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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范参照 JJG 596《电子式交流电能表检定规程》、JJG 597《交流电能表检定装

置》、GB/T 2828.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第 2 部分：按极限质量（LQ）检索的孤立批检验

抽样方案》及参考 JJF 1071《国家计量检定规范编写规则》等国家计量检定规程和标准制

定。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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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中电子式交流电能表计量性能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采用统计抽样的方式，对由公用事业部门集中采购和管理、并纳入电能

表运行监测平台的、直接接入的生活用1级、2级电子式交流电能表(以下简称“电能表”)进

行使用中计量性能评价。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JJG 596 电子式交流电能表 

JJG 597 交流电能表检定装置 

JJF 1139 计量器具检定周期确定原则和方法 

GB/T 2828.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第2部分：按极限质量（LQ）检索的孤立批检验抽样

方案 

GB/T 17215.811 交流电测量设备验收检验第11部分：通用验收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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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JG 596、JJG 597、JJF 1139、GB/T 2828.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本文件。 

3.1 电子式交流电能表 

用于测量交流电能、由电流和电压作用于固态（电子）元件而产生与被测电能成正比

输出的电能表。 

3.2 台区 

指一台变压器的供电区域。 

3.3 运行误差 

电能表在现场运行条件下的有功电能平均误差。 

3.4 电能表运行监测平台 

基于电能表运行误差计算模型，通过获取在线采集的电能计量数据对电能表运行误差

进行监测的平台。 

3.5 计算误差 

电能表运行监测平台输出的电能表运行误差计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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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有效监测状态 

连续 30 天内的日平均电流不低于 0.1 倍基本电流的被监测电能表所处状态。 

3.7 非有效监测状态 

连续 30 天内的日平均电流低于 0.1 倍基本电流的被监测电能表所处状态。 

3.8 电能表批 

为实施统计抽样需要而汇总起来的具有相同生产企业、型号、规格、准确度等级、电

能表制造时间且在网运行的电能表的集合。 

4 概述 

本规范中电能表是指公用事业部门集中采购和管理、采用直接接入方式测量生活用

电能的电子式单相和三相交流有功电能表。按照统计方法对需判定计量性能的电能表批

进行抽样评价，评价结果可作为该批电能表检定周期调整的依据。 

5 技术要求 

5.1 电能表运行监测平台 

5.1.1 运行安全要求 

电能表运行监测平台的程序应实现软件防篡改和版本控制。 

5.1.2 数据安全要求 

电能表运行监测平台应具有数据防修改、防丢失功能，不得修改运行误差监测评价的

原始数据。批评价原始数据应保存四年。 

5.1.3 数据筛选要求 

电能表运行监测平台应具有数据筛选功能。对于采集成功率低于90%、采集的电量数

据少于300组、月同期线损率大于10%或为负损的台区应能准确识别并剔除。 

5.1.4 平台验证要求 

电能表运行监测平台应选择典型台区开展验证，验证间隔时间不大于2年，保证平台

计算误差监测评价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5.1.5 监测周期要求 

电能表运行误差监测周期应不大于7天。 

5.2 电能表计量特性 

电能表的计量特性应符合JJG 596的要求。 

5.3 电能表批的极限质量水平 

当需评价的电能表数量较大时，根据 GB/T 2828.2《计数抽样检验程序第 2 部分：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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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质量（LQ）检索的孤立批检验抽样方案》，采用计数抽样的方法来判定该电能表批的

质量水平。 

本规范参照GB/T 17215.811的要求，采用抽样方案为极限质量水平LQ=5%，使用方风险

10%的抽样方案。 

6 评价条件 

6.1 批的形成 

1)形成批的电能表数据可正常抄读。 

2)形成批的电能表应根据相同生产标准和技术要求生产。 

3)形成批的电能表应具有同样品质、一致的软件版本、生产企业应出具产品一致性技

术文件。 

4)形成批的电能表应具有相同的生产企业、型号、规格、准确度等级、型式批准证

书，电能表制造时间以及最后检定时间之间差距均不超过1年。 

5)形成批的电能表安装使用条件应符合电能表生产企业制定的要求，而且使用条件应

相仿。 

6)形成批的电能表应向计量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备案报批，待批准后形成批。备案内容

包括形成批的数量、产品技术特征、产品安装区域及相关技术文件等。 

7)被授权进行抽样评价的机构应保存批的信息、抽样评价数据等，直至该表停止使

用。 

6.2 抽样 

1)样本的抽取必须遵循随机抽取的原则，按表4进行一次抽样。 

2)抽样机构需获得政府计量行政部门的授权，并在其监督下开展抽样工作。 

3)需拆回检定的样表有以下情况之一，则启用备用表，备用表数量不超过表4的要

求，且不少于3只。 

——封印已被人为破坏的； 

——因各种原因无法拆下的； 

——拆下后不能被正常检定的； 

——拆除和运输过程中损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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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一次抽样的批、样本量、接收数及备用表数 

序号 批量 样本量n 

不合格数d 

备用表数
①

 
接受数Ac 拒收数Re 

1.1 501～1200 80 1 2 16 

1.2 1201～3200 125 3 4 25 

1.3 3201～10000 200 5 6 40 

1.4 10001～35000 315 10 11 63 

1.5 35001～150000 500 18 19 100 

注：①抽样时最多的备用表数量。 

 

6.3 参比条件 

确定被检电能表计量性能应满足表5的参比条件。 

表 5 参比条件及其允许偏差 

参比条件 参比值 

有功电能表准确度等级 

1 2 

允许偏差 

环境温度 参比温度 ±2 ℃ ±2 ℃ 

电压 参比电压 ±1.0% ±1.0% 

频率 参比频率 ±0.3% ±0.5% 

波形 正弦波 
波形畸变因数小于/% 

2 3 

参比频率的外 

部磁感应强度
①

 
磁感应强度为零 

磁感应强度使电能表误差变化范围/% 

±0.2 ±0.3 

注：①磁感应强度在任何情况下应小于0.05mT。 

 

6.4 其他影响量 

电能表检定时，其他影响量及其误差不超过JJG 596中的有关规定。 

6.5 计量标准器及主要配套设备 

电能表检定时，使用的电能表检定装置须符合JJG 597中的有关规定。 

7 评价项目和评价方法 

7.1 评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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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项目见表6。 

表 6 评价项目 

序号 评价类型 评价项目 评价方法条款 

1 电能表运行监测平台在线评价 电能表运行误差监测 7.2.1 

2 单个电能表检定评价 电能表检定项目 7.2.2 

3 电能表批评价 电能表批的运行质量 7.2.3 

 

7.2 评价方法 

7.2.1 电能表运行监测平台在线评价 

7. 2.1.1电能表运行误差监测 

利用计量台区总供电量的电能表（以下简称总表）与台区范围内所有电能表的定时冻结

电量，基于电能表运行监控平台采用能量守恒定律建立方程组，计算台区内电能表的运行误

差。运行误差计算方法见附录A。 

7. 2.1.2电能表日常监测 

处于有效监测状态的电能表修约后的计算误差如不大于运行误差限值，则判定为电能

表运行误差正常。 

处于有效监测状态的电能表修约后的计算误差如大于运行误差限值，应首先现场校

验，如排除计量功能异常，现场判断为计量误差超差的表拆回实验室，按照第7.2.2条中的

项目进行复核检定，根据检定结果判定该电能表合格与否。 

7.2.2 单个电能表检定评价 

按照JJG 596规程进行检定。 

7.2.3 电能表批评价 

7.2.3.1电能表批统计抽样监测 

按照6.2抽样的规定形成样本。 

形成的样本中处于有效监测状态的电能表，判定为运行误差正常的，如修约后的计算

误差不大于表准确度等级的误差限值（1级表：±1%，2级表：±2%），则判定为合格检

定；如修约后的计算误差大于表等级的误差限值或者处于非有效监测状态的电能表，应拆

回实验室按照第7.2.2条进行检定，符合要求判定为合格。 

7.2.3.2样表不合格数的确定 

不合格的样表数累加得到电能表批的不合格数d。 

7.2.3.3电能表批的合格判定 

当d≥Re，拒绝该电能表批，该批电能表不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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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d≤Ac，接受该电能表批，该批电能表符合要求。 
 

8 评价结果 

电能表批的评价结果应出具批评价报告，其中拆回在实验室检定的样品应附单个电能

表检定原始记录。检定批评价报告格式见附录B和附录C。 

9 评价结果应用 

使用电能表运行状态评价的方法对在检定周期内的现场运行电能表按照7.2.1条的方法

进行持续监控，不合格的电能表立即停止使用。 

合格电能表批的评价结果可作为申请延长检定周期的依据，根据JJF 1139《计量器具检

定周期确定原则和方法》，延长检定时间间隔一般不超过4年；评价结果不合格的电能表批

停止使用。 

适用本规范的使用中电能表监管要求按照附录D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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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电能表运行监测平台误差计算方法 

 

A.1 数据要求 

用于电能表运行误差计算的数据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数据应能组成满足能量守恒定律的方程； 

b) 数据构成的方程组中，方程数量应能保证方程组求解。 

A.2 计算方法 

台区拓扑结构如图A.1 所示。 

 

图A.1 台区拓扑结构 

基于能量守恒定律，“台区总表电能量”=“所有分表用电量之和”+“线路损耗”+“台区固定

损耗”，可得： 

0

1

)()1)(()(  ++−= 
=

iyiiy y

p

j

jj                         （A.1） 

 

式中： 

p——台区分表总数，单位为只； 

)(iy ——计量周期i供电总表电能量，单位为kWh； 

)(ij ——计量周期i分表j电能量，单位为kWh； 

j ——分表j的估计相对误差，单位为%，因电能表相对误差
j

j

j





−
=

1

' ，当 1j 时，

用 j 近似
'

j ； 

y ——台区线损率，单位为%； 

...

y

 1

2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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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台区固定损耗，单位为kWh。 

以台区总表作为标准器检定台区各分表，以台区总表的电能量 )(' iy 近似台区总电能量

)(iy ，可得： 

0

'

y

1

' )()1)(()(  ++−= 
=

iyiiy
p

j

jj                    （A.2） 

以台区n个周期的数据，可由式(A.2)得到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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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j 和 )(' iy 为已知量。当 2+ pn 时，可求解出未知量 ),...,2,1( pjj = , y 和

0 ，从而得到台区各电能表的运行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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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电能表批评价报告封面格式 

                                                                   

 (报告单位名称)  
        

评  价  报  告 

                  

报告编号                        
                    
 

 

 

 

 

 

 

          
    

 

 

 

 

 

评 价 日 期       年      月      日 

 

申   请   单   位  

 

委   托   单   位  

 

器  具  名  称  

 

制   造   单   位 

 

型   号 / 规    格 

 

（报告专用章） 

批  准  人 
 

核  验  员 
 

评  价  员 

 

   

计量检定机构计量授权证书：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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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电能表批评价报告内页格式 

报告编号 XXXXXX 

C.1 评价依据： 

C.2 评价所用的主要计量器具： 

C.3 器具信息 

批编号                              批数量                            

型号规格                            准确度等级                       

生产日期                            安装地区                                                                

C.4 抽样信息 

样品数： 只 样品编号： （可附表）

备样数： 只 样品编号： （可附表） 

C.5 样品评价结果 

合格数： 只 不合格数： 只

不合格样品编号、项目及内容： 

 
 

C.6 启用备样及其他情况说明： 

C.7 评价结论 

本批次电能表         只，抽样数        只，备样数       只。经评价检定合格

数       只，不合格数        只，不合格数不大于/大于规范规定的接收数        只，

该批电能表符合/不符合规定，评价结论合格/不合格。 

 

 

 

 

 

名称 型号规格/编号 准确度等级 证书编号/有效期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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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基于电能表运行监测平台的电能表监管要求 

 

D.1 省级及以下各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依法对全省或辖区内基于运行监测平台的使

用中电能表实施计量监督管理。 

D.2 本省电网企业应定期将运行电能表监督管理档案、电能表运行监测平台计算结果

及监测不合格电能表信息报送计量行政部门。 

D.3 各级计量行政部门可依据D.2的电能表信息，对使用中电能表开展日常监管。 

D.4 对需调整检定周期的电能表，电网企业须向省计量行政部门提出调整检定周期的

申请，由省计量行政部门委托法定（授权）计量技术机构依据本规范组织对电能表计量性

能进行评价，评价报告报省计量行政部门，评价合格的电能表经批准后方可延迟检定周

期。 

D.5 对于已实施检定周期调整的使用中电能表批，本省电网企业应持续跟踪其运行情

况，并定期统计汇总用户申投诉情况，一旦发现集中性的计量异常或用户申投诉，应立即

报告计量行政部门。计量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情况，对该使用中电能表批提出相应处理要

求。必要时可对该批依据GB/T2828.2进行随机抽样检定或依据本规范对该批进行重新评

价。对抽样检定不接收和重新评价不合格的批，电网企业应将该批电能表全部更换。 

D.6 对确认的不可调整检定周期的使用中电能表批，由省级电网企业组织对使用中电

能表检定周期到期前全部更换。本省电网企业应对每年使用中电能表检定周期调整的应用

实施情况形成报告报送计量行政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