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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JJF 1002—2010《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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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构成支撑本

规程制定工作的基础性系列规范。 

本规程是对 JJG（冀） 130—2016 《电阻分压电子式电压互感器》检定规程

的修订。与 JJG（冀） 130—2016 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适用范围，增加电容分压原理的电子式电压互感器； 

——删除了分压电阻值有关内容； 

——增加了绝缘强度有关内容； 

本规程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JJG（冀） 13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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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式电压互感器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额定频率为 50（60）Hz 的 0.1、0.2、0.5 级的模拟量输出的

电阻分压、电容分压等结构的电子式电压互感器（以下简称为电子式电压互感

器）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 

本规程不适用于电磁式电压互感器的检定。 

2  引用文件 

本规程引用下列文件： 

JJG 314 测量用电压互感器 

JJF 1995 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校准规范 

GB/T 16927.1—2011 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 1 部分：一般定义及实验要求 

GB/T 20840.7—2007 互感器 第 7 部分：电子式电压互感器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程；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3  概述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是采用电阻或电容分压原理，将一次侧高电压转换成低

电压，用于电压监测和电能计量。电子式电压互感器原理图见图 1。 

 

 

 

 

 

 

 

 

 
图 1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原理图 

A、X — 一次绕组端子；a、x — 二次绕组端子 

电阻分压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

a

A

X
x

电容分压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

a

A

X
x



 

 

JJG（冀） 130—2025 

2 

 

4  计量性能要求 

4.1  准确度等级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的准确度等级分为 0.1 级，0.2 级，0.5 级。 

4.2  基本误差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在额定频率、额定功率因数及二次负荷为额定二次负荷

的 25%～100%之间的任一数值时，各准确度等级的误差不得超过表 1 的限值。

实际误差曲线不应超过表 1 所列误差限值连线所形成的折线范围。 

表 1 测量用电子式电压互感器的误差限值 

准确度 

级别 

比   值 误  差（±） 相   位  误  差（±） 

倍率 

因数 

额定电压百分值 倍率 

因数 

额定电压百分值 

80 100 120 80 100 120 

0.5 

% 

0.5 0.5 0.5 

（′） 

20 20 20 

0.2 0.2 0.2 0.2 10 10 10 

0.1 0.10 0.10 0.10 5.0 5.0 5.0 

注：额定二次负荷小于等于 0.2VA 时，下限负荷按 0VA 考核。 

4.3  升降变差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在电压上升与电压下降过程中，相同百分点误差测量结

果之差称为升降变差。准确度 0.1 级的电子式电压互感器，升降变差不得大于

其误差限值的 1/5。 

4.4  周期稳定性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在连续两个周期检定中，其误差的变化不得超过基本误

差限值的 2/3。 

5  通用技术要求 

5.1  外观及标志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的器身上应有铭牌和标志。铭牌上应有：型号、编号、

出厂日期、接线图或接线方式说明、额定电压变比、准确度等级、二次负荷等

明显标志。一次和二次接线端子上应有电压接线符号标志，接地端子上应有接

地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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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绝缘强度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绝缘强度应符合 GB/T 20840.7—2007 的相关规定。 

6  计量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的控制包括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的检验。 

6.1  检定条件 

6.1.1  环境条件 

6.1.1.1  环境温度：-25℃～40℃，相对湿度不大于 80%。 

6.1.1.2  用于检定的设备如升压器、调压器等在工作中产生的电磁干扰引入的

测量误差不大于被检电子式电压互感器误差限值的 1/10。 

6.1.1.3  由外界电磁场引起的测量误差不大于被检电子式电压互感器误差限

值的 1/20。 

6.1.2  试验电源及其调节设备 

试验电源及其调节器应具有足够的容量和调节细度，试验电源频率为

50Hz±0.5Hz（60Hz±0.6Hz），波形畸变系数不高于 5%。 

6.1.3  标准器 

标准器包括标准电子式电压互感器、小信号输出标准电磁式电压互感器或

标准电磁式电压互感器与转换单元组成的组合标准器（以下称组合标准器），

标准器的准确度级别和技术性能，应满足如下要求： 

6.1.3.1  标准器与被检电子式电压互感器额定电压比相同，准确度至少比被

检电子式电压互感器高两个等级，其实际误差不大于被检电子式电压互感器误

差限值的 1/5。 

当标准器不具备上述条件时，可选定比被检电子式电压互感器高一个准确

度级别的标准器，并按 6.4.2.2 款中的公式进行修正。 

6.1.3.2  标准器的升降变差不大于其误差限值的 1/5。 

6.1.3.3  在检定周期内，标准器的误差变化不大于其误差限值的 1/3。 

6.1.3.4  标准器应符合 JJG 314 的规定要求，且必须具有有效的检定或校准证

书；标准器二次回路实际负荷对标准器的影响应不大于被检电子式电压互感器

误差限值的 1/10。 

6.1.4  误差测量装置 

由误差测量装置引起的测量误差，应不大于被检电子式电压互感器误差限

值的 1/10。其中，装置灵敏度引起的测量误差不大于 1/20，最小分度值引起

的测量误差不大于 1/20，测量回路附加的二次负荷引起的测量误差不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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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6.1.5  监视用电压表 

检定时，用于监视电子式电压互感器二次工作电压的电压表准确度不低于

1.5 级，电压表在所有误差测量点的相对误差均不大于 20%。在同一量程的所

有示值范围内，电压表的内阻抗应当保持不变。 

6.1.6  电压负荷箱 

在额定频率为 50（60）Hz 时，电压负荷箱在额定电压的 20%～120%的范围

内，周围温度（20±5）℃，其有功部分和无功部分的误差，均不得超过±3%，

当 cosφ=1 时，其残余无功分量不得超过额定负荷值的±3%。 

6.2  检定项目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检定项目按表 3 规定。 

表 3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检定项目 

检定项目 
检定类别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验 

外观检查 + + + 

绝缘强度 + - - 

基本误差测量 + + + 

周期稳定性试验 - + + 

注 1：表中符号“+”表示必检项目，符号“-”表示可不检项目。 

6.3  检定方法 

6.3.1  外观检查 

有下列缺陷的电子式电压互感器，必须修复后再检定： 

a) 无铭牌或铭牌中缺少必要的标志； 

b) 接线端子缺少、损坏或无标志； 

c) 有多个电压比的互感器没有标示出相应接线方式； 

d) 绝缘表面破损，油位或气体压力不正确； 

e) 内部结构件松动； 

f) 其他严重影响检定工作进行的缺陷。 

6.3.2  绝缘强度 

参照 GB/T 16927.1，工频耐压试验使用频率为 50 Hz±0.5 Hz，失真度不

大于 5%的正弦电压，试验电压测量误差不大于 3%。试验时应从接近零的电压平



 

 

JJG（冀） 130—2025 

                                                                                          
 

5 

稳上升，在规定耐压值停留 1 min，然后平稳下降到接近零电压。试验时应无

异音、异味，无击穿和表面放电现象，绝缘保持完好。 

6.3.3  基本误差测量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基本误差可以用标准器通过比较法测量。 

6.3.3.1  比较法检定线路 

下面的各种检定线路均应分别完成一次回路、二次回路和校验仪工作电压

回路的接线，最后在三个回路的接地点用各自的接地导线接地。 

1）用标准电子式电压互感器做为标准器的检定线路 

标准器为标准电子式电压互感器时，可使用图 2 的比较线路。 

电压升压
互感器

标准电子式电压
互感器

被检电阻分压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

误差测量装置

～

A

X

a

A

X(x)

a

A

X(x)

        

          

        

Y

U2U1

电压升压
互感器

标准电子式电压
互感器

被检电容分压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

误差测量装置

～

A

X

a

A

X(x)

a

A

X(x)

        

          

        

Y

U2U1

图 2 标准电子式电压互感器作为标准器的线路 

A、X — 一次绕组端子；a、x — 二次绕组端子；Y — 电压负荷箱 

2）用小信号输出标准电磁式电压互感器作为标准器 

标准器用小信号输出标准电磁式电压互感器时，可使用图 3 的比较线路。 

电压升压
互感器

小信号输出电磁式
标准电压互感器

被检电阻分压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

误差测量装置

～

A

X

A

X

a

x

a

A

X(x)

Y

U1 U2

电压升压
互感器

小信号输出电磁式
标准电压互感器

被检电容分压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

误差测量装置

～

A

X

A

X

a

x

a

A

X(x)

Y

U1 U2

图 3  小信号输出标准电磁式电压互感器做为标准器的线路 

A、X — 一次绕组端子；a、x — 二次绕组端子；Y — 电压负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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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组合标准器做为标准器的检定线路 

标准器为组合标准器时，可使用图 4 的比较线路。组成标准器的电磁式标

准电压互感器和转换单元均应高出被检定电子式电压互感器 2 个级别。转换单

元接入引起的电磁式标准电压互感器附加误差不得大于被检电子式电压互感器

误差限值的 1/20。检测结果按 6.4.2.2 款中的公式进行修正。 
电压升压
互感器

电磁式标准电压
互感器

转换单元

被检电阻分压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

误差测量装置

～

A

X

A

X

a

x

aA

X

a

A

x X(x)

Y

U1 U2

电压升压
互感器

电磁式标准电压
互感器

转换单元

被检电容分压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

误差测量装置

～

A

X

A

X

a

x

aA

X

a

A

x X(x)

Y

U1 U2

图 4 组合标准器作标准器的线路 

A、X — 一次绕组端子；a、x — 二次绕组端子；Y — 电压负荷箱 

4）用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做误差测量装置的检定线路 

使用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做误差测量装置进行电子式电压互感器检定时，

可使用图 5的比较线路。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应满足 JJF 1995 中的计量特性要

求。 
电压升压
互感器

电磁式
标准电压互感器

被检电阻分压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

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

～

A

X

A

X

a

x

a

A

X(x)

Y

U1 U2

电压升压
互感器

电磁式
标准电压互感器

被检电容分压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

～

A

X

A

X

a

x

a

A

X(x)

Y

U1 U2

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

图 5 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做误差测量装置的线路 

A、X — 一次绕组端子；a、x — 二次绕组端子；Y — 电压负荷箱 

6.3.3.2  测量时所用的电压、负荷及功率因数 

周期检定时，电子式电压互感器误差的测量按表 4 所列条件进行，二次负

荷置以额定值，新制造和修理后的电子式电压互感器的二次负荷规定为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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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检定大批新制造的同型号电子式电压互感器时，经计量机构或主管部门的

监督抽检后，在确认符合本规程的前提下，可以减少误差的测量点。 

表 4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检定时的测量要求 

用途 准确度级别 额定电压的百分值 
二次负荷 

伏安值 功率因数 

一般测量 0.1，0.2，0.5 

80，100，120 额定值 

额定值 
80，100 下限值 

6.3.3.3  被检电子式电压互感器各测量点误差的测量次数。 

0.1 级的电子式电压互感器，除 120%点误差测一次外，其余每点误差在电

压上升和下降时各测一次。 

0.2 级、0.5 级的电子式电压互感器，每个测量点只测电压上升时的误

差。 

6.3.4  周期稳定性试验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的周期稳定性取上次检定结果与当前检定结果，分别计

算两次检定结果中比值差和相位差的差值，测量结果应符合 4.4 的要求。 

6.4  检定结果处理 

6.4.1  检定数据应按规定的格式和要求做好原始记录，保存至少一个检定周

期。 

6.4.2  被检电子式电压互感器的误差计算 

6.4.2.1  标准器比被检电子式电压互感器高两个级别时，按式(1)和式(2)计

算： 

 
( )%x pf f=  (1) 

 
( )'x p =    (2) 

式中  xf
— 被检电子式电压互感器的比值差； 

      x
— 被检电子式电压互感器的相位差； 

      pf
— 电压上升和下降时比值差读数的算术平均值，对 0.2级、0.5级的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为电压上升时所测得比值差的读数； 

      p
— 电压上升和下降时相位差读数的算术平均值，对 0.2级、0.5级的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为电压上升时所测得相位差的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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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2  标准器比被检电子式电压互感器高一个级别时，按式(3)和式(4)计

算： 

 
( )%x p nf f f= +  (3) 

 
( )'x p n  = +    (4) 

式中  nf — 标准器的比值差； 

      n
— 标准器的相位差。 

6.4.3  检定结果的处理 

6.4.3.1  检定准确度等级 0.1 级和 0.2 级的电子式电压互感器，读取比值差保

留到 0.001%，相位差保留到 0.01′。 

6.4.3.2  检定准确度等级 0.5 级的电子式电压互感器。读取比值差保留到

0.01%，相位差保留到 0.1′。 

6.4.3.3  检定的原始数据记录应至少包括附录 B 检定原始记录格式中的内容。

原始记录应至少保存两个检定周期。 

6.4.3.4  经检定合格，出具检定证书，检定不合格的出具检定结果通知书，并

注明不合格项目。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和检定结果格式见附录 C

和附录 D。 

6.5  检定周期 

检定周期不得超过 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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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空载损耗测量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在正式安装前可对电子式电压互感器进行空载损耗测

量，空载损耗测量按以下要求进行。 

A.1 标准器 

空载损耗测量装置，最大允许误差不低于±0.2%。 

A.2 测量线路 

在额定频率、额定电压下，电子式电压互感器的空载损耗测量可采用图 A.1

中方法进行。 

交流数字功率表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

A

X

（功率计）

IU

 

图 A.1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空载损耗测量线路 

A、X — 一次绕组端子；U — 空载损耗测量装置电压信号采集； 

I — 空载损耗测量装置电流信号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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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检定记录格式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检定记录 

 

 

送 检 单 位                                 准 确 度 级 别                     

型     号                                 额定一次电压                         

制 造 厂 商                           额定二次电压                       

出 厂 编 号                           额  定  负  荷                       

设 备 编 号                           额定功率因数                        

用     途                           额  定  频  率                       

证 书 编 号                              

检 定 依 据                              

 

检定时使用的标准器： 

名 称                             出 厂 编 号                               

准确度级别                               设 备 编 号                              

 

检定时环境条件： 

温 度                            ℃  相 对 湿 度                            % 

 

检定结果： 

绝 缘 强 度                                    周 期 稳 定 性                              

     

 

结论及说明： 

   

 

 

 核 验 员                                         

 检 定 员                                          

 

 

检定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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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据 误 差 表 格 

 

    比值误差的倍率因数：           

相位误差的倍率因数：           

量限 项目及误差 

额定电压百分数 最大

变差 

二次负荷 

80% 100% 120% VA cosφ 

 

比值

误差 

上升    

 

  

下降    

平均值    

相位

误差 

上升    

 下降    

平均值    

比值

误差 

上升    

 

  

下降    

平均值    

相位

误差 

上升    

 下降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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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检定证书内页格式 

 

  

 

 

 额 定 一 次 电 压                          

   

额 定 二 次 电 压                             

   

额 定 功 率 因 素                        

   

额 定 负 荷                          

   

额 定 频 率                                

   

用 途                                   

 

检定时环境条件： 

 

温 度                            ℃  相对湿度                             % 

 

检定结果： 

 

绝 缘 强 度                                          

  

最 大 升 降 变 差                                       

  

周 期 稳 定 性                                            

 

结论及说明： 

 

 

 

 

 

 

 

 

下次送检，请带此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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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 差 数 据  

 

 

    比值误差 f 的倍率因数：           

相位误差δ的倍率因数：           

量限 误差 

额定电压百分数 二次负荷 

80% 100% 120% VA cosφ 

 

f    

  

δ    

f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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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额 定 一 次 电 压                          

   

额 定 二 次 电 压                             

   

额 定 功 率 因 素                        

   

额 定 负 荷                          

   

额 定 频 率                                

   

用 途                                   

 

检定时环境条件： 

 

温 度                            ℃  相对湿度                             % 

 

检定结果： 

 

绝 缘 强 度                                          

  

最 大 升 降 变 差                                       

  

周 期 稳 定 性                                            

 

结论及说明： 

(指出不合格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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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 差 数 据  

 

    比值误差 f 的倍率因数：           

相位误差δ的倍率因数：           

量限 误差 

额定电压百分数 二次负荷 

80% 100% 120% VA cosφ 

 

f    

  

δ    

f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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