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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感器综合特性测试仪通用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互感器综合特性测试仪（以下简称测试仪）的术语定义、型号命名与功能分类、技

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互感器励磁特性等试验的互感器综合特性测试仪的设计、制造、试验和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208 电流互感器

GB/T 6587—2012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规范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 11463—1989 电子测量仪器可靠性试验

GB 16847—1997 保护用电流互感器暂态特性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 1208、GB 1684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互感器综合特性测试仪 transformer characteristic tester

用于保护用互感器励磁特性试验，并具有对互感器进行绕组极性判别、变比检查、复合误差测量

等功能的仪器，不具有在额定一次电流下误差测量的能力。

3.2

变比 transformer ratio

指电流互感器的电流比或电压互感器的电压比。

3.3

变比检查 transformer ratio check

被试互感器的实际变比与铭牌标称值一致性的检查。

4 型号命名与功能分类

4.1 型号命名

测试仪的型号命名规定见图 1。

其中，铁心励磁特性确定方法代号规定如下：

Ⅰ——交流法（工频法）；

Ⅱ——交流法（低频法）；

Ⅲ——直流饱和法；

Ⅳ——电容放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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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测试仪的型号命名规定

4.2 功能分类

互感器综合特性测试仪的功能组合见表 1。

表 1 互感器综合特性测试仪的功能组合

功

能

组

被测

对象

类型

测 试 项 目

极性

判别

变比

检查

二次

回路

阻抗

测量

励磁特性试验

励磁特

性曲线

测量

二次绕

组电阻

测量

额定

拐点

电动势

测量

复合误

差测量

额定暂

态面积

系数测

量

峰值瞬

时误差

测量

二次时

间常数

测量

剩磁系

数测量

1
P类电流互

感器
＋ ＋ × ＋ × × × － － － －

2
TP类电流

互感器
＋ ＋ ＋ ＋ ＋ ＋ － ＋ ＋ ＋ ＋

3 电压互感器 ＋ ＋ × ＋ × － － － － － －

注：符号“＋”表示必备的测试能力；“－”表示不必要具备的测试能力；“×”表示不强制规定的测试能力。

根据各种测试仪的设计、应用对象和测量功能组合的不同，其类型分为 A、B、C、D四类：

A类：只适用于对 P类电流互感器测试，要求具备表 1中功能组 1的测试能力；

B类：适用于对 P类电流互感器及电压互感器测试，要求具备表 1中功能组 1和 3的测试能力；

C类：适用于对 P类及 TP类电流互感器测试，要求具备表 1中功能组 1和 2的测试能力；

D类：适用于对 P类、TP 类电流互感器及电压互感器测试，要求具备表 1中功能组 1、2、3的测

试能力。

5 技术要求

5.1 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10℃～＋40℃；

环境湿度：≤85%RH。

5.2 工作电源

测试仪在以下供电电源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电源电压：220（1±10%）V或 380（1±10%）V；

——频率：（50±0.5）Hz；

——波形：正弦波，波形失真度不大于 5%。

5.3 主要技术参数

5.3.1 绕组极性判别

在互感器一、二次接线正确的情况下，应能正确判断互感器极性是“减极性”或“加极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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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错误时应能明显提示或声光报警。

5.3.2 变比检查

测试仪的变比检查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显示互感器的实测变比，测量误差不低于 1%；

——采用电流法检查电流比的测试仪，其最大输出电流不低于 600A。

5.3.3 二次回路阻抗测量

测试仪的二次回路阻抗测量应满足以下要求：

——具有 1A和 5A工频交流电流输出选择功能，二次回路阻抗测量误差不低于 1%；

——最大二次回路阻抗测量能力不低于 10。

5.3.4 电流互感器励磁特性测量

5.3.4.1 通用要求

5.3.4.1.1 工频交流法

对于采用工频交流法进行励磁特性试验的测试仪，其最大输出电流不低于 5A，最大输出电压一般

不应超过 2000V。

5.3.4.1.2 低频法

对于采用GB 16847—1997附录 B中低频法进行励磁特性试验的测试仪，应具有输出电流、电压保持功

能，最高输出电压应不低于 100V。其电流表测量误差应不低于 0.5%，电压表测量误差应不低于 1%。

5.3.4.1.3 直流饱和法

对于采用 GB 16847—1997附录 B中直流饱和法进行励磁特性试验的测试仪，其所选直流输出电压

应可调，测量时电压应略高于二次绕组电阻与最大励磁电流的乘积。

5.3.4.1.4 电容放电法

对于采用 GB 16847—1997附录 B中电容放电法进行励磁特性试验的测试仪，电容器的充电电压应

能使被试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两端产生的电压时间积分等于或大于额定等效励磁二次极限电压。

5.3.4.1.5 自动测量法

自动测量励磁特性的测试仪，应采用数据表格和曲线图表示励磁特性。励磁特性曲线图中电流、

电压的变化应具有单调增加的规律。

在测试仪测得（20%～110%）额定拐点电动势的范围内，励磁特性曲线与参考励磁特性曲线相比

较，在相同的电压示值下，电流示值的绝对误差应不大于 0.125X，单位为 A，其中 X是测得的电压与

额定拐点电动势的比值。

在测试仪测得的大于 110%额定拐点电动势的范围内，励磁特性曲线与标准励磁特性曲线相比较，

在相同的电压示值下，电流示值误差应不大于 25%。

测试仪二次绕组电阻（包括二次回路电阻）测量用直流电流的大小应为 0.5A～2.5A，并且输出电

流大小应可选或可调；电阻范围为 0～150，应能显示环境温度下测量的电阻值和校正到 75℃下的电

阻值，其测量误差不低于 0.5%。

5.3.4.2 对 A类、B类测试仪的要求

除满足 5.3.4.1的通用要求外，4.2中 A类、B类测试仪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励磁特性用电压方均根值和电流方均根值表示。

b） 具有复合误差测量功能的测试仪，二次极限感应电势的计算误差应不大于 0.5%。在准确限值

条件下，其复合误差的测量误差应不大于复合误差限值的 1/3。

c） 具有额定拐点电动势测量功能的测试仪，额定拐点电动势的测量误差不大于 5%。

d） 具有剩磁系数测量功能的测试仪，剩磁系数测量的绝对误差应不大于 2%。

5.3.4.3 对 C类、D类测试仪的要求

除满足 5.3.4.1的通用要求外，4.2中 C类、D类测试仪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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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于 P 类电流互感器，励磁特性用电压方均根值和电流方均根值表示；对于 TP 类电流互感

器，励磁特性用电压方均根值和电流峰值表示。

b） 额定拐点电动势的测量结果误差应不大于 5%。

c） 额定暂态面积系数的测量结果误差应不大于 1%。

d） 剩磁系数的测量结果绝对误差应不大于 2%。

e） 峰值瞬时误差的测量结果绝对误差应不大于 2.5%。

5.3.5 电压互感器励磁特性测量

对 B类、D类具有电压互感器励磁特性测量功能的测试仪，除满足 5.3.4.1～5.3.4.3中相应的规定

外，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励磁特性应用电压方均根值和电流方均根值表示。

b） 在 40V～190V的电压范围内，励磁特性曲线与标准励磁特性曲线相比较，在相同的电压示值

下，电流示值误差应不大于 7.5%。

c） 自动测量励磁特性的测试仪，应能根据电压互感器的热极限输出确定最大允许电流，并确保

试验时输出的电流不超过最大允许电流。

5.3.6 保护功能要求

测试仪应具有过电流保护功能，当输出电流超过测试仪的过流保护设定值时，过电流保护应切断

输出回路。

5.4 外观及标记

测试仪及配套器件外观应完好，各转换开关、按钮和接线端钮的标记应齐全清晰，接插件接触良

好，开关转动灵活，定位准确，外壳上应有明显可靠的接地端子。

测试仪上应有型号、名称、原理接线图以及使用的频率、量程、允许误差、电压和电流工作范

围、出厂编号、制造厂名等标记。

5.5 绝缘性能

5.5.1 绝缘电阻

测试仪的绝缘电阻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电源端子对机壳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2M。

b） 高压输出端子对机壳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10M。

5.5.2 介电强度

测试仪的介电强度应满足下列要求：

a） 电源电路与外壳之间的绝缘应能耐受频率为 50Hz、2kV交流电压，历时 1min。试验期间不应

发生闪络或击穿。

b） 高压输出端子与外壳之间的绝缘应能耐受频率为 50Hz、1.5倍额定输出电压，历时 1min。试

验期间不应发生闪络或击穿。

5.6 工作电源频率与电压试验

按 GB/T 6587—2012的规定，测试仪的特性应符合产品标准的规定。

5.7 温度性能

测试仪应能承受 GB/T 6587—2012中组别为Ⅲ组的温度试验。

5.8 湿度性能

测试仪应能承受 GB/T 6587—2012中组别为Ⅱ组的湿度试验。

5.9 机械性能

5.9.1 振动试验（正弦）

测试仪应能承受 GB/T 6587—2012中组别为Ⅱ组的振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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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 冲击试验

测试仪应能承受 GB/T 6587—2012中组别为Ⅱ组的冲击试验。

5.9.3 运输试验

测试仪应能承受 GB/T 6587—2012中组别为Ⅱ组的运输试验。

5.10 可靠性

测试仪的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应不小于 3000h。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条件

环境温度：10℃～30℃。

环境湿度：30%RH～70%RH。

6.2 外观及标记检查

按 5.4的要求逐项进行检查。

6.3 主要功能及常规技术性能试验

6.3.1 功能检查

查阅测试仪的使用说明书，必要时进行通电操作。测试仪的型号类别标志和功能应符合 4.1、

4.2 的规定。

6.3.2 示值误差试验

6.3.2.1 一般规定

具有暂停功能的测试仪，按 6.3.2.2和 6.3.2.3试验方法进行。进行示值误差试验时，所选标准器

（标准测量系统）的实际误差应不大于被试测试仪允许误差的 1/3。

6.3.2.2 电压示值误差试验

具有外施电压示值误差试验功能的测试仪采用图 2 a）的方法进行误差试验；内施电压示值误差试

验功能的测试仪采用图 2 b）的方法进行误差试验。

图 2 电压示值误差试验原理接线图

在被试测试仪的输出（测量）电压满量程范围内，均匀地选取试验点（或最近示值点），且不少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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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当被试测试仪最高测量电压不大于 650V时，标准可选用量程不低于 700V的数字多用表直接测量。

当被试测试仪最高测量电压大于 650V时，标准应选用高压交流电压测量系统或标准电压互感器测

量系统测量。

6.3.2.3 电流示值误差试验

具有外施电流示值误差试验功能的测试仪采用图 3 a）的方法进行误差试验；内施电流示值误差试

验功能的测试仪采用图 3 b）的方法进行误差试验。

在被试测试仪的输出（测量）电流满量程范围内，均匀地选取试验点（或最近示值点），且不少于 5点。

图 3 电流示值误差试验原理接线图

当被试测试仪测量电流不大于 3A时，标准可选用量程不低于 3A的数字多用表直接测量；当被试

测试仪测量电流大于 3A时，标准应选用额定二次电流为 1A的标准电流互感器测量系统测量。

6.3.2.4 变比、极性试验

选用标准电流互感器作为标准，应至少选取 200、500、1000、2000、5000在内的 5个变比点和额

定变比（电流互感器变比测量额定值大于 500时）作为试验点。变比、极性试验原理接线图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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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变比、极性试验原理接线图

6.3.2.5 二次回路阻抗测量误差试验

选用额定电流 1A和 5A的电流负荷箱作为标准，标准值由准确度不低于 0.2级的互感器负荷箱校

准装置、负荷测试仪和/或多功能数字表进行标定。

二次回路阻抗测量误差试验原理接线图见图 5。

图 5 二次回路阻抗测量误差试验原理接线图

6.3.2.6 二次绕组电阻和二次回路电阻测量误差试验

选用额定电流 1A的标准电阻箱作为标准，且至少应包括 0.1，0.2，0.5，1，2，5，10，20，50，

100在内的 10个标准电阻值。

二次绕组电阻和二次回路电阻测量误差试验原理接线图见图 6。

图 6 二次绕组电阻和二次回路电阻测量误差试验原理接线图

6.3.2.7 电流互感器励磁特性测量误差比对试验

6.3.2.7.1 采用多台性能稳定的电流互感器测量

采用多台性能稳定的电流互感器为比对用试品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励磁特性曲线的 20%～110%额定拐点电动势的范围内，在相同电压示值下，电流示值的年变

化量应不大于 0.04X，单位为 A。其中 X是励磁特性曲线上对应的电压值与额定拐点电动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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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

b） 励磁特性曲线大于 110%额定拐点电动势的范围内，在相同电压示值下，电流示值的年变化

应不大于 7.5%。

c） 比对用试品采用冷扎硅钢片（或卷铁心）为铁心。

d） 比对用试品宜具有多种分接头。

e） 应具备绕组和二次端子能够承受 20kV及以上电压的比对用试品。

6.3.2.7.2 采用工频（50Hz）交流法测量

采用工频（50Hz）交流法测量所得的励磁特性曲线作为参考励磁曲线。根据被试测试仪测量励磁

特性的电压测量范围，励磁特性测量误差试验时选取 3台以上标准试品，不少于 6种分接头组合，且

各种分接头的额定拐点电动势应近似地均匀分布在 30V至测试仪的 100%的最大电压测量值之间。

6.3.2.7.3 被试测试仪测量

按被试测试仪说明书接线和操作，对选定的比对用试品的各个试验点进行励磁特性测量，在测得

的励磁特性曲线上读取 10个以上测量点对应的电流、电压测量值，其中额定拐点电动势附近应至少读

取 4个测量值，其余测量值应均匀地在曲线上读取，其测量励磁特性的测量误差比对试验结果应满足

5.3.4的要求。

附录 A为电流互感器励磁特性测量误差试验方法。

6.3.3 绝缘性能试验

6.3.3.1 绝缘电阻试验

进行电源端子对机壳的绝缘电阻试验时，测试仪应处于非工作状态，开关应置于接通位置，并使

用 500V的绝缘电阻表进行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 5.5.1 a）要求。

高压输出端子对机壳的绝缘电阻使用 2500V的绝缘电阻表进行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 5.5.1 b）要

求。

6.3.3.2 介电强度试验

介电强度试验结果应满足 5.5.2要求。

6.3.4 电源频率与电压试验

按 GB/T 6587—2012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仪器的性能特性应符合 5.6的要求。

6.3.5 温度试验

按 GB/T 6587—2012之 5.9.1.2规定的试验要求和 GB/T 6587—2012之 5.9.1.3试验方法进行，试验结

果应符合 5.7的要求。

6.3.6 湿度试验

按 GB/T 6587—2012之 5.9.1.2规定的试验要求和 GB/T 6587—2012之 5.9.1.3试验方法进行，试验结

果应符合 5.8的要求。

6.3.7 机械性能试验

6.3.7.1 振动试验（正弦）

按 GB/T 6587—2012之 5.9.3.2规定的试验要求和 GB/T 6587—2012之 5.9.3.3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试验结果应符合 5.9.1的要求。

6.3.7.2 冲击试验

按 GB/T 6587—2012之 5.9.4.2规定的试验要求和 GB/T 6587—2012之 5.9.4.3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试验结果应符合 5.9.2的要求。

6.3.7.3 运输试验

按 GB/T 6587—2012之 5.10.1规定的试验要求和 GB/T 6587—2012之 5.10.2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试验结果应符合 5.9.3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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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8 可靠性试验

按 GB 11463—1989表 1定时定数截尾试验方案 1-1的规定进行。依据可靠性试验方案主要失效判

据的规定，做出可靠性试验判决。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和检验项目

产品检验分型式检验、出厂检验和常规检验，检验项目见表 2。

表 2 检 验 项 目

序号 检 验 项 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常规检验

1 外观及标记检查 ● ● ●

2 功能检查 ● ● ●

3 电压示值试验 ● ● ●

4 电流示值试验 ● ● ●

5 变比测量误差试验 ● ● ●

6 二次回路阻抗测量误差试验 ● ● ●

7 二次绕组电阻测量误差试验 ● ● ●

8 二次回路电阻测量误差试验 ● ● ●

9 复合误差测量误差试验 ● ● ○

10 电流互感器励磁特性测量误差试验 ● ● ○

11 绝缘电阻试验 ● ● ●

12 介电强度试验 ● ● ●

13 电源频率与电压试验 ● ● ○

14 温度试验 ● ○ ○

15 湿度试验 ● ○ ○

16 振动试验 ● ○ ○

17 冲击试验 ● ○ ○

18 运输试验 ● ○ ○

19 可靠性试验 ● ○ ○

注：● 表示规定必做项目。

7.2 型式检验

7.2.1 型式检验的要求

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试验：

——新产品定型鉴定前；

——产品转厂生产定型鉴定前；

——正式生产时，定期或累计一定产量后（周期和数量由企业标准规定）；

——正式投产后，如设计、工艺材料、元器件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产品停产 1年以上又重新恢复生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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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技术监督机构或受其委托的技术检验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批产品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合同规定时。

7.2.2 型式检验的抽样与判定

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任意抽取三台作为样品。

样品经过型式检验，未发现主要缺陷，则判定产品合格。检验中如发现有一个主要缺陷，则进行

第二次抽样，重复进行型式检验。如未发现主要缺陷，仍判定该测试仪本次型式检验合格。如第二次

抽样样品仍存在主要缺陷，则判定本次型式检验不合格。

测试仪样品型式检验结果达不到 5.3～5.9规定要求的任一条时，均按存在主要缺陷判定。

检验中测试仪样品出现故障允许进行修复，修复内容如对已做过检验的项目的检验结果没有影

响，可以继续往下进行检验。反之，受影响的检验项目应重做。

7.3 出厂检验

每件产品均需进行出厂检验。

7.4 常规检验

使用中的产品应每年检验一次。

8 标志、标签和使用说明书

8.1 标志

每台测试仪应在机箱的显著位置设置持久明晰的标志或铭牌，并标志下列内容：

——测试仪的型号、代号及产品标准编号；

——产品名称的全称；

——制造厂名全称及商标；

——技术指标；

——原理接线图；

——出厂年月及编号；

——安全注意事项。

8.2 标签

测试仪的标签应有以下内容：

——测试仪的名称、产品标准编号、商标；

——生产企业名称、详细地址、产品原产地；

——种类、规格、型号、等级；

——许可证号。

8.3 使用说明书

测试仪的使用说明书应给出如何安全和正确地使用本设备的全部信息。测试仪的使用说明书的内

容应符合 GB/T 9969的规定，并包括下列内容：

——工作原理框图；

——主要技术指标及主要功能；

——面板说明；

——原理接线图；

——操作规范或步骤；

——安全注意事项；

——产品成套性；

——保修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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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

8.4 包装标志

包装箱上应以不易洗刷或脱落的涂料作如下标记：

——发货厂名、产品名称、型号；

——收货单位名称、地址、到站；

——包装箱外形尺寸（长×宽×高）及毛重；

——包装箱外面书写“防潮”、“向上”、“小心轻放”等字样。

9 包装、运输和储存

9.1 总则

测试仪的储存、运输极限环境温度为40℃、+60℃，在不施加任何激励量的条件下，不应出现不

可逆转变化。温度恢复后，测试仪的性能应符合 5.3和 5.5的规定。

应在产品的标准中规定包装、运输、储存要求或引用有关的包装、运输、储存标准。

9.2 包装

9.2.1 包装前的检查

a） 产品的合格证（产品合格证的编写应符合 GB/T 14436的规定）和技术文件、附件、备品、备

件齐全；

b） 装箱单和随机备附件清单齐全；

c） 产品外观无损伤；

d） 产品表面无灰尘。

9.2.2 包装的一般要求

产品应有内包装和外包装，可动部分应锁紧扎牢，包装应有防尘、防雨、防水、防潮、防震等

措施。

9.3 运输

产品应适于陆运、空运、水运（海运），运输装卸按包装箱上的标志进行操作。

9.4 储存

包装完好的测试仪应满足本标准规定的储存运输要求，长期不用的测试仪应保留原包装，在相对

湿度不大于 85%的库房内储存，室内无酸、碱、盐及腐蚀性、爆炸性气体和灰尘以及雨、雪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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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电流互感器励磁特性误差试验方法

分别用工频（50Hz）交流法和被试测试仪对几种特制电流互感器进行励磁特性测量，将两次测量

所得数据进行比较得出误差，并进行性能判定的一种试验。

试验步骤如下：

第一步：如图 A.1所示，采用交流法对特制的电流互感器进行励磁特性测量，从额定电流往下，

以电流等倍率递减测试 60个点，最小测试电流为 0.001倍额定电流，记录 60个点的电压，并根据 GB

1208 的拐点定义计算拐点电压和电流，以这组励磁数据作为标准数据（见表 A.1）。

图 A.1 工频法对特制的互感器进行励磁特性曲线测量原理图

第二步：用被试测试仪对特制的互感器进行励磁特性测量，得到另一组励磁数据（见表 A.2）。

第三步：将上述两组励磁数据根据第一步中的计算方法得到拐点电流，在拐点电流之上的饱和

段，选择两组数据共有的电流范围段，均匀取 10个点，通过线性内插法分别计算两组数据中这 10个

点的电压、电压的相对误差以及这 10个点误差的平方和的均方根值，得到励磁特性误差。

表 A.1 第一步和第二步得到的励磁数据

工频法得到的标准励磁数据 被试测试仪得到的励磁数据

电流（A） 电压（V） 电流（A） 电压（V）

4.934 110.2 5.478 923 111.846 93

3.93 109.2 4.724 122 111.022 96

3.102 107.9 4.111 735 110.748 30

2.432 106.5 3.555 298 109.909 07

1.901 104.9 3.308 106 109.466 56

1.482 0 103.1 2.859 497 108.566 29

1.157 0 101.2 2.533 976 107.788 09

0.906 6 99.16 2.242 025 106.964 12

0.715 6 97.01 2.111 817 106.536 87

0.568 1 94.69 1.872 762 105.682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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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6 9 92.2 1.666 260 104.812 63

表 A.1（续）

工频法得到的标准励磁数据 被试测试仪得到的励磁数据

电流（A） 电压（V） 电流（A） 电压（V）

0.369 2 89.29 1.413 981 103.485 12

0.300 5 85.89 1.274 618 102.615 36

0.244 7 81.81 1.153 565 101.745 61

0.225 8 79.97 1.012 879 100.845 34

0.209 6 78.17 0.919 698 99.960 33

0.194 0 76.18 0.809 835 98.678 60

0.179 6 74.12 0.708 517 97.351 08

0.166 6 71.90 0.649 618 96.481 33

0.154 5 69.58 0.574 137 95.214 85

0.143 4 67.16 0.511 475 93.963 63

0.133 3 64.64 0.458 374 92.697 14

0.123 8 62.00 0.398 661 90.911 87

0.115 1 59.30 0.360 616 89.477 54

0.095 73 52.07 0.317 790 87.493 90

0.078 64 43.75 0.282 593 85.403 44

0.062 21 35.55 0.253 703 83.297 73

0.049 42 26.18 0.224 304 80.612 18

0.038 26 17.93 0.200 602 77.926 64

0.033 06 13.59 0.180 766 75.195 31

0.023 66 8.268 0.161 235 71.929 93

0.016 85 5.030 0.142 517 68.054 20

0.011 99 3.059 0.127 157 64.193 73

0.008 548 1.861 0.114 237 60.318 00

0.005 628 1.001 0.100 515 55.328 37

— — 0.089 803 50.308 23

— — 0.080 007 44.738 77

— — 0.071 543 39.154 05

— — 0.063 782 33.554 08

— — 0.060 649 31.301 88

— — 0.059 896 30.740 36

— — 0.059 163 30.183 41

— — 0.058 431 29.624 94

— — 0.057 688 29.066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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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056 966 28.506 47

— — 0.056 224 27.951 05

— — 0.055 491 27.392 58

表 A.1（续）

工频法得到的标准励磁数据 被试测试仪得到的励磁数据

电流（A） 电压（V） 电流（A） 电压（V）

— — 0.054 759 26.834 11

— — 0.054 016 26.271 06

— — 0.053 284 25.717 16

— — 0.052 541 25.154 12

— — 0.051 809 24.592 59

— — 0.051 066 24.038 70

— — 0.050 313 23.477 17

— — 0.049 571 22.918 70

— — 0.048 818 22.357 18

— — 0.048 055 21.797 18

— — 0.047 302 21.243 29

— — 0.046 539 20.680 24

— — 0.045 766 20.126 34

— — 0.044 973 19.558 72

— — 0.044 200 19.004 82

— — 0.043 406 18.444 82

— — 0.042 613 17.884 83

— — 0.041 799 17.327 88

— — 0.040 985 16.766 36

— — 0.040 161 16.204 83

— — 0.039 327 15.647 89

— — 0.038 472 15.087 89

— — 0.037 608 14.529 42

— — 0.036 743 13.967 90

— — 0.035 848 13.407 90

— — 0.034 943 12.850 95

— — 0.034 017 12.289 43

— — 0.033 081 11.734 01

— — 0.032 125 11.172 49

— — 0.031 138 10.614 01

— — 0.030 131 10.050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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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029 104 9.494 02

— — 0.028 056 8.935 55

— — 0.026 957 8.375 55

— — 0.025 848 7.818 60

表 A.1（续）

工频法得到的标准励磁数据 被试测试仪得到的励磁数据

电流（A） 电压（V） 电流（A） 电压（V）

— — 0.024 668 7.257 08

— — 0.023 427 6.700 13

— — 0.022 085 6.141 66

— — 0.020 579 5.583 19

— — 0.018 290 4.464 72

— — 0.016 927 3.906 25

— — 0.015 106 3.347 78

— — 0.013 479 2.792 66

— — 0.011 709 2.232 36

— — 0.009 745 1.673 58

— — 0.007 507 1.117 86

— — 0.004 771 0.563 66

— — 0.000 793 0.066 62

根据工频法得到的标准励磁数据，按照标准 GB 1208 拐点的定义计算，得到拐点电压和拐点电流

为 79.69V，0.223 2A。在拐点电流之上，取以下 10个点（见表 A.2），并用线性插值法计算这些点对应

的工频法标准励磁电压和被试测试仪得到的励磁电压。

表 A.2 线性插值法计算得出的励磁数据

10个电流点

（A）

工频法标准励磁

电压 UREF（V）

被试测试仪测得的励磁

电压 US（V）

电压误差

（%）

0.25 82.197 5 82.959 4 0.926 914

0.5 93.165 0 93.689 9 0.563 409

1.0 99.920 9 100.723 0 0.802 735

1.5 103.177 3 103.937 7 0.736 984

2.0 105.198 3 106.137 1 0.892 410

2.5 106.642 0 107.692 1 0.984 696

3.0 107.686 8 108.848 2 1.078 498

3.5 108.524 8 109.810 0 1.184 245

4.0 109.269 7 110.579 7 1.198 868

4.5 109.767 7 110.922 4 1.051 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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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磁特性误差（%） 0.96

电压误差计算式为：

S R EF
V

R EF

( )
100%

U U

U
（A.1）

式中：

V ——电压误差，%；

R EFU ——工频法标准励磁电压，V；

SU ——被试测试仪测得的励磁电压，V。

用式（A.2）计算这 10个误差的平方和的均方根值，得到励磁特性误差：

10
2

V
1

all

()

10
i

i

（A.2）

式中：

all——励磁特性误差，%；

V ——电压误差，%。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电 力 行 业 标 准

互感器综合特性测试仪通用技术条件

DL / T 1221 — 2013

*

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北京站西街 19号 100005 http://www.cepp.sgcc.com.cn）

北京九天众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2013年 8月第一版 2013年 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880毫米×1230毫米 16开本 1.25印张 33千字

印数 0001—3000册

*

统一书号 155123·1577 定价 11.00 元

敬 告 读 者

本书封底贴有防伪标签，刮开涂层可查询真伪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版 权 专 有 翻 印 必 究

D
L
/
T
1
22
1
—
2
01
3

上架建议：规程规范/电工技术


	
	目次
	前言
	互感器综合特性测试仪通用技术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