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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范依据国家计量技术规范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

JJF 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JJF 1059.1-2012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

表示》编制。

本规范是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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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电能表远程校验系统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在用电能表远程校验系统的校准。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下列文件：

GB/T 17215.701-2011 标准电能表 

GB/T17215.211-2021交流电测量设备通用要求、试验和试验条件第11部分：测

量设备

GB/T17215.321-2021 交流电测量设备特殊要求第21部分：1级和2级静止式有

功电能表

GB/T17215.322-2008 交流电测量设备特殊要求第22部分：0.2S级和0.5S级静止

式有功电能表

JJG 596 电子式交流电能表 

JJG 597-2005 交流电能表检定装置 

JJF（京）43-2011 电能质量分析仪 

JJF（京）51 电能表现场校验规范 

JJF（京）68 电能表现场校验标准装置校准规范 

DL/T 448-2016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 

DL/T 826-2002 交流电能表现场校验装置 

DL/T 1478-2015 电子式交流电能表现场校验规程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电能表远程校验系统 Worksite Calibration Standard Device of Electric Energy 

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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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表远程校验系统是由现场采样终端和后台系统构成的，用于现场校验单、

三相有功和无功智能交流电能表，可实现在不拆电能表、不断电的情况下对现场运

行的交流电能表进行电能误差和相关电参量测试。

4 概述

在用电能表远程校验系统用于对现场运行的交流电能表的校验，通常由电压、

电流采样模块，脉冲采集模块，数据存储模块和传输模块，以及辅助测量电路组成。

5 计量性能要求

5.1 基本误差

5.1.1 电能表远程校验系统的基本误差用相对误差表示，基本误差限应满足表 1 和

表 2 的规定。有特殊需要时，可以根据技术要求，确定与表 1、表 2 不同的误差极

限。

表1 单相和平衡负载的三相现场校验标准装置基本误差极限

电流值
相关元件的功率因数 各等级测试仪的百分数误差极限

cosφ 0.05 0.1 0.2 0.3 

0.01In≤I＜0.05In 1.0 ±0.07 ±0.15 ±0.30 ±0.45 

0.05In≤I＜Imax 1.0 ±0.05 ±0.10 ±0.20 ±0.30 

0.02In≤I＜0.1In 
0.5 感性 
0.8 容性 ±0.10 ±0.20 ±0.40 ±0.60 

0.1In≤I＜Imax 
0.5 感性 
0.8 容性 ±0.05 ±0.10 ±0.20 ±0.30 

当特殊用户要求时

0.02In≤I＜Imax 
0.25 感性 
0.5 容性 ±0.10 ±0.20 ±0.40 ±0.60 

表2 带有单相负载的三相远程校验系统（电压线路加平衡的三相电压）的基本误差极限

电流值
相关元件的功率因数 各等级测试仪的百分数误差极限

cosθ 0.05 0.1 0.2 0.3 

0.05In≤I≤Imax 1.0 ±0.07 ±0.15 ±0.25 ±0.40 

0.05In≤I≤Imax 0.5 感性 ±0.10 ±0.20 ±0.40 ±0.50 

5.1.2 电能表远程校验系统的准确度等级按有功测量的准确度等级划分。 

5.1.3 各等级校验系统的基本误差不应超过表 1 和表 2 的规定。三相校验系统中，

校准单相电能表所使用的特定相，其计量性能还应符合单相校验系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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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测量重复性

校验标准装置测量电能时，进行不少于5次的重复测量，其测量结果的标准偏

差值S应不超过表3规定。 

表3 校验标准装置允许的标准偏差估计值极限

校验标准装置准确度等级 0.05 0.1 0.2 0.3 

电流 功率因数
0.005% 0.01% 0.03% 0.03% 

0.5In～In 1.0，0.5（L） 

5.3 电参数的测量功能

校验系统应有电参数测量功能，可测量电压、电流、功率、相位、功率因数、

频率等参数，并有足够的测量范围，其测量各种电参数的准确度应满足表4的规定。 

表4 校验标准装置各种测量参数的准确度

准确度等级 0.05 级 0.1 级 0.2 级 0.3 级 
电压（相对误差） ±0.2% ±0.2% ±0.5% ±0.5% 
电流（相对误差） ±0.2% ±0.2% ±0.5% ±0.5% 
功率（相对误差） ±0.5% ±0.5% ±0.5% ±1% 
相位（绝对误差） ±0.2。 ±0.5。 ±0.5。 ±0.5。 
频率（相对误差） ±0.01% ±0.02% ±0.02% ±0.05% 

5.4 其他参数的测量功能

计时准确度：≤1s。 

5.5 环境温度影响量变化误差极限

在20K温度范围内测量给定温度的平均温度系数，平均温度系数不应超过表5

规定的极限值。

表5 温度系数极限值 

电流值
功率因数 各等级校验装置平均温度系数%/K 

cosφ 0.05 0.1 0.2 0.3 

0.05In≤I≤Imax 1.0 0.003 0.005 0.01 0.015 

0.05In≤I≤Imax 0.5 感性 0.005 0.007 0.015 0.025 

5.6 输入、输出与显示

5.6.1 电能表远程校验系统应能接收电能脉冲输入。脉冲均应为一定幅值的矩形波

并应给出脉冲输出的脉冲常数 C（imp/kWh）。 

5.6.2 各级电能表远程校验系统显示的电能值位数和显示其被检表误差的分辨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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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少于表 6 的规定（若有电能值或高频脉冲数的显示）。 

表6 电能表现场校验装置的显示位数和显示其被检表误差的分辨力

电能表远程校验系统准确度等级 0.05 级 0.1 级 0.2 级 0.3 级 

显示相应电能值时最少显示位数 6 5 5 5 

显示被检表误差时的分辨力/% 0.001 0.001 0.01 0.01 

5.6.3 电能表远程校验系统显示器应能够复零（若有电能值或高频脉冲数的显示）。

当为自动复零（或自动转换显示内容）时，每个量值的显示时间不得少于 3s。 

5.7 控制

电能表远程校验系统中（或显示器中）的可以具备接收控制脉冲（时间脉冲和

电能脉冲）功能，可控制累计电能的启动和停止。

5.8 数据存储、上传功能

电能表远程校验系统可将检测的电能脉冲、电压、电流等波形数据以及对应时

间戳等信息存储至自带存储介质或上传至指定的远程服务器。

6 通用技术要求

6.1 校准条件要求

6.1.1 校准各级电能表远程校验系统时的标准条件及其偏差允许值不超过表 10 的规

定。

6.1.2 无可察觉到的振动。 

6.1.3 无较强的电磁辐射干扰，如电火花、辐射源等。 

6.1.4 校准三相电能表远程校验系统时，三相电压、电流相序应符合接线图规定。

三相电压、电流系统应基本对称，对称条件应符合表 7 的规定。 

表7 标准条件及其允许偏差

影响量 参比值
0.05 级 0.1 级 0.2 级 0.3 级 

标准值允许偏差

环境温度 参比温度 ±1℃ ±1℃ ±1℃ ±2℃ 

电压 参比电压 ±0.2% ±0.2% ±0.2% ±0.5% 

频率 参比频率 ±0.2% ±0.2% ±0.2% ±0.5% 

波形 正弦波电压和电流 波形失真度不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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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0.5 0.5 1 

参比频率的外部磁

感应强度 
磁感应强度为零 * 不大于 25μT 

环境湿度 50%RH ±15%RH ±15%RH ±15%RH ±20%RH 

cosφ 规定值 ±0.01 

工作位置 制造商规定位置 按制造商规定 

* 在测试位置无仪表和接线时的磁感应强度。 

 

表8 三相电压和电流系统的对称条件 

被测校验标准装置准确度等级 0.05 级 0.1 级 0.2 级 0.3 级 

每一相（线）电压对三相（线）电压平均值相差不超过/% ±0.3 ±0.3 ±0.3 ±0.5 

每相电流对各相电流平均值相差不超过/% ±0.5 ±0.5 ±0.5 ±1.0 

任一相电流和相应电压间的相位差与另一相电流和相应

电压间的相位差之差不超过/% 
1 1 1 2 

注： 

1.按下式确定各电压（或电流）相对于三相电压（或电流）的平均值的百分比： 

𝛾𝛾i =
𝑋𝑋𝑖𝑖 − 𝑋𝑋𝑃𝑃
𝑋𝑋𝑃𝑃

× 100% 

式中： 

Xi—任一相（线）电压或电流（i=a，b，c）； 

XP—各相（线）电压或电流的平均值： 

𝑋𝑋𝑃𝑃 =
𝑋𝑋𝑎𝑎 + 𝑋𝑋𝑏𝑏 + 𝑋𝑋𝑐𝑐

3
 

2. 相（线）电压和电流间的相位差： 

∅a = 𝑈𝑈�̇�𝑎𝐼𝐼�̇�𝑎�，∅b = 𝑈𝑈�̇�𝑏𝐼𝐼�̇�𝑏�，∅c = 𝑈𝑈�̇�𝑐𝐼𝐼�̇�𝑐� ，∅𝑎𝑎 − ∅𝑏𝑏，∅𝑏𝑏 − ∅c，∅𝑐𝑐 − ∅𝑎𝑎均不大于规定值，当电压

超前于电流时相位差为正值，电压滞后于电流时相位差为负值。 

6.2 校准装置要求 

6.2.1 校准装置电能的测量误差和评定测量重复性的标准偏差估计值不得超过表 9

和表 10 的规定。 

表9 校准装置允许的测量误差 

被测校验标准装置准确度等级 0.05 级 0.1 级 0.2 级 0.3 级 

校准装置准确度等级 * 0.02 级 0.03 级 0.05 级 0.05 级 

功率因数 允许的测量误差/% 

单相和平衡负 1.0 ±0.02 ±0.03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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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时 cosφ 0.5（L） ±0.02 ±0.04 ±0.07 ±0.07 

0.5（C） ±0.03 ±0.05 ±0.1 ±0.1 

特殊要求时 0.25（L） — — ±0.2 ±0.2 

不平衡负载时

cosθ 

1.0 ±0.02 ±0.04 ±0.06 ±0.06 

0.5（L） ±0.03 ±0.05 ±0.08 ±0.08 

表10 校准装置允许的实验标准差

功率因数 cosφ 
校准标准装置各等级实验标准差/% 

0.01 级 0.02 级 0.03 级 0.05 级 

1.0 0.0020 0.0025 0.003 0.005 

0.5（L） 0.0025 0.0030 0.004 0.007 

6.2.3 在每次测量期间，负载功率稳定度应不低于表 11 的要求。 

表11 负载功率稳定度

校准装置准确度等级 0.01 级 0.02 级 0.03 级 0.05 级 

负载功率稳定度/% 0.015 0.025 0.03 0.05 

注：不适用于电能表远程校验系统对负载功率稳定度有更高要求的情况。

注：除以上规定的标准器外，也可使用其他符合上述要求的计量器具作为标准器。 

7 校准方法

电能表远程校验系统校准项目应符合表 12 规定。 

表12 准项目一览表

校准项目 首次校准 后续校准

外观检查 + + 

通电检查 + + 

基本误差 + + 

标准偏差估计值 + + 

其他电参量示值误差 + —

授时测量和温度影响试验 + —

注：“+”表示需要检定，“—”表示不需检定。 

7.1 外观检查

有下列缺陷之一的电能表远程校验系统判定为外观不合格：

a) 铭牌不完整、字迹不清楚或无法辨别；

b) 液晶或数码显示器缺少笔画、断码或不显示，指示灯与运行状态不符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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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c) 外壳损坏、破裂； 

d) 按键失灵； 

e) 接线端子损坏； 

f) 电流互感器其外观绝缘是否良好，有无破损，开口处有无锈蚀等。 

7.2 通电检查 

通电检查应检查下列项目，若有不合格应停止校准： 

a) 状态指示灯是否点亮正常； 

b) 显示位数和显示其被检表误差的分辨力是否符合表 9 的规定； 

c) 在额定输入功率下，无法存储或传输波形数据； 

d) 校验系统解析程序无法解析收到的波形数据； 

e) 基本功能是否正常。 

7.3 基本误差试验 

电能表远程校验系统按照表13和表14规定的负载点进行校准。有特殊需要时，

可以规定与表 13 不同的负载点。 

 

表13 校准单相和三相（平衡负载）电能表远程校验系统时应调定的负载 

类别 cosθ/sinθ 负载电流 

有

功 

基本 
量程 

1.0 （0.01In）0.05In，0.1In，0.5In，In，（Imax） 

0.5（L）、0.8（C） （0.02In），0.1In，0.2In，0.5In，In，（Imax） 

0.5（C）；0.25（L） 0.5In，In 

其余 
量程 

1.0 In 

0.5（L），0.5（C） In 

注： 
1. In与每一电压值的组合均按基本量程校准； 
2. 周期校准时，括号内的负载点可按实际需要决定是否校准； 
3. 当用户要求时，需在 cosφ=0.5（C）和 cosφ=0.25（L）条件下校准； 
4. 对于有多个电压和电流输入端（或电压、电流都是宽量限）的电能表远程校验系统，

在周期校准时，可根据用户需要选择电压、电流值进行校准。出厂校准时，所设置的

电压和电流的每个组合都要按基本量程的校准点进行校准。 

表14 校准不平衡负载时三相电能表远程校验系统应调定的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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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cosθ 负载电流 

有功 
基本量程 

1.0 （0.1In），In，（Imax） 

0.5（L） （0.2In），In，（Imax） 

注：括号内的负载点可按实际需要决定是否校准。 

在每一负载下，至少做 2 次测量，取其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如算得的相对误

差等于该表基本误差限的 80%～120%，应再做 2 次测量，取这 2 次和前几次测量

的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 

基本误差试验采用的是定时比较法，将被检远程校验系统测定的电能值与标准

电能表同时测定的电能值相比较，以确定被检远程校验系统的相对误差。 

7.3.1 定时比较法 

在特定的一段时间 t（s）内，分别记录标准表和被测远程校验系统累计的电能

值，用式（1）计算被测校验标准装置电能测量的相对误差 γ（%）。 

 γ =
𝑊𝑊′ −𝑊𝑊

𝑊𝑊
× 100 （1） 

式中： 

𝑊𝑊′—被测校验系统显示的电能值，J； 

𝑊𝑊—标准表显示的电能值，J。 

 
图1 直接测量法 

被检远程校验系统通过截取指定脉冲间隔数确定电能计算时长，通过电功率对

时间积分获得电能量值。 

𝑃(𝑡𝑡) = 𝑈𝑈(𝑡𝑡)𝐼𝐼(𝑡𝑡) cos𝜑(𝑡𝑡)                    （2） 

𝑊𝑊′ = ∫ 𝑃(𝑡𝑡)𝑑𝑡𝑡𝑡𝑖+𝑗
𝑡𝑖

                       （3） 

式中：𝑡𝑡𝑖𝑖+j、𝑡𝑡𝑖𝑖代表前后两个或指定个数间隔的被测电能表脉冲采样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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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累加计算两个电能脉冲间或指定数量脉冲间隔时间内的标准电能值，根据

公式3计算累计电能脉冲数对应的电能量𝑊𝑊。 

𝑊𝑊 =
3.6 × 106

𝐶𝐶𝐻𝐻
× 𝑚𝑚 （4） 

式中：

m—标准表在的高频脉冲数； 

CH—被测校验装置的高频脉冲常数，imp/kWh。 

若标准表经外配电流、电压互感器接入，则式（4）中的 W 要乘以电流、电压

互感器的变比 KI、KU。 

若标准表累计的是低频脉冲数，则 W 值也用于式（1）计算，此时，m 要换成

标准表累计的低频脉冲数，CH要换成标准表的低频脉冲常数。 

7.4 标准偏差估计值试验

试验时，在参比电压、参比频率和 In电流下，对功率因数为 1 和 0.5（L）两

个负载点分别做不少于 5 次的相对误差测量，然后按式（5）计算标准偏差估计值

s（%）。 

𝑠𝑠 = �
1

𝑛𝑛 − 1
�(𝛾𝛾𝑖𝑖 − 𝛾𝛾)2
𝑛𝑛

𝑖𝑖=1

 （5） 

式中：

n—对每个负载点进行重复测量的次数，n≥5； 

γi—第 i 次测量得出的相对误差，%； 

𝛾𝛾—各次测量得出的相对误差平均值，%，即：𝛾𝛾 = 𝛾𝛾1+𝛾𝛾2+⋯+𝛾𝛾𝑛𝑛
𝑛𝑛

。

7.5 电参量示值误差

将电压、电流、功率、相位、频率等参考标准的电流测量回路串联在装置的电

流输出回路，电压测量回路并联在装置的电压输出回路，采用标准源直接测量法或

比较法确定监视示值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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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标准功率源直接测量法 

 
图3 标准功率电能表比较测量法 

确定电压示值误差时，在电压测量的范围内选取不少于 3 个常用试验点；确定

电流示值误差时，在电流测量范围内选取不少于 3 个常用试验点；确定功率、相位

和频率示值误差时，在电压、电流基本量程，选择不少于 3 个常用试验点。 

7.6 温度影响试验 

试验温度点：0℃、20℃、40℃。 

环境湿度：满足表 10 的要求。 

误差试验点：PF=1，In； 

PF=0.5L，In。 

平均温度系数可通过下式计算得出： 

 𝑐𝑐 =
|𝑒𝑒𝑢𝑢 − 𝑒𝑒𝑙𝑙|
𝑡𝑡𝑢𝑢 − 𝑡𝑡𝑙𝑙

 （6） 

ut 和 lt 分别对应某一温度间隔的上限温度和下限温度， ue 和 le 是该上限温度和

下限温度时电能表远程校验系统的测量误差值。 

对于每一个温度间隔，分别将温度试验箱的温度设置为间隔上限温度为 ut 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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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温度 lt ，仪表放置于温度试验箱直至温度稳定(通常在每一温度点保持 2h 以上)，

测试仪表误差。 

各温度间隔的平均温度系数均应满足表 5 的要求。 

7.7 计时测量 

采用示波器等设备采集标准电能表输出的脉冲，测量与远程校验系统设置相同

的脉冲间隔时间，与校验系统上的时间戳显示差值进行比对，来计算当前时刻的示

值误差，如式（15）所示。 

 ∆𝑇𝑇= 𝑇𝑇𝑑𝑑 − 𝑇𝑇𝑠𝑠 （7） 

式中： 

ΔT—各被校点当前时刻的示值误差； 

Td—标准表输出脉冲时间间隔； 

Ts—被测系统显示的时间间隔。 

8 校准结果的处理 

8.1 测量数据修约 

8.1.1 电能测量相对误差 γ（%）和电能测量实验标准差 s（%）的末位数，应按照

表 15 的规定修约为修约间距的整数倍。 

表15 电能表远程校验系统 γ和 s的修约间距 

被测表准确度等级 0.02 级 0.05 级 0.1 级 0.2 级 

γ修约间距/% 0.002 0.005 0.01 0.02 

s 修约间距/% 0.000 2 0.000 5 0.001 0.002 

需要考虑用标准表或校准装置的已定系统误差修正校准结果时，应先修正校准

结果，再进行误差修约。判断电能表的校准结果是否合格，一律以修约后的结果为

准。 

8.1.2 其他数据的修约间距按下述规定：在 10n（n 为整数）的 1、2、5 倍数中，选

取与规定极限值 1/10 最接近的值做修约间距。 

8.2 出具校准证书 

校准后，出具校准证书。校准数据按附录 B 所列数据表格，并可根据被测仪

表的情况进行填写。证书上的信息应满足以下信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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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标题，如“校准证书”或“校准报告”； 

b) 实验室名称和地址； 

c) 证书或报告的唯一标识（如编号），每页及总页数的标识； 

d) 送校单位的名称和地址； 

e) 被校对象的描述和明确标识； 

f) 进行校准的日期，如果与校准结果的有效性和应用有关时，应说明被校对

象的接收日期； 

g) 对校准所依据的技术规范的标识，包括名称及代号； 

h) 本次校准所用测量标准的溯源性及有效性说明； 

i) 校准环境的描述； 

j) 校准结果及其测量不确定度； 

k) 校准证书或校准报告签发人的签名、职务或等效标识，以及签发日期。 

9 建议校准周期 

使用中的电能表远程校验系统校准周期一般不超过 1 年。必要时可随时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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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测量数据修约方法 

A.1 修约间距数为 1 时的修约方法 

保留位右边对保留位数字 1 来说，若大于 0.5，则保留位加 1；若小于 0.5，则

保留位不变；若等于 0.5，则保留位是偶数时不变，保留位是奇数时加 1. 

A.2 修约间距数为 n（n≠1）时的修约方法 

将测得数据除以 n，再按 1 中的修约方法修约，修约以后再乘以 n，即为修约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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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电能表远程校验系统校准原始记录格式 

电能表远程校验系统校准原始记录 

校准证书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准日期：_____________ 

校准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准单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仪器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型号/规格：___________出厂编号：_________ 

生产厂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准确度等级：_____________ 

所依据的技术文件（代号、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温度：_______℃ 相对湿度：________% 检定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准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核验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准使用的计量标准器具： 

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型号：_____________出厂编号：___________ 

准确度等级：_____________标准器具证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准项目： 

1.外观检查： 

2.通电检查： 

3.基本误差和标准偏差估计值： 

a.单相及平衡负载时有功电能误差（校准频率：           Hz） 

量程 
（Un、Ib） 

输  入 
γ（%） s（%） 相线及 

测量模式 
Un（%）或

U（V） 
Ib（%）或 I

（A） 
功率因数 

cos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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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不平衡负载时有功电能误差（校准频率：           Hz） 

量程 
（Un、Ib） 

输  入 
γ（%） s（%） 相线及 

测量模式 
Un（%）或

U（V） 
Ib（%）或 I

（A） 
功率因数 

cosθ 

       

       

       

       

       

5.其他电参量示值误差： 

a.电压（电流、相位）： 

标准值 显示值 误差 

   

   

   

   

   

b.功率： 

设定值 
标准值 显示值 误差 

电压 电流 cosφ 

      

      

      

      

      

      

c.频率： 

标准值 显示值 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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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温度影响试验和授时试验 

a.温度影响试验： 
功率

因数 
In(%) 0℃ 20℃ 

温度系数 
(%/℃) 

20℃ 40℃ 
温度系数 

(%/℃) 

cosφ
=1.0 

10 
 

 
 

  
 

 
 

  
    

100 
 

 
 

  
 

 
 

  
    

Imax 
 

 
 

  
 

 
 

  
    

cosφ
=0.5

L 

20 
 

 
 

  
 

 
 

  
    

100 
 

 
 

  
 

 
 

  
    

Imax 
 

 
 

  
 

 
 

  
    

c.时钟示值误差：ΔT  = ________________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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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电能表远程校验系统校准证书内页格式式样（第 2 页） 

证书编号××××××-×××× 

校准机构授权说明 
 
 

校准环境条件及地点： 

温    度 ℃ 地    点  

相对湿度 % 其    他  

校准使用的计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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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准使用的标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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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能表远程校验系统校准证书内页格式式样（第 3 页） 

证书编号××××××-×××××× 
校准结果 

1.外观检查： 

2.通电检查： 

3.基本误差和标准偏差估计值： 

a.单相及平衡负载时有功电能误差（校准频率：           Hz） 

量程 
（Un、Ib） 

输  入 
γ（%） s（%） 相线及 

测量模式 
Un（%）或

U（V） 
Ib（%）或 I

（A） 
功率因数 

cosφ 

       

       

       

       

       

 

b.不平衡负载时有功电能误差（校准频率：           Hz） 

量程 
（Un、Ib） 

输  入 
γ（%） s（%） 相线及 

测量模式 
Un（%）或

U（V） 
Ib（%）或 I

（A） 
功率因数 

cosθ 

       

       

       

       

       

 

 

第 × 页 共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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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编号××××××-×××××× 
校准结果 

4.其他电参量示值误差： 

a.电压（电流、相位）： 

标准值 显示值 误差 

   

   

   

   

   

b.功率： 

设定值 
标准值 显示值 误差 

电压 电流 cosφ 

      

      

      

      

      

      

c.频率： 

标准值 显示值 误差 

   

   

   

   

   

 

 

第 × 页 共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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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编号××××××-×××××× 
校准结果 

6.授时测量和影响试验：

a.温度影响试验：

功率

因数 
In(%) 0℃ 20℃ 

温度系数 

(%/℃)
20℃ 40℃ 

温度系数 

(%/℃)

cosφ
=1.0 

10 

100 

Imax 

cosφ
=0.5

L 

20 

100 

Imax 

b.当前时刻示值误差：ΔT  = ________________s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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