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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

    原水利电力部标准SDJ 9-1987《电测量仪表装置设计技术规程》自颁布实施以来，在

加快电力建设提高电力工程电测量及电能计量设计质量和标准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收

到了良好效果。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人和技术的进步，大机组、高电压设备日益1h,多，电气测量技术发展

迅速，对电测量及电能计量装置的精度和准确性的要求不断提高，特别是电力建设管理体制

改革和电力商业化运营，对电能计量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根据国家经贸委电力司

(关于确认 1999年度电力行业标准制定、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f 2000了22号中第37项的

安排，由西南电力设计院会同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和中南电力设计院共同对《电测量仪表装
置设计技术规程》进行修订

    本次修订执行了国家的有关技术经济政策，结合我国日前电测量及电能计量装置上程设
计和制造的情况，考虑计算机在电气测量中的应用，推广电测量及电能计量方面成熟的经

验、新技术、新产品，以促进电气测量技术的进步和规范设计的标准，满足电力系统安全经

济运行和电力商业化运营的需要。

    本次修订规程名称改为 《电测量及电能计量装置设计技术规程》 规程内容增加了计算
机监测 (控)系统的测量、直流换流站的电气测量以及电量变送器及测量用电流、电压互感

器等章节，对原规程部分条文作了修改、补充和调整，并对附录中测量图表也作了适当的调

整和补充。

    本规程实施后代替SDJ9-1987,
    本规程由电力行业电力规划设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日管理
    本规程由国家电力公司西南电力设计院主编，参编单位有: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中南

电力设计院、广东中山市和泰机电厂
    本规程主要编写人:钟信义、翟代贤、陈东〔、

    本规程由电力行业规划设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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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 围

1.0.1本规程规定了发电厂、变电所电测量及电能计量装置设计的基本原则、内容和要求。
但不包括电气试验室的试验仪表装置。

1.0.2 本规程适用于新建或扩建的汽轮发电机及燃气轮机单机容量为50MW及以上的火力

发电厂，水轮发电机单机容量为10MW及以上的水力发电厂，发电/电动机组单机容量为
lomw及以上的抽水蓄能发电厂以及交流额定电压为35kV一500kV的变电所和直流额定电

压为100kV--500kV的直流换流站。

    凡不符合上述容量和电压等级的新建或扩建发电厂、变电所和直流换流站可参照执行。
1.0.3 本规程仅规定计算机监测 (控)系统电测量及电能计量数据的采集范围，以及采用

计算机监测 (控)时常测仪表的配置。对于发电厂、变电所计算机监测 (控)系统、远动遥

测及电量计费系统的设置及功能，应执行相关的规程和规定。

2 引 用 标 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
所示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
的可能性。

    GB J63-1990 电力装置的电测量仪表装置设计规范
    GB 1207-1997 电压互感器

    GB 1208-1997 电流互感器
    GB 3102.5-1993量和单位

    GB/ T 13850-1998交流电量转换为模拟量或数字信号的电测量变送器
    GB/ T 14549-1993 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
    DL/ T 448-2000 电能计量装置管理规程

    DL 5014-1992   (330--500) kV变电所无功补偿装置设计技术规定
    D1,/ T 5065-19% 水力发电厂计算机监控系统设计规定

    DL/ T 5136-2001火力发电厂、变电所二次接线设计技术规程

    SDGJ 17-1988 火力发电厂厂用电设计技术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部令第8号《供电营业规则》

3 总 则

3.0.1 电测量及电能计量装置的设计，必须执行国家的有关技术经济政策，并应做到技术

先进、经济合理、准确可靠、监视方便，以满足电力系统安全经济运行和电力商业化运营的
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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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电测量及电能计量装置的设计，除应执行本规程的规定外，还应符合现行的有关国

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规定。对用户供电线路的电能计量的设计，还应遵照 《供电营业规则》

和DL/ T448的有关规定
3.0.3

i士算 、

本规程中附录l3 二次测量仪表满刻度值的计算、附录C 电测量变送器校准位的

附录E 电测量及电能计量的测量图表，可参照执行

4 符 号、术 语

4.1 符 号

本规程所用符号见表4.10

表4.1 电 测 . 符 号 表

4.2 术 语

4.2.1 电17)!9量和电能计量 electrical measuring and energy metering

    指使用电的方法对电气实时参数进行测量和电能参数进行计量。

4.2.2 常用测量仪表 general measuring meter
    指电力部门经常使用的指针式仪表、数字式仪表和记录型仪表等。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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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仪表。

4.2.4 数字式仪表 digital-type meter
    指在显示器上能用数字直接显示被测量值的仪表。

4.2.5 电能表 watthour meter

    积算仪表的一种。计量有功 (无功)电能数的一种仪器。

4.2.6 脉冲式电能表 impulse watthour meter

    电能测量部件和脉冲装置的组合。它记录、积累、显示电能，并输出与电能成比例的脉

冲信号。

4.2.7 多功能电能表 multifunction watthour meter

    由测量单元和数据处理单元等组成，除计量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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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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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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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电能夭口计量点 ene啥ytariffpoint

    指发电企业、电网经营企业以及用电企业之间进行电能结算的计量点。

4.2.10 电测量变送器 。lectricalmeasuri明tran、docers

    将被测量转换为直流电流、直流电压或数字信号的装置。
4.2.11 变送器校准值 calibrationvaluefortran刻ucer、

    根据用户具体需要，通过调整来改变变送器标称值而得到的某一量的值。

4.2.12 仪表准确度等级 measuringin、trumentaceuracy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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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3 仪表基本误差 mcasuringin、trumentlntrln、1。。rror
    仪表和左或附件在参比条件下的误差，一般用输人量程的正、负百分数来表示。

4.2.14 测量综合误差 totalmeasuri眼error
    测量仪表、互感器及其测量二次回路等所引起的合成误差，通常用输人量程的正、负百

分数来表示。

5 常用测量仪表

                                51 一 般 规 定

5.1.1常用测量仪表的配置应能正确反映电力装置的电气运行参数和绝缘状况。

5.1.2常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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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常用测量仪表可采用直接仪表测量、一次仪表测量和二次仪表测量方式

514常用测量仪表的准确度最低要求见表5.].4

                            表 5.1.4 常用测t仪表的准确度最低要求

仪表类型名称
准确度最低要求

      级 一‘义‘类”名“ 准确度最低要求

      级

指针式交流仪表 1.5 厂一 数字式仪表 05

指针式直流仪表 1.0(经变送器二次测最){ 、己录型仪表 应满足测童对象的准确度要求

指针式直流仪表 1.5 I—

5.1.5仪表用电流、电压互感器及附件、配件的准确度最低要求见表5.1.5。

                  表 51.5 仪裹用电流 电压互成器及附株_配株的准确赌.恨葱丈

仪表准确度

    等级

准确度最低要求
      级

电流、电压互感器一�� ��一变 送器一一 分流器 一 中间互感器
O 5 O5 O5 0.5 0.2

1.0 05 O5 0.5 0.2

1.5 1.0 05 0.5 0.2

2.5 1.0 05 05 0.5

注:0.5级指数字式仪表的准确度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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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指针式测量仪表的测量范围，宜使电力设备额定值指示在仪表标度尺的2/3左右

对于有可能过负荷运行的电力设备和回路，测量仪表宜选用过负荷仪表。

5.1.7 对多个同类型电力设备和回路可采用选择测量。根据生产工艺和运行监视的要求，

可采用变送器、切换装置和公用二次仪表组成的选测接线。
5.1.8 经变送器的二次测量宜采用磁电系列直流仪表，其满刻度值应与变送器的校准值相
匹配，可参照附录B(提示的附录)、附录C(提示的附录)计算。

5.1.，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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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的电流表和
功率表。对有极性的直流电流、电压回路，应采用具有极性的仪表。

5.1.10 对重载起动的电动机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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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1 当发电厂和变电所装设有远动遥测、计算机监测 (控)系统时，二次测量仪表、计
算机、远动遥测三者宜共用一套变送器。

.2 电 流 测 f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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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自藕变压器)的三侧，以及自

藕变压器公共绕组回路。
    3 厂 (所)用变压器:双绕组变压器的一侧及各厂用分支回路;三绕组变压器的三侧

    4 柴油发电机接至低压保安段进线及交流不停电电源的进线回路。

    5  lOkV及以上的输配电线路和用电线路，以及6kV及以下供电、配电和用电网络的
总干线路。

    6  220kV-5OOkV一个半断路器接线，各串的三个断路器回路。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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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330kV-5OOkV并联电抗器组以及lOkV-66kV并联电抗器和并联电容器回路。
    9  50kVA及以上的照明变压器和消弧线圈回路。

    10  55kW及以上的电动机、55kW以下易过负荷电动机及生产工艺要求需要监视的电
动机。

    i1 根据生产工艺的要求，需要监视交流电流的其他回路。

5.2.2 下列回路，应测量三相交流电流:

    一次仪表测量方式应采用三个电流表测量三相电流;二次仪表测量方式可采用一个电流

表和切换开关选测三相电流。
    1 汽轮发电机的定子回路。

    2  220kV-5OOkV输电线路和变压器220kV及以上电压侧回路。
    3  330kV-5OOkV并联电抗器组和变压器低压侧装有无功补偿装置的回路。

    4 照明变压器、照明与动力共用的变压器以及照明负荷占15%及以上的动力与照明混

合供电的3kV以下的线路。

5.2.3 下列回路，宜测量负序电流:

    1承受负序电流过负荷能力较小 (A<10或12<0.l人)的大容量汽轮发电机。
    2 向显著不平衡负荷 (如电气机车和冶炼电炉等，负荷不平衡率超0.11。者)供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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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轮发电机。

    3 向显著不平衡负荷 (负荷不平衡率超过0.11。者)送电的AV及以上线路和用电线
路。

    对负序电流的测量，可采用指针式或数字式负序电流表，或者负序电流记录表。仪表测
量的准确度应不低于2.5级。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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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流发电机和直流电动机。

    3 蓄电池组和充电及浮充电整流装置的直流输出回路

    4 重要电力整流装置的直流输出回路。

    5 根据生产工艺的要求，需要监视直流电流的其他回路。

5.3 电压测f和绝缘监测

5.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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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段电压等级的交流主母线。
    3  330kV一500kV系统联络线路 (线路侧)。

    4根据生产工艺的要求，需要监视交流电压的其他回路。
    对电力系统电压监视点的高压或中压母线，和容量为50NM 及以上的汽轮发电机电压

母线，还应记录母线电压。

5.3.2下列回路，应监测交流系统的绝缘:
    1 同步发电机和电动/发电机的定子回路。

    2 中性点非有效接地系统的母线和回路。

5.3.3 中性点有效接地系统的发电厂和变电所的主母线，应测量母线的三个线电压，也可

用一只电压表和切换开关选测母线的三个线电压。对于一个半断路器接线的主母线和6kV
以下的配电母线，可只测量一个线电压。

5.3.4 中性点非有效接地系统的发电厂和变电所的主母线，宜测量母线的一个线电压和监
测绝缘的三个相电压，或者使用一只电压表和切换开关选测母线的一个线电压和三个相电
压。

5.3.5 发电机定子回路的绝缘监测装置，可用一只电压表和按钮测量发电机电压互感器辅
助二次绕组的零序电压，或者用一只电压表和切换开关选测发电机的三个相电压来监视发电
机的绝缘状况。

5.3.6下列回路，应测量直流电压:
    1 同步发电机和发电/电动机的励磁回路和自动及手动调整励磁的输出回路。

    2 同步电动机的励磁回路。

    3直流发电机回路。

    4直流系统的主母线以及蓄电池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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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生产工艺的要求，需要监视直流电压的其他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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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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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直流回路。

    4 重要电力整流装置的输出回路
5.3.8 直流系统应装设专用的并能直接测量绝缘电阻值的绝缘监测装置或微机型直流绝缘
检测装置，也可装设简易的绝缘监测装置。直流系统绝缘监测装置的测量准确度不应低于
1.5级 。

5.3.， 发电机应单独装设专用的励磁回路绝缘监测装置，其测量准确度不应低于1.5级

                                5.4 功 率 测 f

5.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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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绕组变压器的一侧和三绕组变压器 (或自祸变压器)的三侧〕

    3 厂用高压变压器的高压侧。

    4  35kV及以L的输配电线路和用电线路。

    5 旁路断路器、母联 (或分段)兼旁路断路器回路和35kV及以上的外桥断路器回路
    6 根据生产工艺的要求，需要监视有功功率的其他回路。

5.4.2 主控制室控制的汽轮发电机的机旁控制屏和水轮发电机的机旁控制屏，应装设发电
机有功功率表。

5.4.3 对有可能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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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 在电力系统中担任调频调峰的发电机、l00MW及以上的汽轮发电机以及330kV

500kV系统联络线路，还应记录有功功率。
5.4.5 下列回路，应测量无功功率:

    1同步发电机和发电/电动机的定子回路。
    2 主变压器:双绕组变压器的一侧和三绕组变压器 (或自藕变压器)的三侧。

    3  66k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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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kV及以上的外桥断路器回路。
    5  330kV- 500kV并联电抗器。

    6 根据生产工艺的要求，需要监视无功功率的其他回路。

5.4.6 对有可能进相、滞相运行的同步发电机、发电/电动机和主变压器低压侧装有并联电
容器和电抗器的总回路，应测量双方向的无功功率。

5.5 频 率 测 f

5.5.1

级。

5.5.2

      1

频率测量宜采用数字式频率表，测量范围为45Hz一55Hz，准确度等级不应低于0.2

下列回路，应测量频率:

接有发电机变压器组的各段母线

发电机电压的各段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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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可能解列运行的各段母线。

汽轮发电机的机旁控制屏和水轮发电机的机旁控制屏上，应测量发电机的频率。

56 同步并列测t

5.6.1发电厂和枢纽变电所应装设手动同步并列的同步测量仪表装置。
5.6.2 当采用手动准同步方式时，宜装设单相组合式手动准同步装置。

5.7全厂 (所)公用电气测f

5.7.1总装机容量为200MW及以上的火力发电厂或调频、调峰的火力发电厂，宜监视和
记录下列电气参数:

    1 主控制室 (网络控制室)和单元控制室需监视主电网的频率。对调频或调峰发电厂

还要记录主电网的频率。

    2 对调频或调峰发电厂主控控制时，热控屏上还需监视主电网的频率

    3主控制室 (网络控制室)要监视和记录全厂总和有功功率。主控制室控制的热控屏
上还要监视全厂总和有功功率白
    4 主控制室 (网络控制室)监视全厂厂用电率。

5.7.2 总装机容量为200MW及以上的水力发电厂和调频或调峰的水力发电厂，中央控制
室宜监视和记录下列电气参数:

    1主电网的频率。

    2 全厂总和有功功率。

5.7.3  220kV及以上的系统枢纽变电所，主控制室宜监视主电网的频率。

5.7.4 为了方便准确监视运行参数的变化，全厂 (所)公用电气测量仪表宜采用数字式仪
表 。

                            5.8静止补偿装I的测皿

5.8.1静止补偿装置就地，宜测量下列参数:

    l一个参考线电压 (一般为中压侧)。
    2 主变压器中压侧的一个线电压。

    3 静止补偿装置用中间变压器高压侧的三相电流。

    4分组电容器、电抗器回路的单相电流。

    5总回路的无功功率。
    6 静止补偿装置所接母线的一个线电压。

5.8.2 主控制室，宜测量下列参数:

    1 一个参考线电压 (一般为中压侧)。

    2 静止补偿装置用中间变压器高压侧的单相电流。

    3分组电容器、电抗器回路的单相电流。

    4 总回路的三相电流、无功功率和无功电能。

5.8.3 当总回路下装有并联电容器和电抗器时，应测量双方向的无功功率及分别计量进相、
滞相运行的无功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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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

      1

      2

      3

      4

5.9.2

5.9.3

5.9.4

                      5.， 公用电网谐波的监测

下列回路，宜测量的谐波参数:

系统指定谐波监视点 (母线)的谐波电压。
lOkV-66kV无功补偿装置所连接母线的谐波电压。
产生谐波源大用户连接母线的谐波电压。

有必要监视产生谐波源用户回路的谐波电流、电压
谐波电流、电压的测量可采用数字式仪表，测量仪表的准确度应不低于1.0级
直流换流站的谐波测量，可参照本规程第7.4节的有关规定。

谐波电流允许值和谐波电压限值，应符合C:B/T 14549的有关规定

6 电 能 计 ，

                                6.1 一 般 规 定

6.1.1电能计量装置应满足发电、供电、用电的准确计量的要求，以作为考核电力系统技
术经济指标和实现贸易结算的计量依据。

6.1.2 电能计量装置按其所计量对象的重要程度和计量电能的多少分为五类:

    I 工类电能计量装置:月平均用电量5000MWh及以上或变压器容量为IOMVA及以上
的高压计费用户、20OMW及以上发电机、发电/电动机、发电企业上网电量、电网经营企业之
间的电量交换点、省级电网经营企业与其供电企业的供电关口计量点的电能计量装置

    2  B类电能计量装置:月平均用电量IOOOMWh及以上或变压器容量为2MVA及以上
的高压计费用户、l00MW及以上发电机、发电/电动机、供电企业之间的电量交换点的电
能计量装置。

    3  m类电能计量装置:月平均用电量100MWh以上或负荷容量为315kVA及以上的计费

用户、l00MW以下发电机的发电企业厂(站)用电量、供电企业内部用于承包考核的计量点、

IlO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送电线路有功电量平衡的考核用、无功补偿装置的电能计量装置。
    4 W类电能计量装置:负荷容量为315kVA以下的计费用户、发供电企业内部经济技

术指标分析、考核用的电能计量装置。

    5 V类电能计量装置:单相电力用户计费用的电能计量装置。
6.1.3 电能计量装置准确度最低要求见表6.1.30

                            表6.1.3 电能计.装，准确度最低要求

电能计量

装置类别

准确度最低要求

      级

有功电能表

0.55或0.5

0.5S或0.5

无功电能表 电压互感器

_2.02.0
注:0.2S级、0.55级指特殊用途的电流互感器，适用于负荷电流小，变化范围大 日%一1209f)

电流互感器

0.2S或0.2

0.2S或0.2

0.5S或0.5

a.绍 或0.5

0.5s或0.5

的计量回路

1

一
仆
“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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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电能计量装置应采用感应式或电子式电能表。为方便电能表试验和检修，电能表的

电流、电压回路可装设电流、电压专用试验接线盒

6.1.5对执行峰谷电价或考核峰谷电量的计量点，应装设复费率电能表;对执行峰谷电价

和功率因数调整的计量点，应装设相应的电能表;对按最大需量计收基本电费的计量点，应
装设最大需量电能表。

6.1.6 对于双向送、受电的回路，应分别计量送、受的有功电能和无功电流，感应式电能

表应带有逆止机构。

6.1.7对有可能进相和滞相运行的回路，应分别计量进相、滞相的无功电能，感应式电能
表应带有逆止机构。

6.1.8 中性点有效接地的电能计量装置应采用三相四线的有功、无功电能表。中性点非有
效接地的电能计量装置应采用三相三线的有功、无功电能表。

6.1.， 为提高低负荷时的计量准确性，应选用过载4倍及以上的电能表。对经电流互感器

接入的电能表，其标定电流宜不低于电流互感器额定二次电流的3096(对S级为20%),额
定最大电流为额定二次电流的120%左右。

6.1.10 当发电厂和变电所装设有远动遥测、计算机监测 (控)时，电能计量、计算机、远
动遥测三者宜共用一套电能表。电能表应具有脉冲输出或数据输出，或者同时具有两种输出

的功能。脉冲输出参数和数据通信口输出的物理特性及通信规约，应满足计算机和远动遥测
的要求。

6.1.11 当电能计量电能表不能满足关口电能计量系统的要求时，应单独装设关口电能表，
并设置专用的电能关口计量装置屏。

6.1.12 发电电能关口计量点和系统电能关日计量点当采用电子型电能表时，宜装设两套准
确度等级相同的主、副电能表，且电压回路宜装设电压失压计时器。

                            6.2 有功、无功电能的计f

6.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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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变压器:双绕组变压器的一侧和三绕组变压器(或自藕变压器)的三侧。
    3  lOk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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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用、所用电变压器的一侧。

    6厂用、所用电源线路及厂外用电线路。

    7外接保安电源的进线回路。
    8需要进行技术经济考核的高压电动机回路。

    9按照电能计量管理要求，需要计量有功电量的其他回路。
6.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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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变压器:双绕组变压器的一侧和三绕组变压器 (或自祸变压器)的三侧。

    3  lOk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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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500kV并联电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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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照电能计量管理要求，需要计量无功电量的其他回路。

7 直流换流站的电气测里

                                7.1 一 般 规 定

7.1.1直流换流站电测量的数据采集包括交流部分和直流部分。直流部分的数据应按极采
集，双极参数可通过计算机计算或采集获得;交流部分的数据采集的基本原则应符合第5

章、第6章和第8章的有关规定。

7.1.2 直流换流站除采集本端站的运行参数外，还应采集对端站的主要参数信息数
据。

7.1.3 直流电流测量装置的综合误差应在土0.5%的范围内，直流电压测量装置的综合误差

应在土1.0%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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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些回路选用仪表测量时，应采用带有方向或有极性的仪表。

7.1.5直流换流站主控制室内不宜设模拟屏。当设有模拟屏时常测仪表也应精简。

                                7.2 直流参数监测

7.2.1下列回路，应采集直流电流:
    1 本端的每极直流线路。

    2 本端的地极性回路。

    3 本端的临时接地回路 (投人运行时)

7.2.2下列回路，应采集直流电压:
    1 本端的每极的极母线。

    2 本端的每极中性母线。

    3对端的每极的极母线。
7.2.3下列回路，应采集直流功率:

    1本端的每极直流线路。
    2本端的双极直流线路。

    3对端的每极直流线路。
    4对端的双极直流线路。

7.2.4换流站应采集换流阀的电角度

    1整流站的触发角ao
    2 逆变站的熄弧角Yo

7.3 交流参数监测

，”’{
下列回路，应采集交流电流:

本端换流变压器交流侧。

本端换流变压器阀侧。

本端交流滤波器各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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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7.3.2

      【

      2

      3

7.3.3

      1

      2

      3

      4

      5

7.3.4

功率。

本端交流滤波器 (或并联电容器或电抗器)各分组。

下列回路，应采集交流电压:

本端换流变压器交流侧。

本端换流变压器阀侧〕

本端交流滤波器各大组的母线。

下列回路，应采集交流功率:

本端换流变压器交流侧有功功率。

本端换流变压器交流侧无功功率。
本端交流滤波器各大组无功功率。

本端交流滤波器 (或并联电容器或电抗器)各分组无功功率。
对端交流滤波器 (或并联电容器或电抗器)各分组无功功率。

换流站应采集换流变压器交流侧的频率，以及换流站与站外交流系统交换的总无功

7.4 谐波参数监测

7.4.1

      1

      2

      3

7.4.2

      l

      2

下列回路，宜采集直流侧谐波参数:

本端每极直流线路谐波电流、电压。
接地极线路谐波电流。

本端直流滤波器各支路谐波电流。

下列回路，宜采集交流侧谐波参数:

本端换流变压器谐波电流、电压。

本端交流滤波器各分组谐波电流

7.5 电气参数记录

7.弓.1 下列回路，宜记录的电气参数:

本端每极直流输电线路电流。

本端每极极母线电压。

本端双极直流功率。
本端接地极作阳极运行时的安*时数。

本端换流站与站外交流系统交换的总无功功率。

1

，

J

内
、

7.6 电 能 计 t

7.6.1

      1

      2

      3

7.6.2

育后表，

7.6.3

下列回路，应装设以下电能表:

换流变压器交流侧有功电能表 (0.2级)，无功电能表 (2.0级)。
交流滤波器及无功补偿装置各支路无功电能表 ((2.0级)。

直流输电线路当有条件时，可装设有功电能表 (0.2级)。

对有可能双向送、受电的直流线路和换流变压器交流侧，应分别装设送、受电的电
并带有逆止机构。

换流变压器交流侧，应装设两套准确度等级相同的主、副电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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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计算机监测 (控)系统的测A

般 规 定

8.1.1 计算机监测 (控)系统，应执行其他相关的规程和规定。

8.1.2 计算机监测 (控)的数据采集的基本原则应符合第5章和第6章的有关规定，计算

机监测 (控)系统采集的模拟量及电能数据量与电测量及电能计量的规定基本相同，可参照

附录E(提示的附录)测量图表中电测量的要求配置。

8.1.3 当采用计算机监测 (控)时，通过计算机可对指定的电气参数进行监视和记录，可
不装设记录型仪表。

8.1.4 当采用计算机监测 (控)时，就地厂 (所)用配电盘上应能测量相关的电气参数

                        8.2 计算机监测 (控)的数据采集

8.2.1计算机监测 (控)的电测量数据采集包括模拟量和电能数据量。
8.2.2模拟量的采集可采用交流采样方式，也可采用直流采样方式。交流采样指经电流、
电压互感器的直接输人方式;直流采样指经变送器的输人方式。
8.2.3 计算机交流采样单元宜由计算机系统配套。交流采样的模拟量可根据运行需要适当
增加某些电气计算量。

8.2.4 电能数据量的采集可采用经电能表串行口的数据输人方式，也可采用经电能表脉冲
信号输人。

8.3 计算机监测时常测仪表

8.3.1

8.3.2

当采用计算机监测时，控制屏上的测量仪表应简化。
当计算机监测采用直流采样并设有变送器时，常测仪表宜采用二次仪表测量方式

当计算机监测采用交流采样不设变送器时，测量仪表可采用一次仪表测量方式。

8.4 计算机监控时常测仪表

8.4.1计算机监控不设模拟屏时，控制室常测仪表宜取消。当计算机监控设模拟屏时，模
拟屏上的常测仪表应精简，并可采用计算机驱动的数字式仪表。

8.4.2 当发电厂采用扫胜且日算机监控时，机组后备屏或机旁屏上可参照附录E.2中E.2.1 -F.2.4
的电测量要求装设发电机部分的常测仪表，其装设要求应符合DL/1' 5136-2001的相关规定。

8.4.3 当采用计算机监控系统时，不宜装设手动准同步装置。但作为发电厂同步的后备手
段需要时，也可装设手动准同步装置。

9 电 测 t 变 送 器

9.0.1变送器的输人参数应与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的参数相符合，输出参数应能满足
测量仪表、计算机和远动遥测的要求。贸易结算用电能计量不应采用电能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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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 变送器的模拟量输出可为电流输出或电压输出、或者数字信号输出。变送器的电流
输出宜选用4mA -20niA的规范，串联使用。

9.0.3 变送器模拟量输出回路所接人的负荷 (包括计算机、遥测装置、测量仪表和连接导
线等)不应超过变送器输出的二次负荷值。

9.0.4 变送器的校准值应与二次测量仪表的满刻度值相匹配，可参照附录B(提示的附

录)、附录C(提示的附录)计算。
9.0.5 变送器的交流电源宜由交流不停电电源供给。当全厂 (所)停电时，不停电电源系

统应能保证连续供电时间不少于半小时。

10 测f用电流、电压互感器

10.1 电 流 互 感 器

10.1.1对于I、II类计费用的电能计量装置，宜按计量点设置专用电流互感器或二次绕
组。

10.1.2 电流互感器额定一次电流宜按正常运行的实际负荷电流达到额定值的2/3左右，至

少不小于30%(对S级为20%)。也可选用较小变比或二次绕组带抽头的电流互感器。
10.1.3对于正常负荷电流小、变化范围大 ((1%1。一120%1,)的回路，宜选用特殊用途
(S型)的电流互感器。

10.1.4 电流互感器的额定二次电流可选用5A或1A的规范。220kV及以上电压等级宜选
用IA的电流互感器。

10.1.5 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中所接人的负荷 (包括测量仪表、电能计量装置和连接导线
等)应保证实际二次负荷在25%一100%额定二次负荷范围内。

                                10.2 电 压 互 感 器

对于I、II类计费用途的电能计量装置，宜按计量点设置专用电压互感器或二次绕

2.2 电压互感器的主二次绕组额定二次线电压为loovo

2.3 电压互感器二次绕组中所接人的负荷 (包括侧量仪表、电能计量装置、继电保护和

10

组

10

10

连接导线等)，应保证实际二次负荷在25%一100%额定二次负荷范围内，额定二次负荷功

率因数与实际二次负荷的功率因数(0.3-0.5)相接近。

n 测 t 二 次 接 线

测量二次接线应符合DL/1' 5136和DL/1' 5065的有关规定。

11.1 交 流 电 流 回 路

11.1.1 当几种仪表接在电流互感器的一个二次绕组时，其接线顺序宜先接指示和积算仪
表，再接记录仪表，最后接发送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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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当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接有常测与选侧仪表时，宜先接常测仪表，后接选测仪表。
11.1.3 直接接于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的一次测量仪表，不宜采用开关切换检测三相电流，
必要时应有防止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的保护措施。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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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受条件限制仪表和
保护共用一个二次绕组时，宜采取下列措施之一:

    1保护装置接在仪表之前，中间加装电流试验部件，以避免仪表校验影响保护装置正
常工作。

    2 加装中间电流互感器将仪表与保护装置从电路上隔开。中间电流互感器的技术特性
应满足仪表和保护的要求。

11.1.5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绕组的中性点应有一个接地点。测量用二次绕组应在配电装置处
接地。和电流的两个二次绕组的中性点应并接和一点接地。

11.1.6 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回路的电缆芯线截面，应按电流互感器的额定二次负荷来计
算，5A宜不小于4.澎, lA宜不小于2 . Smm2

                              11.2 交 流 电 压 回 路

11.2.1测量用电压互感器的二次回路允许电压降，应符合以下规定:
    t 常用测量仪表不大于额定二次电压的1%一3060

    2  1、Q类电能计量装置不大于额定二次电压的0.25 % 0

    3 田、W类电能计量装置不大于额定二次电压的0.500

11.2.2 HOW 及以上电压等级设有单独设置专用电压互感器或专用二次绕组时，I、Q、
m类电能计量装置的电压回路应单独由电压互感器端子箱引接，并装设熔断器或自动开关和
监视电压回路完整性。

11.2.3对贸易结算用的电能计量装置的二次电压回路，35kV以下应不接人隔离开关辅助
接点和熔断器;35kV及以上应不接人隔离开关辅助接点，但可装设熔断器或自动开关，并
监视电压回路完整性。

11.2.4 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绕组应有一个接地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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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对于中性点非有效接地系统，

“丫’形接线的电压互感器主二次绕组应采用B相一点接地方式。

11.2.5 为了减少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的电压降和提高电能计量的准确度，电能表屏可布置
在配电装置附近的小室内。

11.2.6 电压互感器二次电压回路的电缆芯线截面，应按11.2.1的允许电压降要求计算，
一般不小于2.5mm2o

11.3 二 次 测 f 回 路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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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运动遥测装置。

11.3.2计算机和远动遥测不应共用电能表的同一脉冲输出或数据口输出。如受条件限制，
脉冲回路应有防止短接的隔离措施。

11.3.3接至计算机和远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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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屏蔽层的型式宜选用铜带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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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 变送器模拟量输出和电能表脉冲量输出回路，宜选用对纹分屏蔽加总屏蔽的铜芯电
缆，芯线截面不小于0.75= 2

12 仪表装置安装条件

12.0.1 发电厂和变电所的屏、台、柜上的电气仪表装置的安装设计，应满足仪表正常L

作、运行监视、抄表和现场调试的要求。

12.0.2 测量仪表装置宜采用垂直安装方式，其安装高度 (指水平中心线距地面)要求如

下 :

    1 常用测量仪表为 1200= -200ommo

    2 电能表和变送器为1200二 一18oomn,o

    3 记录型仪表为800mm-1600= ,

    4 开关柜和配电盘上的电能表为800= -1800mmo

    5 对非标准的屏、台，柜上的仪表可参照本规定的尺寸作适当调整。

12.0.3 控制屏 (台)宜选用后设门的屏 (台)式结构，电能表屏、变送器屏和记录型表屏

宜选用前后设门的柜式结构。一般屏的尺寸为:高x宽x深= 2200mm x 800mm x 600mm�
12.0.4 所有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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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2.5mm2，电压回路不小于1. 5. 2 0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本规程用词说明

A.0

A.0.2

“应符合

A.0.3

执行本规程条文时，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以便执行中区别对待。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

采用 妇可”。

条文中指明应按某些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执行时，一般写法为 “应按⋯⋯执行”或
⋯⋯要求或规定”。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规范的规定执行的，写法为 “可参照

条文中条、款之间承上启下的连接用语一般采用 “符合下列要求或规定”、“遵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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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规定”或 “满足下列规定”。

          附 录 B

      (提示的附录)

二次测t仪表满刻度值的计算

    设定变送器的校准值为:几二=5A或IA, Ubx=100V, Pb.=866W (5A)或173.2W
OA), Qb�=866var (5A)或173.2var (]A)。可采用下列公式计算二次测量仪表的满刻度
值。

B.0.1电流表满刻度值的计算

                                        Ibl=lie                                         (B.0.1)

式中 Ibl— 电流表满刻度值，A;
      Ile-电流互感器一次额定电流，Ao

B.0.2 电压表满刻度值的计算

                                    Ubl=KUI,                           (B.0.2)

式中 Ubl— 电压表满刻度值，V;

      Ule— 电压互感器一次额定电压，V;
        K— 电压变送器的输人电压倍数，一般取K=1.2a

B.0.3有功 (无功)功率表满刻度值的计算

                            Pbl = P 1e =招Ulelle                       (B.0.3)

式中 Pbl— 有功功率表满刻度值，VA;
      Ile— 电流互感器一次额定电流，A;

      Ule— 电压互感器一次额定电压，Vo

    无功功率表满刻度值 (Qb，)的计算方法类同。
B.0.4 有功(无功)电能表的换算

                                Wl=W2N�N;                             (B.0.4)

式中 W,— 有功电能表一次电能值，kWh;

      W2— 有功电能表的读数，kWh;

      N;— 电流互感器变比;

      Nu— 电压互感器变比。

    无功电能表 (Wal)的换算方法类同。

附 录 C

      (提示的附录)

电测t变送器校准值的计算

    根据二次侧量仪表的满刻度值，可采用下列公式计算变送器的校准值。
C.0.1 电流变送器校准值计算

                                      Ibx =161 IN, (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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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几x— 电流变送器校准值，A;

      1 6l— 电流表满刻度值，A;

      N;— 电流互感器变比。

C.0.2电压变送器校准值计算

                                    Ubx= Ubl/N,.

式中 Ubx— 电压变送器校准值，V;

      Ubl— 电压表满刻度值，V;

      N�— 电压互感器变比。
C.0.3 有功功率变送器校准值计算

                              Pbx=Pbl/ (N�N;)
式中 Pb.— 有功功率变送器校准值，W;

      Pbi— 有功功率表满刻度值，W;

      Nu— 电压互感器变比;

      N;— 电流互感器变比。

    无功功率变送器校准值(ebz)的计算方法类同。
C.0.4有功 (无功)电能表的换算

                              Wnl=A (N�Nj) /C

式中 W,— 有功电能表电能值，Wh;
      A— 有功电能表的累计脉冲计数值 (脉冲);
        C— 有功电能表的电能常数，脉冲/kWh;

(C.0.2)

(C.0.3)

(C.0.4)

N�— 电压互感器变比;

N‘— 电流互感器变比。

无功电能表 (WQ1)的换算方法类同。

            附 录 D

          (提示的附录)

测且用电流、电压互感器的误差限值

D.0.1 一般侧量用电流互感器的误差限值

    一般测量用电流互感器的误差限值见表D.0.1o

                          裹 D.0.1 一般侧f用电流互感器的误整限值

准璧级
一次电流为颊定
电流的百分比

        %

误 差 限 值
二次负荷
变化范围

电流误差
    %

fi.12}

0.1

    5

    20

100-120 10.一410.2-0.1 115t8i5 (0.25-1) S,

0.2

    5

    20

100-120 蔡 1): (0.25-1) S.

0.5

    5

    20

100-120 +_ 1.5t 0.75t 0.5 土9(145
士30

(0.25-1)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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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OfAixtA
一次电流为额定

电流的百分比
        %

误 差 限 值
二次负荷
变化范围电流误差

    %
相位差

I
    5

    20

100 一 120 :{: 1 180190160 (0.25一1) S

3 50120 土3.0 不规定 (0.5-1) S

5 50120 士3.0 不规定 (0.5一I) S

    注:5厂 电流互感器颊定二次负荷。

D.o.2特殊用途电流互感器的误差限值

    特殊用途电流互感器的误差限值见表D.o.2o
                            衰 D.0.2 特殊用途电流互启器的误差限OT

MCA
一次电流为额定
电流的百分比

        %

误 差 限 值
二次负荷
变化范围电流误差

    %

相位差

                                              一

0.2S
} 1

              5

          20-120 蔡 :{: (0.25一I) S

0.55

    1

    5

20一120 拐 10.90145- 30 (0.25一I) S

    注:

    1 5为电流互感器额定二次负荷。

    2  0.2S, O.SS级特殊用途电流互感器 (额定二次电流仅有5A规范)，指其和特殊电表相连接，这些电表在电流为

      50.A-6A之间，即在额定电流5A的1%一120%之间的某一电流下能作准确测2.

D.0.3 测量用电压互感器的误差限值

    测量用电压互感器的误差限值见表D.0.3o

衰 D.0.3 测，用电压互感a的误差限值

准皇级
误 差 限 值

一次电压
变化范围

二次负荷
变化范围电流误差

    %
相位差

0.1 士0.1 I *5

(0.s-1.2)口1。 (0.25一1) s2

0.2 士0.2 } 士10
0.5 士0.5 一} 士2。
1.0 一 11.0 一} -40
3.0 士3 0 不规定

注:U一电压互感器额定一次电压;52一电压互感器俪定二次负荷。

附 录 E

      (提示的附录)

电测f及电能计f的测*m衰

E.1图裹用符号及说明

本附录表E.2.1一E.2.16所用符号见表E.1.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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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E.1.1 圈 衰 用 符 号

参数符号 参数名称 参数符号 参数名称

1̂，IBIc A，B，C相电流(线) }{ 1 一} 单相电流(线)
UAB U氏，V以 AB，砚，以相电压 } UA，U日.Uc A，B，C相电压

U 线电压 {1 认 零序电压
尸 单向三相有功功率 {} Q 单向 相无功功率
尸 双向三相有功功率 一 Q 双向三相无功功率
P。 } 单相有功功率 。; 一一 功率因数
Wl 正向三相有功电能 }� �l �lw。一} 正向三相无功电能
W2 反向三相有功电能 W妞 反向三相无功电能
W 三相有功电能 } W比 单相有功电能
了 } 频率 厂 记录频率

毛 记录电流 {1 口， 一} 记录电压
尸l 一 记录三相有功功率 Q 记录三相无功功率
1 直流电流 卫 1 直流电压
丑 直流有功功率 { W 直流有功电能

    注:除上列符号外，其他符号将在相应的测虽图表中说明。

E.1.2 图表说明:

    1电测量指仪表测量的参数或计算机监测 (控)系统采集的模拟量参数。
    2 电能计量指电能表计量的参数或计算机监测 (控)系统采集的电能数据量参数。
    3 控制屏仪表 (监测)指计算机监测时，控制屏上仪表测量的参数。

    4 模拟屏仪表 (监控)指计算机监控时，模拟屏上仪表测量的参数。

E.2 电测.及电能计t的测t图衰 (见表E.2.1~表E.2.16)

表 E.2.1 火力发电厂发电机励陇系统的测.圈衰

单位名称
电 侧 全 控制屏仪表

  (监测)
模拟屏仪表
  (监控)控制室 励磁屏 热控屏

  直流励磁机励磁
系统

励徽回路 }11，弘，弘。一艾:，互。，lel 一 11，卫1 占，卫1

调整装t回路} 1，
  交流励 班机一静
止或可控整流器励
磁系统

励磁回路
么，艾1，卫扣，

1目，卫，1，Uf
卫1，卫。1工、1 当，卫1 里.，卫

调整装t回路 U二，U。，认

  电压派或复励一
可控整流器励磁系
统

励磁回路 工。卫1，互1。 工，卫1 当，旦1

调整装1回路 Uq，几

  交 流励磁机一旋
转励磁系统

励磁回路 工‘，互d，Uf }卫，丛t，蜘 } 1，马 二，卫1

调整装t回路 {u。，u、u。
注:11，女1一发电机转子电流，电压;
  卫1Oee发电机转子绝缘检查电压;
  五1，卫d一励磁机励磁电流，电压;
  U广副励磁机电压;
  卫hl一备用励做机侧电压;

认厂 自动励班调盛装t抽出电压;
UL.-- 手动励磁调整装t抽出电压;

  U厂Ac 和砚 切换的平衡电压;
  入一功率因数设定值。

对表E.2.1，特说明如下:
1发电机成套供货的励磁装t〔灭磁柜、切换柜、整流柜、励磁柜等)所配t的仪表，由厂家确定，但不能少于表中的电
  侧t内容。

2 当交流励进机励磁系统没有副励磁机时，可测量励磁变压器低压侧的电压(取消副励磁机电压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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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子接地检侧装置和间接测量转子电流、电压
4 控制屏上发电机转子电流、电压宜采用分流器经变送器的二次仪表测t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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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E.2.2 火力发电厂发电机及发电机一变压器组的测.圈表

单位名称
电 侧 t

电能计量
控制屏仪表

  (监测)

模拟屏仪表

  (监控)控制室 热控屏

母线发电机 发电机侧
IA, (e, to P, Q,

u，um (12, P)
P, f W ，肠 1 1. P,0. [] P,Q

发一变一线路组
发电机侧

In. Ie, IC, P, Q

U, Up (Iv P,)
P, f Wl，WQ, 1, P. Q.口 P,Q

高压侧 U, Wl，WQ

  发一双绕组变 压

器组

发电机侧
In, In, IC, P. Q

U. Uo, (12, P)
P. f W ，WQ I. P,Q，U P,Q

高压侧 W� 屿 1

  发一三绕 组 (自

栩)变压器组

发电

机侧

In. ly, IC, P. Q

u，uo, (12, P,)
P,了 W� 叽 l, P,Q，U P.Q

中压侧 l, P,Q W� WQ 1. P.Q 尸，Q

高压侧 I, P,Q W}. WQ I, P,Q P,Q

公共绕组 I(自辆变压器)

注:U一发电机定子电压;

    J‘发电机频率;

    Uo一发电机霉序电压 (绝缘监测);

    U.-线路侧电压;

    八一发电机定子负序电流;

    P;一发电机有功功率记录。

对表E.2.2，特说明如下:

1 热控屏所侧的参数仅用于主控制室控制方式。

2 负序电流的侧量按5.2.3规定。有功功率记录按5.4.4规定

3 当三绕组 (自栩)变压器作为系统联络时，高、中压侧应侧t正反向有功、无功功率，并计量送、受的有功和无

    功电能。

4 当发一变一线路组和发一双绕组变压器组高压侧作为系统计t点时，应装设有功和无功电能表。

5 当变压器高、中压侧电压为110kV及以上时，应分别测量三相电流。

衰 E.2.3 水力发电厂发电机励磁系统的侧.圈衰

单位名称
电 侧 t

模拟屏仪表(监控)
中控室 励磁屏 机旁屏

  自并励静止整流励磁系

统

励磁回路 工1，U, 11 ,U,

调整回路 f .,1 ,, Ua

注:1_1,U，一发电机转子电流，电压:

  1, UQ功率整流拒交流恰人电流，电压;

  与一功率整流柜直流抽出电流

对表E.2.3,特说明如下

1 图表仅列出水力发电厂目前广泛采用的自井励励磁系统，其他励磁方式可参照执行。发电机定子电压和转子电压

  可作为选测盘。

2 采用常规控制方式，控制台上的发电机转子电压可作为选测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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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E.2.4 水力发电厂发电机及发电机一变压器组的侧.圈裹

单位名称
电 测 量

电能计t
模拟屏仪表

  (监控)中控室 励磁屏 机旁屏

母线发电机 发电机侧 I, P, Q, U 口 P. f. Uo Wl，叽 I P,Q

扩大单元机组 发电机侧 1, P, Q, U U 尸.f. Uo W卫，WQ, 尸，Q

发一变一线路组
发电机侧一}1, P, Q, U} u 一一P, f, Uo}Wi, WQ, P,Q
高压侧 U, Wl，叽 1

发一双绕组变压器组
发电机侧 I, P, Q,U U }P. f. Uu W,. WQ: P,Q

高压侧 }Wi. WQI
发一 三绕组

  (自辆)

变压器组

发电机侧一}，，P,Q，u U P, f,口。 W}.叭 P,Q

中压侧 1, P,Q }W，WQ} P,Q

高压侧 1. P,Q }W�礼1 P,Q

公共绕组}I(自栩变压器){ 一 } 一
注:U一发电机定子电压;

    少‘发电机颇率;
    Uu一发电机零序电压 (绝缘监测);

    P,-发电机有功功率记录;
    U，一线路侧电压

对表E.2.4，特说明如下:
1 抽水蓄能机组和水轮发电作调相运行时，应侧量正反向有功、无功功率和计量送、受的有功、无功电能。发电机
  的有功、无功电能表可装在机旁屏或中央控制室

2 当三绕组 (自栩)变压器作为系统联络时，高、中压侧应侧量正反向有功、无功功率，和计t送、受的有功、无
    功电能。

3 在机旁屏上可增设发电机定子电流表三个，或在中央控制室选侧三相电流。

4 采用常规控制方式，控制台上的变压器高、中压交流电流和定子电压表可作为选侧it.
5 当变压器高、中压侧电压为HOW及以上时，应分别侧量三相电流。
6 当发一变一线路组和发一双统组变压器组高压侧作为系统计t点时，应装设有功和无功电能表。

衰 E.2.5 发电厂双绕组及三绕组变压器组的刹，圈裹

单位名称 电 侧 量 电能计量
控制屏仪表
  (监侧) }lFA1}11r}

双绕组变压器
高压侧 1, P,Q w，WQ, 1, P,0 尸

低压侧

三绕组 (自栩)
    变压器

高压侧 一} ，尸，Q W ，WQ, 1, P, Q P

中压侧 I, P,0 W:，WQ, }，，。，Q 尸

低压侧 I, P,Q W� WQ, I, P,Q P

公共绕组 ‘(自报变压器)一} 一 一} 一 一

三绕组 (自悯)
联络变压器

高压侧 I逻 ,』 W、，WQ,
W2,W如 I , P,退 P

中压侧 I逻 .』 W,. WQ,
W2, WQ I  P,退 P

低压侧 I，P,Q W、，WQ, 1, P,Q P

公共绕组 I(自辐变压器)

对表E.2.5，特说明如下:

1 如有困难或需要时，双统组变压器可在低压侧侧量。

2 变压器高、中、低压侧如有送、受电运行时，应侧2正反向有功功率和计t送、受的有功电能。如进相、滞相运

  行时，应测t正反向无功功率和计t进相、滞相的无功电能。

3 当变压器高、中压侧电压为 HOW 及以上时。应分别测f三相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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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2.6 变电所双魏组及三位组变压.组的测，圈衰

单位名称 电 测 量 电能计量
控制屏仪表
  (监侧)

模拟屏仪表
  (监控)

双绕组变压器
高压侧 1, P.Q Wl，Wm 1, P,Q 尸

低压侧

三绕组 (自藕)
    变压器

高压侧 1, P,Q WI. WQI I, P,Q P

中压侧 I, P.Q WI. WQ, 1, P,Q P

低压侧
I, P,Q WI，W。 1, P.Q 尸

1,1. 1a, 1" P.S W�wQI，w. 1,尸，』 尸

公共绕组 I(自藕变压器)

ata (HM)#5 %fo

高压侧 I, P,』 W ，WQI
W� WQ7 1, P,』 P

中压侧 1.上 』 W:，WQ,
WZ。WQZ

1,上 . _s P

低压侧

1, P Q WI. W, I, P.Q P

IA, 1e. IC, P,』 WI. WQI
  Wo2

11尸，』 尸

公共烧组 I(自栩变压器)

对表E.2.6，特说明如下:

、如有困难或偏要时，双绕组变压肠可在低压侧侧to

2 三绕组 (自藕)变压器低压侧侧量有两种情况:前者没有并联电容器机电抗器;后者装有并联电容器机电抗器。

  后者应侧量三相电流及正反向无功功率，以及计里进相、沸相的无功电能。

3 当变压器高、中压偷电压为ItOkV及以上时、应分别侧A三相电流。

                        衰E.2.7 发电厂、变电所住路的洲.圈襄

单位名称 电 侧 R 电能计t
控制屏仪表

  (监侧)

模拟屏仪表

  (监控)

lOkV-

  66kV

  单侧电坏线路及用户

线路
l, P W� WQ, l, P 尸

  双侧电睬线路及用户

线路
1,』

W ，WQ,

Wz,Wo2
I, P 尸

llOkV-

220kV

  单侧电砚线路及用户

线路
1e, la, k, P, Q W，。WQ, I, P,Q 尸

  双侧电琢线路及用户

线路
I,� I%, k,里，退

W，，WQ,

WZ，践 2
1,里 、』 P

电网间联络线路 Ie, le, IC, P ,-Q
W� 叽 ,

W,,WQZ
1, P,』 P

3叨kV-

5OOkV

  单侧电铆线路及用户

线路
IA, Ie, IC. P, Q W� Wo 1, P,Q 尸

  双侧电派线路及用户

线路
In, I., k, P,里，
  U., U., UG

Wi,践 [

Wx,W.
1,P,』 P

系统间联络线路
1e, 1., k, p,退，
P� U�s, U., Ua

Wl, WQi

WZ，W印
l, P,』 尸

1566

中国节能减排支撑网www.jnjpzg.com



衰E.2.8发电厂、变电所母线设备缝路的侧.圈衰

单 位 名 称 电 测 t 电能计童
控制屏仪表

  〔监测)

棋拟屏仪表

  (监控)

lOkV-66kV

旁路断路器 与所带线路配I相同

母联，分段断路器 一} 1 一一 一     I I

内桥断路器 I 一 一} I I

外桥断路器 一 [,-E I. -P    I一 』
母线电压互慈器 } U. (f) { U. (f) U, (f)

母线绝缘监测 UAO,Um.U山

消弧线圈 I 一} 一 } 1 一} I

IlOkV-

220kV

旁路断路器 与所带线路配皿相同

母联，分段断路器 1,� 1B, Iv I I

内桥断路器 IA, IBI IC I 1

外桥断路器 IA. IBI Io. P,-Q 1, P,』 尸

  各申上断路器 (一个 半

接线)
I I I

母线电压互感器 (三相) UAS. U- Ucw. (f) U, (f) U, (f)

母线电压互感器 (单相) U, (f) u, (f) U, U)

330kV-

500kV

旁路断路器 与所带线路配t相同

母联，分段断路器 IA, IBI lc } 一 } I f

内桥断路器 IA. IBI k } I } I
外桥断路器 一}IA, IB. lc,里.』 }f, P』 } P
  各串上断路器 (一个半
接线)

I I I

母线电压互感器 (三相) U月，，Us, U<n, f U, f U, f

母线电压互感器 (单相) U，f U，f U, f

注:

1 图表按lOkV-66kV为中性点非有效接地系统，1lOkV-50OkV为中性点有效接地系统。

2  lOkV-66kV, 110kV--220kV及 330kV-5OOkV母线频率侧量按5.5.2规定。

                          衰 E.2.， 变电所无功补偿姑.的洲.困盛

单 位 名 称
电 侧 t

电能计t
控制屏仪表

  (监侧)

樱拟屏仪表

  (监控)控制室 配电装t

lOkV-66kV并联电容器 I I I

lOkV-66kV并联电抗器 I I 1

330kV-5OOkV并联电抗器 IA, Is, IC Wo, I I

0.8kV-20kV

  静态补偿

    装t

总回路 IA, le,Ic, Q O w4, l,0 I

}PIkl-V1,N
高压侧 1 IA, IB, IC} 一     一}
中压侧 } U U U

并联电容器 I I I I

并联电杭器 I     一} 一     一}
对表EZ.9，特说明如下:

1 静态补偿装t装有并联电容器和电抗器时。总回路应侧量双方向无功功率和分别计f进相、沛相的无功电能。

2 静态补偿装2就地应侧a其所接母线的电压。

3 静态补偿装v成套供货的控制装flex的仪表应由厂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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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E.2.10 宜流换流站宜流部分的测.圈衰

单 位 名 称
电 侧 量

电能计量
摸拟屏仪表 (监控)

本 端 对 端 本 端 对 端

直流配电

  装t

极 1,极 2
I, U, P, _I，

卫，_I .,卫
U,卫 W _I,卫，P P

双极 P, _P P 尸

中性母线 (极卜极2) 卫

地极线 _I, _I,

站内临时接地极 I

直流地波器 I.

换流阀
整流 ) Y

逆变 Y Y

瞥
阅侧 I, U

交流侧
I, U,尸，Q，

  f. I, U,

Wl，屿 1，

    W2
I, U, P

}Z1mld2tv
各大组 I,Q，U

各分组 l, Q, I, Q WQ, I,0

  与站外交流系统交换的总无功功

率
Q，Q，

注:1，卫，_P一直流电流.电压，有功功率;

      L,艾,-直流侧谐波电流、电压;

  I� -Un Pi一直流电流、电压、有功功率记录;

      几，Ux 交流侧谐波电流、电压;

          W,一直流有功电能;

          a一整流站换流门触发角;

            Y-逆变站换流阀熄弧角。

1换流站主、副电能表按7.6.3规定配f。直流箱电线路有条件时可装设电能表。

2 地极线作为PR极3s行时，侧f其 “Ah"敬。

3 直流换流站采用计算机监控，其成套供货的控制装it所配置的仪表由厂家确定

4 图表按双极并能双向送电的高压直流系统表示。当用于为单极或单向送电直流系统时，测点可相应简化

5 图表中记录的参数和谐波参数的侧t，可根据工程需要选择。

                    衰 E.2.n 火力发电厂厂用高、低压电泣的侧.圈衰

单 位 名 称
控制室 配电装t 控制屏仪表

  (监测)

棋拟屏仪表

  (监控)电海侧 用电侧 电源侧 用电侧

单分支工作电旅 1, P.W I/- I/-

双分支工

作电砚

I段

I, P. W

I

1/1+I 1/1+1

0段 I

厂用高压

  电面 多分支备

用电砚

I分支
1,尸，W

I

1/1+1 1/I+1

，分支 I

厂用工作母线TV U') U U U

车间高压电源 1,W 1,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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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 位 名 称
控制室 配电装t 控制屏仪表

  (监测)

模拟屏仪表

  (监控)电源侧 用电侧 电浑侧 用电侧

厂用低
压电源

单分支工作电源 1，P，W I I/-- I/--

双分支工

作电源

l段
1，尸。 W

I

1/1+1 1/1+1
Ill段

多分支

备用电源

1分支
1，P

I

1/1+1 1/1+1
了。分支

母线分段断路器 I 1 1 I

柴油发电机进线 I

厂用工作母线Tv U U U 口

车间变压器或低压直饮线 1，W U

注:1 对车间变压器当照明负荷占总负荷的15%及以上时，应分别侧量三相电流和采用三相四线电能表
    2 对经常带电运行的厂用备用电浑，控制室宜增加侧量备用母线电压。
    3 采用主控制室控制方式控制时，热控屏上应侧量母线电压。当机组以单元控制方式控制时，热控屏上可不测
        蚤母线电压。

                      衰 E.2.12 水力发电厂厂用言‘低压电通的侧.翩盛

单 位 名 称
控制室 配电装置 模拟屏仪表

  (监控)电茸侧 用电侧 电源侧 用电侧

厂用高压

  电源

单分支工作电源 }1，尸，w 一} 一 } 一 } 一
双分支工作

    电源

I段
1，P W

I

n段 I

厂用工作母线TV U U

厂区供电线路 1， W 1，U

单分支工作电源 �� �一{ 1， W } 一 一} 一
双分支工作

  电源

I段 一 一} 一
1， W

I

ll段 I
J用 下比压

  电茸
母线分段断路器 I } 一 }
厂用工作母线TV U U

动力照明变压器 一 一} 一 } ;，w IA，IB，Ic
低压直谈线 1，W U

对表E.2.12，特说明如下:
1厂用高压、低压电百的电能表一般装在电派侧，如计t困难或偏要时可装在用电侧。

2 对动力照明变压器当照明负荷占总负荷的15%以上时，电能表采用三相四线表。

                  衰凡2.13 发电厂厂用离、低压电动机的翻，圈衰

单 位 名 称

电侧t及电能计t
控制屏仪表

  (监侧)

模拟屏仪表

  (监控)热控屏/

控制屏

动力箱/

控制箱

开关柜/

配电屏

铲
高压电动机 I W

瓢
A I

W

B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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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 位 名 称

电侧t及电能计量
控制屏仪表

  (监测)
模拟屏仪表
  (监控)热控屏/

控制屏
动力箱/
控制箱

开关拒/
配电屏

kilt,i.r

  低压
  电动机
(55kW及
  以上)

I类 I

n类 I

皿类 I

  低压
电动机
(55kW及
  以下)

I类 I

0类 I

班类

铲

高压电动机 I,W

  低压电动机
(55kW及以上)

1

易过负荷
低压电动机

I

对E.2.13，特说明如下:
1 火力发电厂380V电动机分类参见SDGJ 17-1988《火力发电厂厂用电设计技术规定》。
2 55kW以下易过负荷的电动机及生产工艺要求监视的电动机，可根据需要测量电流。
3 当采用」博 机监侧 (控)时，控制屏和棋拟屏仪表可按生产工艺耍求采集电动机的电流

                      衰 E.2.14 变电所所用电通及电动机的侧.圈襄

单 位 名 称
控制室 配电装置 控制屏仪表

  (监侧)

模拟屏仪表

  (监控)电源侧 用电侧 电源狈组 用电侧

所用低压

  电薄

单分支工作电源 1a. laic, W 1产~ I/-

双分支备

用电源

I段
I,W

I

1/1+1 1/1+1
IIL段

母线分段 I I I

所用工作母线TV U U U U

所用供电线 I U

低压电动机 (55kW及以上) 1

易过负荷低压电动机 I

对表E.2.14,特说明如下:
1当采用计算机监侧 (控)时，可按生产工艺要求采集电动机的电流。
2  55kW以下易过负荷的电动机及生产工艺要求监视的电动机，可根据孺要侧R电流。
3 所用备用电诵的电能表一般装在电派侧，如计t困难或偏要可装在用电侧。

                  衰 E.2.15 发电厂、变电所立流电味及电动机的侧.胭衰

单 位 名 称
          电 侧 盆

直流屏准制屏 }直流分屏传用屏
控制屏仪表

  (监侧)

模拟屏仪表

  (监控)

直流系统

口卫
一丛

蓄电他进线

充电进线

浮充电进线

直流母线

绝级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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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 位 名 称
电 侧 t 控制屏仪表

  (监侧)

模拟屏仪表

  (监控)直流屏尹牲制屏 直流分屏传 用屏

备用直流励磁机 rbl. Ubl Ubl Um Ubl

直流电动机 r

说明 _I, U一直流电流。电压;

      卫「一直流绝缘监视装置;

      161,卫6l一备用励磁机直流电流，电压。

对表E.2.巧，特说明如下:

1 当直流屏设t在控制室主环外时，控制屏上应侧It监视直流母线的电压。

2 蓄电池进线应为正、反向电流。

3直流绝缘监视装t按5.3.8规定。

4 充电和浮宽由枯演'#t虎交供借的仪力.俞由厂定确宁_

裹 E.2.1‘ 发电厂、变电所公用部分的侧.圈衰

安 装 地 点 2叨MW以下发电厂 2仪!MW及以上发电厂 调孩或调峰发电厂

火力发电厂

单元控制室 U一S。一f. f U一S�一f. f

网控制室

(主控制室)
U一S。一f. f

U一S。一f. f.

EP, EP%, F,P;

U一S。一f, f, I.

艺尸，EP%, EP,

热工控制室 艺P XP, f

水力发电厂中央控制室 U一Sn一f, f. EP u一S二一f, f, f, EP, EP;

系统枢纽变电所主控制室 U一S�一f, f

注:U一Sn一少‘组合同步表;

    #P一全厂总和有功功率;

    艺尸%一全厂厂用电率;

    f-系统频率;

    EP-记录全厂总和有功功率;

    fi-记录系统硕率。

对表E.2.16,特说明如下:

1 当采用计算机监控 (测)时，除组合同步表外其他仪表及记录表可不装设。

2 执 下神翻 屏的仪奔佗 用干 卞称制宝神 制古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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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程原名称为《电测量仪表装置设计技术规程》SDJ 9-1987。由于电测量和电能计量
是电气测量的两个方面内容，前者指对电气运行实时参数的测量，后者指对电能量参数的计
量，规程修订大纲审查时名称定为(电测量仪表及电能计量装置设计技术规程》，但是修编
时考虑规程适用于计算机监测 (控)方式，规程名称现改为 《电测量及电能计量装置设计技

术规程》更为确切，并经审定通过。

    本规程为推荐性行业标准。本次修订主要对原规程条文作了修改和补充，增加了计算机
监测 (控)系统的测量、直流换流站的电气测量、以及电量变送器及测量用电流、电压互感

器等章节，附录中测量图表也作了适当的调整和补充。规程附录A为标准的附录，附录B,
附录C、附录D、附录E为提示的附录。

    为便于广大科研、设计、施工、运行等有关单位人员在使用本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
条文规定，《规程》修订组按国家电力行业标准(电力标准编写的基本规定》DL/ T 600-

19%的要求，依照规程的章、节、条、款的顺序，编制了《电测量及电能计量装置设计技
术规程》DL/ T 5137-2001条文说明，供国内有关部门和单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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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 围

1.0.1 系原规程第1.0.2的修改条文。
    本条修订说明如下:

    1 火力发电厂发电机单机容量改为50MW及以上，和GBJ 63-1990《电力装置的电测

量仪表装置设计规范》单机容量750kW一25000kW相衔接不重复。

    2  20世纪90年代我国广东增城、浙江天荒坪、西藏羊湖抽水蓄能发电厂等已先后投
产，目前有些工程也陆续筹建，工程实践中已取得不少的经验。为了适应同类电厂的工程设

计需要，修订增加了发电/电动机组单机容量为lomw及以上的抽水蓄能发电厂的内容。

    3 取消变电所主变压器的容量规定，因为电气测量与变压器容量的关系不大，主要按

电压等级要求配置。

    4  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已建成第一个葛洲坝— 上海的士500kV直流输电项目，
目前天生桥— 广州的项目正在建设，三峡左岸— 常州的项目正在招标，还有三峡左岸
— 上海等工程正在酝酿中，直流输电工程实践中已取得比较成熟的经验。为了适应直流输

电的工程设计需要，修订增加了直流电压为100kV-500kV的直流换流站的内容。

    5 目前工程中同步调相机已很少使用，而由无功补偿装置所替代。因此规程修订取消
了调相机及其有关条文内容。

1.0.2 系原规程第1.0.3条的修改条文，原规定含义不变。

1.0.3 系原规程第1.0.3条的补充条文。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字通信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在发电厂和变电所中已得到广泛的应
用。计算机监测 (控)是一个系统综合工程，本规程仅规定电测量及电能计量的数据采集范
围。对计算机监测 (控)系统的组成和功能，应执行国家相关的标准和规程。

3 总 则

3.0.1 系原规程第1.0.1条的修改补充条文。
    本条修订增加满足电力商业化运营的要求，这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

确定，特别是电力工业体制的改革，现已形成一个 “多家办电，国家管网”的局面，电力已
作为一种 “商品”进行商业化运营。所以电测量和电能计量装置的设计，必须要满足电力系

统安全经济运行和电力商业化运营的需要。
3.0.2 系原规程第1.0.5条的保留条文。

    引用国家现行的有关规范、规程和规定，参见本规程第2章的引用标准。
3.0.3 系原规程第1.0.6条的修改条文。
    为了便于工程设计的计算查阅，规程增加了提示的附录B二次测量仪表满刻度值的计

算，附录C电测量变送器校准值的计算的方法。提示的附录D测量用电流、电压互感器的
误差限值为标准〔:B 1208《电流互感器》及GB 1207《电压互感器》的有关规定摘录。规程
附录E(提示的附录)是在原规程测量图表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归类整理和适当的调整和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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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图表中取消原示意图接线，采用文字表示安装单位名称，并增加计算机监测 (控)时测
量仪表的配置内容，可供设计进行参考。

4 符 号、术 语

    本章系按照规程编写大纲审查纪要要求，新增加的一章。
    为了工程设计查阅方便和执行条文规定时正确理解特定的专业名词术语的含义，规程列

人了一些通用符号和专业术语。本章引用的符号，是参照国家标准GB 3102.5《量和单位》
和《电力工业统计报表中常用的量和单位》的规定列出的;专业术语也只列出有关的专业部
分。

    对于附录E测量图表中使用的符号除附录E.1所列出的符号外，其他专用的符号在相
应的测量图表中列出及说明。

5 常 用 测 t 仪 表

    本章主要对原规程第二章进行修改补充。为了与国标《电力装置的电测量仪表装置设计
技术规范》相一致，本章名称改为 “常用测量仪表”比较合适。

般 规 定

5.1.1 系新增条文。

    常用测量仪表作为对电力装置运行状态测量监视的一种仪器，必须正确反映电力装置的
电气运行参数和绝缘状况，这是常用测量仪表配置的基本要求。
5.1.2 系原规程第2.1.1条的修改条文。
    本条阐述常用测量仪表的种类，包括指针式仪表、数字式仪表和记录型仪表三种。其中

数字式仪表(特别是公用的频率表、电压表等)在工程中应用比较广泛，其特点是准确度
高、读数监视比较方便。

5.1.3 系新增条文。

    本条阐述常用测量仪表采用的三种测量方式:

    1直接仪表测量方式指直接接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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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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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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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仪表的参数应与

变送器或中间互感器的输出参数和校准值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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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 系原规程第2.1.1条第一款的修改条文。
    本条文修改以表格形式分类汇总明确测量仪表的准确度最低要求，与原规定文字内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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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相同。表中增加数字式仪表的准确度要求一栏，目前国内生产的数字式仪表都可以达到

0.5级要求。至于表中未列出的测量仪表，将在相应的条文中规定。
    对于指针式交流仪表 (如电流表、电压表、功率表等)，目前国内生产一般采用整流型

仪表，准确度一般不低于1.5级，所以修订不分重要或非重要回路的要求，这样设计容易操
作。当然对一些不重要或参考用的回路，选用准确度2.5级仪表也是可以的。

5.1.5 系原规程第2.1.1条第二款的修改条文。
    本条文与原规定的表格内容基本相同。对于0.5级数字式仪表的电流、电压互感器及仪

表的附件、配件的准确度要求，理论上应提高一级。但是，对测量监视用一般仪表都能满足
准确度要求，不要因使用数字式仪表 (0.5级)提高标准增加一次设备的投资，而采用同

1.0级仪表的标准是允许的，也是比较合理的。

5.1.6 系原规程第2.1.1条第三款的保留条文。

    本条阐述仪表标度尺的测量范围，原规定含义不变。
5.1.7 系原规程第2.3.1条的保留条文。

    本条阐述选择测量方式和接线要求，原规定含义不变。

5.1.8 原规程第2.1.2条的修改条文。

    本条明确经变送器的二次测量仪表的选择要求，并在附录B、附录C中给出仪表满刻度
值与变送器校准值的计算方法。

5.1.9

性要求。

5.1.10

5.1.11

系原规程第2.1.1条第五款的修改条文。本条增加直流电流、电压测量用仪表的极

系原规程第2.1.1条第四款的保留条文。
系原规程第2.1.2条的保留修改条文。

    本条不明确规定经变送器的二次测量采用磁电式仪表或数字式仪表，或者采用其他测量
方式。

                                5.2 电 流 测 t

5.2.1 系原规程第2.2.1条的修改条文。修订说明如下:
    1增加抽水蓄能电厂的发电/电动机的测量内容。
    2 取消同步调相机的测量内容。

    3 对于主变压器和厂 (所)用变压器:双绕组变压器一般装在电源侧，、如有需要或困
难时可装在另一侧;三绕组 (自祸)变压器保留原规定测量三侧电流，对于自藕变压器的公
共绕组由于设计时难于确定运行方式，为便于设计操作和运行监视，修改统一为测量公共绕
组 电流。

增加柴油发电机和交流不停电电源的进线回路测量。

增加330kV - 500kV并联电抗器和lOkV -66kV并联电容器和电抗器回路的测量。

4

1勺

由于330kV--500kV并联电抗器测量三相电流，中性点电抗器不测量中性点电流。
    6  1200V电压等级不是国标推荐的额定电压。发电厂、变电所的线路一般采用lOkV

及以上电压等级，高压厂用采用AV或6kV电压等级，所以修订不用 “1200V”电压的提

法，改为“lOkV及以上的输配电线路，以及6kV及以下供电、配电和用电网络的总干线”。

    7  55kW及以上电动机属重要机械的驱动设备。以55kW为起点装设电流表和国标
《电力装置的电测量仪表装置设计规范》规定相协调。对于55kW以下易过负荷电动机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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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工艺要求需要监视的电动机，应测量回路电流。

    8 据了解目前200MW及以下发电机一般以上的发电机中性点不接地，300MW及以上
发电机中性点大多数经配电变压器接地 (二次侧带电阻)，中性点电流都很小或者发电机装
有接地保护，所以本次修订不明确测量中性点电流。

5.2.2 系原规程第2.2.2条的修改条文。修订说明如下:

    1 对高压重要电力回路和可能产生三相不平衡的回路，运行需要监视三相电流。原规
定根据生产工艺和运行监视要求测量三相电流，设计难于确定和操作。本次修订统一明确
110kV-500kV线路和变压器回路测量三相电流。

    2修订明确330kV-500kV并联电抗器和变压器低压侧装有无功补偿装置的回路测量
三相电流，同《330.500kV变电所无功补偿装置设计技术规定》相协调。
5.2.3 系原规程第2.2.3条的保留条文。

    本条明确采用数宇式负序电流表比较直观方便。

5.2.4 系原规程第2.2.4条的保留条文。
    目前工程很少使用同步电动机，其容量同原规程规定为l000kW同步电动机。

                            5.3 电压测f和绝级监测

5.3.3 系原规程第2.3.3条的修改条文。

    本条明确中性点有效接地系统主母线的电压可采用常测或选测方式测量三个线电压。对
于一个半断路器接线的主母线，一般只装设一个单相电压互感器和测量一个线电压。
5.3.4 系原规程第2.3.4条的修改条文。

    本条明确中性点非有效接地系统主母线可采用常测或选测方式，测量一个线电压和三个

相电压，这种方式适用于火力、水力发电厂和变电所的电压测量和绝缘监测，与原规定单独

装设公用绝缘检查装置没有矛盾。

5.3.5 系原规程第2.3.9条的修改条文。

    本条保留原规定的内容，但增加使用一只电压表和切换开关测量三个相电压的选测方
式。

5.3.6 系原规程第2.3.2条的保留条文。

    本条与原规定的内容基本一致，文字略有修改。

5.3.7 系原规程第2.3.6条的保留条文。
5.3.8 系原规程第2.3.7条的修改条文。

    发电厂、变电所的直流系统不论容量大小如何都属重要的直流设备，修改不分重要或不

重要直流系统都可采用本条规定中的几种监视直流绝缘的监测方式。
5.3.， 系原规程第2.3.8条的修改条文。

    原规定主控制室控制的火力发电厂的发电机装设公共的励磁回路绝缘监测装置，接线相
对复杂，运行并不方便。现在许多工程都按机组分别装设励磁回路监测装置或励磁回路保护

装置，设备投资不多，接线清晰运行相对可靠方便。所以条文修订改为 “发电机单独装设专
用的励磁回路绝缘监侧装置”，比较合理。

                              5.4 功 率 测 f

5.4.1 系原规程第2.4.1条的修改条文。修订说明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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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增加抽水蓄能电厂发电/电动机的测量内容。

    2对主变压器的测量:双绕组变压器一般在电源侧测量，如有需要或困难时可装在另
一侧;三绕组变压器 (自藕变压器)修订统一不分升、降压变压器或联络变压器均测量三侧

功率，这样规定对发电厂和变电所的测量是一致的，方便设计操作和运行监视。
    3对于厂用高压变压器 (包括双绕组或三绕组)应在高压侧测量。如有困难或需要时，

双绕组变压器可装在低压侧。

5.4.3 系新增条文。

    本条明确测量双方向有功功率的要求，含义与本规程4.1.9条一致。
5.4.4 系原规程第2.4.2条的修改条文。

    由于机组容量增大和超高压的出现，修订改为100MW汽轮发电机容量和330kV -
50OkV系统联络线需要记录有功功率。
5.4.5 系原规程第2.4.5条的修改条文。修订说明如下:

    1增加抽水蓄能电厂发电/电动机的测量。

    2 取消同步调相机的测量内容。

    3 主变压器的测量同本规程4.4.1条修改说明。

    4 明确330kV-5OOkV并联电抗器测量无功功率。对于lOkV-66kV并联电抗器、电

容器分组不测量功率，由主变压器低压侧测量总的无功功率，与 《330 -500kV变电所无功

补偿装置设计技术规定》相协调。
5.4.6 系新增条文。

    本条明确测量双方向无功功率的要求，含义与本规程4.1.9条一致。

                                5.5 频 率 测 f

5.5.1 系原规程第2.1.1条第一款的修改条文。

    本条阐述频率测量的仪表要求，含义和原规定基本相同。但为了准确和直观测量频率，
推荐采用数字式频率表，规定不提指针式频率表。目前国内生产的数字式频率表种类不少，
均能满足要求，工程中应用很普遍。
5.5.2 系原规程第2.5.1条的保留条文。

    本规定的文字内容和顺序有些修改，含义和原规定相同。

5.5.3 系原规程第2.5.1条第四款内容的保留条文。

    本条文字内容有些修改，含义和原规定相同。

                            5.6 同 步 并 列 测 f

5.6.1 系原规程第2.6.1条的保留条文。
5.6.2 系新增条文

    本条阐述手动准同步装置采用的测量仪表及接线要求。本条不包括自同步和自动准同步
的自动装置，因为后者不属于电测量仪表装置的范围。按 《火力发电厂、变电所二次接线设

计技术规定》的要求，手动准同步装置宜采用带有同步闭锁的手动准同步装置。

                          5.7 全厂 (所}公用电气测f

    本节系修订增加的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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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主要汇总原规程第2.4.3, 2.4.4条和第2.5.2, 2.5.3条的有关内容，并按条
分类阐明全厂 (所)公用电气测量的内容及要求。本次修订根据审查的意见取消了原规

定的总工程师室的测量内容，集中在运行值班的地点进行监测，工程设计可根据运行管
理的要求增加某些测量地点或内容。同时，全厂 (所)公用电气测量一般推荐采用数字

仪 表测量 。

5.8 静止补偿装里的测f

    本节系修订新增加的一节。本节主要阐明静止无功补偿装置的测量内容及要求。
    静止无功补偿装置不同于并联电抗器和电容器，目前国内330kV -500k V变电所安装运

行的静止无功补偿装置多为进口设备，采用就地计算机监控和主控制室集中监视方式，其测

量和常规的控制方式有所不同。本节和标准《330 -500kV变电所无功补偿装置设计技术规
定》的有关规定基本一致，不同的是测量仪表改为测量参数。

                              5.， 公用电网谐波的监测

    本节系修订新增加的一节。本节主要阐述公用电网谐波的测量内容及要求。

    公用电网谐波是衡量电能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国家标准 《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对
电网谐波限制已有明确的规定。原规程对电网谐波没有明确的规定，运行也很难进行监测和

分析。但是，随着电力工业的发展，直流输电系统的投产运行，冶金、化工、铁路等工业的
换流设备及电弧炉等非线性用电设备接人电网后，均向电网大量注人谐波电流或电压 (统称

谐波源)，运行已发现电网谐波对系统运行和某些设备造成许多不良的影响。为此，对某些
电网谐波严重的地方规定必须要进行谐波监测和治理，以保证系统运行安全和电能质量的标

准 。

6 电 能 计 f

                                6.1  - 般 规 定

6.1.1系原规程第3.1.1条的修改条文。

    本条和原规定的内容基本相同。“实现贸易结算”的提法和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

定》相协调一致，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6.1.2 系新增条文。

    本条阐明电能计量装置的分类，与《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定》的规定内容相同。
6.1.3 系原规程第3.1.2, 3.1.3条的修改条文。

    本条列表汇总表示电能计量装置 (含电流、电压互感器)的准确度最低要求，与《电能

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定》的规定基本相同。为了进一步提高电能计量装置的准确度，对一些
负荷电流小、变化范围大 (1%I,--120% I.)(计费用)的回路，宜采用 “S"级的有功电能

表和特殊用途的电流互感器，这些设备目前国内已能生产配套。

6.1.4 系新增条文。
    本条明确电能计量装置用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电能表。其中感应式电能表是过去常用的电

能表，包括以感应式电能表机芯为基础，增加电子功能模块改型的机电式电能表，其特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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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单一、准确度较低、功耗较高;电子式电能表是一种应用电子技术制成的新型电能表，

目前国外应用很普遍，国内近几年使用也较多，其特点是功能多、准确等级高、功耗小，这
是一种技术先进很有发展前途的电能表。目前国内电子式电能表已能生产配套，种类也多，
可供设计运行选用。

6.1.5 系新增条文。

    本条阐述选择功能电能表的基本要求。

    1执行单一制电价或考核总电量的计量点，应装设有功电能表。
    2 执行两部制电价 (即电度电价和需量电价)的计量点，应装设最大需量有功电能表。

    3执行峰谷电价或考核峰谷电量的计量点，应装设多费率有功电能表。对考核高峰功
率因数的计量点，应加装多费率无功电能表。
    4执行功率因数调整电费的计量点，应装设有功电能表和计量滞相的无功电能表。对

装有无功补偿器并有可能向电网倒送无功电量的计量点，应加装计量进相无功电量的无功电

能表。

    5 执行峰谷电价和功率因数调整电费的il量点，应装设具有计量分时有功电量、进相和滞
相的无功电量的多功能电能表。对于还执行两部制电价的，其多功能表应具有测量最大需量的功

能。

    6 省级电网间的联络线路、省级电网内的联络线路、具有穿越功率的送电线路、发电
厂主变压器的高压侧、具有并网自备发电机的用户线路，宜装设具有计量送、受方向的分时
的有功电量，送 (进相和滞相)、受 (进相和滞相)方向和无功电量的四象限多功能表。对

具有并网自备发电机的用户线路，其多功能应具有测量最大需量的功能。

    注:由于计t四象限无功电量使用常规的感应式电能表需要装设四个无功电能表，难于实现，只能采

        用具有计盆四象限无功电t功能的电子式电能表。

6.1.8 系新增条文。

    本条阐明两种不同接地系统的电能1Ha装置的接线要求。小电流接地系统属中性点非有

效接地系统的一种，其电能计量装置理论上采用三相四线制计量最为准确，但考虑我国
66kV及以下小电流接地系统的中性点电流一般都较小，对计量准确度影响也不大，所以考

核用电能计量装置采用三相三线是可以的，但对计费用电能计量装置有条件或需要时采用三

相四线是比较恰当的。本条和标准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定》的规定一致。
6.1.， 系新增条文。

    本条阐明电能计量装置的选型要求，与标准 《电能计量技术管理规定》的规定一致。
6.1.10 系新增条文。

    本条阐述电能计量、计算机、远动遥测共用一套电能表，电能表输出的要求。同电量变
送器共用的道理一样，主要是充分利用设备的功能，防止互感器二次过负荷，降低计量综合

误差。国内已能生产各种型式的电能表供工程设计选用.并取得比较成熟的运行经验。
6.1.11 系新增条文。

    本条阐述电能关口计量点的计量要求。电能关口计量点应由发电厂、省级电网、地区电
网和各高压用户企业之间协商确定，原则上装设在各经营企业的产权分界处。按照各经营企
业的电能计量管理范围分为四类:

    1发电电能关口计量点指发电厂和电网之间的上网电量计量点。
    2 系统申能羊口计 量点指省级 电网之间的输申线路的电量计量点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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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网电能关口计量点指省级电网和地区电网之间的输电线路的电量计量点
4 用户电能关口计量点指地区电网及其用户之间的高压输配电线路的电量计量点

    发电电能关口计量点宜设在直接与电网连接的发电机变压器组高 (中)压侧和厂用高if
公用、起动/备用变压器的高压侧。

6.1.12 系新增条文。

    本条阐述系统中特别重要的电能关口计量点的计量要求，特别重要指发电厂、省级电
网或计量需要所指定的电能计量点。这类电能关日计量点不同于一般的电能计量要求准

确与可靠，所以装设两套主、副电能表 (或称计费表和校表)，并加装电压失压计时器监
视电压。

    总的说来，为了使电能计量的设计比较切合实际，初步 (可行性)设计阶段内容深度应
包括关口计量点电能计量装置配置及选型要求，以便经审查后进行设计旅工、

                            6.2 有功、无功电能的计f

6.2.1系原规程第3.2.1条的修改条文。修订说明如下:
    I 增加抽水蓄能电厂的发电/电动机的计量。

    2 明确主变压器的计量:双绕组变压器一般在电源侧计量，如有困难或需要时可在另

一侧计量;三绕组变压器 (自祸变压器)修订统一不分升、降变压器或联络变压器均三侧计

量。这样规定对发电厂和变电所的计量是一致的，既方便运行电量平衡，又方便设计操作。

    3 对厂 (所)用变压器 (双绕组或三绕组)一般都在电源侧计量，如有困难或需要时

可在另一侧计量。

    4增加外接电源进线的计量。

    5 取消高、低压电动机的计量要求，因为发电厂运行一般考核率和计量厂用电量，目
前厂用电动机就地安装的电能表 (三相或单相)流于形式，在运行中很少去抄表或考核电动

机的运行指标，因此修订取消低压电动机的计量，改为“仅需要进行技术经济考核的高压电
动机”才进行计量。

6.2.2 系原规程第3.2.2条的修改条文。修订说明如下:
    ，增加抽水蓄能电厂的发电/电动机的计量。
    2 取消同步调相机的计量。

    3 主变压器的无功电能计量修改参见6.2.1条说明

    4 明确lOkV及以上的线路计量无功电能。

    5明确330kV --5OOkV并联电抗器计量无功电能。
    6明确无功补偿装置的总回路 (一般为变压器的低压侧)计量无功电能，lOkV一

66kV并联电抗器、电容器不计量无功电能。当无功补偿装置装有并联电抗器和电容器时，
应分别计量进相和滞相的无功电能。

7 直流换流站的电气mailf

    本章系新增加的一章。本章主要阐述直流输电线路的双端直流换流站(包括整流站和逆

流站)的电气监测内容及要求。背靠背换流站或多端换流站可参照本规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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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一 般 规 定

    1直流换流站必须采用计算机监控系统的控制方式。直流换流站的电气监测与交流变
电所的电气监测明显不同，但是其基本原则也应符合本规程第8章的有关规定。

    2 直流电流、电压参数一般是通过直流电流、电压测量装置直接采集，而直流功率、
直流电能和直流换流站的触发角以息弧角等，一般是通过计算机计算得到的。
    3 根据直流输电系统的运行特点，为了全面了解整个系统的运行情况，电气监测除本

端站的运行参数外，还必须监测对端站的相关运行参数。当两站之间通信系统故障时，可暂

不自动采集对端站的信息，但此时直流运行方式可能会受到限制

    4 直流参数除具有方向性外，还有极性的区别。对有正、负极配置的换流站，地极线

电流同样具有方向性。

                              7.2 直 流 参 数 监 测

    直流参数的采集除本节所规定以外，还包括许多重要的直流运行参数，如:直流电流参
考值及变化率、直流功率参考值及变化率、无功功率控制最高电压限值及最大无功交换量定

值、极降压运行定值等，但这些参数都是从直流极控柜、保护柜中采集的，工程设计可根据

工程具体情况决定，本节条文对此不作规定。

    换流站的临时接地回路仅在接地极因故障退出或检修时，且双极平衡运行时才允许投

人。本节7.2.1条3款只针对本站端的临时接地回路投人运行时才要求采集该参数。

                            7.3 交 流 参 数 监 测

    本节只针对换流站特有的交流设备 (如:换流变压器、交流滤波器等)交流参数的监

测，对于换流站内常规的交流设备应执行第5章的有关规定。

    特别指出:换流变压器的中性点侧电流是一个重要的参数，它可能同时存在有直流分

量、交流基波分量及谐波分量，如果中性点侧电流过大，可能会给直流系统的运行和人身造

成危害。但鉴于目前测量该点电流有一定的难度，该测点暂不纳人规定的内容，工程设计时

注意中性点电流互感器的配置及选择。如有必要，中性点电流应送人TFR系统。
    对于双极的直流换流站，当双极有可能分裂运行时，应分别采集极1、极2换流变压器

的交流侧频率。

7.4 谙 波 参 数 监 测

    直流换流站的谐波参数是通过测量装置采样，经计算机进行谐波分析计算得到的，主要
包括各次谐波电压、电流的统计值 (一般为 1--50次谐波)、换流母线各次谐波电压畸变率

(DN)、换流母线谐波电压总畸变率 (Deff )、电压谐波波形系统 (THFF)、直流侧等效干扰

电流 (I动 等，工程中可根据实际需要采集相关的参数，本节对此暂不加限制。

                            7.5 电 气 参 数 记 录

    直流换流站采用计算机监控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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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测量某些重要的参数装设记录
型仪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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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电 能 计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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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国内外直流电

能表用量不多，生产厂商很少，直流电能表的准确度也难满足要求，在葛一上直流工程和天

一广直流工程中直流电能表只作计费参考，实际计费点仍在换流变压器交流侧，直流电量是
通过计算得到的。

    换流阀作整流或逆变运行时，换流阀始终吸收容性无功，故对有可能双向送电的直流系

统换流变压器交流侧须装设双向有功电能表和单向无功电能表。

    图1:直流输电系统测量装置配置示意图

整沈站/逆变站 逆变站/植流站

图1 直流输电系统测量装置配置示意图 (以双极为例)

      曰一直流电流侧t装皿;a一直流电压侧最装I

g 计算机监测 (控)系统的测t

    本章系新增加的一章。本章主要阐述计算机监测 (控)系统的电测量方式，包括计算机

监测 (控)的电气数据采集和常测仪表。

8.1 一 般 规 定

8.1.1计算机监测 (控)系统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项目，它需要多个专业的配合，才能

确定其系统的配置和功能的要求，所以计算机监测 ‘控)系统应执行其他相关的规程和
规定。

8.1.2 本条阐述计算机监测 (控)数据采集的基本要求，同常用测量仪表的测量一样，都
要符合本规程第5, 6章的基本原则，两者区别是表示方式的不同，前者指仪表测量，后者
指参数采集。

1595

中国节能减排支撑网www.jnjpzg.com



8.1.3 由于计算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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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宜不装设记录型仪表。但如果运行管理需要也可装设常规的记录型仪表，视工
程情况确定。

8.1.4 采用计算机监测 (控)后，就地保留必要的测量表计或监测单元，但应能满足在设
备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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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计算机监测 (控)的数据采集

8.2.1本条阐明电测量数据采集的范围(只包括模拟量和电能数据量)，数字量(又称开关
量)不属本规定的内容。

8.2.2 本条阐述模拟量的数据采集方式。不论交流或直流采样方式，本规定的模拟量应包
括计算机监测 (控)输入的量和计算机计算的量

8.2.3 交流采样单元是计算机监测 (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使两者之间接口方便

协调一致，两者由同一厂家成套提供是比较合理的。本条没有明确规定直流采样的变送器

(屏)如何配置，在以往的工程设计中，由于测量计算机和远动遥测共用一套变送器，变送

器(屏)一般由电气专业归口设计、单独订货。但是如果计算机监控系统单独设置一套变送

器(屏)时，同交流采样一样，变送器 (屏)随计算机系统配套是比较合理的。
8.2.4 本条明确电能数据量的采集方式。过去一般采用感应式脉冲电能表，而使用脉冲信
号输人方式，其接线为并行硬接线，相对复杂。目前使用的电子式电能表一般都带有脉冲输
出或串行口数据输出，或者两种输出方式，其中串行口数据输出的计算机输人方式，其接线

为串行软接线，简单可靠，是一种比较合理的输人方式

8.3 计算机监测时常测仪表

8.3.1 计算机监侧需要设置常规的控制屏，井保留必要的常测仪表。由于计算机监测系统

本身具有检测和记录各电气运行参数的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的功能，为了充分发挥计算机监
测系统的作用，应当简化常侧仪表 (如三相电流或电压只装一个电流或电压表)。可以说这

种电气测量方式带有双重的作用，是一种过渡的电气测量方式。
8.3.2本条阐明计算机监测时常测仪表的测量接线方式。一般变送器输出都有直流电流或
直流电压或者两种组合输出，此时常测仪表推荐采用二次仪表测量方式，以充分利用设备的

作用和接线简单可靠。当计算机监测采用交流采样不设变送器时，测量仪表只能采用经电
流、电压互感器的一次仪表侧量方式。本条没有提及采用计算机驱动的数字式仪表测量方
式，因为目前工程中很少使用

                            8.4 计算机监控时常测仪表

8.4.1 计算机监控不设常规的控制屏，控制室内可通过显示器和键盘直接对电气设备进行

控制和监测，这是一种先进的监控方式。所以计算机监控一般控制室内不设模拟屏并取消所
有的常测仪表。但是考虑运行的习惯和需要，如设置模拟屏，此时常测仪表也应精简 (如每
个安装单位只装一个电流表或功率表)，并采用计算机驱动的数字式仪表。

8.4.2本条主要阐述发电厂采用计算机监控时，机组后备屏或机旁屏上常测仪表的测量要
求。为了确保发电机组的安全可靠，后备屏上保留发电机部分的常规电测量仪表，以保证监
控系统故障时运行监视的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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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由于计算机监控系统设有手动准同步的功能，可以不重复增设手动准同步装置 但

考虑运行的需要或习惯作为同步的后备手段，也可以装设手动准同步装置

9 电 测 t 变 送 器

    本章系新增加的一章。

9.0.1本条阐述变送器的输人和输出参数的基本要求，对某些特殊要求的变送器，视具体
情况而定。本条还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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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0.2 本条阐述变送器输出参数的具体要求，电流或电压输出是根据测量仅表、汁算机和

远动遥测的需要来确定的。过去计算机或远动遥测曾使用电压并联接线方式相对独立，现在

趋向于电流串联接线方式同一性好，所以推荐变送器采用电流输出。变送器的电流输出规范

有多种，根据工程经验，选用4mA-20niA的规范比较合适。
9.0.3 变送器输出的二次负荷允许值是产品设计所规定的，接人的负荷超出将会导致测量

误差的增大。

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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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附录B(提示的附录)、

附录C(提示的附录)给出了它们的计算方法，供设计参考。
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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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仪表失控。所以辅助交流电源必须可靠，采用交流不停电电源 〔连续供电时间不
少于0.5h)是比较恰当的。

10 测f用电流、电压互感器

    本章系新增加的一章。

                                10.1 电 流 互 感 器

10.1.1本条阐述电流互感器或二次绕组的设置原则。
    电气测量 (电测量及电能计量)一般都要求设置电流互感器或二次绕组。对于重要的

I、II类贸易结算用的电能计量装置，根据运行管理的需要有条件时可设置专用的电流互感
器或二次绕组。

10.1.2本条阐述电流互感器额定一次电流的选择要求。

    与原规程第2.1.1条第三款的含义基本一致。为了保证电气测量的准确度，电流互感器

一次工作电流限定在一定范围是必要的，选用较小变比或二次绕组带抽头的电流互感器也是
一个有效的方法。

10.1.3 特殊用途 ((S级)的电流互感器是针对一些需要准确测量的正常负荷小、变化范围
大的回路而生产的一种电流互感器，详见国标 《电流互感器》的有关规定。目前国内已能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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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生产(仅有额定二次电流为5A.准确等级为0.2S, 0.5S)，可供工程设计选用。

10.1.4本条阐明电流互感器额定二次电流的选择规范。5A是过去常规选用的规范，lA是
我国70年代引进的500k V工程配套使用的一种规范，其特点是二次电流小，传送的距离

长，可选用比较小的二次控制电缆截面，所以220k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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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220kV部分，对扩建工程与原电流互感器参

数一样或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也可选用5A的电流互感器。

10.1.5 为了保证电气测量的准确度，本条明确电流互感器二次负荷的要求，二次负荷超限

都有可能导致测量误差的增大。

                                10.2 电 压 互 感 器

10.2.1 电压互感器一般都设有电气测量 (或保护共用)的二次绕组，对于重要的I、II类

贸易结算用的电能计量装置，根据运行管理的需要有条件时可设置专用的电压互感器或二次
绕组。

10.2.2 本条明确电压互感器的主二次绕组额定二次线电压的要求，与GB 1208-1987《电
压互感器》一致。

10.2.3本条明确电压互感器的二次负荷和功率因数的要求，以保证电气测量及计量的准确
性 。

n 测 ， 二 次 接 线

本章系原规程第四章有关条文的修改章节。

                              11.1 交 流 电 流 回 路

11.1.1本条阐述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所接仪表顺序的基本要求，以保证仪表接线的可靠和
方便仪表的检修及调试。

11.1.2本条同11.1.1条说明一样阐明常测和选测仪表的接线顺序要求。

11.1.3 为了防止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开路产生过电压，应设保护措施。与原规程第4.0.2
条含义相同。

11.1.4本条系原规程第4.0.1条的保留条文。

11.1.5 本条阐明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中性点的接地要求，一般在配电装置处一点接地最为
安全。对于和电流不同的二次绕组同保护接地一样可在接口屏上并接和一点接地。

11.1.6本条阐明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回路电缆芯线截面的选择要求。

                              11.2 交 流 电 压 回 路

11.2.1本条系原规程第4.0.4条的修改条文。

    本条阐明测量用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允许电压降的要求。说明如下:
    1增加常用测量仪表的压降要求。

    2按电能计量装置的类别列出相应压降要求。
    为了降低电压回路压降，最好办法是减少电能表数量和负载，而采用电子式电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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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本条阐述I、R、m类电能计量装置二次电压回路的接线要求，主要保证计量电压
的可靠和降低电压降。对于lOkV-66kV计量的二次电压回路，如有需要可参照执行。
11.2.3 本条阐述贸易结算用电能计量装置中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的接线要求，和标准《电
能计量装置管理规程》的规定相协调一致。

11.2.4 本条阐述电压互感器二次绕组的接地要求，这是现工程的惯用做法。
11.2.5 电能表屏布置在配电装置附近的小室内，是减少电压互感器二次电压降和提高电能

计量准确度的一种方法，有条件时这种做法是合理的。
11.2.6 本条阐明电压互感器二次电压回路电缆芯线截面的选择要求

11.3 二 次 测 f 回 路

11.3.1本条闸述变送器电流输出的负载串联接线的顺序要求，一般计算机和远动遥测取自
电流输出的最低电位端。由于负载串接，二次测量仪表选测时要有防止电流输出回路开路的
措施。

11.3.2 本条阐述计算机和远动遥测不要共用电能表的同一脉冲输出或数据口输出，两者应
独立，自成系统，以保证系统信号接线的可靠。

11.3.3本条阐述模拟量和脉冲量选用电缆的要求，主要是抗于扰的需要。
11.3.4 本条阐述数据通信输出选用计算机专用电缆的要求。

12 仪表装置安装条件

12.0.2 系原规程第5.0.2条的修改条文。

    本次修订格式和文字有些修改，含义与原规定基本一致
12.0.3 系新增条文。

    本条明确各种屏 (柜)的结构型式和基本尺寸。
12.0.4 系新增条文。

    本条阐述屏 (柜)内的端子，接线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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