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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规范依据 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编写，相关术语及测量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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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与表示》两个文件。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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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工作频率为 50Hz，采用秒脉冲、IRIG-B 以及 IEC-61588报文作为同步

信号的数字量输入式交流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的校准，其数字帧报文应符合 IEC61850-9-2

或 IEC61850-9-2LE协议，准确度等级为 0.02级或 0.05级。

本规范不适用于采用绝对延时以及模拟小信号输入的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的校准。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JJF1264-2010 互感器负荷箱

GB/T 20840.7 互感器第 7部分：电子式电压互感器

GB/T 20840.8 互感器第 8部分：电子式电流互感器

GB/T 20840.9-2017 互感器第 9部分：互感器的数字接口

GB/T 25931-2010网络测量和控制系统的精确时钟同步协议

DL/T 860.92-2016 电力自动化通信网络和系统第 9-2部分：特定通信服务映射（SCSM）

-基于 ISO/IEC8802-3的采样值

DL/T 1394-2014 电子式电流、电压互感器校验仪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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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语和计量单位

GB/T 20840.7、GB/T 20840.8以及 GB/T 20840.9界定的及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

范。

3.1 绝对延时 absolute delay time

电子式互感器一次端子某一电流、电压值出现瞬时与该量值对应的数字数据集合在合

并单元输出的起始瞬时的时间差（用额定频率表示为相位差）。

3.2采样值报文离散度 deviation of sampled value data delivery time

协议数据帧报文到达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的时间间隔与相应协议报文额定值差值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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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值的最大值。

4 概述

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是一种测量工频电压（或电流）数字量比值误差和相位误差的仪

器。通常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是由参考输入通道（模拟量），被测输入通道（数字量）、同

步输入或输出通道等单元组成。当校验仪的参考模拟通道施加参考信号，被测通道输入待

测数字量信号后，校验仪采样参考通道信号同时解码被测数字信号，通过算法计算出被测

和标准信号的基波幅值和相位并显示二者的比值误差和相位误差。

校验仪的测量示值的比值误差用百分数（%）表示，相位误差用分（′）表示。

根据测量原理不同，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可分为同步法和绝对延时法两种工作模式。

同步法中被测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可具有接收或发出同步信号的功能，比较同步时间间隔

内所采集的模拟量和数字量。而绝对延时无需同步信号，校验仪自动补偿来自数字帧对应

字节所标注的绝对延时计算被测信号的相位误差。

5 计量特性

5.1 误差限

标准测量系统采样（或输出）的基波有效值为 A1，基波初相角为φ1；被测电子式互感

器校验仪测量得到的基波有效值为 A2，基波初相角为φ2，则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的比值误

差可以用公式(1)计算：

%100
1

12 



A
AAf (1)

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的相位误差可以用公式(2)计算：

φ=φ2-φ1 (2)

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的准确度等级分为 0.02级、0.05级。

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的电压通道基本误差，应小于表 1中规定的误差限值。

表 1 电压通道的误差限值

准确度等级

比值误差（%） 相位误差（′）

额定电压百分比（%） 额定电压百分比（%）

80 100 120 80 100 120

0.02 ±0.02 ±0.02 ±0.02 ±0.6 ±0.6 ±0.6

0.05 ±0.05 ±0.05 ±0.05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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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的电流通道基本误差，应小于表 2中规定的误差限值。

表 2 电流通道的误差限值

准确度等级

比值误差（%） 相位误差（′）

额定电流百分比（%） 额定电流百分比（%）

1 5 20 100 120 1 5 20 100 120

0.02 ±0.04 ±0.02 ±0.02 ±0.02 ±0.02 ±1.2 ±0.6 ±0.6 ±0.6 ±0.6

0.05 ±0.1 ±0.05 ±0.05 ±0.05 ±0.05 ±4 ±2 ±2 ±2 ±2

注：120%额定一次电流下所规定的比值误差限值，应保持到额定扩大一次电流。

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实际误差曲线不能超过表 1或表 2所列限值连线所形成的折线范

围。

5.2 负荷容量

参考电流、电压输入回路的功率因数应在 0.8～1 之间，电流回路额定容量应不大于

5VA，电压回路额定容量不大于 0.2VA。

5.3 对时误差

校验仪应能接收 1PPS、IRIG—B(DC)或 GB/T 25931(IEC61588)协议对时信号，校验仪

正常情况下对时误差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不大于 300ns。

5.4 帧离散度测试

校验仪采样值报文帧离散度测试误差应不大于 3μs。

5.5 升降变差

校验仪在实验室校准环境条件下，各个误差点的升降变差应不大于其误差限值绝对值

的 1/3。

5.6 测量重复性

10次测量均值的实验标准偏差应不大于校验仪误差限值的 1/3。

5.7 百分表

用于指示参考电流和参考电压大小的百分表，示值误差绝对值应小于 1%。

6 校准条件

6.1 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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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条件要求如下：

a) 环境温度：(20±5)℃；

b) 相对湿度：不大于 80%；

c) 供电电源：电压 (220±11)V、频率 (50±0.5)Hz；

d) 周围无影响仪器正常工作的电磁干扰和机械振动。

6.2 标准器及配套设备

a) 工频数字比例电源

用于提供参考模拟信号和叠加差值后的输入信号。

工频比例电源输出的参考电流范围 0.05A~6A，参考电压范围 20V~120V；

输出比值误差范围：(0.001~10)%、相位误差范围：(0.001~500)′；

准确度等级不低于 0.2级。

b) I/V转换器

将输入电流信号转换为适用于标准采样系统对应量程的电压信号，其额定电流为 5A，

最大电流 6A，I/V转换器的测量不确定度不大于 2×10-5(k=2)。

c) 感应分压器

将输入电压信号转换为适用于标准采样系统对应量程的电压信号，其额定电压不小于

120V，准确度等级不低于 0.001级。

d) 采样系统

标准采样系统将输入信号按规定协议转换后同步输入给校验仪的被测通道。其最大允

许误差绝对值不大于 2×10-5。

e) 互感器负荷箱测试仪

测量校验仪电压通道和电流通道负荷容量，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不大于 0.5%。

f) 同步时钟测试仪

用于对被测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的对时功能进行测量，其输出延时可调，对时准确度

100ns。可以设置用被测校验仪输出同步信号移相输出，或同时输出两路给被测校验仪。

g) 帧特性测试仪

用于对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的帧离散度测试功能进行校验。可调节报文的离散度和输

出传输延时。离散度分辨率优于 200ns。

h) 同步触发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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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外触发同步信号或发出同步信号，提供标准采样系统的时间同步基准，其中光 PPS

与电 PPS的同步误差不大于 50ns。

i) 光电以太网转换器

用于将来自计算机网口发出的电以太网数据变换成光以太网数据供电子式互感器校

验仪进行数据处理。

以上各项功能还可通过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整体校验装置实现。校验装置或分立部件

进行校准时其测量不确定度应不大于被测校验仪误差限值绝对值的 1/3。

7 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7.1 校准项目

校准项目见表 3。
表 3 校准项目

序号 校准项目 计量特性条款 校准方法条款

1 电压通道基本误差 5.1 7.2.1/7.2.3

2 电流通道基本误差 5.1 7.2.2/7.2.3

3 负荷容量 5.2 7.2.4

4 对时误差 5.3 7.2.5

5 帧离散度测试 5.4 7.2.6

6 升降变差 5.5 7.2.7

7 测量重复性 5.6 7.2.7

8 百分表 5.7 7.2.7

7.2 校准方法

7.2.1 电压通道基本误差

用工频比例电源的电压功能输出两路模拟信号∆U/U，参考电压 U通道直接输入给电

子式互感器校验仪的标准输入通道，参考电压叠加差压信号(U+∆U)后经感应分压器降压后

接入标准采样系统。标准变比根据被测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的变比设置进行相应置位，电

子式互感器校验仪通过同步信号与标准采样系统进行同步，同时将采样系统的同步采样数

据组包后按规定协议经电以太网-光纤转换后输入给校验仪的被测通道，校验仪测量标准和

被测得到比值误差和相位误差，测量结果为 10次测量的均值。校准接线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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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电压通道基本误差校准接线图

按(1)式和(2)式计算比值误差和相位误差。

7.2.2 电流通道基本误差

用工频数字比例电源的电流功能输出两路模拟信号∆I/I，参考电流 I通道直接输入给电

子式互感器校验仪的标准输入通道，参考电流叠加差流信号(I+∆I)后经 I/V转换输出后接标

准采样系统。标准变比根据被测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的变比设置进行相应置位，电子式互

感器校验仪通过同步信号与标准采样系统进行同步，同时将采样系统的同步采样数据组包

后按规定协议经电以太网-光纤转换后输入给校验仪的被测通道，校验仪分别测量标准和被

测得到比值误差和相位误差，测量结果为 10次测量的均值。校准接线如图 2所示。

比值误差和相位误差的计算公式如(1)和(2)所示。

图 2 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电流通道基本误差校准接线图



JJF（沪）61-2021

7

7.2.3 校准点选取

根据被校校验仪的量程选取测量点，额定量程的百分数应按表 1和表 2的误差限值点

要求进行选取；工频比例电源的误差设定范围为比值误差：-0.5%~+0.5%，相位误差：

-90′~+90′。每个额定量程百分数下的校准点应包含零位点，并在零位左右对称选取。

7.2.4 负荷容量

按 JJF1264-2010《互感器负荷箱》校准规范的要求分别对校验仪的电流通道和电压通

道分别进行校准，阻抗接线采用四端接线，导纳校准采用二端接线，分别得到电流通道和

电压通道的负荷容量和功率因数，校准结果应满足本规范 5.2的技术要求。

7.2.5 对时误差

校准接线如图 3所示。

a) 对时误差通过校验仪输出的 1PPS(Pulse-Per-Second)信号与同步时钟测试仪的 1PPS

信号比较获得；

校验仪输出 1PPS信号，同步时钟测试仪接收校验仪输出的 1PPS信号，以接收到的

PPS信号为参考信号，输出延时可调的 PPS信号，校验仪测量自身输出的 PPS信号和接收

到的时间测试仪输出的 PPS信号有效沿之间的时间差的绝对值Δt，连续测量 10分钟，这

段时间内测得的Δt的最大值即为最终测试结果。

b) 校验仪能同步输入对时，同时能测试对时误差；

需要同步时钟测试仪输出两路时延可调的 PPS，校验仪接受 2路 PPS信号有效沿之间

的时间差的绝对值Δt，连续测量 10 分钟，这段时间内测得的Δt的最大值即为最终测试结

果。

校准结果应满足本规范 5.3的技术要求。

图 3 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对时误差校准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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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帧离散度测试

同步输出模式，校验仪帧离散度校准的接线如图 4所示。

a) 帧特性测试仪报文输出至校验仪，同时帧特性测试仪的时钟与校验仪时钟同步；

b) 设置帧特性测试仪对应报文输出，设定帧特性测试仪输出报文时间间隔；

c) 校验仪连续测试 10min，测得的最大值即为最终测试结果。

校准结果应满足本规范 5.4的技术要求。

图 4 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帧离散度校准接线图

7.2.7 升降变差、测量重复性与百分表

升降变差、测量重复性与百分表的校准和基本误差的测量同时完成，测量结果为 10

次测量的平均值，升降变差的测量同时也体现了被测校验仪的短期稳定性。比较标准装置

额定电压百分数测量结果与校验仪的显示的百分数。校准结果应满足本规范 5.5-5.7的技术

要求。

8 校准结果表达

校准证书（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a) 标题，如“校准证书”；

b) 实验室名称和地址；

c) 进行校准的地点（如果与实验室的地址不同）；

d) 证书或报告的唯一性标识（如编号），每页及总页数的标识；

e) 客户的名称和地址；

f) 被校对象的描述和明确标识；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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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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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如果与校准结果的有效性和应用有关时，应对被校样品的抽样程序进行说明；

i) 对校准所依据的技术规范的标识，包括名称及代号；

j) 本次校准所用测量标准的溯源性及有效性说明；

k) 校准环境的描述；

l) 校准结果及其测量不确定度的说明；

m) 对校准规范的偏离的说明；

n) 校准证书和校准报告签发人的签名、职务或等效标识；

o) 校准结果仅对被校对象有效的说明；

p) 未经实验室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证书或报告的声明；

q) 校准证书发布的日期。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见附录 A，校准原始记录格式见附录 B，校准证书（报告）内

页格式见附录 C。

9 复校时间间隔

建议复校时间间隔为 1年。送校单位也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自主决定复校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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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A.1 电压通道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依据 JJF 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中规定的方法，对电压通道进行测量结果的不确

定度评定。

A.1.1 测量模型

假定标准测量系统采样得到的基波有效值为 A1，基波初相角为φ1；被测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测量

得到的基波有效值为 A2，基波初相角为φ2，则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的比值误差由公式(1)计算：

%100
1

12 



A
AAf (1)

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的相位误差可由公式(2)计算：

φ=φ2-φ1 (2)

A.1.2 测量不确定度主要来源

不确定度来源主要有以下几项：

(1) 由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uA，采用 A类方法评定；

(2) 由采样系统年稳定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uB1，采用 B类方法评定；

(3) 由采样系统量化误差引入的不确定度 uB2，采用 B类方法评定；

(4) 由采样系统触发抖动引入的不确定度 uB3，采用 B类方法评定；

(5) 由采样系统响应时间引入的不确定度 uB4，采用 B类方法评定；

(6) 由采样系统带宽引入的不确定度 uB5，采用 B类方法评定；

(7) 由采样系统积分时间引入的不确定度 uB6，采用 B类方法评定；

(8) 由感应分压器引入的不确定度 uB7，采用 B类方法评定；

(9) 由工频比例电源引入的不确定度 uB8，采用 B类方法评定；

A.1.3 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评定

重复性测量结果见表 A.1。

表 A.1 重复性测量结果评定

测量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值

比值差
(f%) 0.207 0.200 0.197 0.207 0.206 0.202 0.192 0.200 0.205 0.195 0.2011

相位差
(δ′) 7.93 8.21 8.22 7.80 8.13 7.96 8.15 7.81 8.10 8.36 8.067

Std(f%) 0.005259 10次平均 A类分量 0.0016630

Std(δ′) 0.1854 10次平均 A类分量 0.0586

A.1.4 由采样系统年稳定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uB1

采样系统由上一级计量标准校准后，其年稳定性为 4×10-6。上一级计量标准的不确定度为 5×10-7，

因此采样系统年稳定性给幅值测量引入的不确定度 uB1=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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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 由采样系统量化误差引入的不确定度 uB2

为了减小噪声对测量结果的影响，测量时设定采样系统的积分时间为 1.8μs。此时采样系统的 AD

位数为 18位。设其量程为 D，AD的分辨率为 q，对于电压测量 D=10V。则 182
2Dq  ，量化误差在[-q/2,q/2]

上均匀分布，AD的最大量化误差为
2max
qe  。而量化误差的方差：

   
12

1 22/

2/

222 qde
q

edeepee
q

q
e  








因此
3232 18

Dq
e  。

对于电压测量 A/D 的量化误差为 5
18

102.2
32

10 e 。在额定电压 100%点处的电压为 6V，则

uB2=2.2×10-5/6/ 2 =2.6×10-6。

A.1.6 由采样系统触发抖动引入的不确定度 uB3

当同步触发采样系统进行采样时，虽然是等间隔采样，但采样系统响应时间的抖动会导致采样点产

生幅值误差，采样系统的使用说明书给出的触发抖动为 43ns，设被测信号为： tDu sin ，则

tD
dt
du  cos ，由此产生的幅值误差为：

tDttDt
dt
due j   cos

则幅值误差的不确定度为：uB3=
3226
104350210 9


  =4.6×10-6

A.1.7 由采样系统响应时间引入的不确定度 uB4

采样系统外触发响应时间引入的不确定度为 43ns，对应 50Hz下相位不确定度小于 uB4=1.4×10-5rad

A.1.8 由采样系统带宽引入的不确定度 uB5

计算 3dB带宽的频带不确定度小于 5kHz，由此引入的相位不确定度小于 uB5=1×10-5rad。

A.1.9 由采样系统积分时间引入的不确定度 uB6

50Hz下 1.8μs积分时间带来的幅值衰减为：

999998355.0
108.1100
108.1100sin

2

2
sin

6

6





















Tk

Tk

其相对误差为 uB6=1.75×10-8。

采样系统的时基准确度为 0.01%，则 50Hz下 1.8μs积分时间带来的相位不确定度为：

uB6= %01.0108.150%01.0
2

6 
  T =2.8×10-8rad

A.1.10 由感应分压器引入的不确定度 uB7

在电子式电压互感器校准时，用 7位感应分压器置位 0.1039230，此时根据上一级计量机构出具的

校准证书表明，该变比的比值误差为 2×10-6，相位误差为 5×10-6，则由感应分压器引入的测量不确定度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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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误差：uB7= 6
6

102.1
3
102 






；

相位误差：uB7= 6
6

109.2
3
105 






A.1.11 由工频比例电源引入的不确定度 uB8

工频标准数字比例电源的准确度等级为 0.2级，当其输出的比值误差为 0.2%，角差为 10′时，则由

比例电源引入的不确定度为：

比值误差：uB8=0.2%×0.2%=4×10-6；

相位误差：uB8=10′×0.2%=0.02′=5.8×10-6rad

A.1.12 标准不确定度的合成

根据以上分析，可列出标准不确定度分量表，如表 A.2所示。由于各分量间相互独立，则合成标准

不确定度为：

比值误差：uc=1.9×10-5

相位误差：uc=2.5×10-5rad

表 A.2不确定度分量表

不确定度来源 f δ(rad)
测量重复性 1.7×10-5 1.7×10-5

采样系统年稳定性 4×10-6 /

采样系统量化误差 2.6×10-6 /

采样系统触发抖动 4.6×10-6 /

采样系统响应时间 / 1.4×10-5

采样系统带宽 / 1×10-5

采样系统积分时间 1.8×10-8 2.8×10-8

感应分压器 1.2×10-6 2.9×10-6

工频比例电源 4×10-6 5.8×10-6

A.1.13 扩展不确定度计算

取包含概率为 95%，包含因子 k=2，所以扩展不确定度：

比值误差：U=k×uc=2×1.9×10-5=4×10-5

相位误差：U=k×uc=2×2.5×10-5=5×10-5rad

A.2电流通道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依据 JJF 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中规定的方法，对电流通道进行测量结果的不确

定度评定。

A.2.1 测量模型

同 A.1.1。

A.2.2 测量不确定度主要来源

不确定度来源主要有以下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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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uA，采用 A类方法评定；

(2) 由采样系统年稳定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uB1，采用 B类方法评定；

(3) 由采样系统量化误差引入的不确定度 uB2，采用 B类方法评定；

(4) 由采样系统触发抖动引入的不确定度 uB3，采用 B类方法评定；

(5) 由采样系统响应时间引入的不确定度 uB4，采用 B类方法评定；

(6) 由采样系统带宽引入的不确定度 uB5，采用 B类方法评定；

(7) 由采样系统积分时间引入的不确定度 uB6，采用 B类方法评定；

(8) 由 I/V转换误差引入的不确定度 uB7，采用 B类方法评定；

(9) 由工频比例电源引入的不确定度 uB8，采用 B类方法评定；

A.2.3 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评定

测量结果及不确定度评定见表 A.3。

表 A.3 测量结果及不确定度评定

测量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值

比值差
(f%) 0.209 0.215 0.211 0.215 0.208 0.211 0.214 0.214 0.213 0.208 0.2118

相位差
(δ′) 8.69 8.25 8.17 8.51 8.39 8.16 8.17 8.33 8.30 8.10 8.307

Std(f%) 0.002780887 10次平均 A类分量 0.000879394
Std(δ′) 0.182759709 10次平均 A类分量 0.057793694

A.2.4 由采样系统年稳定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uB1

同 A.1.4。

A.2.5 由采样系统量化误差引入的不确定度 uB2

同 A.1.5。

A.2.6 由采样系统触发抖动引入的不确定度 uB3

同 A.1.6。

A.2.7 由采样系统响应时间引入的不确定度 uB4

同 A.1.7。

A.2.8 由采样系统带宽引入的不确定度 uB5

同 A.1.8。

A.2.9 由采样系统积分时间引入的不确定度 uB6

同 A.1.9。

A.2.10由 I/V转换误差引入的不确定度 uB7

根据上一级计量机构出具的证书表明该I/V转换装置在50Hz下的角差优于1×10-6。电阻值在直流下

标定的数值为0.120001Ω。

则转换误差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为：

比值误差：uB7= 2×10-5; 相位误差：uB7= 2×10-5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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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1 由工频比例电源引入的不确定度 uB8

同 A.1.11。

A.2.12 标准不确定度的合成

根据以上分析，可列出标准不确定度分量表，如表 A.4所示。由于各分量间相互独立，则合成标准

不确定度为：

比值误差：uc=2.4×10-5

相位误差：uc=3.2×10-5rad

表 A.4不确定度分量表

不确定度来源 f δ(rad)
测量重复性 8.8×10-6 1.7×10-5

采样系统年稳定性 4×10-6 /

采样系统量化误差 2.6×10-6 /

采样系统触发抖动 4.6×10-6 /

采样系统响应时间 / 1.4×10-5

采样系统带宽 / 1×10-5

采样系统积分时间 1.8×10-8 2.8×10-8

I/V转换误差 2×10-5 2×10-5

工频比例电源 4×10-6 5.8×10-6

A.2.13 扩展不确定度计算

取包含概率为 95%，包含因子 k=2，所以扩展不确定度：

比值误差：U=k×uc=2×2.4×10-5=4.8×10-5

相位误差：U=k×uc=2×3.2×10-5=6.4×10-5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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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校准原始记录格式

被校仪器基本信息

委托单位 地址

仪器名称 型号/规格

生产厂家 出厂编号

测量范围 准确度等级

校准时使用的标准器

名称 型号/规格

溯源证书 有效期至

不确定度或准确度等级

或最大允许误差
测量范围

校准依据 校准地点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校准结果

一．电压通道基本误差

额定电压值：

项目及误差
额定电压百分比

示值

比值差(%)

上升

下降

平均

相位差(′)

上升

下降

平均

实际值

比值差(%)

上升

下降

平均

相位差(′)

上升

下降

平均

不确定度(k=2) 比值差(%)

不确定度(k=2) 相位差(′)



JJF（沪）61-2021

16

二．电流通道基本误差

额定电流值：

项目及误差
额定电流百分比

示值

比值差

(%)

上升

下降

平均

相位差(′)

上升

下降

平均

实际值

比值差

(%)

上升

下降

平均

相位差(′)

上升

下降

平均

不确定度(k=2) 比值差(%)

不确定度(k=2) 相位差(′)

三．负荷容量

测量点 有功分量 不确定度(k=2) 无功分量 不确定度(k=2) 负荷

四．对时误差

PPS信号有效沿之间的时间差的绝对值Δtmax 不确定度(k=2)

五．帧离散度测试

校验仪采样值报文的离散度Δtmax 不确定度(k=2)

六．升降变差

升降变差最大值 不确定度(k=2)

比值误差 相位误差 比值误差 相位误差

七．测量重复性

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值

比值差

相位差

比值差的实验标准偏差

相位差的实验标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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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分表

标准值 示值 不确定度(k=2) 相对误差

校准员： 核验员： 校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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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校准证书内页格式

证书编号：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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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准所依据的技术文件（代号、名称）：

校准所使用的主要测量标准：

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

准确度等级

检定/校准

证书编号
证书有效期至

注：

1. XXXXX仅对加盖“XXXXX校准专用章”的完整证书负责。

2. 本证书的校准结果仅对所校准的对象有效。

3. 未经实验室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印证书。

第 X页 共 X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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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编号：XXXXXX-XXXX

校 准 结 果

一．电压通道基本误差

额定电压值：

项目及误差
额定电压百分比

示值
比值差(%)

相位差(′)

实际值
比值差(%)

相位差(′)

不确定度(k=2) 比值差(%)

不确定度(k=2) 相位差(′)

二．电流通道基本误差

额定电流值：

项目及误差
额定电流百分比

示值
比值差(%)

相位差(′)

实际值
比值差(%)

相位差(′)

不确定度(k=2) 比值差(%)

不确定度(k=2) 相位差(′)

三．负荷容量

测量点 有功分量 不确定度(k=2) 无功分量 不确定度(k=2) 负荷

四．对时误差

PPS信号有效沿之间的时间差的绝对值Δtmax 不确定度(k=2)

五．帧离散度测试

校验仪采样值报文的离散度Δtmax 不确定度(k=2)

六．升降变差

升降变差最大值 不确定度(k=2)

比值误差 相位误差 比值误差 相位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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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测量重复性

比值差的实验标准偏差

相位差的实验标准偏差

八．百分表

标准值 示值 不确定度(k=2) 相对误差

校准不确定度的评定和表述均符合JJF 1059.1的要求。

敬告：

1．被校准仪器修理后，应立即进行校准。

2．在使用过程中，如对被校准仪器的技术指标产生怀疑，请重新校准。

第 X页 共 X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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