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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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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写，相关术语遵循 JJF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中的相关要求。

本规范参考 JJG596-2012《电子式交流电能表》制定。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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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电能表监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低压台区 1级、2级智能电能表（以下简称电能表）的运行误差监测

及评价，电能表所在台区的日均电量采集成功率应不小于 99%，电能表的运行时间应大

于 1年。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JJG 596-2012 电子式交流电能表

GB/T 17215.21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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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7215.8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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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智能电能表 smart electricity meter

由测量单元、数据处理单元、通信单元等组成，具有电能量计量、信息存储及处理、

实时监测、自动控制、信息交互等功能的电能表。

3.2 台区 transformer district

台区是指一台变压器的供电范围或区域。

3.3 运行误差 operating error

运行误差是指电能表在现场运行条件下的计量误差。

3.4 智能电能表状态评价与更换系统 monitoring system for condition evaluation and

replacement

安徽省智能电能表状态评价与更换系统（简称“监测系统”）是通过获取在线监测

或在线采集的电能计量数据，基于能量守恒原理，构建电能表运行误差计算的模型，对

电能表运行误差进行监测、评价。

3.5 计量异常事件 metering abnormal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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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异常事件是指电能表运行中计量功能发生故障，导致电能表计量精度失准的事

件，包括电能表飞走、电能表倒走、电能表停走以及其它异常事件。

3.6 批 b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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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电能表制造时间之间以及最后检定时间之间均不超过 1 年的在网运行的电能表的集

合。

3.7 日均采集成功率 average success rate of daily data acquisition

日均采集成功率是低压用户电能表日电量采集成功数占营销系统在运低压用户总

数的百分比。

3.8 月同期线损率 Monthly Synchronous Line Loss rate

按月统计得到相同时间段内台区供电量与售电量，按照公式（供电量-售电量）/供

电量，计算得到的线损率。

4 概述

本规范中电能表指由公共事业部门集中采购管理的单、三相电能表。

本规范采用信息化和智能新技术，采用监测系统对低压台区中的每一块 1级、2级

用户电能表的计量功能和运行误差实现在线实时监测和评价，实现在用电能表计量特性

研判。

5 技术要求

监测系统判定的电能表运行误差限值应满足表 1的规定。

表 1 电能表运行误差限值要求（%）

电能表准确度等级 1级 2级

判定的运行误差限值 ±1.0 ±2.0

6 监测及评价条件

6.1 环境条件

温度：（-25～50）℃；

相对湿度：≤90%；

大气压力：63.0kPa～ 106.0 kPa（海拔 4000m及以下）。

6.2 监测系统的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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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监测系统覆盖率

监测系统监测覆盖率大于 85%。

6.2.2 监测系统判定结论的正确率

监测系统判定结论的正确率大于 95%。

6.2.3 监测系统判断的准确率

监测系统判断的准确率大于 95%。

6.2.4 监测周期要求

电能表运行误差监测周期应不大于 7天（常住户）。

6.2.5 监测系统数据

监测系统数据包含：台区 ID、台区名称、用电地址、生产厂家、表计类型、电流、

电压、型号、条形码、准确度等级、电表资产号、安装日期、运行误差值、判断结果等

有关信息。

6.2.6 计量异常事件监测的正确率

计量异常事件监测的正确率大于 95%。

6.3 测量标准

评价所用参考标准的准确度等级应满足表 2的规定。

表 2 参考标准准确度等级要求

被校电能表准确度等级 1级 2级

参考标准准确度等级
电能表 互感器 电能表 互感器

不低于0.5S级 不低于0.2S级 不低于1级 不低于0.5S级

注：参考标准一般是测量台区总电能量的电能计量装置（包括台区总电能表、互感器）。

6.4 监测系统运行要求

6.4.1 运行安全要求

监测系统应具有软件防篡改和版本控制功能。

6.4.2 数据安全要求

监测系统应具有数据防修改、防丢失功能，不得修改运行误差监测评价的原始数据。

原始数据应至少保存六年。

6.4.3 数据筛选要求

电能表所在台区户变关系应完全准确，台区所有电能表数据应完整。

监测系统应具有数据筛选功能。对于采集成功率低于 90%、采集的电能表数据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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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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 系统验证要求

监测系统应开展验证，验证间隔时间为 1年，保证系统计算误差监测评价的准确性

和有效性。

6.4.5 台区可算条件

台区下所有电能表数据能够组成的方程组数量，可以保证方程组求解；利用以计量

台区电量的电能表（以下简称总表）作为参考标准与台区范围内所有电能表的定时冻结

电量，基于监测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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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电能表批的极限质量水平

当需要监测批次电能表数量较大（500只以上），采用抽样的方法来判定电能表批

的质量水平，参照 GB/T17215.8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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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批次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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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电能表数量应不低于 500只。

7 监测项目与评价方法

7.1 监测项目

监测项目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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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监测与评价项目一览表

序号 监测与评价项目 方法条款

1
计量异常

事件

飞走

7.2.1停走

倒走

2 运行误差 7.2.2

7.2 监测与评价方法

7.2.1 计量异常事件判断

通过采集的电能表运行数据，对电能表计量异常事件电能表飞走、电能表倒走、电

能表停走等进行在线监测与判断。计量异常事件判断方法参见附录 A。

7.2.2 运行误差

以计量台区总供电量的电能表（以下简称总表）作为参考标准，利用台区总表与台

区范围内所有电能表的定时冻结电量、台区线损损耗和固定损耗，基于能量守恒定律建

立方程组，计算台区内电能表的运行误差。方法参见附录 B。

8 评价结果

8.1 评价数据修约

按表 4规定，将电能表运行误差的末位数修约为修约间距的整数倍。评价数据修约

方法见 JJG 596-2012。

表 4 电能表运行误差修约间距

电能表准确度等级 1级 2级

修约间距（%） 0.1 0.2

8.2 评价结果表达

如电能表出现计量功能失效或运行误差超过表 1规定的误差限值，则判定为计量失

准。

根据监测结果，判定为计量失准的电能表应及时验证或更换，其他状态的电能表持

续监控。

8.3 电能表运行状态监测

处于有效监测状态的电能表修约后的计算误差不超过运行误差限值，则判定为电能

表运行误差正常，此外还应按一定比例开展现场抽样验证。处于有效监测状态的电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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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约后的计算误差超过运行误差限值或计量功能异常的电能表，应首先进行现场复检，

复检超差的应进行更换，其他状态的电能表持续监控。

非有效监测批次，根据实际情况按照一定比例开展抽样验证，验证比例不少于万分

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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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电能表计量异常事件判断方法

电能表如出现表 A.1中的计量功能异常事件，则判断为计量异常事件。异常事件及

判断方法如表 A.1所示。

表 A.1电能表计量功能失效判断方法

计量功能异常事件 判断方法

电能表飞走

如果 EF＞1，其中 EF=E1/E2，
式中：

EF——电能表日电量与电能表最大负荷下日电量的比值；

E1——电能表日电量，kWh；
计算方法为：（当日正向有功总电能示值-前一日正向有功总电

能示值）×倍率。

E2——用户日可能最大用电量，kWh；
计算方法为：最大电流（A）×额定电压（V）×24h×m÷1000。

m表示测量系数，对三相四线电能表，m=3；单相电能表，m=1。

电能表倒走

如果 ED＜0，其中 ED=E1-E2，
式中：

ED——电能表日正向有功总电能，kWh；
E1——电能表当日冻结正向有功总电能示值，kWh；
E2——前一日电能表日冻结正向有功总电能示值，kWh。

电能表停走

如果 ET=0 且 I>0.1A，其中 ET=E1-E2，
式中：

ET——电能表日正向有功总电能，kWh；
E1——电能表当日冻结正向有功总电能示值，kWh；
E2——前一日电能表日冻结正向有功总电能示值，kWh；
I——当日监测到的电流值，A。

注：计量功能如无异常，则在监测报告中填写“无异常”；计量功能如有失效异常事件，则在

监测报告中填写异常事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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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电能表运行误差评价方法

B.1 评价数据要求

电能表运行误差评价数据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评价数据应能组成满足能量守恒定律的方程；

b) 评价数据构成的方程组中，方程数量应能保证方程组求解。

B.2 评价方法

台区拓扑结构如图 B.1所示。

图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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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B.1）

式中：

P——台区分表总数，只；

� � ——计量周期 i供电总表电能量，kWh；

�� � ——计量周期 i分表 j电能量，kWh；

��——分表 j的估计相对误差，估计相对误差的定义为�� �（计量值-真实值）/计量

值，其与相对误差��
�（定义为（计量值-真实值）/真实值）之间有如下的关系:��

� � ��
ᝲ���

；

��——台区线损率；

��——台区固定损耗。

以台区总表作为标准器评价台区各分表，以台区总表的电能量�� � 近似台区总电能

量 � �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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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B.2）

以台区 N个周期的数据，可由式(B.2)得到方程组：

�ᝲ ᝲ ᝲ � �ᝲ � �2 ᝲ ᝲ � �2 �… � �� ᝲ ᝲ � �� � ���� ᝲ � �� � �� ᝲ
�ᝲ 2 ᝲ � �ᝲ � �2 2 ᝲ � �2 �… � �� 2 ᝲ � �� � ���� 2 � �� � �� 2
�ᝲ 3 ᝲ � �ᝲ � �2 3 ᝲ � �2 �… � �� 3 ᝲ � �� � ���� 3 � �� � �� 3

⋮
�ᝲ � ᝲ � �ᝲ � �2 � ᝲ � �2 �…� �� � ᝲ � �� � ���� � � �� � �� �

(B.3)

方程组(B.3)中，�� � 和�� � 为已知量，共包括 n=N个方程，当数量大于或等于 P+2

时，可求解出未知量��,��和��，从而得到台区各电能表的运行误差。

以上是评价得到电能表运行误差的过程。当电能表运行误差计算结果超过规范中表

1规定运行误差限值，则判定电能表运行误差超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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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电能表抽样要求及合格判定

C.1抽样

①样表的抽取必须遵循随机抽取的原则，可选择表 C.1或者表 C.2所列一次抽样或

二次抽样的方式对运行电能表进行检查。

②从事样表的选择和检定的检定机构需得到政府计量行政部门的授权，并在其监督

下实施。

③抽取样品时必须考虑备用表选取和替换，加抽的备用表数量不超过表 C.1、表 C.2

的要求，但不少于 3只。

④存在以下情况时则启用备用表：

电能表已损坏。

电能表的封印已遭人为破坏。

电能表因各种原因已无法拆下。

拆下后不能被正常检定的。

还要考虑到拆除和运输对电能表的损坏的可能。

表C.1一次抽样的批、样本量、接收数及备用表数

序号 电能表批数量 样本量 n
不合格数

备用表数
接受数 Ac 拒收数 Re

1.1 501 to 1200 125 1 2 25

1.2 1201 to 3200 125 1 2 25

1.3 3201 to 10000 200 3 4 40

1.4 10001 to 35000 315 5 6 63

1.5 35001 to 150000 500 10 11 100

注：备用表数为抽样时最多的备用表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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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2 二次抽样的批、样本量、接收数及备用表数

序号 电能表批数量 抽样
样本

量 n

累积

样本

不合格数

备用

表数
接受数 Ac 拒收数Re 2 次

抽样

2.1 501 to 1200
1

2

80

80

80

160

0

1

2

2
1

16

16

2.2
1201 to 3200

1

2

80

80

80

160

0

1

2

2
1

16

16

2.3 3201 to 10000
1

2

125

125

125

250

1

4

4

5
2 to 3

25

25

2.4 10001 to 35000
1

2

200

200

200

400

2

6

5

7
3 to 4

40

40

2.5 35001 to 150000
1

2

315

315

315

630

5

12

9

13
6 to 8

63

63

注：备用表数为抽样时最多的备用表数量

C.2样品不合格数的确定

按照 JJG596—2012中 6.4.5要求对样品进行基本误差检定，如果样品符合要求作为

1个合格，如不符合要求作为 1个不合格。

将不合格累加得到电能表批的不合格数 d。

C.3样品批的合格判定

对于一次抽样：

当 d≥Re，拒绝该电能表批，该批电能表不符合要求；

当 d≤Ac，接受该电能表批，该批电能表符合要求。

对于二次抽样：

当 d1≥Re1，拒绝该电能表批，该批电能表不符合要求；

当 d1≤Ac1，接受该电能表批，该批电能表符合要求。

当 Re1>d1>Ac1，进行第二次抽样

当 d1+d2≥Re2，拒绝该电能表批，该批电能表不符合要求；

当 d1+d2≤Ac2，接受该电能表批，该批电能表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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