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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电位差计检定规程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准确度等级为0.0005级一0.1级的电阻型直流电位差计的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

    本规程不适用于:

    a)自动获得零平衡的电位差计;

    b)用平衡检测器刻度获得部分指示值的电位差计;

    。)直流比较仪式电位差计;

    d)其他特殊用途的电位差计。

2 引用文献

本规程引用下列文献

JJF 1059-1999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JJF 1015-2002 《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和型式批准通用规范》

GB 4793-1995 《测量、控制和试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GB 3927-1983 ((直流电位差计》

JB/T 8611-1997 《直流电位差计》

使用本规程时应注意使用上述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3 术语

3.1 直流电位差计 (以下简称电位差计)

    是一个测量电压的仪器，它用一个已知电压与被测电压相平衡，该已知电压可以由

固定电流流过可调电阻或由可调电流流过固定电阻来获得，或者由它们的组合而获得。

3.2 测量盘

    确定被测量数值的标度盘，如有的话，还应乘上相应的量程系数。

3.3 有效量程

    对于某一规定量程系数，电位差计能按规定准确度测量的标度盘示值范围。

3.4 量程变换器
    一个可将有效量程乘上一个被称为 “量程系数”的系数 (例如0.1)的装置。

3.5 电位差计的标准化
    为了保证电位差计测量时的准确示值所必须的调整。

3.6 标度盘示值
    电位差计平衡后测量盘的置数。当电位差计标准化后确定被测量电压时，需乘上量

程系数比。

3.7 辅助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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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使电位差计按规定准确而安全地工作所必须的附加设备。它可以是，也可以不是

电位差计整体的一部分。

3.8 分辨力

    相当于最低值测量的一个步进电压或最小分度电压。

3.9 电位差计的残余电动势

    当电位差计的测量盘都置于零时，由于电位差计自身的缘故，出现在测量端上的开

路电压。

3.10 增量线性

    电位差计的综合线性由下列两方面表征:

    a)表示同一值的各个示值，测量盘的任何两个不同示值所产生的电压恒定性;

    b)任一测量盘的相邻示值之间产生的电压增量的恒定性。

3.11 基准值

    为了规定电位差计的准确度，供各有效量程用作参比的一个单值，除非制造单位另

有规定，给出有效量程的基准值，为该量程中10的最高整数幂。例如:电位差计最大

标度盘示值为 1.8V,量程系数比为 1, 0.1和0.01，则各有效量程的基准值分别为

LOV, O.IV和O.O1Vo

4 概述

    电位差计是测量电压的仪器，产生一个已知电压与被测电压相平衡，该已知电压可

以由一个固定电流流过一个可调电阻，也可以由一个可调电流流过一个固定电阻而获

得，或者由它们组合而获得。

5 计，性能要求

基本误差

基本误差由下列两部分组成:

与基准值有关的常数项;

与测量盘示值成比例的可变项。

其表达式:

_ c I    U_、

石，‘二=士Tool‘+亩) (1)

式中:Eli.— 基本误差极限值，V;

U�— 基准值，V;

:— 测量盘示值，V;

  c— 准确度等级。

基本误差公式中包括零电势。

注:电位差计各有效量程的基准值U。应为该量程内最大10的整数幂。也可用相对误差公式表

$11.=* 10011·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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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准确度等级

    电位差计的准确度一共分为八个级别，其等级指数分别为0.0005, 0.001, 0.002,
0.005，0.01，0.02, 0.05, 0.1。

5.3 测量盘的增量线性

5.3.1 对应于同一被测量值所获得的任意两个测量盘示值之误差的差值，不应超过基

本误差的一半。

5.3.2 在任何一个测量盘任意两个相邻度盘示值间的误差的差值，不应超过两个相邻

度盘示值的基本误差 (符号相同)平均值的一半。

5.4 示值变差

    电位差计示值变差应小于被检电位差计允许基本误差的1/100

5.5 温度补偿盘

5.5.1 无标准化独立线路的电位差计

    电位差计温度补偿盘示值误差不应超过被检电位差计基本误差的。.lc%o

5.5.2 具有标准化独立线路的电位差计

    如果电位差计在任何量程上不用测量盘，而是用独立线路进行标准化时，由这种标

准化引人的误差不应超过基本误差的1/20

5.6 测量盘在任意示值下的工作电流

    电位差计测量盘在任意示值下，电位差计工作电流变化，应不超过0.1c%a

5.7 内附工作电流调节装置

5.7.1 电源回路电阻相对变化的要求

    调节电位差计的工作电流调节盘，其电源回路电阻的相对变化，应小于等于

0.1c% 。

5.7.2 调节电阻平滑性和细度的要求
    调节电位差计的工作电流调节盘，在调节范围内应平滑连续;调节电阻细度，应小

于等于0.1c%0

5.8 内附指零仪

5.8.1 灵敏度

    在测量回路处，当测量盘电压变化c%时，引起指零仪偏转应不小于2mmo

    测量条件如下:

    a)电源电压为额定工作电压;

    b)测量盘的示值处于上限;

    c)被测端钮的外接电阻等于电位差计测量回路的输出电阻。

    在标准回路处，当标准电势 (或工作电流)变化 。%时，引起指零仪偏转应不小于

2mmo

5.8.2 阻尼时间

    应不超过5s.

5.8.3 结构
    指零仪应具有机械调零装置。无机械锁定装置的指零仪，应具有使指零仪短接的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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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5.8.4 采用电子放大指零仪的要求

    a)预热时间:0.1级:小于或等于5mino

                  0.02级、0.05级:小于或等于15 min o

                  0.01级及以上:小于或等于30min,

    h)漂移:预热后l Omin零位变化小于或等于lmmo

    c)抖动:不应超过 (1/3) mm,

    .]) 面板上应具有电气调零器。

5.9 绝缘电阻

5.9.1 在直流500V的电压下，电位差计线路对与线路无电气连接的任意点导电部件之

问的绝缘电阻值，应不低于表 1规定:

                                表1 电位差计绝缘电阻的最小值

等级指数 绝缘 电阻值

0.0005c% 一0.001c% locn

0.002c % ~0.01 c % 1Cn

0.02c% 一O.lc% l00Ma

5.9.2 当测量一个具有高达 lOkn的源电阻或具有 10M 或更大的对地电阻的电压时，

因电位差计的内部泄漏而引起的误差应不超过 (1/3)。%。

5.9.3 测量线路补偿电阻小于或等于1 kfl的电位差计，如果不能获得表 l中规定的绝

缘电阻值时，制造单位可以另作规定，但最低不得低于表2规定:

                              表 2 电位差计绝缘 电阻和源 电阻最 小值

等级指数 绝缘 电阻值 源电阻最小值

0.0005c% 一0.001 c % 1C几 i lk几

0.002 c % ~0.01c 500Mn lk几

6 通用技术要求

6.1 外观及线路检查

6.1.1 电位差计的外壳或铭牌上应有以下主要标志:

    a)产品名称、型号、规格、制造厂名或商标、制造日期、编号;

    b)准确度等级;有效量程及线路绝缘电压

6_1_2612 所有端钥应标出功能和极性 ‘检流计除外)。

6.1.3

6 14

电位差计应有封印位置。

线路检查

不应有断路或短路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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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介电强度试验
    将电位差计的所有接线端钮连接在一起，与参考接地端之间进行介电强度测试时，

应承受如表3规定的电压值情况下进行电压试验，历时1 min，无击穿或飞弧现象。

                                表3 试验电压 (采用过压类别II)

线路绝缘电压//V 试验电压//V

交流有效值50/60Hz

          1 min

直流或交流峰值50/60Hz
            1而n

50 230 500

100 350 700

150 490 1150

300 820 191X)

6(洲〕 1350 3100

1硬X)0 2200 46(洲)

    注:线路绝缘电压指电位差计在开路或正常使用情况下，由额定电源电压供电时，可能出现

(局部)任何绝缘上的最高交流有效值或直流电压值。

    试验用的参考接地端应包括所有与此线路无电气连接的金属部件，若绝缘外壳上没

有金属部件时，则需在被检电位差计下垫金属板，作为参考接地端。

7 计t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控制包括: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

检定条件

1 电位差计检定和使用环境条件

1.1 各准确度等级的电位差计在检定和使用电位差计时环境条件见表4的规定。

                              表4 电位差计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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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2 电位差计的绝缘电阻和介电强度试验应在下列规定的环境条件下进行:

    温度:15℃一35̀C;

    相对湿度:40%一75%.

7.1.2 电位差计检定时扩展不确定度规定如下:

    检定时由标准器、辅助设备及环境条件所引起的扩展不确定度 (k =2)不大于被

检电位差计基本误差的1/30

7.1.3 检定装置
7.1.3.1 检定电位差计时所用标准器，其准确度等级如表5的规定。

                                表5 标准电位差计准确度等级

被检电位差计

准确度等级
0.0005级 0.001级 0.002级 0.005级 0.01级 0.02级 0.05级 0.1级

标准 电位差 计

准确度等级
0.0001级 0.0002级 0.0005级 0.001级 0.002级 0.005级 0.01级 0.02级

    标准电位差计的误差应不超过被检电位差计基本误差的1/5。标准电位差计比被检

电位差计高二级若不能满足 1/5的条件，应引人修正值使用。

标准电位差计的年稳定度，应不大于被检电位差计基本误差的1/loo

前三个测量盘内有分路盘的电位差计，一般不宜作标准电位差计使用。

7.1.3.2 检定装置中指零仪灵敏度不够引起的误差，第一盘应不超过被检电位差计的

0.1 c%

7.1.3.3

第二盘及以下应不超过被检电位差计的0.02 x

检定装置直流电源的要求

    a)检定装置的直流电源，应保证工作电流的相对变化引起的误差不超过被检电位

差计基本误差的1/10.
    b)当配有专用电子式电源时，电源稳定度的要求:将电子式电源接到被检电位差

计的电源端，被检电位差计的标准端接一只标准电池，其年稳定度小于被检电位差计

0.1e%，使被检电位差计的 “标准一未知”开关倒向 “标准”，调节工作电流调节盘，

使指零仪指零，求出指零仪的灵敏度，每隔5min读数，连续观察30min，根据指零仪的

偏格，计算出电子式电源的稳定度应不大于0.lc%o

7.1.3.4 标准电池的准确度等级不低于被检电位差计准确度等级的1/l0a

7.1.3.5 检定装置中开关的要求:电压回路的开关，其热电势的变差不得大于被检电

位差计测量盘中最小允许误差的1/10，电流回路内的开关，其接触电阻的变差与回路电

阻之比不得大于0.05c%o

7.1.3.6 数字电压表作标准器，数字电压表应具有与被检电位差计相应的量程，数字

电压表的误差应不超过被检电位差计基本误差的115，分辨力不大于被检电位差计的最

小步进值的1/10。数字电压表预热后2min的电压变差应小于被检电位差计测量盘中最

小允许误差的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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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7 在检定过程中发现静电感应和泄漏电流，则应采取相应的屏蔽、接地等措施

予以消除。

7.1.3.8 测量绝缘电阻时，对测试仪器的要求为:

    a)绝缘电阻测量仪器准确度等级不低于10级;

    b)测试电压500V o

7.1.3.9 耐电压测试仪准确度等级不低于5级，绝缘击穿时，继电器能自动切断高压

电源，其动作电流分别为:正弦波3.5mA、非正弦波或混合频率 5mA以及 15mA直流。

输出电压的调节应连续、平稳;电压调节细度小于100V。为避免瞬态跳变，电压应在

10，或 los以内逐渐升到规定值。然后保持lmino

7.2 检定项目

    电位差计检定项目见表60

                                          表 ‘ 检定项 目

~石夏奈言一一一缨丫 首次检定 后 续检定 使用中检验

外观及线路检查 + 十 +

绝缘电阻测量 十 +

介 电强度试验 +
并

示值误差和变差 + + +

零 电势 十 十 十

其他量程 + +

温度补偿盘 + 十 +

内附指零仪 + 十 +

电位差计的内附工作电流调节装置 +

注:，经厂家修理后的电位差计需做介电强度试验。

    “+”表示检定，“一”表示可以不检。

7.3 检定方法

7.3.1 外观及线路检查

7.3.1.1 对新生产的电位差计应符合本规程6.1条规定要求。

7.3.1.2 对使用中和修理后的电位差计允许有不影响计量性能和操作安全的外观缺陷。

7.3.1.3 用电阻表检查电位差计线路，有否短路和断路。

7.3.2 绝缘电阻测量

7.3.2.1 外观及线路检查后，把电位差计置在第7.1.1.2条规定的环境条件下放置24h

后，测量其绝缘电阻值。

7.3.2.2 将电位差计线路端钮全部短路，绝缘电阻测量仪器两测量端的一端接电位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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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线路，另一端接与线路无电气连接的导电部件，应在施加电压I min一2min之间，读

取绝缘电阻测量仪器的数值，应不低于表 1或表2的规定。

7.3.2.3 按5.9.2条款的电位差计内部泄漏检测时，对被检电位差计无泄漏屏蔽的功能

绝缘电阻试验按图1;有泄漏屏蔽的功能绝缘电阻试验按图20

                    图1 无泄漏屏蔽的试验线路

图中:E、一被测电压，V; R一 被测电压的源电阻 (内阻 low);凡一对地电阻 IOW ;

    凡一电位差计线路与静电屏蔽之间的绝缘电阻值，Mn; 0一静电屏蔽端

              图2 有泄漏屏蔽的试验线路

  图中:R�一电位差计泄漏屏蔽与静电屏蔽之间的绝缘电阻值，MA;

R,:一电位差计线路与泄漏屏蔽之间的绝缘电阻值，Mfl;其余同图1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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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绝缘电阻试验方法如下:

    a)被检电位差计中取基准值之点为被测电压Ex，在检定环境条件下，测量并记录

电位差计的示值误差为U,;

    b)将E、的正端与 R，串接 (使a,  b两端之间的电阻为 l OkO );并将R:接到

"Ex" a端 (及b端)与静电屏蔽端之间;(若有泄漏屏蔽的电位差计，泄漏屏蔽端与

E、的负端 (或正端)相接)，按程序a)的条件测量并记录电位差计的示值误差U2(或

U', )，取二者中较大的一个值代人下式:

UZ(或 ‘i2)一U
— ‘ (3)

    c)按上述方法，再选取基准值上、下间隔相等的任意二点，做功能绝缘电阻试验。

试验结果取三者中最大的一点作为电位差计内部泄漏而引起的误差。

7.3.3 介电强度试验
    按7.1.3.9的要求，选取耐压试验仪，将被检电位差计所有接线端钮用铜线连接在

一起，与参考接地端之间进行介电强度试验，试验电压应符合表3的要求，试验应无击

穿或飞弧现象。

7.3.4 电位差计的内附工作电流调节装置

7.3.4.1 调节电阻平滑性和细度的检查

?0I    1o
EN Ex B一C EN

标准电位差计 被检电位差计

                          图3 检查调节电阻平滑性和细度的接线图

    按图3接线，将标准和被检电位差计都置于标准工作状态，再将被检电位差计的工

作电流调节盘R，都放在最大阻值的位置，调节标准电位差计的工作电流调节盘R,，使

指零仪光标处于标尺中间，如果不能，则适当减小被检电位差计R，的阻值，使指零仪

光标处于标尺中间，然后转动被检电位差计的Rp各盘 (注意应适当降低指零仪的灵敏

度)。对同一个盘的每个步进值应使指零仪的偏转格数基本相同，而且各盘间的覆盖性

要好，这样就能确保工作电流调节的连续性和平滑性。

    然后再检查R，微调盘的调节细度。其方法:将被检电位差计的R，各盘调到最小

位置，同上调节，使指零仪光标处于标尺中间，在最高灵敏度下，改变最末一个盘的一

个步进值 (滑线式的则位移lmm)，观察指零仪的偏转格数a,，然后再改变温度补偿盘

的一个步进值△U�，观察指零仪的偏转格数a�，从而求得指零仪的电压常数:

C}= ([V/mm)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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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电阻细度应满足下式要求:

了硬=不而面拓反丽6 C, 1<0
R, △a=

.lc% (5)

式中:ARP— 调节电阻R，的最小步进值，S2;

      名R— 电源回路电阻的总阻，d1;

      Aa.— 变动△R。时引起指零仪偏格数，mm;

          c— 电位差计准确度等级。

7.3.4.2 电源回路电阻相对变化的检查

    电位差计处于标准工作状态，根据式 (4)求出指零仪电压常数C}，然后将被检电

位差计的测量盘逐个转动至最大，最小示值 (测量盘转动时，指零仪按钮应断开，以免

指零仪受冲击而损坏)，观察指零仪的偏格数 a,，应满足下式要求:

R,      Aa,C

ZR=而1866X丁石‘鉴让Ic% (6)

式中:AR,— 测量盘转动时回路电阻的变差，d1;

      Da,— 回路电阻变差引起的指零仪偏格数，mm.
7.3.5 内附指零仪

7.3.5.1 内附指零仪灵敏度检查

    按图4接线 (或者可将被检电位差计与另一台型号相同的电位差计对接)。

土
厂

                        图4 内附指零仪灵敏度试验图

图中:U一试验电压 (约为被试电位差计满度值)，V; R,一试验电阻，阻值约等于被检电位差计

              测量回路的输出电阻，d2; K一开关;B一电源;R，一可调电阻箱

    检查方法:在调好电位差计工作电流后，先检查内附指零仪在测量回路处的灵敏

度，后检查内附指零仪在标准回路处的灵敏度，对检查无温度补偿盘电位差计的内附指

零仪在标准回路处的灵敏度，是利用指零仪处于测量位置时 (已平衡)改变试验电压

。%，使指零仪偏转，然后调节工作电流调节盘使指零仪回零，再将 “标准一未知”开

关倒向标准处，从而观察指零仪的偏转不应小于2mm为合格。

7.3.5.2 阻尼时间检查

    按图4接线，将测量盘置于零位，调节可变电阻R,，使指零仪偏转至满度，将开

关K断开，用秒表测量指零仪从满度至离开零位小于lmm时的时间，即为阻尼时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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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3 零位漂移和抖动检查
    当内附指零仪为电子放大式指零仪时，预热后将指零仪调至零位，然后观察指零

仪，应符合5.8.4条中b)和c)的要求。

7.3.6 零电势

    a)直流比较仪式电位差计为标准时，用它直接测量被检电位差计的零位电势 U�,

设电流正反向时直流比较仪式电位差计上的读数为叽1和Um，则Uo =些士U,
2

b)电阻型电位差计为标准时，标准电位差计的最小步进值不大于被检电位差计最

小步进值的1/10时，也可采用上述方法测量 Uo I  Uo =

准电位差计的零电势)。

Uoi+U,
+UOS o(式中Uos为标

    。)用被检电位差计本身和指零仪测量零电势时，首先把被检电位差计的未知端用

紫铜丝短路，各测量盘均放零，“标准一未知”开关倒向 “未知”端，然后接通电源，

改变最后一个测量盘，求出指零仪的电压常数C。二

零仪两次偏格a正、a反，则电位差计的零电势为:

划
△a
.最后在电源正、反向下读得指

a正 +a反x C�   (vV )

    零电势应在全部测量盘每转动一次测量一次，重复测量三次，

值即为零电势的变差。三次数据的平均值即为平均零电势。

    d)具有调零电势机构的电位差计不测量零电势。

                  (7)

三次数据中的最大差

7.3.7 示值误差和变差
7.3.7.1 示值误差的测量:通常用对检法 (也称补偿法)。对检法中又可分为直接比较

法和差值法，也可采用数字电压表法。检定时可根据实际情况任选一种 (具体检定方法

参看附录A) o

    测量示值误差的顺序如下:

    将电位差计各盘从头到尾转动几次。按选取的检定方法，接好线路，调好工作电

流。将线路通电一段时间，使整个线路的热状态及工作电流稳定。

    对标准:

    a)直接比较法，标准和被检两电位差计的温度补偿盘均放在 1.01860V示值上 (见

附录A图A.2)o

    b)如检定具有内附标准电池和指零仪的电位差计时，标准电位差计的 “标准”端

接标准电池，其温度补偿盘应放在该温度下标准电池所对应的示值上，具有内附标准电

池和指零仪的电位差计应自对标准 (见附录A图A.3)o

    。)数字电压表法。检定时，被检电位差计的温度补偿盘放在 1.01860V示值上，调

节工作电流使数字电压表显示1.01860V o
    d)数字电压表法，具有内附标准电池和温度补偿盘的电位差计，温度补偿盘示值

对应标准电池的电动势值，调节工作电流使内附指零仪指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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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内附标准电池和无温度补偿盘的电位差计，则调节工作电流使内附指零仪指

零。

    测量各测量盘示值的实际值:

    a)标准和被检电位差计示值都置于零位时，测得的电压值，为该装置零位。

    1))从测量盘中的最后一个盘开始，倒进上去，逐一测定被检电位差计各示值的实

际值

    。)被检电位差计有负的示值而标准电位差计没有，则应将被检电位差计的电源反

向，按同样的方法把所有负的示值测完。

    d)测定电位差计的前两盘时，每测完几个示值后，必须检查工作电流是否稳定，

如发现工作电流的变化已超过0.1c%规定时，须重新调节，并对最后一、二个示值重

测一次。

    e)测量盘内有滑线盘的电位差计，应对滑线盘上所标有数字的各示值进行测定。

对标有数字以外的各刻线，可利用观察指零仪的偏转，简要地检查一遍。

    f)为了消除热电势的影响，对被检电位差计中基本误差小于1 fv的各示值，应分
别在工作电流正向和反向进行两次测量。并取两次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该示值的

实际值。

7.3.7.2 示值变差的测量:在电位差计后两盘内各自任选一点，在该盘从头到尾转动

一次，测量一次，重复测量三次 (转动与测量之间应相隔几分钟，以便消除可变热电

势)，三次测量数据之间的最大差值作为该点示值的变差，应小于被检电位差计允许基

本误差的 1110

7.3.8 其他量程

    多量程电位差计的检定，只需对全检量程作全部示值的测定，而对其他量程只需测

定量程系数比·量程系数比的测量误差不应超过被检电位差计允许基本误差的合·%·
测量方法如下:

    a)当全检量程的基准值乘以量程系数比得到的值小于标准电位差计测量的上限时，

必须选取被检电位差计基准值邻近相互有一定间隔的任意三个示值，然后用标准电位差

计测量它们在其他量程上的实际值，量程系数比的实际值M按下式计算:

    11口 U',   U功

M“31瓦+U,+一瓦! (8)

式中:U.,乙

U;、U 、

U,— 被检电位差计 (1), (2), (3)示值在全检量程上被测得的实际

      值，V;

以— 被检电位差计 (1), (2), (3)示值在其他量程上被测得的实际

                  值，

_ ，、_ ，.，~ U'.   U',
要 求 二 /广比但 万 、万万 、

                      u,    uZ

Vo

Uz，.二 _ _、、_ 、._、，1

瓦137 V对但AIt忆差小应超过3c%·
    切 当全检量程的基准值乘以量程系数比得到的值大于标准电位差计侧量盘的上限

时，可选择被检电位差计第I测量盘的头 1一2个示值，然后按 a)方法测量和计算。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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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标准电位差计的误差小于被检电位差计允许基本误差的1/10，则上述规定的测三

个示值可改为测一个示值。

    如果标准电位差计的读数不够，则可按附录A图A.7所述的方法测量量程系数比。

    电位差计其他量程示值的实际值，是将电位差计全检量程的实际值乘上量程系数比

实际值 M，确定其是否合格。

7.3.9 温度补偿盘

7.3.9.1 无标准化独立线路的电位差计

    a)若标准与被检两台电位差计的温度补偿盘其补偿范围和步进值都相适应，则可

按检定测量盘的方法将温度补偿盘各对应的示值一一进行比较。

    b)若标准与被检两台电位差计温度补偿盘的补偿范围和步进值不相适应，则应使

量程大于1.1V的标准电位差计的 “未知”端与被检电位差计的 “标准”端相对接，以

被检电位差计的1.01860V为标准调好工作电流，然后使被检电位差计温度补偿盘其余

各示值与标准电位差计测量盘上相对应的示值进行比较。

    电位差计温度补偿盘中某一示值的误差相对于参考值 (1.01860V)不应超过被检电

位差计的0. lc%o

    如果电位差计温度补偿盘中某一示值的误差相对于参考值 (1.01860V)，超过

0.1c%，就将标准和被检两台电位差计的温度补偿盘放在该示值上对标准，重新检定被

检电位差计示值误差中最大正误差和最大负误差的点 (各选三点)，若满足允许基本误

差的要求，即为合格，反之不合格。

    c)用数字电压表检定被检电位差计温度补偿盘示值。

7.3.9.2 具有标准化独立线路的电位差计

    a)把标准和被检两台电位差计的测量盘均放被检电位差计的基准点电压，对接后，

调节被检电位差计的工作电流，使指零仪指零。

    b)用标准电位差计的测量盘来检定被检电位差计的温度补偿盘 1.01860V(保持两

台电位差计的工作电流不变)，测得的值为 U、代入下式:

 
 
% 

 
 
 

C

1
12

 
 
蕊                    一U, - 1.01860!

                              1                              1.01860

7.3.10 数据处理

7.3.10.1 根据检定数据，先按 (10)式计算，

电压的。.lc%，其余盘按约为00.02, X U}f}100    10约，

(9)

然后进行修约，要求第 I盘修约到步进

并且末位为1, 2, 5，当它大于0.1 A U

时，最末一盘按0.1AU修约，有滑线盘的电位差计，各盘均按第I盘的修约[V数修

约。采用四舍五人及偶数法则，详见表7。判断电位差计基本误差合格或不合格时，一

律以修约后的数据为准

    计算公式: AU二U + A U,一Ua      (},V)                       (10)

式中:AU— 被检电位差计的示值修正值，(1V ;

        U, - IJ ,一Ui为标准和被检电位差计上的读数之差，IN;

      U,— 标准电位差计的读数，j1V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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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被检电位差计的读数，[V;

  A u}— 标准电位差计的示值修正值，tV;

    Uu— 装置零位的值，[V.
10.2 按修约后的数据来检查测量盘的增量线性。

a)对第 5.3.1条款的增量线性，按下式计算后判断是否合格。

I (oU0+AU,o”一“U,0,,{、劫Eum+:{ (11)

式中: 衅— 为第n个测量盘第i点示值的修正值 ((n=1, II...VII,‘二0,

                  2,⋯，20)，KV;

        武二‘十。— 为第。个测量盘第i十1点示值的允许基本误差，拜Vo

    b)对第5.3.2条款的增量线性，按下式计算后判断是否合格。

}。。:_一△。:}‘李x f E}业士I Ecm
                          一 2 乙

    若电位差计测量盘的最小步进值等于或小于第5.3条所规定的。10U时，

量盘的允许误差应小于该盘示值的30%.

  (12)

则该测

7.3.10.3 被检电位差计的平均零电势应加在最后一个测量盘各示值的修正值上。

7.4 检定结果的处理

7.4.1 判断电位差计基本误差是否合格，应按各测量盘中最大误差 (符号相同)综合

计算，是否符合允许基本误差公式。对多量程电位差计，还应将测得的量程系数比的实

际值乘上全检量程各测量盘中示值误差最大点，并综合计算是否符合该量程的允许基本

误差公式。

7.4.2 根据检定结果符合本规程中相应项目的要求，则判断合格，否则为不合格。合

格的电位差计出具检定证书，不合格的电位差计出具检定结果通知书，并注明不合格的

项 目。

7.4.3 首次检定 (包括缺少上一年检定证书的或刚修理过的)检定合格的出具检定证

书，但不予定级，并在检定证书上注明该电位差计各测量盘示值的实际值符合该等级的

技术要求，但年稳定度未经考核，暂不定级。

7.4.4 经连续2年检定，基本误差合格的电位差计按下列情况处理:

    a)年变化小于允许基本误差，出具检定证书、定级;

    b)年变化大于或等于允许基本误差，出具检定证书、定级，但检定周期缩短为半

年。

7.4.5 后续检定的电位差计，检定结果不合格的，允许降级使用，但必须符合所降级

的各项要求，仍出具检定证书，并在检定证书上注明降为何级。

7.4.6 对本规程颁布之前生产的及进口的电位差计，参照说明书的准确度等级并根据

检定结果定级，但不得优于原有的准确度等级。

7.5 检定周期
    电位差计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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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电位差计若干测量方法

A.1 用指零仪法试验屏蔽效果和测量绝缘电阻

/

曰
丫

                            图A.1 试验屏蔽效果的测量线路

图 A.l中 ⑥一指零仪;B一电源;① 一伏特表;R一保护电阻 (取 1MII一IBMn); s一电位差计的泄漏屏蔽端

          〔又称内屏蔽);D一电位差计的静电屏蔽端 (又称外屏蔽)，无此屏蔽的电位差计可以是

              任何与内部线路不相通的可触及的金属部件或在电位差计下面所设置的金属板。

    线路中C是一个电极，由电位差计内部线路相通的各端钮用裸铜线连接起来组成;

D是另一个电极。

    根据指零仪的电流常数 C，和偏转格数。、确定泄漏电流I, I二(C, a,)。指零仪的

电流常数C;可以通过电位差计给出一已知电压和指零仪回路的总电阻计算确定。

    用指零仪法测量绝缘电阻，仿照上述方法进行。S点可以不接，C和D为欲测绝缘

电阻的两端。绝缘电阻计算式:

A.2 检定电位差计示值基本误差的直接比较法 (见图A.2)

    M开关一般借助于两台电位差计 “标准一未知”开关。对接法检定时，应保证两台

电位差计的Ex回路和E,,回路不能同时接通 (四根线中只能二根相通)。把M开关倒

向左边，E、回路接通，调节工作电流，使指零仪指零。然后把M开关倒向右边，凡

回路接通。两台电位差计的各测量盘顺次放出自零到终端位置的每个示值一一对检，从

而求出被检电位差计各测量盘的修正值。

    两台电位差计各测量盘的示值比较中，对示值改变而指零仪回路电阻不变时，建议

采用不完全平衡法，利用指零仪的偏格来计算示值的修正值;对示值改变而指零仪回路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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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2 两台电位差计直接比较法接线图

                        图A.3 具有内附指零仪电位差计对检接线图

      图 A.2、图 A.3中:B一电源端钮;G一指零仪端钮;Ex-测量端钮;E，一标准端钮;M一四刀双掷开关

电阻也改变时，建议采用完全平衡法，转动两台电位差计的最后二个测量盘使指零仪指

零，求得示值的修正值。

    注:标准电位差计后几个测量盘上的示值为正，被检电位差计后几个测量盘上的示值为负。

    电位差计示值比较时，也可用测差辅助装置 (图A.4)来测得被检电位差计示值的

修正值。

    对测差辅助装置的要求:读数稳定，指示值误差不应超过被检电位差计允许基本误

差的1/100
A.3 用直流比较仪电位差计来检定电位差计示值基本误差的方法

    用电流比较仪电位差计检定电阻型电位差计线路如图A.5.

    RS由下式计算求得:

                                                                  F,

RS=矛不不
式中:RG— 分流电阻一般用ZX69型分流电阻箱，a;

E,- 被检电位差计电源电压的标称值，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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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4 差值法检定线路图

      I,— 电流比较仪电位差计的初级电流，即恒流源电流，mA;

      I,— 被检电位差计的工作电流标称值，nLA o

    有关电流比较仪电位差计的工作原理和操作步骤请看 UJ42型电流比较仪电位差计

使用说明书。这里不作介绍，在此主要介绍用电流比较仪电位差计检定电阻型电位差计

的步骤:

    (1)按图A.5接线，开机预热约 lh左右检定。

    (2)调节高、低统调，使在高量程 (2V)和低量程 (OV)工作时的跟踪误差处于

微小误差。

    (3)按下 “电位差计调零”电键，顺次按下指零仪电键，调节 “电位差计调零”旋

钮，使指零仪的光点在 “指零仪”电键正、反方向同时趋于一点，升起按下的电键。

    (4)被检电位差计的 “标准一未知”开关K，和K2倒向“标准”，被检电位差计的

温度补偿盘放1.01860V; W，盘也放1.01860V; WS盘均放 “0"，按下 “X,测量”电键，

顺次按下 “指零仪”电键，调节被检电位差计的工作电流调节盘Rp(或调节)W、盘，

利用极性按钮，使指零仪光点在电源正、反方向偏转趋于一点，其表达式:

                          I2N R AD=I,RN(电压平衡) (A.1)

                      I2N(叭+Ws)二，1 WIN(安匝平衡) (A.2)

    (5)被检电位差计的 “标准一未知”开关K,和K2倒向“未知”，这时被检电位差

计的测量盘均放在 ‘̀0",  W，盘也均放 “0", WS盘不动，利用极性按钮读出电源正、反

二次的指零仪偏格，取算术平均值作为装置零位电势，然后在各测量盘的测试结果中扣

除，被检电位差计测量盘所放的示值应与W，盘相对应，这时表达式:

                                    12 RAD=I, R,,                               (A.3)

                              12(W2+WS)二I, W,                            (A.4)

    将式 (A.3)+式 (A.1);式 (A.4):式 (A.2)得: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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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A.5 直流比较仪电位差计检定电阻型电位差计线路图

图A.5中:W� W:一主副回路比较绕阻;Ws一为W:的可调绕阻;Rio, Re�-电势发生电阻;

      R�, RK,凡一分别为被检电位差计的调定电阻、补偿电阻、工作电流调节电阻;

  K一被检电位差计的 “标准一未知”开关;Kz一外接标准、未知转换开关;RS一分流电阻

                                          R,,   W,

                                          RN    WIN

式 (A.5)中:W,— 比较仪电位差计在测量时，初级绕组 W.的匝数;

            WIN— 比较仪电位差计在对标准时，初级绕组 W，的匝数。

(A.5)

电阻型电位差计的测量结果表达式:
      R}

E�二 二产 Ev，
      找N

而电流比较仪电位差计的测量结

_ 二 、 W _ ⋯ 、_ _ _， ，、 R二     W ， _.~ 、_ 、 、。_ _. 、

果表达式:“一 'EX =WIN“一而从上述二项表达式中K = K -RN    WIN的比值主要取决于比较
仪电位差计测量盘W，的匝数与校准点W,、的匝数之比，与电势发生电阻RAD上的电压

降无关，从式 (A.5)看出可用比较仪电位差计直接对检电阻型电位差计。

    如果比较仪式电位差计的主副回路绝缘不佳，而且被检电位差计工作电流较小时

(高阻电位差计)，初、次级之间泄漏电流会较严重影响测量结果，则应改用图A.6的接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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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A.6 被检电位差计单独供电接线图

                  图A.6中:B一工作电源;r一调节工作电流电阻箱;

K一 外接 “标准 一未知”开关;K一外接电源正、反向开关，与比较电位差计极性按钮同步

线方法。

A.4 扩大标准电位差计量限的方法

    当标准电位差计测量上限低于被检电位差计量限时，或标准电位差计最末一位的读

数位数不够时，可以用扩大电位差计量限的方法进行检定。如指零仪的灵敏度不够，也

可以采用同时提高标准与被检两电位差计工作电流的方法来提高指零仪灵敏度。

    不增加电位差计工作电流来扩大标准电位差计量限的方法如图A.7所示。虚线部分

是扩大标准电位差计量限的辅助回路，R3为1000d1或10000n，电源B的不稳定引起的

误差不应超过标准电位差计准度等级的1/10。在工作之前先调好辅助回路，将标准电位

差计放出需要扩大测量上限的电动势值，被检电位差计测量盘示值放在零位，开关MZ

放在使R。上的压降跟标准电位差计的补偿电压相对接的位置，利用调节电阻箱R4，直

到在电阻R3上的压降跟标准电位差计的电动势相平衡为止，然后把M:放到另一个方

向，则R:上的压降改为标准电位差计示值相加的位置。电阻箱R4等级不限，但必须

在短期内稳定。

    图A.7的辅助回路也可以用任意等级的标准电池代替，操作步骤相仿。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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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A.7 扩大标准电位差计量限的线路图

    下面所述的方法是用增大电位差计内的工作电流来扩大电位差计量限的方法。此时

应保证电位差计中每个电阻元件所消耗的功率不大于0.05W。对工作电源的稳定性应满

足第7.1.3.3条的规定。

    增大标准电位差计工作电流的方法:先在额定工作电流时，将标准电位差计的第I

盘上放出大于其测量上限2/3的某一示值 U"，调节被检电位差计的测量盘使指零仪平

衡，保持被检电位差计测量盘示值不变，然后在标准电位差计中放出示值 磷 ，它们的

实际值有下列关系:Un=K (K为要求在标准电位差计中增加工作电流的倍数)，相

应增加标准电位差计的电源K倍，调节标准电位差计的工作电流，使指零仪重新达到

平衡。此时标准电位差计的测量上限已增大了K倍。

    若要减小标准电位差计的工作电流，前后两次示值的实际值应有下列关系 UN =

K叽 (K为要求在标准电位差计中减小工作电流的倍数)，其他操作步骤相仿。

    若为了提高线路灵敏度，在被检电位差计与标准电位差计中提高同一倍数的工作电

流，则它们的操作步骤跟不改变工作电流的情况相同。

A.5 用标准电阻检定量程系数比的方法

    接线方法如图A.8所示:RI, R2, R。为loon, ion, 1。的标准电阻，被检电位差

计在x1量程下用标准电池对好工作电流，然后测量电阻R，上的电压 U,，此时辅助回

路应调到U，的电压正好与被检电位差计x1量程的第I测量盘第10点电压相平衡 (或

第10点示值的尾数略为多几个示值)。再在x 0.1量程下用同一标准电池对好电位差计

的工作电流，测量电阻 R，上的电压 Uz，则x 0.1量程的量程系数比的实际值为:

      U,   R,
M 二一;:一x=

      Uz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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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在调节图A.8回路时使 U� U2的前三位示值相同，标准电阻回路工作电流稳

定性应满足被检电位差计允许基本误差的1/10，式中 U� U:不必引人小数点。对

x 0.01量程系数也同样测之。

};
凡
一
一叭

3

通
-姚

被检 电位差计

                          图A.8 用标准电阻检定量程系数比线路图

    如果为了提高线路灵敏度，在此方法中允许采用2一3个标准电池校对工作电流。

A.6 用数字电压表检定电位差计的方法

    见图A.9电位差计的检定线路图。

                      图A.9 数字电压表检定电位差计线路图

当M开关转向N时，E、回路接通调节工作电流，使数字电压表示值为1.01860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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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A.10 数字电压表检定具有内附指零仪电位差计线路图

              图A.9、图A.10中:B一电压端钮;G-指零仪端;Ex-测量端钮;En一标准端钮;

              Ex一数字电压表测量端钮;M一开关(一般借助电位差计的“标准一未知”开关)

然后把M开关转向X, E、回路接通，电位差计的各顺次放出自零到终端位置的各示值

一一测量，从而求出被检电位差计测量盘的修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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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检定证书及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B.1 检定证书内页格式

检 定 结 果

全检量程:x 修正值/PV
指示数 I盘 n盘 lu盘 N盘 V盘 H盘 W盘

一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量程系数比:

    其他量程
’”二荃I -R#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温度 ℃ 相对湿度 %

21

注 :下次送检时必须带此检定证 书

B.2 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要求同上，指明不合格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