkV 电动机，55kW 及以上的电动机，55kW 以下

的 0、 I 类电动机，以及工艺要求监视电流的其他电动机；

13 风力发电机组电流，风力发电机组机组变压器高、低

压侧。

3.2.2 下列回路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3. 2. 1 条的规定外，还应测量

三相交流电流：

1 同步发电机和发电／电动机的定子回路；

2 llOkV 及以上电压等级输电线路、变压器、电气主接线为

3/2 接线、4/3 接线和角型接线的各断路器、母线联络断路器、母线

分段断路器、旁路断路器和桥断路器回路；

3 33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并联电抗器； lOkV～ llOkV 并联

电容器和并联电抗器的总回路及分组回路；

4 照明变压器、照明与动力共用的变压器以及检修变压器，

照明负荷占 15%及以上的动力与照明温合供电的 3kV 以下的

线路；

5 三相负荷不对称度大于 10% 的 1200V 及以上的电力用户

线路，三相负荷不对称度大于 15%的 1200V 以下的供电线路。

3.2.3 下列回路宜测量负序电流，且负序电流测量仪表的准确度

不应低于 1. 0 级：

1 承受负序电流过负荷能力 A 值小于 10 的大容量汽轮发

电机；

2 负荷不对称度超过额定电流 10%的发电机；

3 负荷不对称度超过 0. 1 倍额定电流的 1200V 及以上

线路。

3.2.4 下列回路应测量直流电流：

1 同步发电机、发电／电动机和同步电动机的励磁回路，自动

及手动调整励磁的输出回路；

2 直流发电机及其励磁回路，直流电动机及其励磁回路；



3 蓄电池组的输出回路，充电及浮充电整流装置的输出

回路；

4 重要电力整流装置的直流输出回路；

5 光伏发电各电池组串回路及各汇流箱的输出回路。

3. 2. 5 整流装置的电流测量宜包含谐波监测。

3.3 电压测量和绝缘监测

3.3.1 下列回路应测量交流电压：

1 同步发电机和发电／电动机的定子回路；

2 各电压等级的交流主母线；

3 电力系统联络线（线路侧）；

4 需要测量电压的其他回路。

3.3.2 电力系统电压质量监视点和发电机电压母线应测量并记

录交流电压。

3.3.3 中性点有效接地系统的电压应测量三个线电压，对只装有

单相电压互感器接线或电压互感器采用 vv 接线的主母线、变压

器回路可只测量单相电压或一个线电压；中性点非有效接地系统

的电压测量可测量一个线电压和监测绝缘的三个相电压。

3.3.4 下列回路应监测交流系统的绝缘：

1 同步发电机和发电／电动机的定子回路；

2 中性点非有效接地系统的母线和回路。

3.3.5 绝缘监测的方式，对中性点非有效接地系统的母线和回

路，宜测量母线的一个线电压和监视绝缘的三个相电压；对同步发

电机和发电／电动机的定子回路，可采用测量发电机电压E感器辅

助二次绕组的零序电压方式，也可采用测量发电机的三个相电压

方式。

3.3.6 下列回路应测量直流电压：

1 同步发电机和发电／电动机的励磁回路，相应的自动及手

动调整励磁的输出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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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步电动机的励磁回路；

3 直流发电机回路；

4 直流系统的主母线，蓄电地组、充电及浮充电整流装置的

直流输出回路；

5 重要电力整流装置的输出回路；

6 光伏发电各汇流箱的汇流母线。

3.3.7 下列回路应监测直流系统的绝缘：

1 同步发电机和发电／电动机的励磁回路；

2 同步电动机的励磁回路；

3 直流系统的主母线和馈线回路；

4 重要电力整流装置的输出回路。

3. 3. 8 直流系统应装设直接测量绝缘电阻值的绝缘监测装置，其

测量准确度不应低于 1. 5 级。绝缘监测装置不应采用交流注入法

测量直流系统的绝缘状态，应采用直流原理的直流系统绝缘监测

装置。

3.4 功率测量

3.4.1 下列回路应测量有功功率：

1 同步发电机和发电／电动机的定子回路；

2 主变压器：双绕组主变压器的一侧，二绕组主变压器的三

侧，以及自藕变压器的三侧；

3 发电机励磁变压器高压侧；

4 厂（站）用变压器：双绕组变压器的高压侧，三绕组变压器

的三侧；

5 6kV 及以上输配电线路和用电线路；

6 旁路断路器、母联（或分段）兼旁路断路器回路和外桥断路

器回路。

3.4.2 同步发电机和发电／电动机的机旁控制屏应测量发电机的

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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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双向送、受电运行的输配电线路、水轮发电机、发电／电动

机和主变压器等设备，应测量双方向有功功率。

3. 4. 4 下列回路应测量元功功率：

1 同步发电机和发电／电动机的定子回路；

2 主变压器：双绕组主变压器的一侧，三绕组主变压器的三

侧，以及自藕变压器的三侧；

3 6kV 及以上的输配电线路和用电线路；

4 旁路断路器、母联（或分段）兼旁路断路器回路和外桥断路

器回路；

5 330kV 及以上的高压并联电抗器；

6 lOkV～llOkV 并联电容器和并联电抗器组。

3.4.S 下列回路应测量双方向的无功功率：

1 具有进相、滞相运行要求的同步发电机、发电／电动机；

2 同时接有 lOkV～ llOkV 并联电容器和并联电抗器组的

总回路；

3 lOkV 及以上用电线路。

3.4.6 下列回路宜测量功率因数：

1 发电机、发电／电动机定子回路；

2 电网功率因数考核点。

3.5 频率测量

3. s. 1 频率测量范围应为 45Hz ～ 55Hz，准确度不应低于

0.2 级。

3. s. 2 下列回路应测量频率：

1 接有发电机变压器组的各段母线；

2 发电机；

3 电网有可能解列运行的各段母线；

4 交流不停电电源配电屏母线。

3.5.3 同步发电机和发电／电动机的机旁控制屏应测量发电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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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

3.6 公用电网谐波的监测

3.6.1 公用电网谐波的监测可采用连续监测或专项监测。

3.6.2 在谐波监测点，宜装设具备谐波电压和谐波电流测量功能

的电测量装置。谐波监测点应结合谐波源的分布布置，并应覆盖

主网及全部供电电压等级。

3.6.3 用于谐波测量的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的准确度不宜

低于 0. 5 级。

3.6.4 谐波测量的次数不应少于 2 次～19 次。

3. 6. 5 谐波电流和电压的测量应采用数字式仪表，测量仪表的准

确度宜采用 A 级。

3.6.6 公用电网的下列回路宜设置谐波监测点：

1 系统指定谐波监视点（母线）；

2 向谐波源用户供电的线路送电端；

3 一条供电线路上接有两个及两个以上不同部门的谐波源

用户时，谐波源用户受电端；

4 特殊用户所要求的回路；

5 其他有必要监视的回路。

3.7 发电厂、变电站公用电气测量

3. 7.1 总装机容量为 300MW 及以上的火力发电厂，以及调频或

调峰的火力发电厂，宜监视并记录下列电气参数：

1 主控制室、网络控制室和单元控制室应监视主电网的频率

及主母线电压；

2 调频或调峰发电厂，当采用主控方式时，热控屏上应监视

主电网的频率；

3 主控制室、网络控制室应监视并记录全厂总和有功功率。

主控制室控制的热控屏上应监视全厂总和有功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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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控制室、网络控制室应监视全厂厂用电率。

3.7.2 总装机容量为 50MW 及以上的水力发电厂，以及调频或

调峰的水力发电厂，中央控制室应监视并记录下列电气参数：

1 主要母线的频率、电压；

2 全厂总和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3.7.3 变电站主控制室应监视主母线的频率、电压。

3.7.4 风力发电站、光伏发电站主控制室应监视并记录下列电气

参数：

1 主要母线的频率、电压；

2 全厂总和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3.7.5 当采用常用电测量仪表时，发电厂、变电站公用电气测量

仪表宜采用数字式仪表。

3.8 静止补偿及串联补偿装置的测量

3.8.1 静止无功补偿装置宜测量下列参数：

1 一路参考电压；

2 静止元功补偿装置所接母线电压；

3 并联电容器和电抗器分组回路的三相电流和无功功率；

4 晶闸管控制电抗器和晶闸管投切电容器分组回路的三相

电流和无功功率；

5 谐波滤波器组分组回路的三相电流和无功功率；

6 总回路的三相电流、无功功率和无功电能。当总回路下同

时接有并联电容器和电抗器时，应测量双方向的元功功率及分别

计量进相、滞相运行的元功电能。

3.8.2 静止同步补偿装置宜测量下列参数：

1 一路参考电压；

2 静止同步补偿装置所接母线电压；

3 静止同步补偿装置各相单元的单相电流；

4 静止同步补偿装置总回路的三相电流、元功功率和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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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

3.8.3 固定串联补偿装置宜测量下列参数：

1 串补线路电流；

2 电容器电流；

3 电容器不平衡电流；

4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电流；

5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温度；

6 旁路断路器电流；

7 串补无功功率。

3.8.4 可控串联补偿装置宜测量下列参数：

1 串补线路电流；

2 串补线路电压；

3 电容器电压；

4 电容器不平衡电流；

5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电流；

6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温度；

7 旁路断路器电流；

8 晶闸管间电流；

9 触发角；

10 等值容抗；

11 补偿度；

12 串补无功功率。

3.9 直流换流站的电气测量

3.9.1 直流换流站直流部分的电测量数据应按极采集，双极的参

数可通过计算机监控系统计算获得。

3.9.2 整个直流电流测量装置的综合误差应为±0. 5% ，直流电

压测量装置的综合误差应为±1.0% 。

3. 9. 3 对于双方向的电流、功率回路和有极性的直流电压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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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量应有方向或有极性。当双方向的电流、功率回路和有极性

的直流电压回路选用仪表测量时，应采用带有方向或有极性的

仪表。

3. 9. 4 下列回路应采集直流电流：

1 直流极线；

2 直流中性母线；

3 换流器高、低压端；

4 接地极引线；

s 站内临时接地线；
6 直流滤波器各分组。

3.9.S 下列国路应采集直流电压：

1 直流极母线；

2 直流中性母线。

3. 9. 6 下列回路应采集直流功率：

1 每极有功功率；

2 双极有功功率。

3.9.7 换流站的换流间应采集下列电角度：

1 整流站的触发角；

2 逆变站的熄弧角。

3. 9. 8 下列回路应采集交流电流：

1 换流变压器交流侧；

2 换流变压器阀侧；

3 交流滤波器各大组；

4 交流滤波器、并联电容器或电抗器各分组。

3.9.9 下列回路应采集交流电压：

1 换流变压器交流侧；

2 交流滤波器各大组的母线。

3. 9. 10 下列回路应采集交流功率：

1 换流器吸收的无功功率；

• 15 • 



2 换流变压器交流侧有功功率；

3 换流变压器交流侧无功功率；

4 交流滤波器各大组无功功率；

5 交流滤波器、并联电容器或电抗器各分组无功功率；

6 换流站与站外交流系统交换的总无功功率。

3. 9. 11 换流站应采集换流变压器交流侧的频率。

3. 9. 12 下列回路宜采集谐波参数：

1 直流线路谐波电流、电压；

2 接地极线路谐波电流；

3 直流滤波器各分组谐波电流；

4 换流变压器交流侧谐波电流、电压；

5 交流滤波器各分组谐波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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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能计量

4.1 一般规定

4.1.1 电能计量装置应满足发电、供电、用电的准确计量的要求。

4.1. 2 电能计量装置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

理规程》DL/T448 的规定。

4.1. 3 电能表的电流和电压回路应装设电流和电压专用试验接

线盒。

4.1. 4 执行功率因数调整电费的用户，应装设具有计量有功电

能、感性和容性无功电能功能的电能计量装置；按最大需量计收基

本电费的用户应装设具有最大需量功能的电能表；实行分时电价

的用户应装设复费率电能表或多功能电能表。

4. 1. 5 具有正向和反向输电的线路计量点，应装设计量正向和反

向有功电能及四象限无功电能的电能表。

4.1. 6 进相和带相运行的发电机回路，应分别计量进相和滞相的

无功电能。

4.1. 7 电能计量装置的接线方式应根据系统中性点接地方式选

择。中性点有效接地系统电能计量装置应采用三相四线的接线方

式；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的电能计量装置宜采用三相三线的接线方

式；经电阻或消弧线圈等接地的非有效接地系统电能计量装置宜

采用三相四线的接线方式，对计费用户年平均中性点电流大于

0.1%额定电流时，应采用三相四线的接线方式。照明变压器、~~

明与动力共用的变压器、照明负荷占 15%及以上的动力与照明混

合供电的 1200V 及以上的供电线路，以及三相负荷不对称度大于

10%的 1200V 及以上的电力用户线路，应采用三相四线的接线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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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8 为提高低负荷计量的准确性，应选用过载 4 倍及以上的电

能表。经电流互感器接人的电能表，标定电流不宜超过电流互感

器额定二次电流的 30% （对 S 级的电流互感器为 20% ），额定最大

电流宜为额定二次电流的 120%。直接接入式电能表的标定电流

应按正常运行负荷电流的 30%选择。

4. 1. 9 当发电厂和变（配）电站装设远动遥测和计算机监控时，电

能计量、计算机和远动遥测宜共用电能表。电能表应具有数据输

出或脉冲输出功能，也可同时具有两种输出功能。电能表脉冲输

出参数应满足计算机和远动遥测的要求，数据输出的通信规约应

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DL/T 645 的有关

规定。

4. 1.10 发电电能关口计量点和省级及以上电网公司之间电能关

口计量点，应装设两套准确度相同的主、副电能表。发电企业上网

线路的对侧应设置备用和考核计量点，并应配置与对侧相同规格、

等级的电能计量装置。

4.1.11 I 类电能计量装置应在关口点根据进线电源设置单独的

计量装置。

4. 1. 12 低压供电，计算负荷电流为 60A 及以下时，宜采用直接

接入式电能表；计算负荷电流为 60A 以上时，宜采用经电流互感

器接入式的接线方式。选用直接接入式的电能表其额定最大电流

不宜超过 SOAo 

4.1.13 贸易结算用高压电能计量装置应具有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电压失压计时器技术条件》DL/T 566 要求的电压失压计时功

能。未配置计量柜（箱）的，其互感器二次回路的所有接线端子、试

验端子应能实施封印。

4.2 有功、无功电能的计量

4.2.1 下列回路应计量有功电能：

1 同步发电机和发电／电动机的定子回路。



2 双绕组主变压器的一侧，三绕组主变压器的三侧，以及自

藕变压器的三侧。

3 1200V 及以上的线路， 1200V 以下网络的总干线路。

4 旁路断路器、母联（或分段）兼旁路断路器回路。

5 双绕组厂（站）用变压器的高压侧，三绕组厂（站）用变压器

的三侧。

6 厂用、站用电源线路及厂外用电线路。

7 3kV 及以上高压电动机回路。

8 需要进行技术经济考核的 75kW 及以上的低压电动机c

9 直流换流站的换流变压器交流侧。

4.2.2 下列回路应计量无功电能：

1 同步发电机和发电／电动机的定子回路。

2 双绕组主变压器的一侧，三绕组主变压器的三侧，以及自

祸变压器的三侧。

3 6kV 及以上的线路。

4 旁路断路器、母联（或分段）兼旁路断路器回路。

5 330kV 及以上高压并联电抗器。

6 lOkV～ llOkV 并联电容器和并联电抗器组的总回路，当

总回路下既接有并联电容器和电抗器时，总回路应计量双方向的

无功电能，应分别计量各分支回路的无功电能。

7 直流换流站的换流变压器交流侧。

8 直流换流站的交流滤波器各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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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计算机监控系统的测量

5. 1 一般规定

5.1. 1 计算机监控系统对模拟量及电能数据量的测量精度应满

足本规范表 3. 1. 3 的要求。

5.1. 2 计算机监控系统模拟量及电能数据量采集应符合本规范

附录 C 的规定，计算机控制系统采集的电测量参数同样适用于常

规控制屏方式。

5.2 计算机监控系统的数据采集

5. 2. 1 计算机监控系统应实现电测量数据的采集和处理，其范围

应包括模拟量和电能量。

5.2.2 电测量数据模拟量应包括电流、电压、有功功率、元功功

率、功率因数、频率等，并应实现对模拟量的定时采集、越限报警及

追忆记录的功能。

5.2.3 电测量数据电能量应包括有功电能量、无功电能量，并能

实现电能量的分时段分方向累加。

5.2.4 模拟量的采集宜采用交流采样，也可采用直流采样。

5.3 计算机监控时常用电测量仪表

5. 3.1 当采用计算机监控且不设置常规模拟屏时，控制室内的常

用电测量仪表宜取消；计算机监控设模拟屏时，模拟屏上应设置独

立于计算机监控系统的常用电测量仪表。模拟屏上设置的常用电

测量仪表应满足运行监视需要，可按本规范附录 C 的规定设置。

5.3.2 当采用计算机监控系统时，如设有机旁控制屏，机旁控制

屏上应设置独立于计算机监控系统的常用电测量仪表。机旁控制



屏上设置的常用电测量仪表应满足运行监视需要，可按本规范附

录 C 的规定设置。

5.3.3 当采用计算机监控系统时，就地厂（站）用配电盘上、热控

后备屏、机旁控制屏应保留必要的常用电测量仪表或监测单元，可

按本规范附录 C 的规定设置。

5.3.4 当采用计算机监控系统时，可不单独装设记录型仪表。

5.3.5 当常用电测量仪表与计算机监控系统共用电流互感器的

二次绕组时，宜先接常用电测量仪表后接计算机监控系统。

• 21 • 



6 电测量变送器

6. 0.1 变送器的辅助电掠宜由交流不停电电惊或直流电源供给0

6. o. 2 电测量变送器等级指数和误差极限应符合表 6. 0. 2 的

规定。

等级指数

误差极限

表 6. 0. 2 电测量变送器等级指数和误差极限

0. 1 

士0. 1% 

0.2 

土 0. 2% 

0. 5 

士 0. 5% 士1%

6.0.3 变送器的输入参数应与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的参数

相匹配，输出参数应满足电测量仪表和计算机监控系统的要求。

变送器的校准值应与经变送器接入的电测量仪表或计算机监控系

统的量程相匹配，可按本规范附录 A 和附录 B 计算。

6.0.4 变送器宜采用输出电流或数字输出信号方式，不宜采用输

出电压方式。变送器的输出电流宜选用 4mA～20mA 。

6. 0. 5 变送器模拟量输出国路接入负荷不应超过变送器额定二

次负荷，接入变送器输出回路的二次负荷应在其额定二次负荷的

10%～100% 内，变送器模拟量输出回路串接仪表数量不宜超过

2 个

6.0.6 贸易结算用电能计量不应采用电能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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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测量用电流、电压互感器

7. 1 电流互感器

7.1.1 测量用电流互感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电流互感器和电

压互感器选择及计算规程师L/T 866 的规定。

7.1. 2 测量用电流互感器的标准准确级应为： 0. 1 、 0. 2 、 0. 5 、 L3

和 5 级；特殊用途的测量用电流互感器的标准准确级应为 o. 2S 、

0. 罚。测量用电流互感器准确级的选择应在上述标准准确级中

选择。

7.1. 3 对工作电流变化范围大的回路，应选用 S 级的电流互

感器。

7.1. 4 测量用的电流互感器的额定一次电流应接近但不低于一

次回路正常最大负荷电流。对于指针式仪表，应使正常运行和过

负荷运行时有适当的指示，电流互感器的额定一次电流不宜小于

1. 25 倍的一次设备的额定电流或线路最大负荷电流，对于直接启

动电动机的指针式仪表用的电流互感器额定一次电流不宜小于

1. 5 倍电动机额定电流。

7.1. 5 电能计量用电流互感器额定二次电流宜使正常运行时回

路实际负荷电流达到其额定值的 60% ，不应低于其额定值的

30%,S 级电流互感器应为 20% ；如不能满足上述要求应选用高动

热稳定的电流互感器以减小变比或二次绕组带抽头的电流互

感器。

7.1. 6 测量用电流互感器的额定二次电流可选用 5A 或 lA 。

llO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电流互感器宜选用 lA 。

7.1. 7 测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负荷值不应超出表 7. 1. 7 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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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1. 7 测量用电流互感器二次负荷范围

仪表准确级

0. 1 、 0.2 、 0. 5 、 1

O. ZS 、 0. 5S 

3 、 5

二次负荷范围

25%～100%额定负荷

25%～100%额定负荷

50% ～ 100%额定负荷

7.1. 8 测量用电流互感器额定二次负荷的功率因数应为 0. 8~ 

1. 0 c 

7. 1. 9 测量用电流互感器可选用具有仪表保安限值的互感器，仪

表保安系数（FS）直选择 10.必要时也可选择 50

7. 1. 10 用于贸易结算的 I 、 H 、皿类电能计量装置，应按计量点

设置专用电流互感器或专用二次绕组。

7. 1. 11 电子式电流互感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测量用电子式电流互感器的类型、一次电流传感器数量和

准确级应满足测量、计量的要求；准确级的选择应符合本规范第

7. 1. 2 条的规定。

2 测量用电子式电流互感器的一次额定电流应按一次回路

额定电流选择。

3 测量用电子式电流互感器的输出宜为数字量，也可为模拟

量；其输出接口型式应满足测量、计量的要求。

7.2 电压互感器

7.2.1 测量用电压互感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电流互感器和电

压互感器选择及计算规程》DL/T 866 的规定。

7. 2. 2 测量用电压互感器的标准准确级应为： 0. 1 、 0. 2 、 0. 5 、 1 和

3 级。测量用电压互感器准确级的选择应在上述标准准确级中

选择。

7. 2. 3 当电压互感器二次绕组同时用于测量和保护时，应对该绕

组标出测量和保护等级。

7.2.4 测量用电压互感器二次绕组中接人的负荷，应保证在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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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负荷的 25% ～ 100% ，实际二次负荷的功率因数应与额定二

次负荷功率因数相接近。

7. 2. 5 用于贸易结算的 I 、 H 、田类电能计量装置，应按计量点设

置专用电压互感器或专用二次绕组。

7.2.6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I 测量用电子式电压互感器的类型、 4次电压传感器数量和

准确级应满足测量、计量的要求；准确级的选择应符合本规范第

7. 2. 2 条的规定。

2 测量用电子式电压互感器的输出可为数字量，也可为模拟

量；其输出接口型式应满足测量、计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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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测量二次接线

8. 1 交流电流回路

8.1. 1 当不同类型的电测量仪表装置共用电流互感器的一个二

次绕组时，宜先接指示和积算式仪表，再接变送器，最后接计算机

监控系统。

8. 1. 2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不宜切换，当需要时，应采取防止

开路的措施。

8.1. 3 测量表计和继电保护不宜共用电流互感器的同一个二次

绕组。仪表和保护共用电流互感器的同一个二次绕组时，宜采取

下列措施：

1 保护装置接在仪表前，中间加装电流试验部件，避免校验

仪表时影响保护装置工作。

2 电流回路开路能引起保护装置不正确动作，而又未设有效

的闭锁和监视时，仪表应经中间电流互感器连接，当中间电流互感

器二次回路开路时，保护用电流互感器误差仍应保证其准确度的

要求。

8. 1. 4 测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应有且只能有一个接地点，

用于测量的二次绕组应在配电装置处经端子排接地。由几组电流

互感器二次绕组组合且有电路直接联系的回路，电流互感器二次

回路应在和电流处一点接地。

8.1. 5 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回路的电缆；e:；、线截面的选J芋，应接电

流互感器的额定二次负荷计算确定，对一般测量回路电缆芯线截

面，当二次电流为 5A 时，不宜小于 4mm2 ，二次电流为 lA 时，不

宜小于 2. 5mm2 ；对计量回路电缆芯线截面不应小于 4mm2 o 

8.1. 6 三相三线制接线的电能计量装置，其两台电流互感器二次



绕组与电能表间宜采用四线连接。二相四线制接线的电能计量装

置，其三台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与电能表间宜采用六线连接。

8.1. 7 计量专用电流互感器或者专用二次绕组相应的二次回路

不应接入与电能计量无关的设备。

8. 1. 8 电子式电流互感器采用数字量输出时宜采用光纤传输；电

子式电流互感器采用模拟量输出时应采用屏蔽电缆。

8.2 交流电压回路

8. 2.1 当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与测量仪表共用电压互感器二次

绕组时，宜各自装设自动开关或熔断器。

8.2.2 计量专用电压互感器或者专用二次绕组相应的二次回路

不应接入与电能计量无关的设备，电压回路经电压互感器端子箱

直接引接至试验接线盒。

8. 2. 3 用于测量的电压互感器的二次回路允许电压降，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计算机监控系统中的测量部分、常用电测量仪表和综合保

护测控装置的测量部分，二次回路电压降不应大于额定二次电压

的 3% 。

2 电能计量装置的二次回路电压阵不应大于额定二次电压

的 0. 2% 0 

3 当不能满足要求时，电能表、指示仪表电压回路可由电压

互感器端子箱单独引接电缆，也可将保护和自动装置与仪表回路

分别接自电压互感器的不同二次绕组。

8. 2. 4 35kV 以上贸易结算用电能计量装置的电压互感器二次

回路，不应装设隔离开关辅助接点，但可装设快速自动空气开关；

35kV 及以下贸易结算用电能计量装置的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

计量点在用户侧的应不装设隔离开关辅助接点和快速自动空气开

关等；计量点在电力企业变电站侧的可装设快速自动空气开关。

8.2.5 电压互感器二次电压回路的电缆芯线截面，应按本规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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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3 条确定，计量回路不应小于 4mm2 ，其他测量回路不应小于

2. 5mm2 

8. 2. 6 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绕组应有一个接地点。对于中性点有

效接地或非有效接地系统，星形接线的电压互感器主二次绕组应

采用中性点一点接地；对于中性点非有效接地系统，V 形接线的

电压互感器主二次绕组应采用 B 相一点接地。

8.2.7 用于贸易结算的电能计量装置回路的互感器，其二次回路

接线端子应设防护罩，防护罩庇可靠铅封，也可采用无二次接线端

子的互感器。

8. 2. 8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采用数字量输出时宜采用光纤传输；电

子式电压互感器采用模拟量输出时应采用屏蔽电缆。

8.3 二次测量回路

8. 3.1 当变送器电流输出串联多个负载时，其接线顺序宜先接二

次测量仪表，再接计算机监控系统。

8.3.2 接至计算机监控或遥测系统的弱电信号回路或数据通信

回路，应选用专用的计算机屏蔽电缆或光纤通信电缆。

8.3.3 变送器模拟量输出回路和电能表脉冲量输出回路，宜选用

对绞芯分屏蔽加总屏蔽的铜芯电缆，芯线截面不应小于

0. 75mm2 0 

8.3.4 数字式仪表辅助电源宜采用交流不停电电掠或直流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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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仪表装置安装条件

9. 0.1 发电厂和变（配）电站的屏、台、柜上的电气仪表装置的安

装，应满足仪表正常工作、运行监视、抄表和现场调试的要求。

9. 0. 2 测量仪表装置宜采用垂直安装，仪表中心线向各方向的倾

斜角度不应大于 lo，当测量仪表装置安装在 2200mm 高的标准屏

柜上时，测量装置仪表的中心线距地面的安装高度应符合下列

规定：

I 常用电测量仪表应为 1200mm～2000mm;

2 电能计量仪表和变送器应为 800mm～1800mm;

3 记录型仪表应为 800mm～l600mm;

4 开关柜上和配电盘上的电能表为 800mm～1800mm 。

5 对非标准的屏、台、柜上的仪表可根据本规定的尺寸作适

当调整。

9. 0. 3 电能计量仪表室外安装时，仪表的中心线距地面的安装高

度不应小于 1200mm；计量箱底边距地面室内不应小于 1200mm,

室外不应小于 1600mmo

9. 0. 4 控制屏（台）宜选用后设门的屏（台）式结构，电能表屏、变

送器屏宜选用前后设门的柜式结构。一般屏的尺寸应为 2200mm×

800mmX 600mm（高×宽×深）。

9. 0. 5 屏、台、柜内的电流回路端子排应采用电流试验端子，连接

导线宜采用铜芯绝缘软导线，电流回路导线截面不应小于

2. 5mm2 ，电压回路不应小于 1. 5mm2 o 

9. 0. 6 电能表屏（，恒）内试验端子盒宜布置于屏（柜）的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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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测量仪表满刻度值的计算

A. 0. 1 设定变送器的校准值为 hx=5A 或 lA, Ubx = lOOV, 

Pbx =866WC5A）或 173. 2W(lA), Qbx = 866Var(5A）或 173. 2Var 

ClA）时，可采用下列公式计算测量仪表的满刻度值。计算机监控

系统测量值量程的计算也可采用下列公式。

1 电流表满刻度值应按下式计算：

h1 = l1, CA. o. 1 1) 

式中： Ib1 电流表满刻度值CA);

lie一一一电流互感器一次额定电流CA）。

2 电压表满刻度值应按下式计算：

Ub1=K × U1, CA. o. 1 2) 

式中：Ub1 电压表满刻度值CV);

K←一一电压变送器的输入电压倍数，宜取 1. 2~ 1. 5 0 k 值

的选择应与变送器的输入范围协调；

U1e 电压互感器一次额定电压CV) o 

3 有功功率表满刻度值应按下式计算：

pbl =13× U1,× 11, 

式中： pbl一一有功功率表满刻度值（W) o 

4 无功功率表满刻度值应按下式计算：

Qbl =13×U1，× 11 巳

式中： Qbl 无功功率表满刻度值（Var）。

5 有功电能表应按下式换算：

W1=W2 × CN"× N;) 

式中：W1←÷→有功电能表→次电能值CkWh);

Wz一一有功电能表的读数（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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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一电流互感器变比；

Nu－一电压互感器变比。

6 元功电能表应按下式换算：

WQI =WQ2 × CNu × N;) 

式中：WQI←一一元功电能表一次电能值（kVarh);

WQ2 －一一无功电能表的读数CkVarh）。

CA. o.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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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电测量变送器校准值的计算

B. 0.1 变送器的校准值可按本规范附录 A 选定的二次测量仪

表的满刻度值或计算机监控系统的测量量程，并应接下列公式

计算：

1 电流变送器校准值应按下式计算：

I1,=I11/N, 

式中： Ibx 电流变送器校准值（A);

I 11→一电流表满刻度值CA);

Ni→一电流互感器变比。

2 电压变送器校准值应按下式计算：

Ubx=Ub1! Nu 

式中：ubx 电压变送器校准值（V);

Ub1 电压表满刻度值CV);

Nu 电压互感器变比。

3 有功功率变送器校准值应按下式计算：

CB. o. 1 1) 

CB. o. 1 2) 

pbx = P11 I (Nu × NJ CB.0.1-3) 

式中： P1, 有功功率变送器校准值CW）。

4 无功功率变送器校准值应按下式计算：

Qbx =Q11/ (Nu × Ni) CB. o. 1-4) 

式中： Qbx 元功功率变送器校准值（Var）。

5 有功电能表应按下式换算：

W=A × CN"× NJ/C CB. 0.1-5) 

式中：A一－一有功电能表的累计脉冲计数值（脉冲）；

C一－有功电能表的电能常数（脉冲／kW•h)o

6 无功电能表应按下式换算：



W0=A × CNu × N)/C CB.0.1-6) 

式中：A一一元功电能表的累计脉冲计数值（脉冲）；

C一一无功电能表的电能常数（脉冲／kVa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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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电测量及电能计量的测量图表

c. 0.1 本附录表格所用符号见表 C.o. L 
表 C.0.1 电测量及电能计量的测量图表用符号

参数符号 参数名称 参数符号 参数名称

IA 、 h 、 Ic A、B、C 相电流（线） p 直流有功功率

I, 负序电流 I 单相电流（线）

u AB ,UBc ,UcA AB, BC, CA 线电压 UA,UB,Uc A,B,C 相电压

u 线电压 Uo 零序电压

p 单向三相有功功率 Q 单向三相无功功率

p 双向三相有功功率 Q 双向三相无功功率

Po 单相有功功率 PF 功率因数

w 单向三相有功电能 WQ 单向三相元功电能

w 双向三相有功电能 WQ 双向三相元功电能

Wrh 单相有功电能 u 直流电压

f 频率 w 直流有功电能

I 直流电流

注：除本表所列符号外，其他符号将在相应的测量图表中说明。

C.0.2 火力发电厂测量图表见表 C. 0. 2 1～表 c. 0.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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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o. 2-1 火力发电厂发电机及发电机一变压器组测量图表

电测量

安装单位名称
电能

热控 机旁
计量计算机控制系统

后备屏 控制屏
开关柜

IA 、 h 、 le 、 I2 、UAB 、

母线发电机 发电机侧 UBc 、UcA 、Uo 、P 、 f、P
I、U、

I w 、Wq
P、Q

Q,f、PF

h 、 Is 、 le 、 I， 、
I、U、

发电机侧 UAB 、UBc 、UcA• f、P w、Wq

发电机变 P、Q
U。， P,Q,f,PF

压器－线路组

主变高压侧
UAB 、u町、UcA 、

IA 、 Is 、 le 、P 、Q、f
w 、Wq

IA 、 Is 、 le 、 Iz 、

发电机侧
I、U、

UAB 、UBc 、UcA 、 f、P w、Wq

发电机一双绕组 P、Q
Uo 、P、Q、f、PF

变压器组
IA 、 Is 、 le 、P 、Q、

主变高压侧
UAB 、u町、UcA

w 、Wq

IA 、 Is 、 Ic 、 I2 、

发电机侧 UAB 、UBc 、UcA 、 f、P
I、U、

P、Q
w 、Wq

Uo 、P、Q、f、PF

发电机三绕组 IA 、 IB 、 le 、 P 、Q、
主变高压侧 w 、Wq

（自藕）变压器组 UAB 、UBc 、UcA

主变中压侧
IA 、 Is 、 le 、 P 、Q、

UAB 、UBc 、UcA
w 、Wq

公共绕组 I( 自藕变压器）

注： 1 负序电流的测量应符合本规范第 3. 2. 3 条的规定。

2 对符合本规范第 3.4. 3 条及第 3. 4. 5 条要求的安装单位应测量双向有功功

率和元功功率，并计量双向有功和元功电能。

3 当变压器高、中压侧电压为 llOkV 及以下时，所测量的三相电流改为单相

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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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0. 2-2 火力发电厂发电机励磁系统测量图表

安装单位名称
计算机

励磁屏
热控后

控制系统 备屏 电能

计量

励磁回路 11 、U】 Ii 、U1,Ub1 I1 、U1

直流励磁机励磁系统
调整装置回路 I., I,, 

Ii 、U1 、 I,1 、
I1 、 U1 、 I,1,静止整流器或 励磁回路 U,i 、Ui- Ii 、U1
U,i 、Ur静止可控整流 [h1 、 h1

器系统

交
调整装置回路 U.， 、 U,, U，， 、 U,,流

励
磁
机 CI1 、U1 ） 悔、

CI1 、Ui γ 、
励磁回路 l,i 、U,i 、町、 CI1 、U1 ） 根

旋转励磁系统 I,1 、U,i ,Ur 一
Ub1 、 h1

调整装置回路 U.， 、 U,, U，， 、 U,,

励磁回路 11 、U1 I1 、u, Ii 、U1

静止励磁系统 调整装置回路 λ 

励磁变高压俱~ I、P

注： 1 I1 、U1一－一发电机转子电流、电压；

h1 、Ub1 ~ 备用励磁机侧电流、电压，

I,i 、 U,i- 励磁机励磁电流、电压；

Ur 副励磁机电压，

I，， 、 U,, 励磁调整装置输出电流、电压：

U，，－－一手动励磁调整装置输出电压，

λ 功率因数设定值。

2 当交流励磁机励磁系统没有副励磁机时，取消副励磁机励磁电流、电压。

3 持交流励磁机一旋转励磁系统厂家应提供监视旋转二极管故障的转子接

地检测装置和间接测量转子电流、电压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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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o. 2-3 火力发电厂高、低广用压电源测量图表

安装单位名称
电测量 电能

计算机控制系统 开关柜 计量

同压厂用 高压侧 I②、P w 
工作变压器 低压倒工作分支 I I 

高压侧 Chjs 、le)③、P、Q 研7 、WQ
高压启动／备用变压器

低压侧备用分支 I I 

高压母线 PT u u 
分支 PT u 

高压厂用馈线 I、P I、P w① 

高压母线进线 I I 

前压母线联络 I I 

向压侧 I、P I、P w① 
低压厂用变压器

低压侧工作分支 I I 

低压母线 PT u u 
低压厂用馈线CFC 至 MCC) I I 

低压母线联络 I I 

柴油发电机电源进线 I I Wph 

注．①电能计量可由综合保护装置内置电能计量功能完成，也可在开关柜内单独

加装多功能电能表。

②高压厂用工作变压器高压侧电压为 llOkV 及以仨时应测三相电流。

③高压启动／备用变压器高压侧电压为 llOkV 及以下时可i»l~ 单相电流。

表 c. o. 2-4 火力发电厂高、低压电动机测量图表

电测量
电能

安装单位名称 计算机 开关柜／动力箱／
计量

控制系统 控制箱

芮压电动机 I I w① 

。、 I 类 I I w③ 

低压
55kW 及以上

H 、皿类 I② I 

电动机 55kW 以下 0、 I 类 I I 

上.！＇.；要求监视电流的其他电动机 I I 

注：①电能计量可由综合保护装置内置电能计量功能完成，也可在开关柜内单独

加装多功能电能表。

②55kW 及以上的H、皿类低压电动机纳入计算机控制系统监控时应测量其电流。

①对需要进行技术经济考核的 75kW 及以上的电动机可装设电能表．电能表

装于开关柜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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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3 水力发电厂电测量及电能计量的测量图表见表 c. 0. 3-1~ 
表 c. 0. 3 3 。

表 C.0.3-1 水力发电厂发电机及发电机一变压器组的测量图表

安装单位名称
电测量 电能

中控室计算机控制系统① 机旁屏② 计量③

母线发电机 发电机侧
IA 、 h 、 le 、UAB 、UBc 、

UcA 、Uo 、P 、Q,f、PF
I、U、P、Q、f w 、Wq

发电机侧
h 、 Is 、 le 、UAB 、

UBc 、UCA 、Uo 、P、Q,f、PF
I、U、P、Q、f W,Wq 

扩大单元机组

主变高压侧
UAB 、UBc 、UcA 、Ux 、

IA 、 h 、 le 、P、Q、f
w 、Wq

发电机一变压
发电机侧

IA 、 h 、 le 、UAB 、

UBc 、UcA 、Uo 、P、Q,f、PF
I 、U、P、Q、f w 、Wq

器一线路组 UAB 、UBc 、UcA 、Ux 、
主变高压侧

IA 、 Is 、 le 、P 、Q、f
w 、Wq

发电机一双绕组
发电机侧

IA 、 Is 、 le 、UAB 、

UBc 、UcA 、Uo 、P、Q,f、PF
l 、U、P 、Q、j w 、Wq

变压器组
主变高压侧

h 、 Is 、 le 、P 、Q、UAB 、

u町、UcA
w 、Wq

发电机侧
IA 、 IB 、 le 、UAB 、

UBc 、UcA 、Uo,P 、Q,f、PF
I、U、P、Q、f w 、Wq

发电机三绕组 主变高压侧
IA 、 h 、 le 、P 、Q、UAB'

UBc 、UcA
w 、Wq

（自糯）变压器组

主变中压侧
h 、 IB 、 le 、P、Q、UAB 、

UBc 、UcA
w 、Wq

公共绕组 IC 自藕变压器）

注：①本表中计算机监控系统采集的电测量参数为各就地控制单元上配置的电气

测量仪表采集传送的电量数据，电气测量仪表应包括综合交流采样电量综

合测量仪表、电量变送器等。

②本表中机旁屏采集的电测量参数当不配置常规电气测量仪表时，通过机组

现地控制单元屏幕显示器显示；当配置不经过现地控制单元的常规仪表时，

应按本表配置测量并显示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发电机定子电流、发电机定

子电压、发电机频率。

③抽水蓄能机组和水轮发电机组作调相运行时，应测量正反向有功、无功功率

和计量送、受的有功、无功电能。发电机的有功和无功电能表可装在机旁屏

或中央控制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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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o. 3-2 水力发电厂发电机励磁系统的测量图表

安装单位名称 计算机控制系统 励磁屏

励磁回路 Ii 、U1 Ii 、U1

自并励静止
整流回路 I，， 、 1. 、u.

整流励磁系统

励磁变高压侧 I、P

注： Ii 、U1一一发电机转子电流、电压；

1.，－～功率整流柜直流输出电流；

I， 、u. 功率整流柜交流输入电流、电压。

表 C.0.3-3 7f<力发电厂高、低压厂用电源的测量图表

电测量 电能
安装单位名称

计算机控制系统 配电装置 计量

高压厂用 高压侧 I①、P w 

变压器 低压侧

高
压 高压母线 PT u u 
厂
用

高压厂用馈线电 I I w 
源

高压母线联络 I I 

柴油发电机电源进线 I I w 

高压侧 I、P I w 
低压厂用变压器

低压侧

低
压 低压母线 PT u u 
厂
用

低压厂用馈线电
／（函 I 

源

低压母线联络 I I 

柴油发电机电源进线 I I w 

注：①表中高压厂用变压器高压侧电压为 llOkV 及以上时应测三相电流。

②对低压厂用馈线，应按照本规范第 3.2.2 条确定是否测量三相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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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0. 4 变（配）电站测量图表见表 C. o. 4-1～表 c. 0. 4 40 

表 c. 0. 4-1 变（自己）电站主变压器及联络变压器i9!U量图表

电测量
安装单位名称

计算机控制系统

高压侧 IA 、 h 、 Ic 、P 、 Qj)

双绕组变压器
低）玉侧

CIA 、 h 、 Ic 、P、Q）⑦

高压侧 IA 、 Is 、 Ic 、 P,Q

双绕组联络变压器
低压侧

高压侧 Itc 、 Is 、 Ic 、P 、Q

中压侧 h 、 Is 、 Ic 、 P 、Q

三绕组（自祸）变压器 h 、 h 、 Ic 、 P 、 Q
低压侧

CIA 、 Is 、 Ic 、 P 、Q）②

公共绕组 re 自藕变压器）

高压侧 IA 、 Is 、 Ic 、P 、Q

中压侧 r,,,h 、 Tc 、 P 、Q

三绕组（自祸）
IA 、 Is 、 Ic 、P 、Q

联络变压器 低压侧
Ch 、 Is 、 Ic 、 P 、Q）②

公共绕组 re 自藕变压器）

电能计量

W,WQ 

w 、WQ

~、~Q

w 、WQ

w 、矶、

w 、WQ

引人W Q 

w 、WQ

w 、WQ

w、WQ

w、WQ

注：当变压器高、中、低压侧电压为 llOkV 及以下时，所m量的三相电流可改为单

相电流。

①双绕组变压器一般在电源、侧测量，如电源、侧测量有困难或需要时，时在另一

侧测量。对于联络变压器，应在两侧均进行测量；对于终端变电站的降压变

压器、升压变压器、配电变压器可根据需要在低压侧测量。

②变压器低压侧测量有两种情况： 1)没有并联电容器及电抗器； 2）装有并联电

容器及电抗器。对于②应按照本规范第＇L 2. 2 条第 7 款要求测量三相电流、

正反向无功功率及功率因数，以及计量进相、滞相的无功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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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o. 4-4 变电站无功补偿装置测量图表

电测量
安装单位名称 电能计量

计算机控制系统

lOkV～llOkV 低压并联 总回路 h 、 lB 、 le 、Q WQ 

电容器和电抗器 各分组归路 IA 、 Is 、 le 、Q WQ 

330kV～750kV 并联电抗器 并联电抗器 h 、 Is 、 le 、Q WQ 

及其中性点小电抗 中性点小电抗 Io 

参考系统 UA 、Us 、Uc

lOkV～35kV 静止元功 补偿装置所接母线 UA 、Us 、Uc

补偿装置 补偿装置各相单元 I 

总回路 IA 、 Is 、 le 、Q WQ 

注：当无功补偿装置装有并联电容器和电抗器时，总回路应测量双方向无功功率

和分别计量进相、滞相的元功电能。

C.0.5 发电厂、变（配）电站母线设备测量图表见表 c. 0. 5 。

表 C.0.5 发电厂、变（配｝电站母线设备测量图表

电测量
安装单位名称 电能计量

计算机控制系统

旁路断路器 与所带线路配置相同

母联／分段断路器 I 

内桥断路器 I 

外桥断路器 I、P、Q

3/2 接线、4/3 接线、角形接线断路器 I 

母线电压互感器（三相） UAB 、Us二、UcA 、f

母线电压互感器（单相） U、f

母线绝缘监测 UA 、Us 、Uc

消弧线圈 I 

注：电压等级为 llOkV 及以上时，所测量的单相电流应改为三相电流。

c. 0. 6 发电厂、变（配）电站直流电源及直流电动机测量图表见

表 c. 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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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0.6 发电厂、变（配）电站直流电源及直流电动机测量图表

安装单位名称 计算机控制系统 直流屏／直流启动柜

蓄电池回路 I,U I,U 

充电回路 I,U I,U 

试验放电回路 I 

直流母线 u u 
直流系统

直流分屏 u u 
绝缘监视 R 蕃

DC/DC装置输入团路 u u 
DC/DC 装置输出回路 I,U I,U 

直流电动机 I I 

注： 1 蓄电池回路应测双向直流电流；

2 祷 R一←→绝缘电阻值。

C.0.7 发电厂、变（配）电站送电线路测量图表见表 c. 0. 7 。

表 C.0.7 发电厂、变（ i!icl 电站送电线路测量图表

安装单位名称 计算机控制系统 电能计量

1200V 以下 供电、配电总干线路 I 

1200V 供电、配电线路 I 

用户线路 I、P、Q W、Wq

3kV~ 66kV 单侧电源线路 I、P、Q W,Wq 

双侧电源线路 I 、P 、Q、Ux w 、Wq

用户线路 h 、 Is 、 le 、P、Q W、！！：Q

llOkV~ 220kV 单侧电源线路 IA 、 Is 、 le 、P 、Q W,Wq 

双侧电源线路 h 、 Is 、 le 、P 、Q、Ux 研r,wQ

单假If电源线路 r， 、 h 、 le 、 P 、Q W.WQ 

330kV~ lOOOkV h 、 IB 、 le 、P 、Q、
双侧电源线路 E、！！：Q

UAs 、Use 、UcA

注：对于 lOkV 及以下配电装置，如未单独设置控制系统，测量装置宜安装在配电

装置内。

C.0.8 发电厂、变电站公用部分测量图表见表 C.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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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0.8 发电厂、变电站公用部分测量图表

安装地点
300MW … I 调频或
以下发电厂 及以上发电厂 调峰发电厂

火力
单元控制室 f f、U

发电厂 网络控制室／主控制室 f 
2.P.2.P% 

50MW 以上水力发电厂中央控制室 f、U、；二P 、：SQ

变电站主控制室 f、U

风力发电站主控制室 f、U、 2.P 、 2,Q

光伏发电站主控制室 f、U、 2.P 、 2,Q

注 ： 2.P 全厂总和有功功率，

2.P%÷－全厂广用电率；

f 系统频率；
u~主母线电压。

C.0.9 直流换流站直流部分的测量图表见表 C.O. 90 
表 C.0.9 直流换流站直流部分的测量图表

安装单位名称
电测量

计算机监控系统

极 1／极 2 的极线 I 、U 、P 、 Ix 、Ux

双极 p 

极 1／极 2 的中性母线 I、U
直rfrt配电装置

接地极引线祷 I、 Ix

站内临时接地线 I 

直流滤波器各分组 I、 Ix

换流器高、低压端 I、Q

换流器 整流侧换流阀 α 

逆变侧换流阀 y 

阀侧 IA 、 IB 、 Ic
换流变压器

网侧 h 、 Is 、Ic,UA 、UB 、Uc 、P 、Q、f、 Ix 、Ux

各大组 h 、 h 、 Ic 、UA 、UB 、Uc 、Q
交流滤波器

各分组 JA 、 h 、 le 、ω 、 Ix

与站外交流系统交换的总无功功率 Q 

注： I LU、P、Q 直流电流、电压、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Ix 、Ux一－－直流侧谐波电流、电压 g

Ix 、Ux 交流侧谐波电流、电压；

α 整流侧换流阀触发角；

γ一一－逆变侧换流阀：熄弧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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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 ，；二P%

电能计量

w、Wq

Wq 



2 提接地极线作为阳极运行时，还要测量其安培·小时（A· h）数。

3 本表按双极并能双向送电的双端高压直流系统表示，当用于为单极或单向送

电直流系统时，测点相应简化。背靠背换流站或多端直流换流站参照执行。

C.0.10 风力电站风力发电机组测量图表见表 C. o. 10 。

表 C.0.10 凤力电站风力发电机组测量图表

电测量

安装单位名称 风力发电机 风力电站中央 电能计量

控制系统①
就地

控制系统

h 、 IH 、 le 、

风力发电机 UAB 、UBr: 、UcA 、 w 
风力 P、Q、f、PF

发电机组 机组自用变低压｛Y!~ I 、U

机组变低压侧 I、U

集电线路进线柜 I、P 、Q I、P 、Q w 、Wq

注．①风力发电机自身的电气参数测量由风力发电机控制系统完成，能将风力发

电机的电气参数经通信方式上传至风力电站中央监控系统。

c. 0.11 光伏电站测量图表见表 C. o. 11 。

表 C.0.11 光伏电站光伏方阵测量图表

电测量

安装单位名称 逆变器 光伏电站中央 电能计量

控制系统 监控系统①
；就地

光伏阵列

各路汇流进线 I I 

直流汇流箱 汇流母线 u u 
汇流出线 I I 

直流侧 I、U、P
逆变器

交流侧 I、U、P、Q,f、PF w 
集电线路进线柜 I 、P 、Q I 、P 、Q w 

注：①逆变器控制系统测量的电气参数应能就地显示并能经通信方式上传至光伏

电站中央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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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气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1’。

2 本规范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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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DL/T 448 

《电压失压计时器技术条件》DL/T 566 

《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DL/T 645 

《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选择及计算规程》DL/T 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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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电力装置电测量仪表装置设计规范

GB/T 50063 - 2017 

条文说明



编制说明

《电力装置电测量仪表装置设计规范》GB/T 50063 2017 ，经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7 年 1 月 21 日以第 1435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是在《电力装置的电测量仪表设计规毡》 GB/T

50063-2008（以下简称“原规范勺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上一版的主

编单位是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现中国电力工

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参编单位是中国电力工程

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现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

计院有限公司）、国家电力公司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铁道部第二

设计研究院、南京南自电力仪表有限公司，主要起草人有：关江桥、

齐春、张巧玲、陈东、李宗明、管光彦、汪秋宾、楚振宇、唐建。

本次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 扩大了规范适用范围，增加了并网型风力发电、光伏发电

等项目。

2 补充了相应的术语和符号。

3 增加了并网型风力发电、光伏发电项目的电测量规定。

4 增加了对智能仪表、综合保护及测控装置的测量精度

要求。

s 补充及调整了电测量及电能计量的测量图表。
6 增加了测量用电子式电流、电压互感器应用的总体要求。

7 针对发电厂、变电站数字化的要求，补充了相关的电测量

适应性规定。

8 增加了特高压直流换流站的电测量规定。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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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随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

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

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

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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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本条是原规范条文。说明本规范制定的目的，电测量及电

能计量装置设计中除了应做到准确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外，

还强调了应做到满足方便监视、方便运行的需要。

1. 0. 2 本条是说明本规范的适用范围，相对于原规范增加了规范

的适用范围，补充了并网型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同时将原规范的

“适用于新建或扩建的单机容量为 Z5MW 及以上的汽轮发电机及

燃气轮机发电厂……”改为“适用于单机容量为 lOOOMW 级及以

下新建或扩建的汽轮发电机及燃气轮机发电厂……”；“直流额定

电压为 lOOkV 及以下的直流换流站”改为“直流额定电压为

士SOOkV及以下的直流换流站”。

• 55 •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本节电测量部分的术语和定义引用了原规范中的部分术语和

定义，增加了多功能电力仪表、感应式电能表、电子式电能表等术

语和定义。

2.1. 3 常用电测量仪表，如指针式仪表、数字式仪表、记录型仪表

和多功能电力仪表等，不包括电能计量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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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测量装置

3. 1 一般规定

3.1.1 电测量装置包括计算机监控系统的测量部分、常用电测量

仪表，以及其他综合装置中的测量部分。常用电测量仪表指装设

在屏、台、柜上的电测量表计，包括指针式仪表、数字式仪表、记录

型仪表及仪表的附件和配件等；其他综合装置指的是综合保护及

测控装置、低压马达保护器等。

3.1. 2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防止电力回路开路．工程中对测量仪表

的电流回路一般不宜采用直接仪表测量方式。直接仪表测量方式

指直接接入一次电力回路的测量方式，直接仪表的参数应与电力回

路的电流、电压的参数相配合，且应满足相应一次回路动热稳定的

要求；一次仪表测量方式指经电流、电压互感器的仪表测量方式。

一次仪表的参数应与测量回路的电流、电压互感器的参数相配合；

二次仪表测量方式指经变送器或中间互感器的仪表测量方式。

3.1. 3 本次修订新增了对“综合保护测控装置”，如综合保护装

置、低压马达保护器、数字式仪表以及测控单元的测量部分（交流

采样）的准确度最低要求。

3.1. 9 原规范的第 3. 1. 11 条为“发电厂和变（配）电站装设远动

遥测、计算机监控系统，旦采用直流系统采样时，二次测量仪表、计

算机和远动遥测系统宜共用一套变送器”。但目前实际工程中，计

算机监控系统、远动遥测系统一般均采用交流采样，即使远动遥测

系统采用经变送器采样，远动变送器屏也是独立设置的，因此，对

原规范条文做了修改。

3. 1. 10 补充了发电机励磁绕组电流表宜经变送器接人的要求，

因为发电机励磁绕组电流表经分流器直接接入时、，为保证回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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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降对测量值的影响，需选择大截面的电缆或导线，特别是对需远

方显示的发电机励磁绕组电流表宜采用经变送器接入方式。

3.1.11 对无功补偿装置，除了有额定电流、额定电压的要求外还

应满足最大允许稳态过电流和最高运行电压的要求，因此，对无功

补偿装置的电测量装置，不仅要满足额定电流、额定电压的要求，

还应满足最大允许稳态过电流和最高运行电压的要求。

3. 1.12 目前的计算机监控系统、综合保护装置及智能测控装置

测量精度均较高，其中中压综合保护装置的测量精度一般能达到电

流、电压 0.2 级，频率精度土 0. OlHz，其他参数 0. 5 级，低压马达保

护装置的测量精度能达到电流、电压 0. 5 级，频率精度士0. 02Hz，其

他参数 1 级，电能计量 2 级，故当装有上述装置时，如作为一般监

视不参与逻辑控制或作为厂付的内部考核用时，可不再装置常规

电测量仪表。

3.1. 日 本条主要强调了在不同中性点接地方式下功率测量装置

应采用的接线方式，由于在中性点有效接地、经电阻或消弧线圈接

地系统中，中性点存在不平衡电流，当功率测量装置采用三相三线

的接线方式将产生较大的测量误差，因此中性点有效接地系统应

采用三相四线的接线方式，经电阻或消弧线圈接地系统中推荐采

用三相四线的接线方式；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可采用三相三线

的接线方式，在 CT、PT 的配置满足要求时也可采用三相四线的

接线方式。

3.1. 14 根据工程实际目前部分工程业主方要求厂用电部分进行

通信组网，其中包括了电测量装置，因此，提出电测量装置通信的

基本要求。 RS485 通信接口及 MODBUS 通信协议是目前较为流

行，且较为简单的通信接口型式和通信协议，一般仪表厂家均能满

足此要求，不排除其他的通信接口及通信协议。

3.2 电流测量

3. 2.1 对本条规定的修订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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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款 明确高压厂（站）用电源需测量交流电流的回路。

第 6 款 明确低压厂（站）用电源需测量交流电流的回路。

第 8 款取消了原规班第 6 款中 ZZO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

限制，因 ZZOkV 以下电压等级仍有采用 3/2 接线、4/3 接线和角型

接线的接线方式。

第 10 款参考现行行业标准《35kV～ZZOkV 变电站无功补偿

装置设计技术规定》DL/T 5242-2010 中第 9. 4. 1 条及《330kV～

750kV 变电站无功补偿装置设计技术规定》DL/T 5014-2010 中

第 9.4. 1 条、第 9.4.4 条编写。

第 11 款取消了原规范第 9 款中 50kV • A 及以上的照明变

压器字样，照明变压器的电流测量参照第 4 款执行。

第 12 款 明确了厂（站）用电动机电流测量范围，相对于原规

范第 10 款增加了工艺要求监视电流的其他电动机。电流是电动

机的重要电气参数，且目前一般均采用计算机监控仅需增加计算

机监控系统的 I/O 点，不存在常规控制系统的仪表安装问题，因

此对工艺要求监视电流的其他电动机，控制室应能显示电动机的

电流以供运行人员了解设备的运行状态。部分短时运行的电动

机，如输煤系统的犁煤器、三通、振动防闭塞装置电机、除尘器、伸

缩装置电机等，由于其一般均为间断运行，可不监视其电流。

第 13 款增加了风力发电机组的电流测量。

3.2.2 对本条第 4 款的说明：增加了检修变压器。

3.2.4 对本条第 5 款的说明：增加了光伏发电的直流电流测量。

3.3 电压测量和绝缘监测

3. 3.1 对本条第 4 款的说明：原规范为“配置电压互感器的其他

回路”，改为“需要测量电压的其他回路”。测量电压是根据需要确

定。需要测量电压的其他回路如角型接线、3/2 接线、4/3 接线以

及桥型接线等主变高压侧回路。

3.3.2 本条是原规范的修改条文。取消了“容量为 50MW 及以



上的汽轮”等字样，所有的发电机母线均应记录交流电压。

3.3.3 明确了中性点有效接地系统的电压应测量三个线电压；中

性点非有效接地系统的电压测量可测量一个线电压和监测绝缘的

三个相电压。

3.3.5 本条是原规范第 3.3.5 条及第 3. 3. 6 条的修改条文，说明

了绝缘监测采用的方式。

3.3.6 本条是原规范的第 3.3. 7 条，增加了光伏发电系统的直流

电压测量。

3.3.7 取消了原规范第 3. 3. 8 条第 3 款中的“重要的直流回路”，

改为“馈线回路”，即明确了对所有直流系统的馈线回路都应监测

绝缘。

3.3.8 本条补充了国家能源局于 2014 年 4 月 15 日发布及实施

的《防止电力生产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中第 22. 2. 3. 23. 1 条

的要求，明确了绝缘监测装置不应采用交流注入法测量直流系统

的绝缘状态。

3.4 功率测量

3. 4.1 对本条规定说明如下：

第 5 款 工程中输配电线路和用电线路很少采用 3kV 电压

等级，故将原规范第 3. 4. 1 条第 4 款中的“3kV”改为“6kV”。

第 6 款将原规范第 6 款“35kV 及以上的外桥断路器回路”

改为“外桥断路器回路”。

3.4.2 对水力发电厂的机旁控制屏可参照现行行业标准《水力发

电厂测量装置配置设计规范》DL/T 541.3→2009 中的第 5. 5. 3 条

执行。

3.4.4 对本条规定说明如下：

第 3 款 工程中输配电线路和用电线路很少采用 3kV 电压

等级，故“3kV”改为“6kV”。

第 4 款 “35kV 及以上的外桥断路器回路”改为“外桥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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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回路”。

第 6 款电压等级修改为“lOkV～ llOkV”，包含了 lOOOkV

变电站中的 llOkV 并联电容器和电抗器。

取消了原规范第 7 款“发电机励磁变压器高压侧”。

3.4.S 对本条第 2 款的说明：电压等级修改为“lOkV～llOkV”，

包含了 lOOOkV 变电站中的 llOkV 并联电容器和电抗器。

3.4.6 增加了电网功率因数考核点需测量功率因数，因电网公司

对用户的功率因数要进行考核，一般情况下用户变电站的电源进

线回路为电网公司对用户功率因数考核点。

3.5 频率测量

3.5.1~ 3.5.3 对水力发电厂的机旁控制屏可参照现行行业标准

《水力发电厂测量装置配置设计规范》DL/T 5413一2009 中第

5. 5. 3 条执行。

3.6 公用电网谐波的监测

3.6.1 谐波源用户负荷的变化并不一定有规律性，而且电力系统

运行方式的变化也会影响电网内谐波电压和谐波电流的分配，因

此有必要进行长期的连续监测。当新用户接入、用户协议容量发

生变化或用户采取谐波治理措施时，可以考虑进行谐波的专项监

测，用以确定电网谐波的背景状况和谐波注入的实际量，或验证技

术措施效果。

连续监测：在谐波监测点设置固定装置对电网谐波电压、电流

进行监测；

专项监测 z用于各种非线性用电设备接入电网（或容量变化）

前后的监测。

3.6.2 谐波监测点是为了保证发、供、用电设备安全经济运行而

需要经常监测电网谐波电压和电流的测量点。谐波监测点覆盖全

部电压等级，并在有条件时联网，将有助于进一步展开对谐波问题



的分析和治理。有条件时也可纳入电能质量综合监测网。

3. 6. 4 将原规范第 3. 8. 5 条中的“谐波测量的次数不应少于

2 次～15 次”改为了“谐波测量的次数不应少于 2 次～ 19 次飞主

要依据是现行国家标准《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披》GB 14549-

1993 中对谐波测量方法的定义：“D2 测量的谐波次数一般为第 2

次到第四次，根据谐波源的特点或测试分析结果，可以适当变动

谐波次数测量的范围。”

3.6.5 因目前谐波测量基本都为数字式仪表，因此将原标准第

3.8.6 条中的“可采用数字式仪表”改为“应采用数字式仪表”，同

时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GB/T 14549-

1993 中对谐波测量仪等级的划分，将“测量仪表的准确度不宜低

压 1. 0 级”改为“测量仪表的准确度宜采用 A 级”。

3.6.6 取消了原规范第 3. 8. 3 条第 2 款“10～66kV 无功补偿装

置所连接母线的谐波电压”。在原规范编制过程中，有电力部门提

出电气化铁路低次谐波注入电网引起无功补偿装置故障。在实际

运行中，各电力部门很少在无功补偿装置母线处设置谐波电压监

测点，同时，近年来铁路部门推广交直交型电力机车和动车组后，

电气化铁路注入电力系统的谐波已大幅降低。故取消此条。

3.7 发电厂、变电站公用电气测量

3. 7.1 本条对第 1 款的说明：根据发电厂运行要求增加了主控制

室、网络控制室和单元控制室应监视主母线电压。

3. 7. 2 本条是原标准的修改条文。原行标 DL/T5413 中相关条

款的适用范围为大中型水力发电厂和抽水蓄能电站，并结合近年

实际经验，本次修订将总装机容量由“300MW”修改为“50MW”；

由“1 主电网的频率； 2 全厂总和有功功率”修改为“1 主要母线的

频率、电压；2 全厂总和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3.7.3 取消了原标准第 3. 6. 3 条中“220kV 及以上的系统枢

纽”，变电站主控制室均应监视主母线的频率及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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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静止补偿及串联补偿装置的测量

3. 8.1 本条是原规范第 3. 7. 1 条的修改条文。主要修订如下：

(1）本条适用于 lOkV～llOkV 静止无功补偿装置（Static Var 

Compensator，简称 SVC）。 SVC 按元功出力调节方式分为直接用

晶闸管控制的 SVC 和铁磁饱和特性调节的 SVC 两大类。目前电

网中主要采用晶闸管控制的 SVC，由晶闸管控制电抗器（Thyris

tor-Controlled Reactor，简称 TCR）、晶闸管投切电容器（ Thyris

tor Switched Capacitor，简称 TSC）、并联电容器和谐波滤波器组

(Filter & Capacitor ，简称 FC）共同组成。由于 TCR 具有“晶闸管

阅造价及综合投资较低，可靠性较高”等优点，因而在我国电网中

应用最广泛的是 TCR十 FC 型 SVC 装置，也有部分早期变电站

（如 500kV 凤凰山变）采用了 TCR十TSC+FC 型 SVC 装置。

(2）第 1 、 2 款：参考现行行业标准《330kV～ 750kV 变电站元

功补偿装置设计技术规定》DL/T 5014 2010 和《 35kV～ 220kV

变电站无功补偿装置设计技术规定》DL/T 5242 2010 中第 9. 4 

节编写。另外，目前 SVC 通常采用计算机监控系统，工程中软件

通常采集的是各相对地的电压，控制和后台显示通常用的还是三

相线电压。

(3）第 3 、 4 、 5 款：将原规范第 3. 7. 1 条的第 4 款～第 6 款的测

量各分组的单相电流改为三相电流。装设分相电流表可以监测各

相电流的平衡，以往采用常规测量表计时，为避免电流表计过多，

使控制屏面布置困难，允许在分组回路中只设置→只电流表计。

目前 SVC 通常采用计算机监控系统，同时测量三相电流，不会带

来成本的增加，可以监测各相电流的平衡。

(4）第 6 款：原规范第 3. 7. 1 条的第 7 款、第 8 款均为对总回

路的测量要求，因此合并为现在的第 6 款。

(5）取消了原规范第 3. 7. 1 条的第 3 款。由于目前国内的晶

闸管阀己能承受较高的工作电压， SVC 装置可以直挂最高电压

• 63 • 



66kV, 750kV 及以下电压等级变电站的 SVC 可不必再配置静补

中间变压器降压为晶闸管提供工作电压，同时直挂式 llOkV 的

SVC 也在研制中，因此，考虑到降压变压器对 SVC 的响应速度和

可靠性有所影响，并增加了损耗，需配置较多滤波器。

3.8.2 本条是新增条文。说明如下：

(1）本条是对静止同步补偿装置（ Static Synchronous Com

pensator ，简称 STATCOM）的测量要求。 STATCOM 装置是能

够发出或吸收无功功率的静止型同步无功电源，又称静止无功发

生器（ Static Var Generator，简称 SVG），是当今无功补偿领域最

新技术的代表，主要由换流器、连接变压器（可选）、连接电抗器等

组成。通常说的 STATCOM 主要是指采用电压型桥式电路的装

置，直流侧采用电容器作为储能元件。 STATCOM 较 SVC 装置

具有响应速度快、占地面积小、谐波特性好以及损耗小的优势，但

造价高，目前还处于发展完善、逐步推广阶段。

本规范测量参数主要针对接线方式为角接，阀体结构采用链

式（模块串联多电平）结构的 STATCOM 装置。

(2）第 1 、 2 款：目前 STATCOM 装置可以直挂 35kV 电压，当

需要接至 220kV 或 500kV 电压等级系统时，需要经过连接变压

器。当 STATCOM 装置经过连接变压器接至 220kV 或 500kV

电压，第 1 、 2 款为连接变压器高、低压侧电压。另外，目前 STAT

COM 系统通常采用计算机监控系统，工程中软件通常采集的是

各相对地的电压，控制和后台显示通常用的还是三相线电压。

(3 ）第 3 款： STATCOM 各相单元的单相电流是指 STAT

COM 每相单元角内电流。由于 STATCOM 装置的接线方式通

常为角接，相单元角内电流用于监测每个相单元中功率模块的通

流能力和故障信息。

(4）第 4 款： STATCOM 总回路的三相电流是指每套 STAT

COM 支路总的三相电流。

3.8.3 、3.8.4 这两条系原规范第 3. 7.2 条、第 3. 7. 3 条的保留条



文。说明如下：

(1）这两条适用于安装在 22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交流线路上

的串联补偿装置。主要阐明串补装置电气测量的内容及要求，其

相应交流线路的电气测量见本规范的相关章节。

(2）串补装置主要可分为固定串补和可控串补两种类型。本

规范固定串联补偿装置CFSC）是按金属氧化物避雷器（MOV）和

火花放电间隙实现电容器组过电压保护的典型接线考虑的测量参

数，可控串联补偿装置CTCSC）是按金属氧化物避雷器（MOV）和

晶闸管阀实现电容器组过电压保护的典型接线考虑的测量参数，

其他类型接线参照执行。

(3）串联补偿装置的电气测量一般按相分别采集。

(4）本规范串联补偿装置的测量参数中没有考虑平台电流、火

花间隙电流，主要考虑平台电流、火花间隙电流是故障时才有的电

流，一般在保护装置和故障录波装置中采集和显示，没有在监控系

统的正常监测量中考虑，设计时可根据具体工程要求取舍。可控

串补CTCSC）除测量线路电流外，增加了测量线路电压，主要用于

可控串补的闭环控制。

3.9 直流换流站的电气测量

本节主要阐述具有直流输电线路的双端直流换流站的电气监

测内容及要求，背靠背换流站或多端直流换流站可参照执行。本

节仅对换流站的直流部分和特有的交流部分的电测量数据采集进

行规定，与交流变电站相同的常规交流部分的数据采集应符合本

规范其他章节的有关规定。直流部分设备主要指换流器、直流开

关场、平波电抗器、直流线路、接地极和直流滤波器组；特有交流部

分设备主要指换流变压器、交流滤波器组。对于换流站中常规交

流部分设备的电测量要求同常规交流变电站。

3.9.4 本条是原规范第 5. 2. 1 条的修改条文。主要修订如下：

(1 ）第 1 款：此处的直流极线指直流线路端的直流电流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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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2 、 6 款：这两款系增加的条款。

(3）第 3 款：这款系增加的条款。对每极采用 2 个 12 脉动换

流器串联接线的±800kV 电压等级的直流换流站，国内已投运的

换流站中也有没有装设换流器高、低压侧回路的直流电流测量装

置，而是在换流器旁路断路器回路装设了直流电流测量装置，该差

异对测量的影响只是旁路断路器回路的电流是直接测量还是间接

测量。

(4）第 4 款：地极线作为阳极运行时，还要测量其安培·小时

CA· h）数。地极线作为阳极运行时，电极会受到腐蚀，而阴极不

会。根据法拉第电解作用定律，阳极电腐蚀量不但与材料有关，而

且与电流和作用时间之乘积成正比，因此，接地极的寿命采用以阳

极运行时的电流与时间的乘积（安培·小时数或安培·年）来

表示。

3.9.5 本条是原规范第 5.2.2 条的修改条文。主要说明如下：

(1）取消了对“对端”换流站的采集要求。尽管根据高压直流

输电的特点，为全面了解整个系统的运行情况，两端换流站均需监

视对侧站有关的运行参数。但由于两端换流站监视对侧站的运行

参数是通过站间通信通道相互传送的，而不是用电的方法对电气

参数进行的测量，因此本次修订取消了对“对端”换流站电测量数

据采集的要求，本规范直流换流站的电气测量主要针对本端换流

站。两端换流站相互传送的运行参数要求可参照有关直流换流站

设计规程中的直流远动部分。

(2）对每极采用 2 个 12 脉动换流器串联接线的士800kV 电压

等级的直流换流站，可根据工程需要增加高低压阀组连接点电压

的采集。国内己投运的特高压换流站工程中基于 SIEMENS 技术

路线的换流站装设了高低压阀组连接点的直流电压测量装置，阀

组连接点的直流电压可直接测量；基于 ABB 技术路线的换流站没

有装设高低压阀组连接点的直流电压测量装置，阀组连接点的直

流电压是间接计算得到。实际工程中由于阀连接母线的直流电压



测量装置装在平波电抗器之前，投运后由于谐波的影响，阀连接母

线的直流电压测量误差较大。

3. 9. 6 本条是原规范第 5. 2. 3 条的修改条文。同上述原因，取消

了对“对端”换流站的直流功率的采集要求，两端换流站监视对站

的功率参数是通过站间通信通道相互传送的。

3. 9. 9 本条是原规范第 5. 3. 2 条的修改条文。取消了换流变压

器阀侧电压监测要求，通常换流变压器阀侧配置的套管末屏电压

分压器主要用于换流变压器阀侧零序过压保护功能。

3.9.10 本条是原规范第 5. 3. 3 条的修改条文。增加了第 1 款：

换流器吸收的无功功率。

3.9.12 本条是原规范第 5. 4. 1 条、第 5. 4. 2 条的修改条文。取

消了换流变压器中性点侧谐波电流及直流偏磁、换流站至系统主

要交流联络线的谐波电流及电压的监测要求，目前换流站工程中

一般没有监测。换流变压器网侧电流、直流线路电流和电压通常

是换流站必配的谐披监测量，其他监测量可根据工程需要进行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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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能计量

4.1 一般规定

4. 1. 1 电能量计量装置包括：电能表、计量用电压、电流互感器及

其二次回路、电能计量柜（箱）等。

4. 1. 2 电能计量装置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

理规程师L/T 448 的规定。其中，运行中的电能计量装置按计量

对象重要程度和管理需要分为五类C I 、 H 、皿、凹、 V ）。

I 类电能计量装置： 220kV 及以上贸易结算用电能计量装

置， 500kV 及以上考核用电能计量装置，计量单机容量 300MW 及

以上发电机发电量的电能计量装置。

H 类电能计量装置： llOkV～ 220kV 贸易结算用电能计量装

置，220kV～500kV 考核用电能计量装置。计量单机容量 lOOMW～

300MW 发电机发电量的电能计量装置。

皿类电能计量装置： lOkV～ llOkV 贸易结算用电能计量装

置， lOkV～220kV 考核用电能计量装置。计量 lOOMW 以下发电

机发电量、发电企业厂付的用电量的电能计量装置。

凹类电能计量装置： 380V～ lOkV 电能计量装置， 220V 单相

供电、双向计量的电能计量装置。

V类电能计量装置：220V 单相供电，单向计量的电能计量装置。

各类电能计量装置应配置的电能表、互感器的准确度等级不

应低于表 1 所示值。

电能计量

装置类别

I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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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准确度等级

有功电能表 I 无功电能表 | 电压互感器 I 电流互感器

o. ZS I 2 I o. 2 I o. 2S 



续表 1

电能计量
有功电能表 元功电能表 电压互感器 电流互感器

装置类别

E类 o.ss 2 0.2 0.2S 

皿类 o.ss 2 0.5 0. 5S 

N类 1 2 0.5 0.5S 

V类 2 0.5S 

4.1. 7 系统接地方式以及电能计量装置采用的接线方式对电

能计量装置精度有较大的影响，三相三线式接线方式能精确计

量的先决条件是中性点电流为零，当中性点电流不为零时其计

算方法从原理上就存在误差，中性点有效接地、经电阻或消弧线

圈接地系统中性点均有不平衡电流的存在，因此，对于中性点有

效接地应采用三相四线制接线方式，在经电阻或消弧线圈接地

系统中如 PT、 CT 的设置满足要求也推荐采用三相四线制接线

方式。

4.1. 8 本条制订目的主要是为提高低负荷计量的准确性。

4.1.12 、4.1.13 这两条是根据现行行业标准《电能计量装置技术

管理规程师L/T 448 相关条款编写。

4.2 有功、无功电能的计量

4. 2.1 对本条规定的说明如下：

第 8 款增加了需要进行技术经济考核的 75kW 及以上的低压

电动机。

第 9 款增加了直流换流站的换流变压器交流侧，直流输电的

电能计量点理论上设在换流站的直流线路侧更为合理，但工程实

际中均无法达到该要求，因此，目前国内直流工程的实际电能计量

点均设在换流变交流侧。

4.2.2 对本条规定的说明如下：

第 7 、8 款增加了直流换流站的换流变压器交流侧及交流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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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各大组，根据目前直流工程实际情况，将按交流滤波器、并联电

容器或电抗器各分组配置无功电能表修改为按交流滤波器各大组

配置无功电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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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计算机监控系统的测量

5.1 一般规定

5.1.1 规定了计算机监控系统需满足的测量精度。

5.1. 2 本条规定了各系统基本的电测量数据采集量。

5.2 计算机监控系统的数据采集

5. 2. 1 计算机监控系统电测量数据采集的范围应包括模拟量和

电能量。

5.2.2 电测量数据中的模拟量指监控对象的运行电气参数，通过

交流采样的方式采集电流、电压，并计算出相应的有功功率、无功

功率、功率因数、频率等。

5.2.3 计算机监控系统电能量数据可采用与智能电能表通信或

陈冲方式采集，也可采用交流采样的方式采集电流、电压，由计算

机监控系统直接计算出电能量。在设置有电能量计费系统的计量

点，电能量的采集应采用电能量计费系统经通信方式接入计算机

监控系统。

5. 2. 4 本条所指的交流采样不仅包括对电流、电压互感器输出的

二次电流、电压量的直接采集，也包括对其他直流量如直流母线电

压、直流回流电流等。本条的直流采样是指计算机监控系统接入

变送器输出 4mA～20mA 或 0～5V 信号的采样方式。

5.3 计算机监控时常用电测量仪表

5.3.1 根据现有的国标及行标的要求，当采用计算机监控时，控

制室内一般不设模拟屏，并取消所有的常用电测量仪表。但是在

考虑运行的习惯和作为计算机监控系统的后备操作手段，需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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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模拟屏时，常用电测量仪表的设置应做到尽量精简；并独立于计

算机监控系统，以保证计算机监控系统故障时运行监视的可靠，这

里所指的独立是指常规电测量仪表不采用计算机监控系统驱动，

但可以和计算机监控系统共用 CT、PT 或变送器。

5.3.2 机旁控制屏作为计算机监控系统的后备操作手段，常用电

测量仪表的设置应做到尽量精简 P并独立于计算机监控系统，以保

证计算机监控系统故障时运行监视的可靠。

5.3.3 采用计算机监控后，就地保留必要的常规电测量表计或监

测单元，是为了满足在设备技产时安装调试的方便，以及运行时的

监视或检修及事故处理的需要。

5.3.4 由于计算机监控系统具有检测和记录各种电气运行参数

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的功能，可不装设记录型仪表，但如果运行管

理需要也可装设，视工程情况确定。

5.3.S 本条主要是考虑方便运行及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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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电测量变送器

6. 0.1 变送器是电气测量的一个中间环节，变送器辅助交流电源

消失将会导致变送器工作停止，测量仪表失去参数，辅助电摞应可

靠。一般情况下，辅助电源采用交流不停电电源是比较恰当的，特

殊情况下，如交流不停电电游、引接困难，可采用直流电源。

6.0.2 本条引用了现行国家标准《交流电量转换为模拟量或数字

信号的电测量变送器》GB/T 13850-1998 中第 4. 1 条，规定了工

程中使用的电测量变送器的等级指数应按表中规定值选取。

6.0.3 本条明确了对变送器的输入和输出参数的基本要求，在变

送器订货时应标明变送器输入电流、电压互感器的变比，输出参数

的校准值。变送器的校准值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参数，过去不少工

程选用变送器不注意与测量参数（包括测量仪表和计算机）的配

合，造成测量的不必要误差，有的甚至导致设备更换，所以在变送

器或测量仪表选择时，必须要注意两者之间的配合。本规范附录

A、附录 B 给出了它们的计算方法，供设计参考。同时，对于火力

发电厂汽轮发电机组，参与汽轮机调节的功率变送器，还需考虑功

率变送器的暂态特性。

近几年来，国内电厂发生多起电网瞬时故障时汽轮机汽门快

控误动的事件，对机组的安全运行造成严重影响，甚至造成多台机

组同时全停的严重后果。多起事故后数据分析表明，造成汽轮机

汽门快控误动的主要原因是 DEH 接收的功率信号与实际值不一

致。 DEH 接收的功率来自功率变送器，由于传统的发电机功率变

送器的固有特性，有以下不足：抗干扰能力差、暂态特性差，时间常

数大、解决不了由于短路故障和涌流中的非周期分量，导致测量级

电流互感器暂态饱和的问题等，当电网出现瞬时故障或者是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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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时测量级 CT 饱和时，放大了故障信息，变送器输出值会发生

严重畸变，导致输入给 DEH 的功率值严重失真，不能正确反映机

组的功率值，导致 AGC 误动或 DEH 的功率不平衡保护误动作，

造成机组非正常停机，对电网的安全运行带来重大隐患。

6.0.4 输出电压方式由于抗干扰能力差，有时输出的直流电压上

还叠加有交流成分，线路损耗大，输出信号不能远传，远传后压降

大，精度不高，故不推荐采用输出电压型变送器。

6.0.5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交流电量转换为模拟量或数字信号的

电测量变送器》GB/T 13850一1998 中第 6. 9 条，超过上述范围，

将会导致测量误差的增大。变送器采用 4mA～20mA 输出时输

出负载为 0～5000，特殊情况下能做到 0～7500（需向厂家提出要

求），指针式二次仪表的直流输入阻抗一般在 2500 左右，数字式

仪表的直流输入阻抗一般小于 1000,DCS 模拟量输入卡件的直

流输入阻抗一般在 2500 左右，因此，接线时应注意变送器 4mA～

20mA 不宜串接多个仪表，一般不宜超过 2 个。

6.0.6 本条明确了贸易结算用电能计量不使用电能变送器。因

为变送器的模拟量输出和电能表的脉冲量（或数据）输出不同，其

影响的因素较多，计量的误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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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测量用电流、电压互感器

7.1 电流互感器

7.1. 2 本条引用了现行国家标准《电流互感器》GB 1208 2006 

中第 13. 1. 2 条，补充了对测量用电流互感器准确级选择的要求。

7.1. 3 原规范条文中的“宜”改为了“应”，S级电流互感器在 20%～

120%的额定电流下能保证测量精度，为保证二次电流在合理的范

围内，也可采用可变变比的电流互感器。

7.1. 4 依据《电力工程设计手册 电气二次部分》中对测量用电

流互感器一次电流选择的相关描述，规定了测量用电流互感器额

定一次电流的选择原则。测量用电流互感器在 100% ～ 120% 的

额定电流下能保证测量精度，S 级电流互感器在 20%～120%的额

定电流下能保证测量精度，因此，为保证测量精度，测量用的电流

互感器的额定一次电流应接近一次回路正常最大负荷电流。

7.1. 5 本条阐述电能计量用电流互感器额定一次电流的选择原

则。为了保证计量的准确度，电流互感器一次工作电流限定在一

定范围是必要的，因此，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的额定一次电流不能选

的过大，应尽量选用小变比或二次绕组带抽头的电流互感器。

7.1.6 llOkV 及以上电压等级推荐选用 lA 的电流互感器，但是

对出线回路较少的发电厂或变电站 llOkV 部分，对扩建工程与原

CT 参数一样或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也可选用 SA 的电流互

感器。

7.1. 7 本条明确了对测量用电流互感器二次额定负载的要求，二

次负载超限将使互感器的极限误差得不到保证，有可能导致测量

误差的增大。目前，随着电子式智能电测量仪表的广泛使用，电测

量装置消耗的二次负载已大大减小，特别是对二次额定电流为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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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tl!. 流互感器，电缆上消耗的二次负载将占相当的比例，因此，在

边作测量用电流互感器二次额定负载时，应充分考虑电缆的长度

及哉面，合理地选择测量用电流互感器二次额定负载，以满足测量

精度的要求。

7. 1. 11 补充了测量用电子式电流互感器的一般要求。

7.2 电压互感器

7. 2. 2 本条补充了对测量用电压互感器准确级选择的要求。

7.2.3 电测量仪表用电压互感器的准确级应按测量级来选择，但

目前部分工程中存在测量与保护共用一个电压互感器二次线圈准

确级按保护级来选择，造成测量误差偏大的情况；故强调当电压互

感器二次绕组同时用于测量和保护时，应对该绕组分别标出其测

量和保护等级及额定输出，以分别适应测量及保护的要求。

7.2.4 工程中电压互感器的额定二次负载往往选择偏大，目前电

测量装置基本上均采用电子型或微机型电测量装置，常规的电磁

型测量装置采用较少，电子型或微机型电测量装置相对常规的电

磁型测量装置电压回路功耗大大减少，特别是对计量回路，由于计

量回路要求独立的电压互感器或独立的二次绕组，最多接两只表

（主副表），且电子式电能表电压回路功耗较小，即使由电压互感器

供电的情况下电压回路功耗也不到 lV ·A，一般为 0. 02V • A~ 

O. 2V ·A，因此，在选择电压互感器额定二次负载时应充分考虑

实际的二次负载以保证测量的精度。

7.2.6 本条补充了测量用电子式电压互感器的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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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测量二次接线

8.1 交流电流回路

8.1.1 本条主要考虑是检修维护的方便。

8.1. 2 电流互感器回路的切换容易造成电流互感器的开路，故一

般不宜进行切换，如特殊情况下需切换电流互感器，则必须要有防

止电流互感器开路的措施。

8.1. 3 测量用电流互感器与保护用电流互感器从额定参数的选

取、准确极限误差、工作条件等诸多方面都有不同的要求，因此，测

量与保护尽可能不共用电流互感器。

8.1. 5 为保证电流互感器的测量精度，电流互感器实际二次负载

应在电流互感器额定二次负载 25%～100%之间。故当进行电缆选

择时，特别是当二次额定电流为 5A 时，应考虑电缆阻抗对电流互感

器实际二次负载的影响。同时，依据现行行业标准《电能计量装置

技术管理规程》DL/T 448 中对计量回路电缆芯线截面的统一要求

为不应小于 4mm2 ，不再区分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为 lA 或 5Ao

8.1. 8 本条补充了电子式电流互感器的接线要求。

8.2 交流电压回路

8. 2.1 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与测量仪表分别装设自动开关或熔

断器，主要目的是避免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故障时的相互影响，以

及检修、运行和调试的方便。

8.2.4 本条参考现行行业标准《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

DL/T 448 相关条款编写。

8.2.5 原规范条文，规定了计量及测量回路电压回路电缆截面的

最低要求，主要目的是减少电缆压降。

8.2.8 本条补充了电子式电压互感器的接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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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仪表装置安装条件

9. 0.1~ 9. 0. 6 本节基本沿用了原规范条款，略有修改，电测量仪

表的安装主要考虑因素是满足仪表正常工作、运行监视、抄表和现

场调试方便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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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电测量变送器校准值的计算

附录 A 与附录 B 相对原规范未做修改。实际工程中可能会

遇到电流互感器的一次额定电流远大于回路正常工作电流，此时

测量仪表满刻度值该如何选择，经调研试验，情况如下 z

(1）电流变送器校验值对电流变送器输出精度影响试验。

工程实例：某工程 500kV 启动／备用变压器，变压器容量：

50/27-27MV • A，变压器高压侧额定电流： 57. 7A，变压器高压侧

测量用电流互感器变比：200/lAo

电流变送器校准值的选择：

1)按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选择：200A;

D按回路实际电流选择：70A 。

比较两个不同的校准值对变送器输出的影响，实验采用了南

京尚恒及浙江涵普的 0.2 级变送器分别进行了比较。实验结果对

比表及结论如下：

表 2 南京尚恒电流变送器 STM3-AT-l(O. 2 级）结果对比表

对应的一次侧电流（A) 对1曲守才蛐~电流误差值ω 相对引用误差（%）
一次侧

校准值
电流（ A)

zooA 70A 200A 70A zooA 70A 

70 69.86 70 一0. 14 。 一0.07 。

60 59.87 59.97 一0. 13 0.03 -o. 06 -o. 04 

so 49.87 49.95 -o. 13 -o. 05 -o. 06 -o. 06 

40 39.87 39.95 一0. 13 0.05 -o. 06 一0.08

30 29.90 29.95 一0. 10 -o. 05 一0.05 一0.08

20 19.90 19.96 一0. 10 -o. 04 -O. OS -O. OS 

10 9.90 9. 97 -0.10 -o. 03 -0.05 一0.05

。 。 一 0.003 。 0.003 。 -o. 01 

• 79 • 



表 3 浙江涵营电流变送器 FPA(0.2 级｝结果对比表

对应的一次侧电流CA) 对础←次假~电流误差值.UV 相对引用误差（%）

一次侧
校准值

电流（A)

200A 70A ZOOA 70A zooA 70A 

70 70.04 70.01 0.04 0.01 0.02 0.02 

60 60.00 60.01 。 0.01 。 0.02 

50 50.00 50.01 。 0.01 。 0.02 

40 39.96 40.01 一0.04 0.01 0.02 0. 02 

30 29.96 30.00 0.04 。 一 0.02 。

20 19.96 20.00 0.04 。 一 0.02 。

10 9.96 9.99 一0.04 -o 01 一0.02 -o. 02 

。 0.08 0.01 0.08 0.01 0.04 0.02 

通过上述对比，当变送器按回路额定电流来确定校准值时有

相对较高的准确度，按电流互感器一次额定电流来确定变送器的

校准值虽然准确度略有降低，但未超过 0. 2%的误差，变送器能满

足 0.2 级的输出。

(2）功率变送器校验值对变送器输出精度影响试验。

工程实例：某工程 500kV 启动／备用变压器，变压器容量：

50/27-27MVA，变压器高压侧测量用电流互感器变比： 200/lA,

电压互感器变比：500/./3/0. 1/./3kV 。

功率变送器校准值的选择：

1）按电流、电压互感器额定参数的乘积选择：J3× 500 × 200=

173. 2(MW); 

2）按变压器额定功率选择：50MW 。

比较两个不同的校准值对变送器输出的影响，实验采用了南

京尚恒及浙江涵普的 0.2 级有功功率变送器分别进行了比较。实

验结果对比表及结论如下：



表 4 南京尚恒有功功率变送器 STM3-WT-3{0. 2 级）结果对比表

对应的→次侧功率（MW) 一次侧功率误差值CMWJ 相对引用误差（%）
一次侧

电流CA)
校准值

173. 2MW 50MW 173. 2MW 50MW 173. 2MW 50MW 

50 50.05 50.00 +o. os 。 0.04 。

40.00 40.04 40.00 十0.04 。 0.03 。

30 30.01 30.01 十0.01 +o. 01 0.01 0.025 

20 20.02 20.02 十0.02 +o. 02 0.01 0.045 

10 10.02 10.03 十0.02 +o. 03 0.01 0.06 

。 0.01 。 十0.01 。 0.01 。

表 5 浙江涵普有功功率变送器 FPW201(0.2 级）结果对比表

对应的一次侧功率（MW) 一次侧功率误差值（MW) 相对引用误差（%）
一次侧

校准值
电流（Al

173. 2MW 50MW 173. 2MW 50MW 173.2MW 50MW 

50 50.07 49.97 十0.07 一0.03 0.04 0.06 

40 40.07 40.00 十0.07 。 0.04 。

30 30.07 30.01 十0.07 +o. 01 0.04 0.02 

20 20.07 20.01 十0.07 十0.01 0.04 0.02 

10 10.03 9.98 十0.03 -o. 02 0.02 0.04 

。 0.03 -o. 04 十0.03 0.04 0.02 一0.08

通过上述对比，当功率变送器按回路额定功率来确定校准值

时有相对较高的准确度，按电流、电压互感器额定参数的乘积来确

定变送器的校准值虽然准确度略有降低，但未超过 0. 2% 的误差，

变送器能满足 0. 2 级的输出。

当电流互感器一次额定电流为满足动热稳定的要求选择偏大

时或与保护共用电流互感器时，因变送器的校验值是根据仪表的

满刻度值来选择的，可按下列规则选择仪表的满刻度值：

1) 电流表满刻度值可按一次设备的额定电流或线路最大负荷

电流的 1. 25 倍～1. 3 倍，并按合适的整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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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功率表满刻度值可按一次设备额定功率的 1. 25 倍～ 1. 3 

倍，并按合适的整数选择；对量程明确的设备，其满刻度值可根据

量程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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