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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標準係依據 2016 年發行之第 1.1 版 ISO/IEC 62053-21，不變更技術內容，修訂成為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者。  

本標準係依標準法之規定，經國家標準審查委員會審定，由主管機關公布之中華民國

國家標準。  

依標準法第四條之規定，國家標準採自願性方式實施。但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引

用全部或部分內容為法規者，從其規定。  

本標準並未建議所有安全事項，使用本標準前應適當建立相關維護安全與健康作業，

並且遵守相關法規之規定。  

本標準之部分內容，可能涉及專利權、商標權與著作權，主管機關及標準專責機關不

負責任何或所有此類專利權、商標權與著作權之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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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適用範圍  

本標準僅適用於精度等級為 1 及 2 新製造的靜態瓦時計，用於測量 50 Hz 或 60Hz

電路中的交流電有效電力，並且僅適用於其型式試驗。  

 

本標準僅適用於室內及室外使用的靜態瓦時計，包括安裝在靜態瓦時計外殼中的測

量元件和紀錄器。亦適用於操作指示器和測試輸出。如果靜態瓦時計具有多種形式

電能的測量元件 (多電能靜態瓦時計 )，或者當其他功能元件諸如最大需量指示器、

電子資費紀錄器、時間開關、漣波控制接收器、數據通信介面等被安裝在靜態瓦時

計外殼中，則此等元件之相關標準亦適用。  

 

本標準不適用於：  

―  瓦時計之連接端子兩端的電壓超過 600 V (多相系統用瓦時計之線對線電壓 )；  

―  可攜式瓦時計；  

―  靜態瓦時計紀錄器之數據介面；  

―  基準靜態瓦時計。  

安全性規定參見 IEC 62052-31:2015 

關於驗收試驗參見 IEC 62058-11:2008 及 IEC 62058-31:2008 

可靠性規定參見 IEC 62059 系列的標準。  

 

2.  引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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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標準因本標準所引用，成為本標準之一部分。有加註年分者，適用該年分之版

次，不適用於其後之修訂版 (包括補充增修 )。無加註年分者，適用該最新版 (包括

補充增修 )。  

 

IEC 62052-11:2003 Electr ici ty meter ing equipment (AC) −  General  requirements.  

tests  and  test  condit ions −  Par t  11 :  Meter ing equipment  

Amendment 1  (2016)  

IEC 62052-31:2015 Electr ici ty meter ing equipment (AC) −  General  requirements,  

tests  and  test  c017dit io17s −  Par t  31.  Product  safety 

requirements and tests  

IEC 62053-61:1998 Electr ici ty meter ing equipment (a .c . )  −  Par t icular  

requirements −  Par t  61:  Power consumption and voltage 

requirements  

 

 

3.  用語及定義  

IEC 62052-11 之用語及定義適用於本標準。  

 

4.  標準電氣值   

IEC 62052-11 所示的值適用。  

 

5.  機械性能要求  

I  EC 62052-11 之要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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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氣候條件  

I  EC 62052-11 所示之條件適用。  

 

 

7.  電氣性能要求  

除 IEC 62052-11 中之電氣要求外，靜態瓦時計應符合下列要求。  

 

7.1  功率消耗  

電壓電路及電流電路中的功率消耗應依 8.5 所示的參考條件下之任何合適的方法

測定。功率消耗測量的總體最大誤差不應超過 5 %。  

 

7.1.1  電壓電路   

在參考電壓、參考溫度及參考頻率下，靜態瓦時計每個電壓電路的有效及視在功

率消耗不應超過表 1 所示的值。  

 

 

表 1 單相及多相靜態瓦時計之電壓電路的功率消耗及電源  

靜態瓦時計  連接到電壓電路之電源  未連接到電壓電路之電源  

電壓電路  2W 及 10 VA 0.5  VA 

輔助電源  —  10  VA 

備考 1.  為了使電壓互感器 (比壓器 )與靜態瓦時計相匹配，靜態瓦時計製造商應

 說明負載是電感性或是電容性 (僅適用於變壓器操作之靜態瓦時計 )  

備考 2.  上述數值為平均值。允許切換功率峰值超過這些規定值的電源，但應

 確保相關電壓互感器有足夠的額定值。  

備考 3.  對於多功能靜態瓦時計，參見 IEC 620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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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2  電流電路  

在基本電流、基準頻率和基準溫度下，直接連接靜態瓦時計的每個電流電路所測

得的視在功率不應超過表 2 中所示的值。  

 

靜態瓦時計在基準溫度和基準頻率下，其電流值等於相應變壓器的額定二次電流

時，經由電流互感器 (比流器 )連接靜態瓦時計的每個電流電路測得的視在功率不

應超過表 2 所示的值。  

 

 

表 2 電流電路之功率消耗  

靜態瓦時計  
靜態瓦時計等級  

1  2  

單相及多相  4 .0  VA 2.5  VA 

備考 1.  額定二次電流是電流互感器上顯示的二次電流值，變壓器的性能基於此

 值。最大二次電流的標準值是額定二次電流的 120 %、150  %及 200  %。 

備考 2.  為了使電流互感器與靜態瓦時計相匹配，靜態瓦時計製造商應指明負載

 是電感性還是電容性 (僅對於變壓器操作的靜態瓦時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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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短時過電流的影響  

短時過電流不應損壞靜態瓦時計。靜態瓦時計在恢復到初始工作狀態時應能正常

工作，且誤差的變化不應超過表 3 所示的值。  

 

試驗電路實際上應為非電感性電路，並且對多相靜態瓦時計應逐相進行試驗。  

在施加短時過電流並保持在端子處的電壓之後，在電壓電路通電中 (約 1 小時 )，應

允許靜態瓦時計返回初始溫度。  

 

(a)  直接連接的靜態瓦時計  

在額定頻率下，靜態瓦時計應能承受 30 Im a x 最大短時過流半個週期，相對容

許差為 + 0 %至 −10 %。  

 

(b)  經由電流互感器 (比流器 )連接的靜態瓦時計  

    

靜態瓦時計應能夠承載等於 20 I m a x 的電流 0.5 S，相對容許差為 +0 %至 −10 %。  

 

備考：  此要求不適用於在電流電路中具有接觸器的靜態瓦時計。對於此種情況，

請參閱適當的標準。  

 

表 3 由於短時過電流引起的變化  

靜態瓦時計用於  電流值  功率因數  
靜態瓦時計等級的百分比誤差變化的限制值  

1  2  

直接連接  I b  1  1 .5  1 .5  

經由電流互感器

(比流器 )連接  
I n  1  0 .5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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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涵蓋計量方面的現有要求和試驗外， IEC 62052-31:2015,  6 .9 .8 中規定的安全

相關要求以及 6.10.5 和 6.10.6 中規定的試驗也適用。  

 

7.3  自熱的影響  

由於自熱引起的誤差變化不應超過表 4 中所示的值。  

 

表 4 由於自熱而變化  

電流值  功率因數  

靜態瓦時計等級的百分比誤差變化的

限制值  

1  2  

Im a x  
1  0 .7  1 .0  

0 .5 電感性  1 .0  1 .5  

    

 

試驗應依如下方式進行：電壓電路在基準電壓下且電流電路中沒有任何電流對 1

級通電至少 2 小時及對 2 級通電至少 1 小時後，應於電流電路施加最大電流。靜

態瓦時計誤差應在施加電流後立即以單位功率因數測量，然後以足夠短的時間間

隔測量，以便能夠正確繪製作為時間函數的誤差變化曲線。試驗應至少進行 1 小

時，並且無論如何直到 20 分鐘內誤差的變化不超過 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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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應在 0.5  (電感性 )功率因數下進行相同的試驗。  

 

試驗電纜應符合 IEC 62052-31:2015,4.3 .2 .11 之規定。  

 

7.4  交流電壓試驗  

IEC 62052-31:2015,  6 .10.4.3 .4 適用。  

 

 

8. 準確度要求  

IEC 62052-11 規定的試驗及試驗條件適用。  

 

8.1  由於電流變化引起的誤差限制值  

當靜態瓦時計在 8.5 中規定的基準條件時。百分比誤差不得超過表 6 和表 7 中所

示的相關準確度等級的限制值。  

 

如果靜態瓦時計設計用於雙向電能測量。表 6 和表 7 中的值適用於每個方向。  

 

表 6 百分比誤差限制值  

(單相靜態瓦時計和具有平衡負載的多相靜態瓦時計 )  

電流值 

功率因數 

靜態瓦時計等級之百分比誤差的限制值 

用於直接連接之

靜態瓦時計 

用於變壓器操作之

靜態瓦時計 
1 2 

0.05 Ib≦I < 0.1 Ib 0.02 In≦I < 0.05 In 1 ±1.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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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Ib≦I ≦Imax 0.05 In≦I ≦ Imax 1 ±1.0 ±2.0 

0.1 Ib≦I < 0.2 Ib 0.05 In≦I < 0.1 In 
0.5電感性 

0.8電容性 

±1.5 

±1.5 

±2.5 

— 

0.2 Ib≦I ≦Imax 0.1 In≦I ≦ Imax 
0.5電感性 

0.8電容性 

±1.0 

±1.0 
±2.0 

當用戶特別要求時： 

從 

 

0.25 電感性 

0.5電容性 

 

±3.5 

±2.5 

 

— 

— 0.2 Ib≦I ≦ Ib 0.1 In≦I ≦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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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百分比誤差限制值  

(多相靜態瓦時計承載單相負載，但具有施加於電壓電路的平衡多相電壓 )  

電流值 

功率因數 

靜態瓦時計等級之百分比誤差的限制值 

用於直接連接之

靜態瓦時計 

用於變壓器操作之

靜態瓦時計 
1 2 

0.1 Ib≦I ≦Imax 0.05 In≦I ≦ Imax 1 ±2.0 ±3.0 

0.2 Ib≦I ≦Imax 0.1 In≦I ≦ Imax 0.5電感性 ±2.0 ±3.0 

 

 

當靜態瓦時計承載單相負載與平衡多相負載，對於直接連接靜態瓦時計在基本電流

Ib 及單位功率因數時、另對於變壓器操作靜態瓦時計在額定電流 ln 和單位功率因數

時，其 1 級和 2 級的靜態瓦時計之百分比誤差的差值分別不超過 1.5 %和 2.5 %。  

 

備考：在測試是否符合表 7 時，應按順序將試驗電流施加於每個測量元件。  

 

8.2  由影響量引起的誤差限制值  

如 8.5 中所示的影響量相對於基準條件的變化引起的額外百分比誤差不應超過表 8

中所示的相關精度等級的限制值。  

 

表 8 影響量  

影響量 

電流值(平衡的，除非另有規定) 

功率因數 

靜態瓦時計等級之平均溫度

係數%/K 

用於直接連接的

靜態瓦時計 

用於變壓器操

作的靜態瓦時

計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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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圍溫度變化(9) 

0.1 Ib≦I ≦Imax 

0.2 Ib≦I ≦Imax 

0.05 In≦I 

≦Imax 

1 

0.5電感性 

0.05 

0.07 

0.10 

0.15 

0.2 Ib≦I ≦Imax 
0.1 In≦I ≦ 

Imax 
0.5電感性 0.07 0.15 

    

靜態瓦時計等級的百分比誤

差變化的限制值 

1 2 

電壓變化 

±10 %
(1) (8) 

0.05 Ib≦I ≦Imax 

0.1 Ib≦I ≦Imax 

0.02 In≦I 

≦Imax 

0.05 In≦I 

≦Imax 

1 

0.5電感性 

0.7 

1.0 

1.0 

1.5 

頻率變動±2 %
(8)

 
0.05 Ib≦I ≦Imax 

0.1 Ib≦I ≦Imax 

0.02 In≦I 

≦Imax 

0.05 In≦I 

≦Imax 

1 

0.5電感性 

0.5 

0.7 

0.8 

1.0 

反相序列 0.1 Ib 0.1 In 1 1.5 1.5 

電壓不平衡(3) 
Ib In 1 2.0 4.0 

電流及電壓電路

中的諧波分量(5) 0.5 Imax 0.5 Imax 1 0.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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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影響量 (續 )  

影響量 

電流值(平衡的，除非另有規定) 

功率因數 

靜態瓦時計等級的百分比

誤差變化的限制值靜態瓦

時計等級之平均溫度係數

%/K 

用於直接連接的

靜態瓦時計 

用於變壓器操

作的靜態瓦時

計 

1 2 

交流電流電路中的直流和偶

次諧波(4) 
(2) 

— 1 3.0 6.0 

交流電流電路中的奇次諧波
(5) 0.5 Ib

(2) 
0.5 In 

(2)
 1 3.0 6.0 

交流電流電路中的次諧波(5) 
0.5 Ib

(2) 
0.5 In

(2)
 1 3.0 6.0 

外部原點的連續磁感應(5) 
Ib In 1 2.0 3.0 

外部原點磁感應 0.5 mT
(6) 

Ib In 1 2.0 3.0 

電磁射頻場 Ib In 1 2.0 3.0 

配件的操作(7) 
0.05 Ib 0.05 In 1 0.5 1.0 

由射頻場引起的傳導干擾 Ib In 1 2.0 3.0 

快速瞬態叢發(burst) Ib In 1 4.0 6.0 

阻尼振盪波抗擾性(10)
 

(immunity)
 — In 1 2.0 3.0 

(1) 對於−20 %至−10 %及+10 %至+15 %的電壓範圍，百分比誤差的變化限制值是表中所示值的 3倍。 

低於 0.8 Un時，靜態瓦時計的誤差可能在+1 0 %及−100 %之間變化。 

 

(2) 電壓的失真因數應小於 1 %。試驗條件見 8.2.2 及 8.2.3。 

 

(3)具有三個測量元件的多相靜態瓦時計應在本表所示百分比誤差變化限制值內測量和記錄下列相位是否

中斷： 

— 在三相四線電路中的一相或兩相; 

— 在三相三線電路中(如果靜態瓦時計是為此服務設計的)三相中的一相。 

僅包括相位中斷，不包括例如變壓器熔絲失效等情況。 

 

(4)此試驗不適用於變壓器操作靜態瓦時計。試驗條件在 A.1中規定。 

(5)試驗條件在 8.2.1 至 8.2.4 中規定。 

 

(6)由與施加到靜態瓦時計的電壓頻率相同的電流產生的 0.5 mT 的外部磁感應，並且在最不利的相位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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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條件下，不應導致靜態瓦時計百分比誤差的變化超過本表中所示的值。 

將靜態瓦時計置於圓形線圈的中心來獲得磁感應。圓形線圈平均直徑為 1 m，為方形截面和相對於直徑的

徑向厚度小，並且具有 400 At。 

 

(7)當此種配件封閉在靜態瓦時計箱體中時，間歇地通電，例如多費率紀錄器的電磁鐵。 

與輔助設備的連接宜加以標示正確的連接方法。若此種連接是以插頭和插座施行，則其應為不可逆的。 

然而，若無這些標記或不可逆連接，如果靜態瓦時計以最不利的狀態連接加以試驗，則誤差的變化不應超

過本表中所示的誤差。 

 

(8)電壓變化和頻率變化的推薦測試點，在直接連接靜態瓦時計為 Ib，在變壓器操作靜態瓦時計為 In。 

 

(9)平均溫度係數應對整個操作範圍測定。操作溫度範圍應細分割為 20 K廣範圍(wide range)。然後，應於

此範圍測定平均溫度係數，於該範圍中間值之 10 K以上和 10 K以下測量。在試驗期間，溫度不得超出規

定的操作溫度範圍。 

 

(10)本試驗僅適用於變壓器操作的靜態瓦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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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影響量引起的變異試驗應在其基準條件下之所有其他影響量獨立施行 (見表 11)。  

 

8.2.1  存在諧波時的精度試驗  

試驗條件：  

 

—  基頻電流： I 1  = 0.5 I m a x  

—  基頻電壓：U1  = U n  

—  基頻功率因數： 1 

—  第 5 次諧波電壓的含量：U5  =10 % U n  

—  第 5 次諧波電流的含量： I 5  =基波電流的 40 % 

—  諧波功率因數： 1 

—  在正過零點時，基波和諧波電壓同相。  

 

由於第 5 次諧波產生的諧波功率為 P 5  = 0 .1  U 1× 0.4 I 1  = 0 .04 P 1 或總有效功率 = 

1.04 P 1  (基波 +諧波 )。  

 

8.2.2  奇次諧波和次諧波之影響的試驗  

奇次諧波和次諧波影響的試驗應使用圖 A.4 所示的電路或其他能夠產生所需波

形的設備，以及如圖 A.5 和圖 A.7 所示的電流波形。  

 

當靜態瓦時計承受圖 A.5 和圖 A.7 中所示的試驗波形時以及當其承受基準波形

時，百分比誤差的變化不應超過表 8 中所示的變化極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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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考：圖中所示僅為 50 Hz 的值。對於其他頻率，該值必須相應調整。  

 

8.2.3  直流及偶次諧波之影響的試驗  

 

直流及偶次諧波影響的試驗應使用圖 A.1 所示的電路或其他能夠產生所需波形

的設備進行，電流波形如圖 A.2 所示。  

 

當靜態瓦時計承受圖 A.2 所示的試驗波形及承受基準波形時，百分比誤差的變化

不應超過表 8 所示的變化極限值。  

 

備考：圖中所示僅為 50 Hz 的值。對於其他頻率，該值必須相應調整。  

 

8.2.4  外部原點的連續磁感應  

連續磁感應可由使用依據附錄 B 的電磁鐵獲得，以直流電流激磁。當安裝如正

常使用時，該磁場應施加於靜態瓦時計的所有可觸及表面上。施加的電動勢值應

為 1,000 At  (安培—轉 )。  

 

8.3  啟動及無負載狀態的試驗  

對於此種試驗，影響量的條件及數值應如 8.5 所示，但下列規定的任何改變除外。 

 

8.3.1  靜態瓦時計的初始啟動  

將基準電壓施加於靜態瓦時計端子後，靜態瓦時計應在 5 s 內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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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無負載狀態之試驗  

當在電流電路中無電流流動的情況下施加電壓時，靜態瓦時計的試驗輸出不應產

生多於一個脈衝。  

 

對於本試驗，電流電路應為開路，並且應將 115  %的基準電壓施加於電壓電路。 

最小試驗週期 應為  

 

 [min]對於 1 級靜態瓦時計  

 [min]對於 2 級靜態瓦時計  

 

其中，  k ：每千瓦時靜態瓦時計輸出設備發出的脈衝數 ( imp/kW.h)；  

 M ：是測量元件的數量；  

 Un  ：是以 V 為單位的基準電壓；  

 Im a x  ：是以 A 為單位的最大電流。  

 

對於具有主級 (pr imary)或半級 (half-pr imary)紀錄器的變壓器操作靜態瓦時計，常

數 k 應對應於次級值 (電壓及電流 )。  

 

8.3.3  啟動  

靜態瓦時計應以啟動電流值啟動並繼續記錄 (若為多相靜態瓦時計，則負載平

衡 )，如表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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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靜態瓦時計設計用於雙向的電能量測，則本試驗應在每個方向施加流動的電能。 

 

 

表 9 啟動電流  

靜態瓦時計用於  
靜態瓦時計等級  

功率因數  

1  2  

直接連接   0 .004 I b  0 .005 I b  1  

經由比流器連接  0 .002 I n  0 .003 I n  1  

 

 

8 .4  靜態瓦時計常數  

試驗輸出與顯示器中的顯示值之間的關係應符合銘牌上的標示。  

 

8.5  精度試驗條件  

為了測試精度要求，應保持下列試驗條件：  

 

(a)  靜態瓦時計應在蓋子就位的情況下進行試驗；所有需接地的部件應接地；  

(b)  在進行任何試驗之前，電路應通電足夠的時間以達到熱穩定性；  

(c)  此外，對於多相靜態瓦時計：  

—  相序應如連接圖所示；  

—  電壓和電流應基本平衡 (見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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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電壓和電流平衡  

多相靜態瓦時計 
靜態瓦時計等級 

1 2 

相與中性極之間以及任何兩相之間的每個電壓不應與平均相

應電壓相差大於 
士 1 % 士 1 % 

導體中的每個電流與平均電流相差不大於 士 2 % 士 2 % 

無論相位角為何，此等電流中每個電流的相位移與相應的相

(phase)對中性極電壓相比，相互之間的相位差不應超過 
2 ﾟ  2 ﾟ  

 

 

(d) 基準條件見表 11；  

(e)  有關試驗站的要求，參見 IEC 60736。  

 

 

表 11 基準條件  

影響量 基準值 
靜態瓦時計等級的允許公差 

1 2 

周圍溫度 
基準溫度，或在無基準溫度的情

況下，23 ℃(1)
 

±2 ℃ ±2 ℃ 

電壓 基準電壓 ±1.0 % ±1.0 % 

頻率 基準頻率 ±0.3 % ±0.5 % 

相序 L1 – L2 – L3 — — 

電壓不平衡 所有相(phases)連接 — — 

波形 

(直流及偶次諧波、奇次諧波及次諧

波) 

正弦電壓及電流 

失真因數小於： 

2 % 3 % 

外部原點的連續磁感應 等於零 — — 

在基準頻率下對外部原點的磁感應 磁感應等於零 

感應值所導致誤差變化不大於： 

士 0.2 % 士 0.3 % 

但在任何情況下都應小於 0.05 mT
2) 

電磁射頻場，30 kHz to 2 GHz 等於零 <1 V/m <1 V/m 

配件的操作 無配件的操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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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射頻場引起的傳導干擾，150 kHz

至 80 MHz 
等於零 <1 V <1 V 

註(1)
 如果試驗是在基準溫度以外的溫度下進行，包括允許公差，應使用適當的靜態瓦時計溫度係數

 來校正結果。 

   
(2)

 試驗包括： 

(a) 對於單相靜態瓦時計，首先將通常連接到電源的靜態瓦時計測定誤差，然後轉換連接到電流電路以及電

壓電路之後測定誤差。兩個誤差間差異的一半是誤差的變化值。由於外部場地的未知相位，試驗應分別

在 0.1 Ib及 0.05 In處於單位功率因數和分別在 0.2 Ib及 0.1 In處於 0.5功率因數施行； 

 
(b) 對於三相靜態瓦時計，分別在 0.1 Ib及 0.05 In處於單位功率因數施行三次量測，在每次測量之後，與電

流電路及電壓電路的連接改變超過 120 ﾟ而相序不改變。每個由此測定的誤差與平均值之間的最大差異是

誤差變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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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試驗結果說明  

由於測量的不確定性及能夠影響測量的其他參數，某些測試結果可能超出表

6 和表 7 中所示的限制值。然而，如果零線的一個位移與其自身平行不超過

表 12 中所示的限制值，所有測試結果都在表 6 和表 7 所示的範圍內，則應

認定該靜態瓦時計的型式 ( type)是可接受的。  

 

表 12 試驗結果的說明  

 
靜態瓦時計之等級  

1  2  

允許的零線位移 (%) 0.5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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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規定 )  

直流、偶次諧波、奇次諧波和次諧波的試驗電路圖  

 

備考：圖 A.2，A.3 及 A.5 至 A.8 中所示的值僅適用於 50 Hz。對於其他頻率，該

值必須相應調整。  

 

A.1 半波整流 (直流和偶次諧波 )  

 

 

貼圖 A.1 

 

備考 1.平衡阻抗應等於被測設備 (EUT)的阻抗，以確保測量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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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考 2.平衡阻抗最方便地是與 EUT 相同型式的靜態瓦時計。  

 

備考 3.整流二極體可以是相同類型的。  

 

備考 4.為了改善平衡條件，可以在兩線路中導入附加的電阻器 RB。其電阻值應

為 EUT 值的大約 10 倍。  

 

 

圖 A.1 半波整流的試驗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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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

圖 A.2  

圖 A.2 半波整流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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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圖 A.3  

圖 A.3 半波諧波含量的參考分布 (傅里葉分析未完成 )  

 

A.2 相位發射控制 (奇次諧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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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圖 A.4 

 

備考：基準靜態瓦時計應測量存在諧波時的總有效電能 (基波 +諧波 )  

 

圖 A.4 試驗電路圖 (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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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圖 A.5 

圖 A.5 相位發射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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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圖 A.6 

圖 A.6 相位發射波形的諧波含量的參考分布 (傅里葉分析未完成 )  

 

A.3 叢發控制 (Burst control) (次諧波 )  

試驗電路圖，見圖 A.4。  

 

測試波形： 2 個週期 0ff 的 2 個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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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圖 A.7 

圖 A.7 叢發發射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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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圖 A.8 

圖 A.8 諧波的參考分布 (傅里葉分析未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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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規定 )  

用於測試外部產生的磁場影響的電磁鐵  

 

比例 1:1 (所有尺寸均以 mm 為單位 )  

 

 

貼圖 B.1 

繞阻範例： 500 匝 Ø  0.6  mm/0.28 mm
2

 

或  

1  000 匝  Ø  0 ,4  mm/0.126 mm
2
 

 

鐵心疊片： 1.0 W/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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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1 用於測試外部產生的磁場影響的電磁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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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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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適用範圍  

本標準僅適用於精度等級為 0.2 S 及 0.5 S 新製造的靜態瓦時計，用於測量 50 Hz

或 60 Hz 電路中的交流電有效電力，並且僅適用於其型式試驗。  

 

本標準僅適用於室內用變壓器操作的靜態瓦時計，包括測量元件及封裝在靜態瓦時

計外殼中的紀錄器。亦適用於操作指示器和試驗輸出。如果靜態瓦時計具有多種形

式電能的測量元件 (多電能靜態瓦時計 )，或者當其他功能元件諸如最大需量指示

器、電子資費紀錄器、時間開關、漣波控制接收器、數據通信介面等被安裝在靜態

瓦時計外殼中，則此等元件之相關標準亦適用。  

 

備考：  IEC 60044-1 描述了測量範圍為 0.01 l n 至 1.2 l n 或 0.05 l n 至 1.5 l n，或 0.05 I n

至 2 l n 的變壓器；以及測量範圍為 0.01 l n 至 1.2 l n 的變壓器，用於精度等

級  0 .2  S 和 0.5 S。由於靜態瓦時計及其相關變壓器的測量範圍必須匹配，

並且只有 0.2 S 和 0.5 S 等級的變壓器具有操作本標準靜態瓦時計所需的精

度，因此靜態瓦時計的測量範圍為 0.01 ln 至 1.2  ln。  

 

本標準不適用於：  

―  瓦時計之連接端子兩端的電壓超過 600 V (多相系統用瓦時計之線對線電壓 )；  

―  可攜式瓦時計及室外用靜態瓦時計；  

―  靜態瓦時計紀錄器之數據介面；  

 

―  基準靜態瓦時計。  

 

可靠性規定參見 IEC 62059 系列的標準。  

安全性規定參見 IEC 62052-3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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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驗收試驗參見 IEC 62058-11:2008 及 IEC 62058-31:2008 

 

 

2.  引用標準  

下列標準因本標準所引用，成為本標準之一部分。有加註年分者，適用該年分之版

次，不適用於其後之修訂版 (包括補充增修 )。無加註年分者，適用該最新版 (包括

補充增修 )。  

IEC 60044-1:1996 Instrument transformers −  Par t  1 :  Current  t ransformers  

IEC 62052 − 11:2003  Electr ici ty meter ing equipment (AC) −  General  requirements,  

tests  and test  condit ions -  Par t  11:  Meter ing equipment  

Amendment 1  (2016)  

IEC 62052-31 :2015  Electr ici ty meter ing equipment (AC) −  General  requirements,  

tests  and  test  condit ions −  Par t  31:  Product  safety 

requirements and tests  

IEC 62053-61:1998 Electr ici ty meter ing equipment (a  .c . )  −  Par t icular  

requirements −  Par t  61:  

Power consumption and voltage requiremen ts 

3.  用語及定義  

IEC 62052-11 之用語及定義適用於本標準。  

 

4 .  標準電氣值   

IEC 62052-11 所示的值適用。  

 

 

5 .  機械性能要求  

I  EC 62052-11 之要求適用。  

 

6 .  氣候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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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C 62052-11 所示之條件適用。  

 

7 .  電氣性能要求  

除 IEC 62052-11 之電氣要求外，靜態瓦時計應符合下列要求。  

 

7 .1  功率消耗  

電壓電路及電流電路中的功率消耗應依 8.5 所示的參考條件下之任何合適的方法

測定。功率消耗測量的總體最大誤差不應超過 5 %。  

 

在參考溫度及參考頻率下，靜態瓦時計每個電壓電路在參考電壓下及每個電流電

路在額定電流下測得有效及視在功率消耗，不應超過表 1 所示的值。  

 

表 1 功率消耗包括電源  

 連接到電壓電路之電源  未連接到電壓電路之電源  

電壓電路  2  W 及 10 VA 0.5  VA 

電流電路  1  VA 1 VA 

輔助電源  -  10  VA 

備考 1.  為了使電壓互感器 (比壓器 )及電流互感器 (比流器 )與靜態瓦時計相匹

 配，靜態瓦時計製造商應說明負載是電感性或是電容性。  

備考 2.  上述數值為平均值。允許切換功率峰值超過這些規定值的電源，但應

 確保相關電壓互感器有足夠的額定值。  

備考 3.  對於多功能靜態瓦時計，參見 IEC 620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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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短時過電流的影響  

短時過電流不應損壞靜態瓦時計。靜態瓦時計在恢復到初始工作狀態時應能正常

工作，且在額定電流及單位功率因數時之誤差的變化不應超過 0.05 %。  

 

試驗電路實際上應為非電感性電路，並且對多相靜態瓦時計應逐相進行試驗。  

在施加短時過電流並保持在端子處的電壓之後，在電壓電路通電中 (約 1 小時 )，應  

 

允許靜態瓦時計返回初始溫度。  

靜態瓦時計應能夠承載等於 20 I m a x 的電流 0.5 s，相對容許差為 + 0 %至 −10 %。  

 

7 .3  自熱的影響  

由於自熱引起的誤差變化不應超過表 2 中所示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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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由於自熱而變化  

電流值  功率因數  

靜態瓦時計等級的百分比誤差變化的

限制值  

0 .2  S 0 .5  S 

Im a x  
1  0 .1  0 .2  

0 .5 電感性  0 .1  0 .2  

 

 

試驗應依如下方式進行：電壓電路在基準電壓下且電流電路中沒有任何電流通電

至少 2 小時後，應於電流電路施加最大電流。靜態瓦時計誤差應在施加電流後立

即以單位功率因數測量，然後以足夠短的時間間隔測量，以便能夠正確繪製作為

時間函數的誤差變化曲線。試驗應至少進行 1 小時，並且無論如何直到 20 分鐘內

誤差的變化不超過 0.05 %。  

 

然後應在 0.5  (電感性 )功率因數下進行相同的試驗。  

 

試驗電纜應符合 IEC 62052-31:2015,4.3 .2 .11 之規定。  

 

7.4  交流電壓試驗  

IEC 62052-3:2015,  6 .10.4 .3 .4 適用。  

 

 

8.  準確度要求  

IEC 62052-11 規定的試驗及試驗條件適用。  

 

8 .1  由於電流變化引起的誤差限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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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靜態瓦時計在 8.5 規定的參考條件時。百分比誤差不得超過表 4 及表 5 中所示

的相關準確度等級的限制值。  

如果靜態瓦時計設計用於雙向電能測量。表 4 和表 5 中的值適用於每個方向。  

 

 

表 4 百分比誤差限制值  

(單相靜態瓦時計和具有平衡負載的多相靜態瓦時計 )  

電流值 功率因數 
靜態瓦時計等級的百分比誤差的限制值 

0..2 S 0.5S 

0.01 In≦ I < 0.05 In 1 ±0.4 ±1.0 

0.05 In≦ I ≦ Imax 1 ±0.2 ±0.5 

0.02 In≦ I < 0.1 In 
0.5電感性 

0.8電容性 

±0.5 

±0.5 

±1.0 

±1.0 

0.1 In≦ I ≦ Imax 
0.5電感性 

0.8電容性 

±0.3 

±0.3 

±0.6 

±0.6 

當用戶特別要求時：從 

0.1 In≦ I ≦ Imax 

0.25 電感性 

0.5電容性 

±0.5 

±0.5 

±1.0 

±1.0 

 

 

表 5 百分比誤差限制值  

(多相靜態瓦時計承載單相負載，但具有施加於電壓電路的平衡多相電壓 )  

電流值  功率因數  靜態瓦時計等級的百分比誤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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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值  

0.2  S  0.5  S  

0 .05 I n≦ I  ≦  I m a x  1  ±0.3  ±0.6  

0 .1  I n≦ I  ≦  Im a x  0 .5 電感性  ±0.4  ±1.0 

 

 

靜態瓦時計承載單相負載與承載平衡多相負載在額定電流 I n 及單位功率因數時，

其的百分比誤差的差值，對於 0.2 S 級和 0.5 S 級的靜態瓦時計分別不超過 0.4 %

和 1.0 %。  

備考：在測試是否符合表 5 時，應按順序將試驗電流施加於每個測量元件。  

 

8.2  由影響量引起的誤差限制值  

如 8.5 中所示的影響量相對於基準條件的變化引起的額外百分比誤差不應超過表 8

中所示的相關精度等級的限制值。  

 

表 6 影響量  

影響量 
電流值(平衡的，

除非另有規定) 
功率因數 

靜態瓦時計等級之平均溫度係數%/K 
0.2 S 0.5 S 

周圍溫度變化(9) 0.05 In≦I ≦Imax 

0.1 In≦ I ≦ Imax 
1 

0.5電感性 
0.01 

0.02 

0.03 

0.05 

   

靜態瓦時計等級的百分比誤差變化的限制

值 

0.2 S 0.5 S 

電壓變化±10 %
(1)( 8) 0.05 In≦ I ≦Imax 

0.1 In≦ I ≦Imax 

1 

0.5電感性 
0.1 

0.2 

0.2 

0.4 

頻率變動±2 % 
(8)

 
0.05 In≦ I ≦Imax 

0.1 In≦ I ≦Imax 

1 

0.5電感性 
0.1 

0.1 

0.2 

0.2 

反相序列 0.1 In 1 0.05 0.1 

電壓不平衡(3) 
In 1 0.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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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電壓±15% (4) 
0.01 In 1 0.05 0.1 

電流電路及電壓電路中的

諧波分量(5) 0.5 Imax 1 0.4 0.5 

交流電流電路中的次諧波(5) 
0.5 In

(2)
 1 0.6 1.5 

外部原點的連續磁感應(5) 
In 1 2.0 2.0 

外部磁感應0.5 mT
(6) 

In 1 0.5 1.0 

電磁射頻場 In 1 1.0 2.0 

配件的操作(7) 
0.01 In 1 0.05 0.1 

由射頻場引起的傳導干擾 In 1 1.0 2.0 

快速瞬態叢發(burst) In 1 1.0 2.0 

阻尼振盪波抗擾性

(immunity)
 In 1 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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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影響量 (續 )  

影響量 
電流值(平衡的，

除非另有規定) 
功率因數 

靜態瓦時計等級之平均溫度係數%/K 
0.2 S 0.5 S 

註(1)
 對於−20 %至−10 %及+ 10 %至+15 %的電壓範圍，百分比誤差的變化限制值是表中所示值的3倍。 

 低於0.8 Un時，靜態瓦時計的誤差可能在+ 1 0 %及−100 %之間變化。 
(2)

 電壓的失真因數應小於1 %。試驗條件見8.2.2。 
(3)

 具有三個測量元件的多相靜態瓦時計應在本表所示百分比誤差變化限制值內測量和記錄下列相位

 是否中斷： 

— 三相四線電路中的一相或兩相； 

— 在三相三線電路中(如果靜態瓦時計是為此服務設計的)三相中的一相。 

僅包括相位中斷，不包括例如變壓器熔絲失效等情況。 
(4)

 僅在輔助電源未內部連接到電壓量測電路時才適用。 
(5)

 試驗條件在8.2.1至8.2.3中規定。 
(6)

 由與施加到靜態瓦時計的電壓頻率相同的電流產生的0.5 mT的外部磁感應，並且在最不利的相位

 和方向條件下，不應導致靜態瓦時計百分比誤差的變化超過本表中所示的值。 

 將靜態瓦時計置於圓形線圈的中心以獲得磁感應。圓形線圈平均直徑為1 m，為方形截面和相對於

 直徑的徑向厚度小，並且具有400 At。 
(7)

 當此種配件封閉在靜態瓦時計箱體中時，間歇地通電，例如多費率紀錄器的電磁鐵。 

 與輔助設備的連接宜加以標示正確的連接方法。若此種連接是以插頭和插座施行，則其應為不可逆

 的。 

 然而，若無這些標記或不可逆連接，如果靜態瓦時計以最不利的狀態連接加以試驗，則誤差的變化

 不應超過本表中所示的誤差。 
(8)

 電壓變化和頻率變化的建議測試點為In。 
(9)

 平均溫度係數應根據整個工作範圍測定。工作溫度範圍應細分割為20 K廣範圍(wide range)。然後，

 應於此範圍測定平均溫度係數，於該範圍中間值之10 K以上和10 K以下測量。在試驗期間，溫度

 不得超出規定的工作溫度範圍。 

 

由影響量引起的變異試驗應在其基準條件下之所有其他影響量獨立施行 (見表 8)。 

8.2.1  存在諧波時的精度試驗  

試驗條件：  

—  基頻電流： I 1  = 0.5 I m a x  

—  基頻電壓：U1  = U n  

—  基頻功率因數： 1 

—  第 5 次諧波電壓的含量：U5  =10 % U n  

—  第 5 次諧波電流的含量： I 5  =基波電流的 40 % 

—  諧波功率因數： 1 

—  在正過零點時，基波和諧波電壓同相。  

由於第 5 次諧波產生的諧波功率為 P 5  = 0 .1  U 1× 0.4 I 1  = 0 .04 P 1 或總有效功率 = 

1.04 P 1  (基波 +諧波 )。  

8.2.2  次諧波之影響的試驗  

次諧波影響的試驗應使用圖 A.1 所示的電路或其他能夠產生所需波形的設備，以

及如圖 A.2 所示的電流波形。  

當靜態瓦時計承受圖 A.2 所示的試驗波形時以及當其承受基準波形時，百分比誤

差的變化不應超過表 6 中所示的變化極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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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考：圖中所示僅為 50 Hz 的值。對於其他頻率，該值必須相應調整。  

8.2.3  外部原點的連續磁感應  

連續磁感應可由使用依據附錄 B 的電磁鐵獲得，以直流電流激磁。當靜態瓦時

計安裝如正常使用時，該磁場應施加於靜態瓦時計的所有可觸及表面上。施加的

電動勢值應為 1,000 At  (安培 −轉 )。  

8.3  啟動及無負載狀態的試驗  

對於此種試驗，影響量的條件及數值應如 8.5 所示，但下列規定的任何改變除外。 

8.3.1  靜態瓦時計的初始啟動  

將基準電壓施加於靜態瓦時計端子後，靜態瓦時計應在 5 s 內動作。  

8.3.2  無負載狀態之試驗  

當在電流電路中無電流流動的情況下施加電壓時，靜態瓦時計的試驗輸出不應產

生多於一個脈衝。  

對於本驗試，電流電路應為開路，並且應將 115  %的基準電壓施加於電壓電路。 

最小試驗週期 應為  

 

 [min]對於 0.2 S 級靜態瓦時計  

 [min]對於 0.5 S 級靜態瓦時計  

其中，  k ：每千瓦時靜態瓦時計輸出設備發出的脈衝數 ( imp/kW.h) ;  

 m ：是測量元件的數量；  

 Un  ：是以 V 為單位的基準電壓；  

 Im a x  ：是以 A 為單位的最大電流。  

備考：  對於具有主級 (pr imary)或半級 (half-pr imary)紀錄器的變壓器操作靜態瓦

時計，常數 k 應對應於次級值 (電壓及電流 )。  

8.3.3  啟動  

靜態瓦時計應以 0.001  I n 及單位功率因數啟動並繼續記錄 (對於多相靜態瓦時

計，平衡負載 )。  

如果靜態瓦時計設計用於雙向的電能量測，則本試驗應在每個方向施加流動的電能。 

8.4  靜態瓦時計常數  

試驗輸出與顯示器中的顯示值之間的關係應符合銘牌上的標示。  

8.5  精度試驗條件  

為了測試精度要求，應保持下列試驗條件：  

(a)  靜態瓦時計應在蓋子就位的情況下進行試驗 ;  所有需接地的部件應接地；  

(b)  在進行任何試驗之前，電路應通電足夠的時間以達到熱穩定性；  

(c)  此外，對於多相靜態瓦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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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序應如連接圖所示；  

—  電壓和電流應基本平衡 (見表 7)。  

 

表 7 電壓和電流平衡  

多相靜態瓦時計  
靜態瓦時計等級  

0 .2  S 0 .5  S 

相與中性極之間以及任何兩相之間的每個電壓不

應與平均相應電壓相差大於  
±1 % ±1 % 

導體中的每個電流與平均電流相差不大於  ±1 % ±1 % 

無論相位角為何，此等電流中每個電流的相位移與

相應的相對中性極電壓相比，相互之間的相位差不

應超過  

2 ﾟ  2 ﾟ  

 
(d)  基準條件見表 8；  

(e)  有關試驗站的要求，參見 IEC 60736。  

 

表 8 基準條件  

影響量 基準值 
靜態瓦時計等級的允許公差 

0.2 S 0.5 S 

周圍溫度 
基準溫度，或在無基準溫度

的情況下，23 ℃(1)
 

士 2 ℃ 士 2 ℃ 

電壓 基準電壓 士 1.0 % 士 1.0 % 

頻率 基準頻率 士 0.3 % 士 0.3 % 

相序 L1 – L2 – L3 — — 

電壓不平衡 所有相(phases)連接 — — 

波形 正弦電壓及電流 
失真因數小於： 

2 % 3 % 

外部原點的連續磁感應 等於零 — — 

在基準頻率下對外部原點的磁感

應 
磁感應等於零 

感應值所導致誤差變化不大於： 

士 0.1 % 士 0.1 % 

但在任何情況下都應小於 0.05 mT
(2) 

電磁射頻場，30 kHz to 2 GHz 等於零 <1 V/m <1 V/m 

配件的操作 無配件的操作 — — 

由射頻場引起的傳導干擾，150 

kHz至 80 MHz 
等於零 <1 V <1 V 

註(1)
 如果試驗是在基準溫度以外的溫度下進行，包括允許公差，應使用適當的靜態瓦時計溫度係數來校

 正結果。 
(2)

 試驗包括： 

(a) 對於單相靜態瓦時計，首先將通常連接到電源的靜態瓦時計測定誤差，然後轉換連接到電流 電 路

 以及電壓電路之後測定誤差。兩個誤差間差異的一半是誤差的變化值。由於外部場地的未知相位，

 試驗應分別在 0.05 In處於單位功率因數和在 0.1 In處於 0.5功率因數施行； 
(b) 對於三相靜態瓦時計，在 0.05 In處於單位功率因數施行三次量測，在每次測量之後，與電流 電 路

 及電壓電路的連接改變超過 120 ﾟ而相序不改變。每個由此測定的誤差與平均值之間的最大差異是誤

 差變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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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試驗結果的說明  

由於測量的不確定性及能夠影響測量的其他參數，某些測試結果可能超出表 4 和

表 5 中所示的限制值。然而，如果零線的一個位移與其自身平行不超過表 9 中所

示的限制值，所有測試結果都在表 4 和表 5 所示的範圍內，則應認定該靜態瓦時

計的類型是可接受的。  

 

表 9 試驗結果的說明  

 
靜態瓦時計之等級  

0 .2  S 0 .5  S 

允許的零線位移 (%) 0.1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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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規定 )  

次諧波的試驗電路圖  

 

備考：圖 A.2 及 A.3 中所示的值僅適用於 50 Hz。對於其他頻率，該值必須相應

調整。  

 

貼圖 A.1 

圖 A.1 試驗電路圖 (參考 )  

備考：基準靜態瓦時計應測量存在諧波時的總有效電力 (基波 +諧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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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圖 A.2 

圖 A.2 叢發發射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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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圖 A.3  

圖 A.3 諧波的參考分布 (傅里葉分析未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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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規定 )  

用於測試外部產生的磁場影響的電磁鐵  

 

 

比例 1:1 (所有尺寸均以 mm 為單位 )  

 

 

貼圖 B.1 

繞阻範例： 500 匝 Ø  0 .6 mm/0.28 mm 2
   

或  

1 ,000 匝 Ø  0 ,4 mm/0.126 m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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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心疊片： 1,0 W/kg  

 

圖 B.1 用於測試外部產生的磁場影響的電磁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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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適用範圍  

本標準僅適用於精度等級為 0.5 S 及 1 S 以及直接連接精度等級 1 新製造之靜態乏時

計，用於測量 50 Hz 或 60 Hz 電路中的交流電無效電力，並且僅適用於其型式試驗。 

本標準使用無效電力的習用定義，其中無效功率和電能僅由電流和電壓的基頻分量

計算得出。見第 3 節。  

備考 1.  此與 IEC 62053-23 的方法不同，後者之無效功率及電能僅定義在正弦信

號。本標準中無效功率及電能定義在所有周期性信號。以此種方式定義無

效功率及電能，以使不同設計的靜態乏時計重現適當的量測值。根據此定

義，無效功率及電能反映了可能用電容器補償通常不必要的電流，而不是

整體的不必要的電流。  

本標準僅適用於室內及室外使用的靜態乏時計，包括安裝在靜態乏時計外殼中的測

量元件和紀錄器。亦適用於操作指示器和測試輸出。如果靜態乏時計具有多種形式

電能的測量元件 (多電能靜態乏時計 )，或者當其他功能元件諸如最大需量指示器、

電子資費紀錄器、時間開關、漣波控制接收器、數據通信介面等被安裝在靜態乏時

計外殼中，則此等元件之相關標準亦適用。  

備考 2.  IEC 61869-2:2012 描述了對於精度等級 0.2、0.5、1 和 2 的測量範圍為 0.05 

I n 到 Im a x 的變壓器，以及對於精度等級 0.2 S 和 0.5 S 的測量範圍為 0.01 I n

到 Im a x 的變壓器。依據本標準之規定，由於靜態乏時計及其相關變壓器的

測量範圍必須是匹配的，並且只有 0.2 S/0 .5  S 類變壓器具有適合分別操作

0.5 S/1 S 級靜態乏時計的電流誤差和相位偏移特性，變壓器操作靜態乏時

計的測量範圍為 0.01 l n 至 lm a x。因此，本標準不包括與非 S 變壓器一起使

用的無效電力計。  

本標準不適用於：  

―  乏時計之連接端子兩端的電壓超過 600 V (多相系統用乏時計之線對線電壓 )；  

―  可攜式乏時計；  

―  靜態乏時計紀錄器之數據介面；  

―  基準靜態乏時計。  

可靠性規定參見 IEC 62059 系列的標準。  

安全性規定參見 IEC 62052-31:2015 

2.  引用標準  

下列標準因本標準所引用，成為本標準之一部分。有加註年分者，適用該年分之版

次，不適用於其後之修訂版 (包括補充增修 )。無加註年分者，適用該最新版 (包括

補充增修 )。  

IEC 62052-11:2003 Electr ici ty meter ing equipmen t (a  .c . )  −  General  requirements ,  

tests  and  test  condit ions −  Par t  11:  Meter ing equipment 

Amendment 1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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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2052-31:2015 Electr ici ty meter ing equipment (AC) −  General  requirements,  

tests  and  test  condi t ions −  Par t  31:  Product  safety 

requirements and tests  

3.  用語及定義  

基於本標準之目的，除下列規定之外，IEC 62052-11 之用語及定義適用於本標準。 

3.1  無效功率   Q 

單相系統中的無效功率 Q 定義為穩態及周期信號，如  

Q = U 1  ✱  I 1  ✱  s inφ 1  

其中 U1 和 I 1 分別是電壓和電流的基頻分量的均方根值，而且  

φ 1 為兩者間之相角。多相系統中的無效功率是每相無效功率的代數和：  

Q = UL 1  ✱  IL 1  ✱  s inφL 1  + UL 2  ✱  IL 2  ✱  s inφL 2  +  . . . . .  

其中， L1 及 L2 為系統之第一及第二相。  

備考 1.  對於流動方向和無效功率之符號，見附錄 C。  

備考 2.  只要靜態乏時計符合本標準之要求，用於計算無效功率的實際算法並不重

要。另見附錄 E。  

備考 3.  雖然有效電力計必須測量包括諧波分量在內的有效電能，但根據本標準的

無效電力計必須測量諧波影響最小的基頻分量無效電能。  

4.  標準電氣值   

IEC 62052-11 所示的值適用。  

5.  機械性能要求  

I  EC 62052-11 之要求適用。  

6.  氣候條件  

I  EC 62052-11 所示之條件適用。  

7.  電氣性能要求  

7 .1  一般  

除 IEC 62052-11 中之電氣要求外，靜態乏時計應符合下列要求。  

7.2 功率消耗  

7 .2 .1  一般  

電壓電路及電流電路中的功率消耗應依 8.6 所示的影響量之基準值下之任何合

適的方法測定。功率消耗測量的總體最大誤差不應超過 5 %。  

7.2.2  電壓電路   

在基準電壓、基準溫度及基準頻率下，靜態乏時計每個電壓電路的有效及視在功

率消耗不應超過表 1 所示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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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單相及多相靜態乏時計之電壓電路的功率消耗及電源  

靜態乏時計  連接到電壓電路之電源  
未連接到電壓電路之電

源  

電壓電路  2  W 及 10 VA 0.5  VA 

輔助電源  —  10 VA 

備考 1.  為了使電壓互感器 (比壓器 )與靜態乏時計相匹配，靜態乏時計製造商應

 說明負載是電感性或是電容性 (僅適用於變壓器操作之靜態乏時計 )。  

備考 2.  上述數值為平均值。允許切換功率峰值超過這些規定值的電源，但應確

 保相關電壓互感器有足夠的額定值。  

備考 3.  對於多功能靜態乏時計，參見 IEC 62053-61。  

 

7.2 .3  電流電路  

在基本電流、基準頻率和基準溫度下，直接連接靜態乏時計的每個電流電路所測

得的視在功率不應超過表 2 中所示的值。  

靜態乏時計在基準溫度和基準頻率下，其電流值等於相應變壓器的額定二次電流

時，經由電流互感器 (比流器 )連接靜態乏時計的每個電流電路測得的視在功率不

應超過表 2 所示的值。  

 

表 2 電流電路之功率消耗  

靜態乏時計  
靜態乏時計等級  

0 .5  S 1  S 1  

直接連接單相及多相靜態乏時計  —  —  4 .0  VA 

變壓器操作單相及多相靜態乏時計  1 .0  VA 1.0  VA —  

備考 1.  額定二次電流是電流互感器上顯示的二次電流值，變壓器的性能基於此

 值。最大二次電流的標準值是額定二次電流的 120 %、150 %及 200  %。 

備考 2.  為了使電流互感器與靜態乏時計相匹配，靜態乏時計製造商應指明負載

 是電感性還是電容性 (僅對於變壓器操作的靜態乏時計 )。  

 

7 .3  短時過電流的影響  

短時過電流不應損壞靜態乏時計。靜態乏時計在恢復到初始工作狀態時應能正常

工作，且誤差的變化不應超過表 3 所示的值。  

試驗電路實際上應為非電感性電路，並且對多相靜態乏時計應逐相進行試驗。  

在施加短時過電流並保持在端子處的電壓之後，在電壓電路通電中 (約 1 小時 )，應

允許靜態乏時計返回初始溫度。  

(a)  直接連接的靜態乏時計  

在額定頻率下，靜態乏時計應能承受 30 Im a x 最大短時過流半個週期，相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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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差為 +0 %至 −10 %。  

(b)  經由電流互感器 (比流器 )連接的靜態乏時計  

靜態乏時計應能夠承載等於 20 I m a x 在額定頻率的正弦電流 0.5 s，相對容許差

為 +0 %至 −10 %。  

此要求不適用於在電流電路中具有開關的靜態乏時計。對於此種情況，請參閱

適當的標準。  

 

表 3 由於短時過電流引起的變化  

靜態乏時計用於  電流值  
s inφ  

(電感性或電容性 )  

靜態乏時計等級的百分比誤差  

變化的限制值  

0 .5  S 1  S 1  

直接連接  I b  1  —  —  1 .5  

經由電流互感器  

(比流器 )連接  
I n  1  0 .1  0 .1  —  

 

除了涵蓋計量方面的現有要求和試驗外， IEC 62052-31:2015,  6 .9 .8 中規定的安全

相關要求以及 6.10.5 和 6.10.6 中規定的試驗也適用。  

7.4  自熱的影響  

由於自熱引起的誤差變化不應超過表 4 中所示的值。  

 

表 4 由於自熱而變化  

電流值  

s inφ  

(電感性或電容性 )  

靜態乏時計等級的百分比誤差變化的

限制值  

0 .5  S 1  S 或 1 

Im a x  
1  0 .2  0 .7  

0 .5   0 .2  1 .0  

 

試驗應依如下方式進行：電壓電路在基準電壓下且電流電路中沒有任何電流通電

至少 1 小時後，應於電流電路施加最大電流。靜態乏時計誤差應在施加電流後立

即於 sinφ= 1 測量，然後以足夠短的時間間隔測量，以便能夠正確繪製作為時間函

數的誤差變化曲線。試驗應至少進行 1 小時，並且無論如何直到 20 分鐘內誤差的

變化對於 1 S 級及 1 級靜態乏時計為不超過 0.1  %，且對於 0.5 S 級靜態乏時計為

不超過 0.05 %。  

對於本試驗，靜態乏時計應於 sinφ= 1 及 sinφ=0.5  (電感性或電容性 )測量，並且以

最小干擾方式改變測量點。  

試驗電纜應符合 IEC 62052-31:2015,  4 .3 .2 .11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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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交流電壓試驗  

IEC 62052-31:2015,  6 .10.4 .3 .4 適用。  

8. 準確度要求  

8 .1  一般  

IEC 62052-11 規定的試驗及試驗條件適用。  

8.2  由於電流變化引起的誤差限制值  

當靜態乏時計在 8.6 中規定的基準條件時。百分比誤差不得超過表 6 和表 7 中所

示的相關準確度等級的限制值。  

 

表 6 百分比誤差限制值  

(單相靜態乏時計和具有平衡負載的多相靜態乏時計 )  

電流值 
sinφ 

(電感性或電容性) 

靜態乏時計等級之百分比誤差的

限制值 

用於直接連接之

靜態乏時計 

用於變壓器操作

(S)之靜態乏時計 a) 0.5 S (a) 1 S (a) 1 

0.05 Ib≦I < 0.1 Ib 0.01In≦I < 0.05 In 1 ±1.0 ±1.5 ±1.5 

0.1 Ib≦I ≦Imax 0.05 In≦I ≦ Imax 1 ±0.5 ±1.0 ±1.0 

0.1 Ib≦I < 0.2 Ib 0.05 In≦I < 0.1 In 0.5 ±1.0 ±1.5 ±1.5 

0.2 Ib≦I ≦Imax 0.1 In≦I ≦ Imax 0.5 ±0.5 ±1.0 ±1.0 

0.2 Ib≦I ≦ Imax 0.1 In≦I ≦ Imax 0.25 ±1.0 ±2.0 ±2.0 

註(a)
 建議精度等級為 0.2 S/0.5 S 的電流互感器分別使用精度等級為 0.5 S/1 S 的靜態乏時計，

 以保持低位準時由於相位偏移之整體系統誤差。 

 

表 7 百分比誤差限制值  

(多相靜態乏時計承載單相負載，但具有施加於電壓電路的平衡多相電壓 )  

電流值 
sinφ 

(電感性或電容性) 

靜態乏時計等級之百分比誤差的

限制值 

用於直接連接之

靜態乏時計 

用於變壓器操作

之靜態乏時計 a) 0.5 S
( a) 1或 1 S

 (a) 

0.1 Ib≦I ≦Imax 0.05 In≦I ≦ Imax 1 ±0.7 ±1.5 

0.2 Ib≦I ≦Imax 0.1 In≦I ≦ Imax 0.5 ±1.0 ±2.0 

0.2 Ib≦I ≦Imax 0.1 In≦I ≦ Imax 0.25 ±1.5 ±3.0 

註(a)
 建議精度等級為 0.2 S/0.5 S 的電流互感器分別使用精度等級為 0.5 S/1 S 的靜態乏時計，

 以保持低位準時由於相位偏移之整體系統誤差。 

 

當靜態乏時計承載單相負載與平衡多相負載，對於直接連接靜態乏時計在基本電

流 I b 及 sinφ= 1 時， 1 級靜態乏時計之百分比誤差的差值不超過 1.5  %、另對於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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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器操作靜態乏時計在額定電流 ln 和 sinφ=  1 時，其 0.5 S 級和 1 S 級的靜態乏時

計之百分比誤差的差值分別不超過 0.7  %和 1.5  %。  

在測試是否符合表 7 時，應按順序將試驗電流施加於每個測量元件。  

8.3 由影響量引起的誤差限制值  

8 .3 .1  一般  

如 8.6 中所示的影響量相對於基準條件的變化引起的額外百分比誤差不應超過

表 8 中所示的相關精度等級的限制值。  

 

表 8 影響量  

影響量 

電流值(平衡的，除非另有規定) 
sinφ 

(電感性或電容性) 

靜態乏時計等級之平均溫

度係數 %/ K 

用於直接連接的

靜態乏時計 

用於變壓器操作的

靜態乏時計 
0.5 S 1或 1 S 

周圍溫度變化(7) 
Ib≦I ≦Imax 0.05 In≦I ≦Imax 1 0.03 

0.05 

0.05 

0.10 0.2 Ib≦I ≦Imax 0.1 In≦I ≦ Imax 0.5 

    

靜態乏時計等級的百分比 

誤差變化的限制值 

0.5 S 1或 1 S 

電壓變化±10 %
 (1) (2) 

0.05 Ib≦I ≦Imax 0.02 In≦I ≦Imax 1 0.25 0.5 

0.1 Ib≦I ≦Imax 0.05 In≦I ≦Imax 0.5 0.5 1.0 

頻率變動±2 %
( 2)

 
0.05 Ib≦I ≦Imax 0.02 In≦I ≦Imax 1 0.5 1.0 

0.1 Ib≦I ≦Imax 0.05 In≦I ≦Imax 0.5 0.5 1.0 

電流及電壓電路中諧波分

量(9) Ib Imax/2 1 2.5 2.5 

電流電路中的直流及偶次

諧波(3) 
 

— 1 — 6.0 

外部原點的連續磁感應(4) 
Ib In 1 2.0 2.0 

外部原點磁感應 0.5 mT
(5) 

Ib In 1 1.0 2.0 

電磁射頻場 Ib In 1 2.0 2.0 

配件的操作(6) 
0.05 Ib 0.05 In 1 0.5 0.5 

由射頻場引起的傳導干擾 Ib In 1 1.5 2.5 

快速瞬態叢發(burst) Ib In 1 2.0 3.0 

阻尼振盪波抗擾性(8)
 

(immunity)
  In 1 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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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影響量 (續 )  

影響量 

電流值(平衡的，除非另有規定) 
sinφ 

(電感性或電容性) 

靜態乏時計等級之平均溫

度係數 %/ K 

用於直接連接的

靜態乏時計 

用於變壓器操作的

靜態乏時計 
0.5 S 1或 1 S 

註(1)
 對於−20 %至−10 %及+ 10 %至+15 %的電壓範圍，百分比誤差的變化限制值是表中所示值的 3倍。 

低於 0.8 Un時，靜態乏時計的誤差可能在+ 1 0 %及−100 %之間變化。 

(2)
 電壓變化和頻率變化的推薦測試點，在直接連接靜態乏時計為 Ib，在變壓器操作靜態乏時計為 In。 

(3)
 此測試的目的是僅檢查電流感知器飽和度。試驗條件在 8.3.2 及附錄 A中規定。電壓之失真因數應小於 1 %。

 此試驗不適用於變壓器操作靜態乏時計。 

(4)
 試驗條件在 8.3.3 中規定。 

(5)
 由與施加到靜態乏時計的電壓頻率相同的電流產生的 0.5 mT 的外部磁感應，並且在最不利的相位和方向條件

 下，不應導致靜態乏時計百分比誤差的變化超過本表中所示的值。 

 將靜態乏時計置於圓形線圈的中心來獲得磁感應。圓形線圈平均直徑為 1 m，為方形截面和相對於直徑的徑

 向厚度小，並且具有 400 At。 

(6)
 當此種配件封閉在靜態乏時計箱體中時，間歇地通電，例如多費率紀錄器的電磁鐵。 

 與輔助設備的連接宜加以標示正確的連接方法。若此種連接是以插頭和插座施行，則其應為不可互換的。 

(7)
 平均溫度係數應對整個操作範圍測定。操作溫度範圍應細分割為 20 K廣範圍(wide range)。然後，應於此範圍

 測定平均溫度係數，於該範圍中間值之 10 K以上和 10 K以下測量。在試驗期間，溫度不得超出規定的操作

 溫度範圍。 

(8)
 參見 IEC 62052-11:2003, 7.5.7。 

(9)
 試驗條件規定於 8.3.4。 

 

由影響量引起的變異試驗應在其基準條件下之所有其他影響量獨立施行 (見表 11)。  

8.3.2  電流電路中直流之影響的試驗  

本試驗僅適用於直接連接靜態乏時計。  

在電流電路中直流及偶次諧波的影響試驗，應使用圖 A.1 所示的電路或其他能夠

產生所需波形的設備，以及如圖 A.2 所示的電流波形。  

當靜態乏時計經受圖 A.2 中所示的測試波形，以及當它經受到基準波形時，百分

比誤差的變化不應超過表 8 所示的變化極限值。  

圖 A.2 所示僅為 50 Hz 的值。對於其他頻率，該值必須相應調整。  

8.3.3  外部原點的連續磁感應  

連續磁感應可由使用依據附錄 B 的電磁鐵獲得，以直流電流激磁。當安裝如正

常使用時，該磁場應施加於靜態乏時計的所有可觸及表面上。施加的電動勢值應

為 1,000 At  (安培—轉 )。  

8.3.4  諧波  

本試驗用於驗證諧波影響測量不會高於表 8 中所示值。  

試驗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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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頻電流 ( I 1)：見表 8；  

˙  基頻電壓：U1  =  U n；  

˙  基頻功率因數；此為 sinφ = 1；  

˙  第 5 次諧波電壓的含量：U5  = 10 %Un；  

˙  第 5 次諧波電流的含量： I 5  =  基頻電流的 40 %；  

˙  諧波功率因數：此為 sinφ = 0.5；  

˙  基頻和諧波電壓正零交叉重合。  

當諧波功率因數改變使得 sinφ 5= O 時，應重複試驗。  

當靜態乏時計經受測試波形時與其經受基準波形時，百分比誤差的變化不應超過

表 8 所示的變化極限值。  

應設計和評估用於此種試驗的基準標準靜態乏時計，以根據第 3 節所示的定義測

量無效功率。  

備考：  諧波功率因數：此為 sinφ=1；意即第 5 階電流諧波的相位角滯後於第 5 階

電壓諧波 90 度 (或對於 50 Hz 信號為 1 ms 或對於 60 Hz 信號為 0,833 ms)。 

8.4  啟動及無負載狀態的試驗  

8 .4 .1  一般  

對於此種試驗，影響量的條件及數值應如 8.6 所示，但下列規定的任何改變除外。 

8.4.2  靜態乏時計的初始啟動  

將基準電壓施加於靜態乏時計端子後，靜態乏時計應在 5 s 內動作。  

8.4.3  無負載狀態之試驗  

當在電流電路中無電流流動的情況下施加電壓時，靜態乏時計的試驗輸出不應產

生多於一個脈衝。  

對於本試驗，電流電路應為開路，並且應將 115  %的基準電壓施加於電壓電路。 

最小試驗週期 應為  

 

 [min]  

對於 0.5 S、 1 S 及 1 級靜態乏時計  

其中，  k ：每千瓦時靜態乏時計輸出設備發出的脈衝數 ( imp/kvarh) ;  

 m ：是測量元件的數量；  

 Un  ：是以 V 為單位的基準電壓；  

 Im a x  ：是以 A 為單位的最大電流。  

對於具有主級 (pr imary)或半級 (half-pr imary)紀錄器的變壓器操作靜態乏時計，常

數 k 應對應於次級值 (電壓及電流 )。  

8.4.4  啟動  

靜態乏時計應以啟動電流值啟動並繼續記錄 (若為多相靜態乏時計，則負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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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 )，如表 9 所示。  

 

表 9 啟動電流  

靜態乏時計用於  
靜態乏時計等級  sinφ  

(電感性或電容性 )  0 .5  S 1 及 1 S 

直接連接  —  0.004 I b  1  

經由比流器連接  0 .001 I n  0 .002 I n  1  

 

8 .5  靜態乏時計常數  

試驗輸出與顯示器中的顯示值之間的關係應符合銘牌上的標示。  

8.6 精度試驗條件  

為了測試精度要求，應保持下列試驗條件：  

(a)  靜態乏時計應在蓋子就位的情況下進行試驗；所有需接地的部件應接地；  

(b)  在進行任何試驗之前，電路應通電足夠的時間以達到熱穩定性；  

(c)  此外，對於多相靜態乏時計：  

—  相序應如連接圖所示；  

—  電壓和電流應基本平衡；見表 10。  

(d)  基準條件見表 11；  

 

表 10 電壓和電流平衡  

多相靜態乏時計  
靜態乏時計等級  

0 .5  S 1 及 1 S 

相與中性極之間以及任何兩相之間的每個電壓不

應與平均相應電壓相差大於  
±1 % ±1 % 

導體中的每個相電流與平均電流相差不大於  ±1 % ±1 % 

無論相位角為何，此等電流中每個電流的相位移與

相應的相 (phase)對中性極電壓相比，相互之間的相

位差不應超過  

2 ﾟ  2 ﾟ  

在測試多相乏時計時，如果使用的測試方法和被測靜態乏時計受到電壓和電

流不平衡的不同影響，可能會出現誤差。在此情況下，應仔細調整基準電壓，

使其具有高度對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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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基準條件  

影響量  基準值  
靜態乏時計等級的允許公差  

0 .5  S 1 及 1 S 

周圍溫度  
基準溫度，或在無基準溫

度的情況下， 23 ℃
( a )

 
±2 ℃  ±2 ℃  

電壓  基準電壓  ±1.0 % ±1.0 % 

頻率  基準頻率  ±0.3 % ±0.3 % 

相序  L1 –  L2 –  L3 —  —  

電壓不平衡  所有相 (phases)連接  —  —  

波形  正弦電壓及電流  
失真因數小於：  

2  % 3 % 

外部原點的連續磁

感應  
等於零  —  —  

在基準頻率下對外

部原點的磁感應  
磁感應等於零  

感應值所導致誤差變化不大於：  

±0.1 % ±0.2 % 

但在任何情況下都應小於 0.05 Mt
( b )  

電磁射頻場，30 kHz 

to  2  GHz 
等於零  <1 V/m  <1 V/m  

配件的操作  無配件的操作  —  —  

由射頻場引起的傳

導干擾， 150 kHz 至

80 MHz 

等於零  <1 V <1 V 

註 ( a )
 如果試驗是在基準溫度以外的溫度下進行，包括允許公差，應使用適當的靜態乏

 時計溫度係數來校正結果。  

( b )
 試驗包括：  

(1)  對於單相靜態乏時計，首先將通常連接到電源的靜態乏時計測定誤差，然後

  轉換連接到電流電路以及電壓電路之後測定誤差。兩個誤差間差異的一半是

  誤差的變化值。由於外部場地的未知相位，試驗應分別在 0.1 I b 及 0.05 I n 處

  於 sinφ= 1 和分別在 0.2 I b 及  0 .1  I n 處於 sinφ=0.5  (電感性或電容性 )施行；  
(2)  對於三相靜態乏時計，分別在 0.1 I b 及 0.05 I n 處於 sinφ= 1 施行三次量測，在

  每次測量之後，與電流電路及電壓電路的連接改變超過 120 ﾟ而相序不改變。

  每個由此測定的誤差與平均值之間的最大差異是誤差變化值。  

 

8 .7  試驗結果的說明  

由於測量的不確定性及能夠影響測量的其他參數，某些測試結果可能超出表 6 和

表 7 中所示的限制值。然而，如果零線的一個位移與其自身平行不超過表 12 中所

示的限制值，所有測試結果都在表 6 和表 7 所示的範圍內，則應認定該靜態乏時

計的類型 ( type)是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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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試驗結果的說明  

 

靜態乏時計之等級  

0 .5  S 1 及 1 S 

允許的零線位移 (%) 0.2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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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規定 )  

直流及偶次諧波之試驗電路圖  

 

備考：圖 A.2 所示的值僅適用於 50 Hz。對於其他頻率，該值必須相應調整。  

 

貼圖 A.1 

 

平衡阻抗應等於被測設備 (EUT)的阻抗，以確保測量精度。  

平衡阻抗最方便地是與 EUT 相同型式的靜態乏時計。  

整流二極體可以是相同型式的。  

為了改善平衡條件，可以在兩線路中導入附加的電阻器 RB。其電阻值應為 EUT 值的

大約 10 倍。  

 

圖 A.1 半波整流的試驗電路圖  

 

 

貼圖 A.2  

圖 A.2 半波整流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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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規定 )  

用於測試外部產生的磁場影響的電磁鐵  

 

比例 1:1(所有尺寸均以 mm 為單位 )  

 

 

貼圖 B.1 

繞阻範例： 500 匝 Ø  0 .6 mm/0.28 mm 2
 

或  

1  000 匝  Ø  0 .4 mm/0.126 mm 2
 

 

鐵心疊片： 1.0 W/kg  

 

圖 B.1 用於測試外部產生的磁場影響的電磁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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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參考 )  

有效和無效功率的幾何表示法  

 

貼圖 C.1 

 

備考 1.  本圖表的基準是電流向量 (固定在右側線上 )。  

備考 2.  電壓向量 V 根據相位角φ改變其方向。  

備考 3.  電壓 V 和電流 I 之間的相位角φ在數學意義上 (逆時針 )被認為是正的。  

 

圖 C.1 建議的幾何表示法  

 

 

 

貼圖 C.2 

 

備考 1.  如果將直立線作為電壓向量，並繪製一條線來表示單相或平衡三相系統的電

流向量，則該電流向量將表示其他量的狀態。  

備考 2.  本圖表的基準是電壓向量 V (固定在右側線上 )。  

備考 3.  電流向量Ｉ根據相位角φ改變其方向。  

備考 4.  電壓 V 和電流 I 之間的相位角φ順時針被認為是正的。  

 

圖Ｃ .2 替代的幾何表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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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參考 )  

相位移的影響  

 

D.1  電流互感器和無效電力計的相位移及匹配  

在通常的運轉條件下，配電網路的功率因數高於 cosφ = 0.8。意即 sinφ通常小於

0.6。因此，低 sinφ的性能對於測量無效電能的靜態乏時計至關重要。為了滿足

本標準的精度要求，無效電力計應具有較低的相位移，類似於精度等級好一級之

有效電力計的相位位移。例如，精度等級為 1 S 的無效電力計的相位移應與精度

等級為 0.5 S 的有效電力計的相位移相似。由此，在 sinφ = 0.6 和 sinφ = 0.2 之間

的正常操作範圍內，測量誤差不會超過±1 %。同樣地，精度等級為 0.5 S 的無效

電力計的相位移應與精度等級為 0.2 S 的有效電力計的相位移相似。  

在變壓器連接靜態乏時計的情況下，考慮到計量系統的精度，變壓器的相位移也

會起作用。表 D.1 列出了各種精度等級的電流互感器在 100 %額定電流下的相位

移。此值出自 IEC 61869-2:2012 表 201 和 202。  

 

表 D.1 測量電流互感器的相位移限制值和無效電力測量的相應測量誤差  

精度等級  

±在額定電流 100 %之  

相位移  於 sinφ =0.5 之無效

電力量測誤差作用  

於 sinφ =0.2 之無效

電力量測誤差作用  
分  厘 -徑度  

1  

0 .5  S 

0.2  S 

60 

30 

10 

1.8  

0 .9  

0 .3  

3 .0  % 

1.5 % 

0.5 % 

8.5 % 

4.3 % 

1.4 % 

 

如果精度等級 1 的無效電力計與精度等級 1 的電流互感器一起使用，則在 sinφ = 

0.5 時將導致高達±3 %的測量誤差，在 sinφ = 0.2 時將導致 ±  8.5  %的測量誤差，

這是不可接受的。  

基於此原因，本標準建議使用：  

˙  0 .5  S 級電流互感器或最好與 1 S 級電流互感器操作的無效電力計一起使用；及  

˙  0 .2  S 級電流互感器與 0.5  S 級電流互感器操作的無效電力計一起使用。  

為此目的，表 6 和表 7 中增加了一個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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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 

(參考 )  

諧波處理和諧波試驗  

 

E.1  非正弦狀態和無功功率定義  

在建立本標準之前設計之許多型式的靜態乏時計，在非正弦狀態下 (存在諧波的情

況 )量測無效電力時顯現極大差異。因此該等靜態乏時計無法在非正弦狀態下指定

任何性能要求。  

為了確保不同型式靜態乏時計之間的測量結果差異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內，有必要

在標準中建立無效電力的定義，以便在存在諧波的情況下允許包括性能要求。  

在非正弦狀態下，有許多可用於無效功率或非有效功率的定義。其中某些更理論

化，某些非常適合其他特定應用，但該等均無與正弦狀態下的無效電力定義有相

同的廣泛用途。  

在非正弦狀態下對無效功率的單一定義，在可預見的未來無法預期能達成廣泛共

識並適用於廣泛的應用。  

本標準定義了電壓及電流基頻分量的無效功率，見第 3 節。  

此無效功率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由於負載電流的相角位移而在配電線路中流動的

通常不必要的電流，這可以透過導入諸如電容器的校正裝置來消除。這被認為是

無效電力計最重要的應用之一。  

本定義並無反映流動在配電線路中不必要的諧波電流；諧波電流應與相移電流分

開處理。一個原因是負載電流的基頻分量的相位角通常是負載的直接特性 ;  它通

常是電感性，並會添加在電路中。反之，諧波電流增多是由於負載和電源特性的

組合，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受到相鄰負載的影響。諧波沒有特定的相位角，且

寧可從電路的平均值中除去而非加入。這使得諧波電流的計費存在爭議。  

未來可能會制定基於其他定義的非有效電力計的附加標準。  

E.2 在非正弦狀態下精度試驗  

由於本標準要求無效電力計僅量測基頻分量，因此規定了諧波測試，以驗證諧波

的影響不超過規定百分比誤差的變化範圍。這是特別重要的，因為眾所周知，當

存在諧波時，實施不同運算法的靜態乏時計的作用可能非常不同。  

試驗選擇：  

(a)  確保可測試性；  

(b)  考量目前可用的試驗設備的可能性；  

(c)  確保試驗的可重複性。  

E.3 第 5 次諧波試驗  

8.3.4 中規定的試驗類似於 IEC 62053-23 中規定的有效電力計。  

在電壓和電流中都存在諧波施行本試驗。此允許區分是正確測量的基本無效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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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或不測量的基本無效電力計。  

無法適當濾除諧波的靜態乏時計將無法通過第 5 次諧波試驗。此種對於區分可接

受的設計及不可接受的設計的能力，取決於允許的百分比誤差變化。如果選擇為

±4.5  %，則基於相移或時移 ( t ime sift)的大多數靜態乏時計將通過，因為試驗的〝諧

波無效功率〞為 4 %。本標準規定對所有精度等級為±2.5  %。為了滿足此要求，

靜態乏時計應具有某種諧波濾波。  

由於試驗非常類似於有效電力計規定的試驗，因此大多數測試電源可以提供所需

的測試電流和電壓。  

必須驗證，基準標準靜態乏時計僅量測基頻無效功率。在起草本標準時，有相當

多型式的基準標準靜態乏時計可滿足此要求。此外，可使用瓦特計和電力品質計

(power quali ty meter)量測基頻無效功率。如果測試電源穩定，則可以使用此等儀

器的乏 (var)指示值與 LED 計量進行比較。由於此等儀器的電流範圍限制，直接連

接靜態乏時計的試驗電流選擇為 I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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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適用範圍  

本標準僅適用於精度等級為 2 及 3 新製造的靜態乏時計，用於測量 50 Hz 或 60 Hz

電路中的交流電無效電力，並且僅適用於其型式試驗。由於實務上的原因，本標準

基於對正弦電流和電壓的習用無效電力的定義僅包含基本頻率。  

本標準僅適用於室內及室外使用的靜態乏時計，包括安裝在靜態乏時計外殼中的測

量元件和紀錄器。亦適用於操作指示器和測試輸出。如果靜態乏時計具有多種形式

電能的測量元件 (多電能靜態乏時計 )，或者當其他功能元件諸如最大需量指示器、

電子資費紀錄器、時間開關、漣波控制接收器、數據通信介面等被安裝在靜態乏時

計外殼中，則此等元件之相關標準亦適用。  

本標準不適用於：  

―  乏時計之連接端子兩端的電壓超過 600 V (多相系統用乏時計之線對線電壓 )；  

―  可攜式乏時計；  

―  靜態乏時計紀錄器之數據介面；  

―  基準靜態乏時計。  

可靠性規定參見 IEC 62059 系列的標準。  

安全性規定參見 IEC 62052-31:2015 

2.  引用標準  

下列標準因本標準所引用，成為本標準之一部分。有加註年分者，適用該年分之版

次，不適用於其後之修訂版 (包括補充增修 )。無加註年分者，適用該最新版 (包括

補充增修 )。  

IEC 62052-11:2003  Electrici ty  metering equipment (a .c . )  −  General  

requirements ,  tests  and  test  condit ions −  Part  11: Metering 

equipment  

Amendment 1  (2016)  

IEC 62052-31:2015  Electrici ty  metering equipment (AC) −  General  

requirements,  tests  and  test  condit ions −  Part  31: Product  

safety  requirements and tests  

IEC 62053-61:1998  Electrici ty  metering equipment (a .c . )  −  General  

requirements ,  tests  and  test  condit ions −  Power 

consumption and voltage requirements  

3.  用語及定義  

IEC 62052-11 之用語及定義適用於本標準。  

備考：對於電流流動方向和無效功率的符號，見附錄 C。  

4.  標準電氣值   

IEC 62052-11 所示的值適用。  

5.  機械性能要求  

IEC 62052-11 之要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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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氣候條件  

IEC 62052-11 所示之條件適用。  

7.  電氣性能要求  

除 IEC 62052-11 中之電氣要求外，靜態乏時計應符合下列要求。  

7.1  功率消耗  

電壓電路及電流電路中的功率消耗應依 8.5 所示的影響量之基準值下之任何合適

的方法測定。功率消耗測量的總體最大誤差不應超過 5 %。  

7.1.1  電壓電路   

在基準電壓、基準溫度及基準頻率下，靜態乏時計每個電壓電路的有效及視在功

率消耗不應超過表 1 所示的值。  

 

表 1 單相及多相靜態乏時計之電壓電路的功率消耗及電源  

靜態乏時計  連接到電壓電路之電源  未連接到電壓電路之電源  

電壓電路  2  W 及 10 VA 0.5  VA 

輔助電源  —  10 VA 

備考 1.  為了使電壓互感器 (比壓器 )與靜態乏時計相匹配，靜態乏時計製造商應說明負

 載是電感性或是電容性 (僅適用於變壓器操作之靜態乏時計 )。  

備考 2.  上述數值為平均值。允許切換功率峰值超過這些規定值的電源，但應確保相

 關電壓互感器有足夠的額定值。  

備考 3.  對於多功能靜態乏時計，參見 IEC 62053-61。  

 

7 .1 .2  電流電路  

在基本電流、基準頻率和基準溫度下，直接連接靜態乏時計的每個電流電路所測

得的視在功率不應超過表 2 中所示的值。  

靜態乏時計在基準溫度和基準頻率下，其電流值等於相應變壓器的額定二次電流

時，經由電流互感器 (比流器 )連接靜態乏時計的每個電流電路測得的視在功率不

應超過表 2 所示的值。  

 

表 2 電流電路之功率消耗  

靜態乏時計  
靜態乏時計等級  

2  3  

單相及多相  5 .0  VA 5.0  VA 

備考 1.  額定二次電流是電流互感器上顯示的二次電流值，變壓器的性能基於此

 值。最大二次電流的標準值是額定二次電流的 120 %、150 %及 200  %。 

備考 2.  為了使電流互感器與靜態乏時計相匹配，靜態乏時計製造商應指明負載

 是電感性還是電容性 (僅對於變壓器操作的靜態乏時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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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短時過電流的影響  

短時過電流不應損壞靜態乏時計。靜態乏時計在恢復到初始工作狀態時應能正常

工作，且誤差的變化不應超過表 3 所示的值。  

試驗電路實際上應為非電感性電路，並且對多相靜態乏時計應逐相進行試驗。  

在施加短時過電流並保持在端子處的電壓之後，在電壓電路通電中 (約 1 小時 )，應

允許靜態乏時計返回初始溫度。  

(a)  直接連接的靜態乏時計  

在額定頻率下，靜態乏時計應能承受 30 Im a x 最大短時過流半個週期，相對容

許差為 +0 %至 −10 %。  

(b)  經由電流互感器 (比流器 )連接的靜態乏時計  

靜態乏時計應能夠承載等於 20 I m a x 的電流 0.5 s，相對容許差為 + 0 %至 −10 %。  

備考：  此要求不適用於在電流電路中具有接觸器的靜態乏時計。對於此種情況，

請參閱適當的標準。  

 

表 3 由於短時過電流引起的變化  

靜態乏時計用於  電流值  
s inφ  

(電感性或電容性 )  

靜態乏時計等級的百分比誤差變

化的限制值  

2  3  

直接連接  I b  1  1 .5  1 .5  

經由電流互感器

(比流器 )連接  
I n  1  1 .0  1 .5  

 

除了涵蓋計量方面的現有要求和試驗外， IEC 62052-31:2015,  6 .9 .8 中規定的安全

相關要求以及 6.10.5 和 6.10.6 中規定的試驗也適用。  

7.3  自熱的影響  

由於自熱引起的誤差變化不應超過表 4 中所示的值。  

 

表 4 由於自熱而變化  

電流值  
s inφ  

(電感性或電容性 )  

靜態乏時計等級的百分比誤差變化的

限制值  

2  3  

Im a x  
1  1 .0  1 .5  

0 .5  1 .5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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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應依如下方式進行：電壓電路在基準電壓下且電流電路中沒有任何電流對 2

級及 3 級通電至少 1 小時後，應於電流電路施加最大電流。靜態乏時計誤差應在

施加電流後立即於 sinφ= 1  

測量，然後以足夠短的時間間隔測量，以便能夠正確繪製作為時間函數的誤差變

化曲線。試驗應至少進行 1 小時，並且無論如何直到 20 分鐘內誤差的變化不超過

0.2  %。  

然後應在 sinφ = 0.5  (電感性或電容性 )進行相同的試驗。  

試驗電纜應符合 IEC 62052-31:2015,  4 .3 .2 .11 之規定。  

7.4  交流電壓試驗  

IEC 62052-31:2015,  6 .10.4.3 .4 適用。  

8.  準確度要求  

IEC 62052-11 規定的試驗及試驗條件適用。  

8.1  由於電流變化引起的誤差限制值  

當靜態乏時計在 8.5 中規定的基準條件時。百分比誤差不得超過表 6 和表 7 中所

示的相關準確度等級的限制值。  

 

表 6 百分比誤差限制值  

(單相靜態乏時計和具有平衡負載的多相靜態乏時計 )  

電流值  
sinφ  

(電感性或電容性 )  

靜態乏時計等級之百分比

誤差的限制值  

用於直接連接之

靜態乏時計  

用 於 變 壓 器 操 作

之靜態乏時計  
2  3  

0.05 I b≦ I  <0.1 I b   0 .02  I n≦ I  <0.05 I n  1  ±2.5  ±4.0  

0 .1  I b≦ I  ≦ Im a x  0 .05 I n≦ I  ≦  Im a x  1  ±2.0  ±3.0  

0 .1  I b≦ I  < 0.2 I b  0 .05 I n≦ I  < 0.1 I n  0 .5  ±2.5  ±4.0  

0 .2  I b≦ I  ≦ Im a x  0 .1  I n≦ I  ≦  Im a x  0 .5 ±2.0 ±3.0 

0.2 I b≦ I  ≦  Im a x  0 .1  I n≦ I  ≦  Im a x  0 .25  ±2.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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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百分比誤差限制值  

(多相靜態乏時計承載單相負載，但具有施加於電壓電路的平衡多相電壓 )  

電流值  
sinφ  

(電感性或電容性 )  

靜態乏時計等級之百分比

誤差的限制值  

用於直接連接之靜

態乏時計  

用於變壓器操作

之靜態乏時計  
2  3  

0 .1  I b≦ I  ≦ Im a x  0 .05 I n≦ I  ≦  Im a x  1  ±3.0  ±4.0  

0 .2  I b≦ I  ≦ Im a x  0 .1  I n≦ I  ≦  Im a x  0 .5  ±3.0  ±4.0  

 

當靜態乏時計承載單相負載與平衡多相負載，對於直接連接靜態乏時計在基本電

流 I b 及 sinφ= 1 時、另對於變壓器操作靜態乏時計在額定電流 l n 和 sinφ= 1 時，其

2 級和 3 級的靜態乏時計之百分比誤差的差值分別不超過 2.5 %和 3.5 %。  

備考：在測試是否符合表 7 時，應按順序將試驗電流施加於每個測量元件。  

8.2  由影響量引起的誤差限制值  

如 8.5 中所示的影響量相對於基準條件的變化引起的額外百分比誤差不應超過表 8

中所示的相關精度等級的限制值。  

 

表 8 影響量  

影響量 

電流值(平衡的，除非另有規定) 
sinφ 

(電感性或電容性) 

靜態乏時計等級之平均

溫度係數%/ K 

用於直接連接的

靜態乏時計 

用於變壓器操作

的靜態乏時計 
2 3 

周圍溫度變化(7) Ib≦I ≦Imax 

0.2 Ib≦I ≦Imax 

0.05 In≦I ≦Imax 

0.1 In≦I ≦ Imax 

1 

0.5 

0.10 

0.15 

0.15 

0.25 

 

   

靜態乏時計等級的百分

比誤差變化的限制值 

2 3 

電壓變化± 10 

%
(1)(2) 

0.05 Ib≦I ≦Imax 

0.1 Ib≦I ≦Imax 

0.02 In≦I ≦Imax 

0.05 In≦I ≦Imax 

1 

0.5 

1.0 

1.5 

2.0 

3.0 

頻 率 變 動 ± 2 

%
(2)

 

0.05 Ib≦I ≦Imax 

0.1 Ib≦I ≦Imax 

0.02 In≦I ≦Imax 

0.05 In≦I ≦Imax 

1 

0.5 

2.5 

2.5 

2.5 

2.5 

電流電路中的直

流分量(3) 

 

— 1 6.0 6.0 

外部原點的連續

磁感應(4) Ib In 1 3.0 3.0 

外部原點磁感應

0.5 mT
(5) Ib In 1 3.0 3.0 

電磁射頻場 Ib In 1 3.0 3.0 

配件的操作(6) 
0.05 Ib 0.05 In 1 1.0 1.0 

由射頻場引起的

傳導干擾 
Ib In 1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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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影響量 (續 )  

影響量 

電流值(平衡的，除非另有規定) 
sinφ 

(電感性或電容性) 

靜態乏時計等級之平均

溫度係數%/ K 

用於直接連接的

靜態乏時計 

用於變壓器操作

的靜態乏時計 
2 3 

快速瞬態叢發

(burst) 
Ib In 1 4.0 4.0 

阻尼振盪波抗擾

性(8)
 (immunity)

 — In 1 4.0 4.0 

註(1) 對於−20 %至−10 %及+10 %至+15 %的電壓範圍，百分比誤差的變化限制值是表中所示值的 3倍。 

低於 0.8 Un時，靜態乏時計的誤差可能在+1 0 %及−100 %之間變化。 
(2) 電壓變化和頻率變化的推薦測試點，在直接連接靜態乏時計為 Ib，在變壓器操作靜態乏時計為 In。 
(3) 此測試的目的是僅檢查電流感知器飽和度。 

此試驗不適用於變壓器操作靜態乏時計。試驗條件在附錄 A中規定。電壓之失真因數應小於 1 %。 
(4) 試驗條件在 8.2.2 中規定。 
(5) 由與施加到靜態乏時計的電壓頻率相同的電流產生的 0.5 mT 的外部磁感應，並且在最不利的相位

 和方向條件下，不應導致靜態乏時計百分比誤差的變化超過本表中所示的值。 

 將靜態乏時計置於圓形線圈的中心來獲得磁感應。圓形線圈平均直徑為 1 m，為方形截面和相對於

 直徑的徑向厚度小，並且具有 400 At。 
(6) 當此種配件封閉在靜態乏時計箱體中時，間歇地通電，例如多費率紀錄器的電磁鐵。 

與輔助設備的連接宜加以標示正確的連接方法。若此種連接是以插頭和插座施行，則其應為不可互

換的。 
(7) 平均溫度係數應對整個操作範圍測定。操作溫度範圍應細分割為 20 K廣範圍(wide range)。然後，

 應於此範圍測定平均溫度係數，於該範圍中間值之 10 K以上和 10 K以下測量。在試驗期間，溫度

 不得超出規定的操作溫度範圍。 
(8) 本試驗僅適用於變壓器操作的靜態乏時計。 

 

由影響量引起的變異試驗應在其基準條件下之所有其他影響量獨立施行 (見表 11)。  

8.2.1  電流電路中直流分量之影響的試驗  

在電流電路中直流分量的影響試驗應使用圖 A.1 所示的電路或其他能夠產生所

需波形的設備，以及如圖 A.2 所示的電流波形。  

當靜態乏時計經受圖 A.2 中所示的測試波形，以及當它經受到基準波形時，百分

比誤差的變化不應超過表 8 所示的變化極限值。  

備考：圖中所示僅為 50 Hz 的值。  對於其他頻率，該值必須相應調整。  

8.2.2  外部原點的連續磁感應  

連續磁感應可由使用依據附錄 B 的電磁鐵獲得，以直流電流激磁。當安裝如正

常使用時，該磁場應施加於靜態乏時計的所有可觸及表面上。施加的電動勢值應

為 1,000 At  (安培—轉 )。  

8.3  啟動及無負載狀態的試驗  

對於此種試驗，影響量的條件及數值應如 8.5 所示，但下列規定的任何改變除外。 

8.3.1  靜態乏時計的初始啟動  

將基準電壓施加於靜態乏時計端子後，靜態乏時計應在 5 s 內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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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無負載狀態之試驗  

當在電流電路中無電流流動的情況下施加電壓時，靜態乏時計的試驗輸出不應產

生多於一個脈衝。  

對於本試驗，電流電路應為開路，並且應將 115  %的基準電壓施加於電壓電路。 

最小試驗週期 應為  

 

 [min]對於 2 級靜態乏時計  

 [min]對於 3 級靜態乏時計  

其中，  k ：每千瓦時靜態乏時計輸出設備發出的脈衝數 ( imp/kvarh)；  

 m ：是測量元件的數量；  

 Un  ：是以 V 為單位的基準電壓；  

 Im a x  ：是以 A 為單位的最大電流。  

備考：  對於具有主級 (pr imary)或半級 (half-pr imary)紀錄器的變壓器操作靜態乏

時計，常數 k 應對應於次級值 (電壓及電流 )。  

8.3.3  啟動  

靜態乏時計應以啟動電流值啟動並繼續記錄 (若為多相靜態乏時計，則負載平

衡 )，如表 9 所示。  

 

表 9 啟動電流  

靜態乏時計用於  
靜態乏時計等級  sinφ  

(電感性或電容性 )  2  3  

直接連接  0 .005 I b  0.01 I b  1  

經由比流器連接  0 .003 I n  0 .005 I n  1  

 

8 .4  靜態乏時計常數  

試驗輸出與顯示器中的顯示值之間的關係應符合銘牌上的標示。  

8.5  精度試驗條件  

為了測試精度要求，應保持下列試驗條件：  

(a)  靜態乏時計應在蓋子就位的情況下進行試驗 ;  所有需接地的部件應接地；  

(b)  在進行任何試驗之前，電路應通電足夠的時間以達到熱穩定性；  

(c)  此外，對於多相靜態乏時計：  

—  相序應如連接圖所示；  

—  電壓和電流應基本平衡 (見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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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電壓和電流平衡  

多相靜態乏時計  
靜態乏時計等級  

2  3  

相與中性極之間以及任何兩相之間的每個電壓不

應與平均相應電壓相差大於  
±1 % ±1 % 

導體中的每個電流與平均電流相差不大於  ±2 % ±2 % 

無論相位角為何，此等電流中每個電流的相位移與

相應的相 (phase)對中性極電壓相比，相互之間的相

位差不應超過  

2°  2°  

備考：  在測試多相乏時計時，如果使用的測試方法和被測乏時計受到電壓

 和電流不平衡的不同影響，可能會出現錯誤。在這種情況下，必須

 小心地將基準電壓調節到高度對稱。  

 

(d) 基準條件見表 11；  

(e)  有關試驗站的要求，參見 IEC 60736。  

 

表 11 基準條件  

影響量 基準值 
靜態乏時計等級的允許公差 

2 3 

周圍溫度 
基準溫度，或在無基準溫

度的情況下，23 ℃ 1) 
±2 ℃ ±2 ℃ 

電壓 基準電壓 ±1.0 % ±1.0 % 

頻率 基準頻率 ±0.5 % ±0.5 % 

相序 L1 – L2 – L3 — — 

電壓不平衡 所有相(phases)連接 — — 

波形 正弦電壓 
失真因數小於： 

2 % 3 % 

外部原點的連續磁感應 等於零 — — 

在基準頻率下對外部原點的

磁感應 
磁感應等於零 

感應值所導致誤差變化不大於： 

±0.3 % ±0.3 % 

但在任何情況下都應小於 0.05 mT2) 

電磁射頻場，30 kHz to 2 GHz 等於零 <1 V/m <1 V/m 

配件的操作 無配件的操作 — — 

由射頻場引起的傳導干擾，

150 kHz 至 80 MHz 
等於零 <1 V <1 V 

如果試驗是在基準溫度以外的溫度下進行，包括允許公差，應使用適當的靜態乏時計溫度係數來校正結果。 

試驗包括： 

註(a)
 對於單相靜態乏時計，首先將通常連接到電源的靜態乏時計測定誤差，然後轉換連接到電流電路以及

 電壓電路之後測定誤差。兩個誤差間差異的一半是誤差的變化值。由於外部場地的未知相位，試驗應

 分別在 0.1 Ib 及 0.05 In處於 sinφ= 1和分別在 0.2 Ib 及 0.1 In處於 sinφ=0.5 (電感性或電容性)施行； 
(b)

 對於三相靜態乏時計，分別在 0.1 Ib 及 0.05 In處於 sinφ= 1施行三次量測，在每次測量之後，與電流電

 路及電壓電路的連接改變超過 120 ﾟ而相序不改變。每個由此測定的誤差與平均值之間的最大差異是誤

 差變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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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試驗結果的說明  

由於測量的不確定性及能夠影響測量的其他參數，某些測試結果可能超出表 6 和

表 7 中所示的限制值。然而，如果零線的一個位移與其自身平行不超過表 12 中所

示的限制值，所有測試結果都在表 6 和表 7 所示的範圍內，則應認定該靜態乏時

計的類型 ( type)是可接受的。  

 

表 12 試驗結果的說明  

 
靜態乏時計之等級  

2  3  

允許的零線位移 (%) 1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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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規定 )  

直流分量之試驗電路圖  

 

備考：圖 A.2 所示的值僅適用於 50 Hz。對於其他頻率，該值必須相應調整。  

 

 
 

備考 1.  平衡阻抗應等於被測設備 (EUT)的阻抗，以確保測量精度。  

備考 2.  平衡阻抗最方便地是與 EUT 相同型式的靜態乏時計。  

備考 3.  整流二極體可以是相同型式的。  

備考 4.  為了改善平衡條件，可以在兩線路中導入附加的電阻器 RB。其電阻值應

 為 EUT 值的大約 10 倍。  

 

圖 A.1 半波整流的試驗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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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2 半波整流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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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規定 )  

用於測試外部產生的磁場影響的電磁鐵  

 

比例 1： 1 (所有尺寸均以 mm 為單位 )  

繞阻範例： 500 匝  Ø  0 .6 mm/0.28 mm 2
   

或  

1,000 匝 Ø  0 ,4 mm/0.126 mm 2
 

 

鐵心疊片： 1.0 W/kg  

 

圖 B.1 用於測試外部產生的磁場影響的電磁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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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參考 )  

有效和無效功率的幾何表示法  

 

 
備考 1.符合 IEC 60375 第 12 節及第 14 節的圖表。  

備考 2.本圖表的基準是電流向量 (固定在右側線上 )。  

備考 3.電壓向量 V 根據相位角φ改變其方向。  

備考 4.電壓 V 和電流 I 之間的相位角φ在數學意義上 (逆時針 )被認為是正的。  

 

圖 C.1 建議的幾何表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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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考 1.  如果將直線作為電壓向量，並繪製一條線來表示單相或平衡三相系統的

電流向量，則該電流向量將表示其他量的狀態。  

備考 2.  本圖表的基準是電壓向量 (固定在右側線上 )。  

備考 3.  電流向量Ｉ根據相位角φ改變其方向。  

備考 4.  電壓 V 和電流 I 之間的相位角φ順時針被認為是正的。  

 

圖Ｃ .2 替代的幾何表示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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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適用範圍  

IEC 62586 的這部分規定了儀器的產品和性能要求，其功能包括測量，記錄和監測

電源系統中的電能品質參數，其測量方法 (A 類或 S 類 )在 IEC 61000-4-30 中定義。 

本標準適用於 50 Hz 或 60 Hz 的單相，雙相 (分相 )和三相交流電源系統。  

儀表可以適用於：  

－  在發電，電力傳輸和配電中，例如在發電廠，變電所或分散式發電機連接內；  

－  在裝置和網絡之間的界面點，例如：以校驗電網運營商和用戶之間的接網協議

是否合規。  

備考：  這些儀表也可用於其他應用，例如：特別是在商業 /工業設施內部，需要大

量測量需求的地方 (亦即數據中心或石油化工廠 )。  

這些儀表為固定安裝或便攜式的。它們旨在用於室內和 /或室外使用。  

諸如數位故障記錄儀，電能 /功率表，保護繼電器或斷路器等裝置可包括 IEC 

61000-4-30 中定義的 A 類或 S 類電力品質功能。若根據本標準規範此類裝置，則

除包含相關產品標準外，則本標準完全適用。本標準無法並不取代相關產品標準。 

本標準未涉及與裝置測量性能無關的用戶界面或主題。  

本標準不包括對數據進行後期處理和解釋，例如：專用軟體。  

2.  引用標準  

下列標準受引用部分或全部視為本標準內容之一部分。對於有標註日期者，僅所引

用之版次適用。對於未標註日期者，則適用最新版次 (包含所有修訂部分 )。  

IEC 60068-1 Environmental  test ing  −  Par t  1 :  General  and guidance   

IEC 60068-2-1 Environmental  test ing  −  Par t  2-1:  Tests −  Tests A: Cold  

IEC 60068-2-2 Environmental  test ing  –  Par t  2-2:  Tests −  Tests B: Dry heat   

IEC 60068-2-6 Environmental  test ing  −  Par t  2-6:  Tests −  Test  Fc:  Vibrat ion 

(sinusoidal)   

IEC 60068-2-14 Environmental  test ing  −  Par t  2-14 Tests  −  Test  N: Change 

of temperature   

IEC 60068-2-27 Environmental  test ing  −  Par t  2-27:  Tests −  Test  Ea and 

guidance:  Shock 

IEC 60068-2-31 Environmental  test ing  −  Par t  2-31:  Tests −  Test  Ec:  Rough 

handling shocks,  pr imari ly for  equipment -type specimens  

IEC 60068-2-52 Environmental  test ing  −  Par t  2-52:  Tests −  Test  Kb: Salt  

mist ,  cyclic  (sodium chlor ide solution)  

IEC 60068-2-57 Environmental  test ing  −  Par t  2-57:  Tests  −  Test  Ff:  

Vibrat ion –  Time-history and sine -beat  method  

IEC 60068-2-78 Environmental  test ing  −  Par t  2-78:  Tests  −  Test  Cab: Damp 

heat ,  s teady state  

IEC 60529 Degrees of protection provided by enclosures ( IP Code)  

IEC 60654-1 Industr ial -process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equip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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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ng condit ions −  Par t  1 :  Climatic  condit ions  

IEC 60664-1:2007  Insulat ion coordination for  equipment within low -voltage 

systems −  Par t  1 :  Pr inciples,  requirements and tests  

IEC 60721-3-1 Classificat ion of environmental  condit ions −  Par t  3 :  

Classificat ion of groups of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and 

their  severi t ies −  Section 1:  Storage  

IEC 60721-3-2 Classificat ion of environmental  condit ions −  Par t  3 :  

Classificat ion of groups of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and 

their  severi t ies −  Section 2:  Transportat ion  

IEC 60721-3-3 Classificat ion of environmental  condit ions –  Par t  3 :  

Classificat ion of groups of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and 

their  severi t ies −  Section 3:  Stat ionary use at  

weatherprotected locations  

IEC 61000-4-7:2002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 l i ty (EMC) −  Par t  4-7:  Testing 

and measurement techniques −  General  guide on harmonics 

and interharmonics measurements and instrumentat ion,  for  

power supply systems and equipment connected thereto  

Amendment 1:2008  

IEC 61000-4-15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 l i ty (EMC) −  Par t  4-15:  Testing 

and measurement techniques −  Fl ickermeter  −  Functional  

and design specificat ions  

IEC 61000-4-30:2015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 l i ty (EMC) −  Par t  4-30:  Testing 

and measurement techniques −  Power quali ty measurement 

methods 

IEC 61000-6-5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 l i ty (EMC) −  Par t  6-5:  Generic  

standards −  Immunity for  power stat ion and substat ion 

environments  

IEC 61010-1:2010  Safety requirements for  electr ical  equipment for  

measurement,  control ,  and laboratory use −  Par t  1 :  General  

requirements  

IEC 61010-2-030 Safety requirements for  electr ical  equipment for  

measurement,  control ,  and laboratory use −  Par t  2-030: 

Par t icular  requirements for  test ing and measuring circuits  

IEC 62262 Degrees of protection provided by enclosures for  electr ical  

equipment against  external  mechanical  impacts ( IK code)  

IEC 62586-2 Power quali ty measurement in power supply systems −  Par t  

2 :  Functional  tests  and uncertainty requirements  

CISPR 32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 l i ty of mult imedia equipment −  

Emission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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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語釋義  

IEC 61000-4-30 所定義之用語適用於本標準。  

ISO 和 IEC 所維護的標準術語資料庫可於以下網址取得：  

－  IEC Electropedia:  ht tp: / /www.electropedia.org/。  

－  ISO 在線瀏覽平台： http: / /www.iso.org/obp  

3.1  通則  

3 .1 .1  電力品質儀表 (power quality  instrument )PQI 

儀表，其主要功能是測量，記錄和監測電源系統中的電力品質參數，其測量方法

(A 類或 S 類 )在 IEC 61000-4-30 中定義。  

3.1.2  電力品質儀表 A 類 (power quality  instrument class A) PQI-A 

電力品質儀表，其測量方法符合 IEC 61000-4-30 的 A 類。  

3.1.3  電力品質儀表 S 類 (power quality  instrument class S )  PQI-S 

電力品質儀表，其測量方法符合 IEC 61000-4-30 的 S 類。  

3.1.4  便攜式儀表 (portable instrument )  /  

便攜式量測儀表 (portable measuring instrument )  

量測儀表設計成易於隨身攜帶並可由用戶連接和斷開。  

[來源： IEC 60050-300:2001,  312 -02-18]  

3.1.5  固定安裝的儀表 ( f ixed installed instrument ) /  

固定安裝的量測儀表 ( fixed instal led measuring instrument )   

量測儀表設計成用於永久性安裝，並經由永久性安裝連接器的方法連接。  

[來源： IEC 60050-300:2001,312-02-17，修正版–〝導體〞由〝連接器〞所取代 ]  

3.1.6  面板安裝儀表 (panel mounted instrument )  

固定安裝的儀表，用於安裝在面板或機箱的開孔中。  

3.1.7  固定於 DIN 導軌之模組化儀器 (modular instrument  f ixed on DIN rail)  

固定安裝的儀表，用於開關設備 (switchgear)或控制設備 (control  gear)，固定於

DIN 軌道上。  

3.1.8  固定於 DIN 軌道殼體儀表 (housing instrument  f ixed on DIN rail)   

固定安裝的儀表，用於固定在控制面板內的 DIN 軌道上。  

3.2  環境相關的術語和定義 (Terms and definit ions related to  environments )  

3 .2 .1  電磁兼容性環境 H (EMC environment H) 

嚴峻的電磁兼容性環境。  

示例：高壓所，電弧爐、焊接、鋁廠。  

備考：該環境在 IEC 61000-6-5 中描述為變電所的環境。  

3.2.2  電磁兼容性環境 G (EMC environment G) 

一般性電磁兼容性環境。  

示例：發電所、中壓和低壓變電所、各種工業應用。   

http://www.electro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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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考：該環境在 IEC 61000-6-5 中描述為發電站的環境。  

3.2.3  操作限制範圍 ( l imit  range of  operation )  

量測儀表在其操作條件下運作時，在其無損壞且隨後在其額定操作條件下運行

時，不會損及其計量特性下可以承受的極端操作條件。  

備考：量測儀表應能在操作限制範圍內工作。  

3.2.4  額定操作範圍 (rated range of  operation)  

單一影響量的範圍值，構成額定操作條件的一部分。  

備考：在額定操作範圍內應滿足不確定度要求。  

3.3  不確定度相關定義 (Definit ions related to uncertainty )  

3 .3 .1  基本不確定度 ( intrinsic  uncertainty)  

在參考條件下使用時量測儀表的不確定度。  

備考：  在本標準中，除非另有說明，否則為額定範圍內定義的測量值的不確定

度，以及在參考條件下的所有影響量。  

[來源： IEC 60359:2001,3.2 .10，修正版–增加了備考的註釋及移除儀表。 ]  

3.3.2  影響量 ( inf luence quantity )  

影響量不是測量的對象，其變化會影響讀數與測量結果之間的關係。  

備考 1.  影響量可以源自量測系統，量測設備或環境。  

備考 2.  由於校準圖 (cal ibrat ion diagram)取決於影響量，為了確定測量結果，有必

要了解相關影響量是否在規定範圍內。  

[來源： IEC 60359:2001,  3 .1 .14，修正版–備考 3 已被刪除。 ]  

3.3.3  改變量 (variat ion)  /  

由單一影響量 (single influence quanti ty)引起的改變量。在參考條件下的測量值與

(針對此特定影響量 )在額定操作範圍內的任何測量值之間的差異。  

備考：其他性能特徵和其他影響量應保持在參考條件的規定範圍內。  

3.3.4  額定操作條件 (rated operating condit ions)  

測量期間必須滿足的一組條件，以使校準圖有效。  

備考 1.  除了影響量的規定測量範圍和額定操作範圍外，這些條件可能包括其他

性能特徵的規定範圍和其他不能表示為數量範圍的讀數值。  

[來源： IEC 60359:2001,3.3 .13]  

3.3.5  操作不確定度 (operating uncetainty)  

在額定操作條件下的不確定度。  

備考 1.  操作儀表的不確定度，如儀表內部的不確定度，不是由使用者評定，而

是由其製造商或校準者聲明。該聲明可以通過儀表的基本不確定度和一

個或多個影響量的值的代數關係來表示，但此關係只是在不同操作條件

下表達一組儀表操作不確定度的方便工具，而不是用於評定儀表內不確

定度傳播的函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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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IEC 60359:2001,3.2 .11，修正版–〝儀表的 ( instrumental)〞一詞已從術語

和定義中移除。 ]  

3.3.6  整體系統不確定度 (overall  system uncertainty)  

不確定度，包括在額定操作條件下與量測系統 (傳感器，電線，量測儀表等 )相關

的所有組件的不確定度。  

3.4  註釋 (Notations)  

3 .4 .1  功能 (Functions)  

請參閱 IEC 61000-4-30 中定義的功能。  

3.4.2  符號和縮寫術語 (Symbols and abbreviated terms)  

N.R.  無要求 (not  requested)  

N.A.  不適用 (not  applicable)  

3.4.3  指標 (Indices)  

Min 最小值  

Max 最大值  

4.  環境條件 (Environmental  condit ions )  

4 .1  通則  

本標準根據以下標準對電力品質儀器進行分類：  

—  符合 IEC 61000-4-30 (PQI-A)A 類量測方法或 IEC 61000-4-30 (PQI-S)   

S 類量測方法的儀器；  

固定安裝 (F)或便攜式 (P)的儀器；  

打算在室內 ( I )或戶外使用的儀器 (O) 

—  旨在用於通用 EMC 環境 G 或特定惡劣 EMC 環境 H 的儀器。  

備考：有關 EMC 環境 G 和 EMC 環境 H 的定義的補充信息，請參見附錄 A. 

儀器應根據表 1 的編碼命名。所有允許儀器的清單見表 2 和表 3。  

 

表 1 產品編碼表  

電力品質儀表

(PQI)  

功能等級符合

IEC 61000-4-30 

(A或 S) 

固定安裝 (F)

或便攜式 (P)

儀表  

室內 ( I )或室

外 (O)應用  

電磁兼容性環

境G (Blank)或

H (-H) 

PQI-A或 PQI-S -FI1,  -FI2,  -FO, -PI或 -PO
( a )

 Blank或 -H
( a )

 

註 ( a )  見表 4和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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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A 類產品的定義  

 固定安裝  便攜式  

室內應用  室外應用  室內應用  室外應用  

電磁兼容性  

環境G 

PQI-A-FI1 

PQI-A-FI2 
PQI-A-FO PQI-A-PI  PQI-A-PO 

電磁兼容性  

環境H 

PQI-A-FI1-H 

PQI-A-FI2-H 
PQI-A-FO-H PQI-A-PI-H PQI-A-PO-H 

備考： FI1是溫度變化不受控制的室內環境，而 FI2是溫度變化可控制的室內環境。   

 

表 3 S 類產品的定義  

 

固定安裝  便攜式  

室內應用  室外應用  室內應用  室外應用  

電磁兼容性  

環境G 

PQI-S-FI1 

PQI-S-FI2 
PQI-S-FO PQI-S-PI  PQI-S-PO 

電磁兼容性  

環境H 

PQI-S-FI1-H 

PQI-S-FI2-H 
PQI-S-FO-H PQI-S-PI-H PQI-S-PO-H 

備考： FI1是溫度變化不受控制的室內環境，而 FI2是溫度變化可控制的室內環境。  

 

4 .2  環境 FI1， FI2， FI1-H， FI2-H， FO 和 FO-H 

本部分標準提供下列條件下使用之變壓器的詳細要求：  

這些環境專用於固定安裝的儀器，用於：  

–  在 EMC 環境 G 或 EMC 環境 H 中；  

–  用於室內操作或室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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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FI1,  FI2,  FI1-H,  FI2-H,  FO, FO-H 環境的描述  

環境參數 儲存和傳送 室內操作 室外操作 

環境溫度：限制操作範

圍(a)
 

IEC 60721-3-1/1K5 −40 

℃ to+70 ℃ 

IEC 60721-3-2/2K4 −40 

℃ to+70 ℃ 

FI1: IEC 60721-3-3/3K6 

−25 ℃ to+55 ℃ 

FI2: IEC 60721-3-3/3 

K5 mod.: 0 ℃  to+45 

℃ 

取決於地理區域或應用(g)
 

但對室內操作的要求為強

制性的 

環境溫度：額定操作範

圍(b)
 

N.A. 

FI1: IEC 60721-3-3 

/3K5 mod. −10 ℃ 

to+45° 

FI2: IEC 60721-3-3/3K5 

mod. 0 ℃ to+45 ℃ 

IEC 60721-3-3/3K6 −25 

℃ to+55 ℃ 

相對濕度：平均24小時 從5 %至95 % 
(d)

 從5 %至95 % 
(d)

 從5 %至95 %
(d)

 

太陽輻射 可忽略 可忽略 1,120 W/m
2(i)

 

隨風降雨強度(雨、雪、

冰雹等) 
可忽略 可忽略 大量降雨強度 

粉塵、鹽、煙、腐蝕性/

易燃氣體，蒸氣造成空

氣污染 

無明顯的空氣污染(c)
 無明顯的空氣污染(c)

 
粉塵和鹽對空氣造成嚴重

污染 

振動、地震 
IEC 60721-3-1/1M1 

IEC 60721-3-2/2M1 
IEC 60721-3-3/3M1 IEC 60721-3-3/3M1 

電磁干擾

免疫 

環 境

FI1,FI2, FO 
N.A. 

IEC 61000-6-5 

發電所環境 

IEC 61000-6-5 

發電所環境 

環 境

FI1-H,FI2-

H,FO-H 

N.A. 
IEC 61000-6-5 

變電所環境 

IEC 61000-6-5 

變電所環境 

海拔高度 N.A. 
普遍性≤2,000公尺 

特定案例h ≤4,000公尺 

≤2,000公尺 

特定案例h ≤4,000公尺 

污染程度 N.A. 2根據IEC 61010 2或3根據IEC 61010 

過電壓類別(與主電源相

關) 
N.A. 

IEC 61010過電壓類別

III
(e)(f)

 

IEC 61010 過電壓類別

III
(e)(f)

 

測量類別(與測量輸入相

關) 
N.A. 

IEC 61010測量類別III

或IV 
(e)(f)

 

IEC 61010測量類別III或

IV 
(e)(f)

 

註(a)
 見定義說明。面板安裝儀表的正面溫度可能較低。 

(b)
 見定義說明。 

(c)
 這些條件對應於IEC 60721-3-3中3C1和3S1類的最大值。 

(d)
 不考慮凝結或結冰。 

(e)
 如果儀表由被測量的電路供電，則過電壓類別和測量類別應為相同的類別編號。 

(f)
 有關選擇正確測量類別的指導，請參閱IEC 61010-2-030。有關過電壓類別的指導，請參閱IEC 

 61010-1。 

(g)
 限制操作範圍應由製造商規定。 

(h)
 如果設備的額定操作海拔高度超過2,000公尺，則所有電氣間隙乘以IEC 61010-1中規定的適用因數。 

(i)
 如果製造商明確規定了保護條款，則此表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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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環境 PI， PI-H， PO 和 PO-H 

本部分標準提供下列條件下使用之變壓器的詳細要求：  

這些環境專用於便攜式儀器，用於：  

—  在 EMC 環境 G 或 EMC 環境 H 中；  

—  用於室內或室外應用。  

 

表 5 PI， PI-H， PO 和 PO-H 環境的描述  

環境參數  儲存  室內操作  室外操作  

環境溫度：限制操作範
圍 (a)

 

IEC 60721-3-1/ 1K5 

−40 ℃  to+70 ℃  

IEC 60721-3-2/2K4 

−40 ℃ to+70 ℃  

IEC 60721-3-3/3K5 

−5 ℃  to+45 ℃  

取決於地理區域或應用(g)
 

但對室內操作的要求為
強制性的  

環境溫度：額定操作範
圍 (b)

 
N.A. 

IEC 60721-3-3/3K5 

mod. 0 ℃  to+40 ℃  

IEC 60721-3-3/3K6 −5 

℃  to+45 ℃  

相對濕度：平均24小時  從5 %至95 %
(d)

 從5 %至95 %
(d)

 從5 %至95 %
(d)

 

太陽輻射  可忽略  可忽略  1 120 W/m
2 i

 

隨 風 降 雨 強 度 ( 雨 ，
雪，冰雹等 ) 

可忽略  可忽略  大量降雨強度  

粉塵，鹽，煙，腐蝕性
/易燃氣體，蒸氣造成
空氣污染  

無明顯的空氣污染(c)
 無明顯的空氣污染(c)

 
粉塵和鹽對空氣造成嚴
重污染  

振動，地震  
IEC 60721-3-1/1M1 

IEC 60721-3-2/2M1 
IEC 60721-3-3/3M2 IEC 60721-3-3/3M2 

電磁干擾
免疫  

環境PI或
PO 

N.A. 
IEC 61000-6-5 

發電所環境  

IEC 61000-6-5 

發電所環境  

環境PI-H

或PO-H 
N.A. 

IEC 61000-6-5 

變電所環境  

IEC 61000-6-5 

變電所環境  

海拔高度  N.A. 

普遍性≤2,000公尺  

特定案例 (h)
≤4,000公

尺  

普遍性≤2,000公尺  

特定案例 (h)
≤4,000公尺  

污染程度  N.A. 2 2或3 

過電壓類別 (與主電源
相關 ) 

N.A. 
IEC 61010過電壓類
別 III

(e)(f)
 

IEC 61010過電壓類別
III

(e)(f)
 

測量類別 (與測量輸入
相關 ) 

N.A. 
IEC 61010測量類別  

III或 IV
(e)(f)

 

IEC 61010測量類別 III

或 IV
(e)(f)

 

註 (a) 見定義說明。  
(b) 見定義說明。  

(c) 這些條件對應於IEC 60721-3-3中3C1和3S1類的最大值。  

(d) 不考慮凝結或結冰。  

(e) 如果儀表由被測量的電路供電，則過電壓類別和測量類別應為相同的類別編號。  

(f) 有關選擇正確測量類別的指導，請參閱 IEC 61010-2-030。有關過電壓類別的指導，請參閱 IEC 

 61010-1。  
(g) 限制操作範圍應由製造商規定。  

(h) 如果設備的額定操作海拔高度超過2,000公尺，則所有電氣間隙乘以 IEC 61010-1中規定的適用因數。 
(i) 如果製造商明確規定了保護條款，則此表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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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環境空氣溫度與相對濕度的關係  

考慮到表 4 和表 5 的值，適用 IEC 60654-1:2012 附錄 A 中定義的 C1 和 C2 類的氣

候圖。  

5.  定額 (rat ings)   

5 .1  額定輸入激勵電壓 (rated input energising  voltages)  

交流有效電壓的建議額定值如下，並連同這些值乘以 √3 或 1/√3: 100  V; 110 V; 115 

V; 120 V; 200 V; 220 V; 230 V; 240 V; 480 V; 600 V 及 690 V。  

上述值為建議的數值。如若 PQI 符合上述未涵蓋的特定國家 /地區的要求，則應由

製造商說明。  

5.2 額定頻率 (rated frequencies )  

頻率的標準額定值應從以下選擇：  

50 赫茲；  60 赫茲。  

6.  設計和構造  

6 .1  通則  

本章節適用於以下條件以及 IEC 62586-2 中的條件。  

備考： IEC 62586-2 規定了本標準範圍內儀器的功能測試和不確定性要求。  

6.2 一般架構 (general architecture)  

測量鏈的結構：待測量的電氣量值可以直接量得，如低壓系統中的情況，或者可

以通過電壓傳感器 (VS)或電流傳感器 (CS)等測量傳感器量得。  

可以下載儲存在儀器中的數據，例如通過通信網絡或通過移動式儲存器。  

下圖 1 說明儀表的一般架構；  虛線表示儀表的可選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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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傳感器 收購單位
處理和
評估單位

管理單位

數據儲存
單位

通訊管理

數位I/O

管理

展示單位

數位I/O

通訊協議

測量結果要測量的
輸入信號

電氣輸入
訊號

IEC

圖 1 儀器通用測量鏈  

 

6.3 內建在 PQI-A 和 PQI-S 中的功能  

6 .3 .1  PQI-A 最小函數定義   

任何 PQI-A 都應包括表 6 中規定的所有強制性功能。  

 

表 6 PQI-A 的功能  

功能及提供數據 ( c )
 要求 ( a )

 

測量方法、測量不確定度

和測量範圍依據 IEC 

61000-4-30 

電源頻率   

10秒的數據  
M A類  

電源電壓大小  

150/180週期， 10分鐘和 2小時數據  
M A類  

閃爍  

10分鐘 Pst和 2小時 Plt數據  
M A類  

電源電壓驟降和驟升  

剩餘電壓，驟升電壓和持續時間  
M A類  

電源電壓中斷  

剩餘電壓和持續時間  
M A類  

電源電壓不平衡  

150/180週期， 10分鐘和 2小時數據。  
M A類  

諧波電壓  

150/180週期， 10分鐘和 2小時數據。  
M A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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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PQI-A 的功能 (續 )  

功能及提供數據 ( c )
 要求 ( a )

 

測量方法、測量不確定度

和測量範圍依據 IEC 

61000-4-30 

間諧波電壓  

150/180週期， 10分鐘和 2小時數據。  
M A類  

主電源信號電壓  

Msv數據為指定頻率的 10/12週期  
M A類  

低於 /高於偏差  

150/180週期， 10分鐘和 2小時數據。  
O

( b )
 A類  

電壓快速變動  O
( b )

 A類  

電流大小  

150/180週期， 10分鐘和 2小時數據  
O

( b )
 A類  

諧波電流  

150/180週期， 10分鐘和 2小時數據  
O

( b )
 A類  

間諧波 ( inter-harmonics)電流  

150/180週期， 10分鐘和 2小時數據  
O

( b )
 A類  

電流不平衡  

150/180週期， 10分鐘和 2小時數據  
O

( b )
 A類  

備考 1.波形擷取等附加數據可有利於驟降 /驟升 /中斷的分析。  

備考 2.  A類電力品質儀表能夠測量高達 50級的諧波和間諧波 (50 Hz時為 2.5 kHz， 60 

 Hz時為 3 kHz)。 S類電力品質儀表能夠測量高達 40級的諧波 (50 Hz時為 2 

 kHz， 60 Hz時為 2,4 kHz)。  

註 ( a )  
M =強制性；O =可選的  

( b )  嵌入可選功能時，此功能應符合 IEC 61000-4-30中定義的相關要求。  

( c )  對於所有已實現的功能，儀表應計算匯總數據，但不得由儀器記錄。  

 

6 .3 .2  PQI-S 最小函數定義   

任何 PQI-S 都應包括表 7 中規定的所有強制性功能。如果表 7 中的一個可選功

能包含在儀器中，則此功能應符合 IEC 61000-4-30 中規定的測量方法，測量不

確定度和測量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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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PQI-S 的最小功能  

功能及提供數據 ( c )
 要求 ( a )

 
測量方法、測量不確定度
和測量範圍依據 IEC 

61000-4-30 

電源頻率   

10秒的數據  
M A類或 S類  

電源電壓的大小  

150/180週期， 10分鐘和 2小時數據  
M A類或 S類  

閃爍  

10分鐘 Pst和 2小時 Plt數據  
O

b
 A類或 S類  

電源電壓驟降和驟升  

剩餘電壓，驟升電壓和持續時間  
M A類或 S類  

電源電壓中斷  

剩餘電壓和持續時間  
M A類或 S類  

電源電壓不平衡  

150/180週期， 10分鐘和 2小時數據。  
M A類或 S類  

諧波電壓  

150/180週期， 10分鐘和 2小時數據。  
O

( b )
 A類或 S類  

間諧波電壓  

150/180週期， 10分鐘和 2小時數據。  
O

( b )
 A類或 S類  

主電源信號電壓  

Msv數據為指定頻率的 10/12週期  
O

( b )
 A類或 S類  

低於 /高於偏差  

150/180週期， 10分鐘和 2小時數據。  
O

( b )
 A類或 S類  

電壓快速變動  O
( b )

 A類或 S類  

電流的大小  

150/180週期， 10分鐘和 2小時數據  
O

( b )
 A類或 S類  

諧波電流  

150/180週期， 10分鐘和 2小時數據  
O

( b )
 A類或 S類  

間諧波電流  

150/180週期， 10分鐘和 2小時數據  
O

( b )
 A類或 S類  

電流不平衡  

150/180週期， 10分鐘和 2小時數據  
O

( b )
 A類或 S類  

備考 1.  波形捕獲等附加數據可有利於驟降 /驟升 /中斷的分析。  

備考 2.  A類電力品質儀表能夠測量高達 50級的諧波和間諧波 (50 Hz時為 2.5 kHz， 60 
 Hz時為 3 kHz)。  S類電力品質儀表能夠測量高達 40級的諧波 (50 Hz時為 2 
 kHz， 60 Hz時為 2,4 kHz)。  

註 ( a )  
M =強制性；O =可選的  

( b )  嵌入可選功能時，此功能應符合 IEC 61000-4-30中定義的相關要求。  

( b )  對於所有已實現的功能，儀表應計算匯總數據，但不得由儀器記錄。  

 

6.3.3  IEC 61000-4-30 功能要求摘要  

備考：功能的摘要可參見 IEC 61000-4-30。  

除下列規定外，所有分接頭應為全容量，亦即所有分接頭的額定電流應為額定

容量除以每個分接頭的額定分接頭電壓。為了在存在諧波的情況下測量電壓，

PQI 將能夠測量達到波峰因數為 2 (參見 IEC 61000-4-7)。  

6.4 補充 IEC 61000-4-30 的附加要求  

6 .4 .1  試驗原因所提供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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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試驗原因，任何 PQI 應根據 IEC 61000-4-30 提供 (以任何方式 )設備所定義的

電力品質參數的所有讀數，包括 10/12 週期值， 150/180 週期值，頻率測量 10

分鐘的值， 8 小時的值和 10 秒的值。  

出於試驗原因，任何 PQI 應根據 IEC 61000-4-30 提供 (以任何方式 )與每個電力品

質讀數相關的以下信息：  

—  日期；  

—  時間；  

—  標誌信息 (用於提供標誌的讀數 )；  

—  在每 10 分鐘間隔之內測量 10/12 週期和 150/180 週期進行區塊編號 (block 

numbering)。  

表 8 規定在實施測量功能時需要提供的測量值和附加內部數據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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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數據呈現的解析度 (resolution of  the presented data)  

數據呈現的解析度應達到所需的準確度。  

備考：  例如，以 Ud i n  = 63 V，準確度為 0.1  %，意味著 0.06 V 解析度，並要求

至少進位到兩位小數。  

6.4.3  〝數據標誌〞的釐清 (clarif icat ion about  〝 data f lagging〞 )  

6 .4 .3 .1  數據標誌條件  

數據標誌基於 IEC 61000-4-30 標誌概念。中斷、驟降和驟升的檢測取決於終

端用戶選擇的閾值，並且該選擇將影響被標誌的數據。  

標誌數據不得刪除，因為它旨在示警終端用戶其數據可能存在缺陷。  

備考：製造商可以實施兩種有效的標誌方法  

—  IEC 61000-4-30 中規定的多相方法：根據多相驟降 /驟升 /中斷的發

生計算標誌 (一個標誌表示所有相位 )；  

—  逐一通道方法 ( the channel  by channel  approach )：藉由通道 (channel)

的單相驟降 /驟升 /中斷的發生來計算標誌 (每個通道一個標誌 )。  

製造商應記錄他們執行的方法。然而，如果儀表監測多相系統，則必須使用

IEC 61000-4-30 標誌方法。  

此產品標準未定義標誌何時或如何發生。  

可以在線上標誌數據，作為內部匯總或在後期處理鑑定步驟的一部分。  

製造商應描述數據被標誌的位置。  

6.4.3 .2  附加〝數據標誌〞 (addit ional 〝 data marking〞 )  

附加數據標誌可以使用不基於 IEC 61000-4-30 標誌概念，以指示測量數據可

能不可靠。  

如果有額外的數據標誌，儀表應清楚地指示 (例如日誌文件 )時間，當測量可能

超出規定的不確定度。製造商應提供可導致此數據標誌的潛在原因列表。  

備考 1.  例如，附加數據標誌可能是以下結果：溫度對測量鏈的影響，同步損

失，輸入電壓的測量超出範圍，頻率測量的參考電壓損失，鎖相迴路

故障等。此列表僅提供部分結果參考。  

備考 2.  由於頻繁的發生，不包括輸入電流的測量超過範圍。  

可以線上將數據標誌作為內部匯總或在後期處理鑑定步驟的一部分。本產品標

準不會定義標誌何時或如何發生；製造商應描述如何標誌數據。  

6.4.4  環境空氣溫度的額定操作範圍內的溫度漂移要求  

以下要求不適用於參考條件。  

在外部參考條件下操作時，根據表 4 和表 5，在氣溫操作額定工作範圍內，氣溫

隨參考條件 (如 8.2 所定義 )的變化引起的最大變化不得超過測量不確定度 (如 IEC 

61000-4-30 中所規定 )乘以 M，其中 M 可參見表 9 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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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不同溫度範圍的不確定度乘數  

氣溫  M的最大值  

0  ℃和 +45 ℃之間  1 ,0  

0  ℃以下  
如圖 2所示，在 0 ℃時為 1,0，在 −25 ℃

時線性變化為 2,0。  

+45 ℃以上  
如圖 2所示，在 +45 ℃時為 1,0，在 +55 ℃

時線性變化為 2,0。  

 

根據表 4 和表 5，儀表僅需要在其額定操作溫度範圍內滿足環境溫度下的這些漂

移要求。  

 

環境溫度範圍：額定工作範圍

除參考條件外 M = 2M = 2

+45 ℃ 

+55 ℃ -25 ℃ 

-5 ℃ 

0 ℃ 

IEC

M = 1

備考：此曲線稱作〝骨骼曲線〞  

以下為 A 類電壓大小量測的示例。  

—  考慮 PQI-A 儀器的情況對於電源電壓參數的大小。  

—  根據 IEC 61000-4-30 A 類測量不確定度，在參考條件下進行測量以獲得參考

測量值 (根據預期值，其應在 Ud i n 的±0.1  %範圍內 )。  

—  然而，隨著環境溫度變化，藉由上面所指定的量，測量值僅能依據參考測量

值變化。  

—  一些樣品的溫度和可允許的測量變化為：   

−25 ℃：可以與 Ud i n 的參考測量值相差±0.2  % (M = 2) 

−10 ℃：可以與 Ud i n 的參考測量值相差±0.14 % (M = 1.4) 

−5 ℃：可以與 Ud i n 的參考測量值相差±0.12 % (M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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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可以與 Ud i n 的參考測量值相差±0.1  % (M = 1) 

+45 ℃：可以與 Ud i n 的參考測量值相差±0.1  % (M = 1) 

+55 ℃：可以與 Ud i n 的參考測量值相差±0.2  % (M = 2) 

 

圖 2 不確定度要求作為溫度函數  

 

6.5  安全要求 (safety requirements )  

IEC 61010-1 中規定的過電壓類別以及 IEC 61010-2-030 所規定的測量類別均適用。  

當電路可連接至外部接收電路，則其應被視為可接收的導電元件，例如通信電路。 

可以連接至數據系統的通信埠也應被視為可接收的導電元件。  

這些可接收的導電元件針對單一故障情況要求保護裝置。  

備考：  基本絕緣不足以防止單一故障情況。相應絕緣 ( relevant  insulat ion)  的示例

是雙重絕緣或加強絕緣，或 IEC 61010 系列中規定的其他保護裝置。  

儀器內的中性導體應視為危險帶電元件。  

如果這種傳感器的設計特徵可以防止任何危險，則允許將 PO1 連接到外部高壓傳

感器 (例如，對於額定電壓高於 1000V AC 的系統 )。  

6.6  電磁兼容性要求 (EMC requirements)  

6 .6 .1  排放  (Emissions)  

適用於 CISPR 32 A 類的要求。  

6.6.2  耐受度 (Immunity)  

PQl-x-xx 應符合〝發電廠〞和界面類型 2 定義的 IEC 61000-6-5 的耐受度要求，

除了 CT 傳感器和 VT 傳感器的界面應符合界面類型 3 的要求。  

PQl-x-xx-H 應符合〝變電所〞和界面類型 3 定義的 IEC 61000-6-5 的耐受度要求。 

6.7  PQI 的氣候要求  

儀表應符合表 4 和表 5 中定義的相關環境。  

6.8  機械性要求 (Mechanical  requirements )  

6 .8 .1  產品的機械強健性 (Product  mechanical  robustness)  

儀表應符合表 4 和表 5 中定義的相關環境。  

6.8.2  外殼強健性 (Enclosure robustness )  

表 10 的要求應被實現為試驗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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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外殼機械要求 (enclosure mechanical  requirements)  

外殼穩健性，去激試驗  參考標準  固定安裝設備 ( a ) ( b )
 便攜式設備 ( a ) ( b )

 

外殼提供的保護  IEC 62262  IK 06 (1 J)  IK 06 (1 J)  

註 ( a )  對於使用去能 (de-energised)設備的機械測試，產品功能應在測試後保持其規格。 

( b )  機械試驗不適用於顯示器。  

 

外殼的性能不得降低。  

不得有明顯的機械或結構故障，儀表的電氣性能不受本節所列試驗的影響。  

備考 1.結構故障，例如裂紋，斷裂，變形，分層。  

備考 2.該測試涉及強健性，與 IEC 61010 系列中關於性能標準的定義不同。  

6.9  外殼的防護等級 (Degree of  protect ion by enclosures )  

製造商應根據 IEC 60529 記錄裝置侵入防護 ( IP)。表 11 為最低限度要求。此規定

了 PQI 儀表不同類型外殼的最低 IP 要求。  

 

表 11 最低 IP 要求  

 適用於室內應用  適用於室外應用  

儀器種類  
外露部件 (如

前面板 )
( a )

 

未外露的部件

(例如外殼 )，

前面板除外  

外 露 部 件 (例 如

不在機櫃中的前

面板 )
 ( a ) ( b )

 

未外露的部件 (例

如外殼，在機櫃中

的前面板 )，前面

板除外  

固定安裝，面板

安裝的儀器  
IP 40  IP 20  

根據製造商的說

明安裝 IP 54。  

根 據 製 造 商 的 說

明安裝 IP 51。  

固定安裝，模組

化儀器固定在配

電盤內的 DIN軌

道上 ( b )
 

IP 40  IP 20  

固定安裝，固定

在 DIN軌道上的

外殼儀表 ( b )
 

IP 20  IP 20  

便攜式儀器 .  IP 40  IP 40  IP 52 IP 51 

註 ( a )
 除臨時開放的封蓋。  

( b )
 參見定義。  

 

6 .10  啟動要求 (Start -up requirements)  

在向設備供電之前將穩態信號施加到測量輸入端，並在向設備供電之後，通過通

信或當地用戶界面 15 秒，可以準確讀取電源電壓的大小。如果啟動時間超過 15

秒，製造商應規定在運用電源後，通過通信或當地用戶端可獲得測量數量的最長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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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標示和操作說明 (Marking and operating instructions )  

7 .1  通則  

標示和操作說明應符合 IEC 61010-1；其他要求如下。  

7.2 標示 (Marking)  

儀表的類型應根據表 1，表 2 和表 3 進行標記。該標記應在操作說明書中說明，

例如複製本手冊中表 2 或表 3 的相關字句或解釋標示的基本原理。  

7.3 操作說明  

製造商應根據表 12 規定儀表特性。  

 

表 12 特性規格模板  

函數符號  功能  

根據 IEC 

61000-4-30 (A或 S)

或不適用的等級  

範圍  補充資訊  

f  電源頻率     

U 電源電壓的大小   
(表示為Ud i n的

範圍 )
( a )

 

(表示為電壓  

範圍 )
( a )

 

P s t ,  P l t  閃爍     

Ud i p ,  U s w l  
電源電壓驟降和

驟升  
 N.A.   

U i n t  電源電壓中斷     

u 0 ,  u 2  電源電壓不平衡     

Uh  諧波電壓     

U i h  間諧波電壓     

MSV 主電源信號電壓     

Under/over  低於 /高於偏差     

RVC 電壓快速變動     

i0 ,  i 2  電流大小     

i  不平衡電流     

I h  諧波電流     

I i h  間諧波電流     

強烈建議列出所有功能，並且僅指定現有功能。  

註 ( a )  例如，規定範圍為Ud i n  = [100 V至 400 V]的儀器應滿足A類至少 10 V至 600 V， S類 20 

 V至 480 V的不確定度要求。  

 

8 .  功能，環境和安全類型試驗  

8.1 .  通則  

功能，環境和安全型試驗應按本節規定的要求進行。  

8.2 .  類型試驗的參考條件  

除非另有規定，所有類型試驗應在表 13 規定的參考條件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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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試驗的參考條件  

條件  參考條件  

操作溫度  23 ℃±2 ℃或製造商另行規定  

相對濕度 (RH) 相對濕度為 40 %至 60 % 

輔助電源電壓  額定電源電壓±1 % 

相位  可用三相 ( a )
 

外部連續磁場  
≤40 A/m DC   

在 50 Hz/60 Hz時 ≤3A/m AC  

電壓和電流上的直流分量  無  

波形  正弦  

頻率  fn o m  = 50 Hz±0.5 Hz或 60 Hz±0.5 Hz
( b )

 

電壓大小  Ud i n±1 % 

閃爍  P s t  <0,1  

不平衡  

所有通道上的Ud i n均為 100 %±0.5  %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使用 0°±0.05° (通道

1)，−120°±0.05° (通道 2)，120°±0.05° (通

道 3)的相位角 (相當於 u 0  = 0  %，u 2  =  0  %) 

諧波  Ud i n為 0 %至 3 % 

間諧波  Ud i n為 0 %到 0.5 % 

註 ( a )  僅在三相系統的情況下需要。  

( b )  
fn o m應由製造商選擇。  

 

8 .3  安全試驗  

安全試驗應根據 IEC 61010-1 進行。  

8.4  電磁兼容性試驗 (EMC tests)  

8 .4 .1  放射  (Emissions)  

放射測試應根據 CISPR 32 進行。  

8.4.2  耐受度 (Immunity)  

電磁兼容性試驗應根據 IEC 61000-6-5 進行，並考慮為〝量測〞功能定義的性能

標準。  

表 14 中定義的性能標準適用於相關的穩態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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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適用於電磁兼容性試驗的性能標準  

穩態測量(如果被測設備提供) 
連續電磁兼容性現象的性能

標準  

暫態電磁兼容性現象的性能

標準 (出現高或低的現象 )  

電源電壓的大小， 150/180

週期的量測  

適 用 IEC 61000-6-5 中 定 義

的性能標準 A：在應用連續

電磁兼容現象之後， PQI繼

續提供精確的穩態量測。  

允許在施加連續電磁兼容現

象期間性能下降。結果可能

與參考條件下的測量結果有

所不同，最高可達規定內部

不確定度的兩倍。  

適用 IEC 61000-6-5中定義的

性能標準 B。  

此外，在應用連續電磁兼容

現象之後，PQI繼續提供〝精

確的穩態測量〞(但不一定是

在應用它們的期間 )。  

電壓 THD，150/180週期量測  

電流大小， 150/180週期量

測  

備考：  在所有情況下，在應用性能標準時，〝精確穩態測量〞的參考應解釋為參照 IEC  

  61000-4-30中規定的適用穩態測量以量測不確定度。  

 

測量輸入和電源輸入應符合 IEC 61000-6-5 的湧浪測試 (surge test ing)適用性能標

準，但除了 IEC 61010-2-30 中定義的額定測量類別和 IEC 60664-1：2007，表 F.1

中定義的額定測量類別 (直接從低壓電源供電的設備的額定脈衝電壓 )。  

備考 1.  例如，符合 IEC 60664-1 的 PQI，對於具有過電壓類別 IV 的 600 V 工作

電壓，應能承受 8 kV 的突波測試。隔離試驗電壓取決於隔離系統的電壓

輸入類型 (基本、加強、雙重 )；  參見 61010-2-030:2011 中的表 K.104。  

備考 2.  例如，符合 IEC 60664-1 的 PQI，對於具有過電壓類別 I I I 的 600 V 工作

電壓，應能承受 6 kV 的突波試驗。隔離試驗電壓取決於隔離系統的電壓

輸入類型 (基本、加強、雙重 )；  參見 61010-2-030:2011 中的表 K.104。  

8.5  氣候測試  

應符合表 15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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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氣候要求  

在操作中的

氣候測試 
標準和位準 測試要求(b)

 
根據操作環境的溫度限制 

FI
(c)

 FO
(c)

 PI
(c)

 PO
(c)

 

冷 
IEC 60068-2-1  

試驗Ad 
96小時 

FI1:−25 ℃ 

FI2:0 ℃ 

(d) −5 ℃ (d) 

乾熱 
IEC60068-2-2試

驗Bd 
96小時 

FI1:+55 ℃ 

FI2:+45 ℃ 

(d) +45 ℃ (d) 

溼熱 
IEC60068-2-78 

試驗Cab 
93 %RH,4天 +40 

(c)
 +55 ℃ +40 ℃ +55 ℃ 

溫度隨指定

溫度變化 

IEC60068-2-14

試驗Nb 

0 ℃至最高溫度，1 

℃/分，t1 = 2h，5

個週期 

FI1:+55 ℃ 

FI2:+45 ℃ 
+70 ℃ +45 ℃ +70 ℃ 

鹽霧 
IEC60068-2-52 

試驗Kb, 

3次噴霧，每次噴霧

2小時，每次噴霧後

保存22小時。 

該測試僅適用於戶外應用。 

在斷電中的

氣候試驗 
標準和位準 測試要求 

根據操作環境的溫度限制 

FI
(c)

 FO
(c)

 PI
(c)

 PO
(c)

 

冷 
IEC 60068-2-1  

試驗Ad 
96小時 −40 ℃ −40 ℃ −40 ℃ −40 ℃ 

乾熱 
IEC 60068-2-1  

試驗Ad 
96小時 +70 ℃ +70 ℃ +70 ℃ +70 ℃ 

溫度隨指定

溫度變化 

IEC60068-2-14

試驗Nb 

−40 ℃至最高溫

度，3 ℃/分，t1 = 

2h，5個週期 

+70 ℃ +70 ℃ +70 ℃ +70 ℃ 

註(a) 
 對於使用斷電設備的試驗，產品功能應在試驗後保持其規格。 

(b)
 產品功能在試驗期間不得停止，並在之後的額定操作條件下操作時應恢復其規格。 

(c)
 環境溫度指南可參見IEC 60068-1。 

(d)
 根據製造商規格。 

 

8 .6  機械性試驗 (Mechanical  tests )  

8 .6  機械試驗  

8 .6 .1 產品機械強度  

表 16 的要求應作為型式試驗來滿足。  

8.6.1  產品機械強度  

表 16 的要求應作為型式試驗來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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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產品機械要求  

操作試驗中的機械

強度 
標準和位準 固定安裝設備的試驗要求(a)

 便攜式設備的試驗要求(a)
 

振動行為 
IEC 60068-2-6 

試驗Fc 

頻率範圍：10 Hz至150 Hz 

掃頻範圍：58 Hz至60 Hz 

0,075毫米，2 Hz至9 Hz，20

個週期 

0.5 gn，9 Hz至150 Hz，20個

週期 

頻率範圍：10 Hz至150 Hz 

掃描頻率範圍：58 Hz至60 

Hz 

0,075毫米，2 Hz至9 Hz，20

個週期 

0.5 gn，9 Hz至150 Hz，20

個週期 

衝擊行為d
 

IEC 60068-2-27 

試驗Ea 
N.A. 10 gn/11毫秒，3個脈 

地震行為d
 IEC 60068-2-57 

1-35 Hz，零週期加速度=水平

1 gn，垂直0.5 gn 
N.A. 

斷電測試中的機械

強度(傳輸) 
標準和位準 固定安裝設備的試驗要求(b)

 便攜式設備的試驗要求b
 

對振動的持久力 
IEC 60068-2-6 

試驗Fc 

頻率範圍：5 Hz至150 Hz 

掃頻範圍：8 Hz至9 Hz 

7,5毫米，2 Hz至9 Hz，20個

週期 

2 gn，9 Hz至150 Hz，20個週

期 

頻率範圍：5 Hz至150 Hz 

掃頻範圍：8 Hz至9 Hz 

7,5毫米，2 Hz至9 Hz，20

個週期 

2 gn，9 Hz至150 Hz，20個

週期 

衝擊的阻力 
IEC 60068-2-27 

試驗Ea 
15 gn/11毫秒，3個脈衝 30 gn/11毫秒，3個脈衝 

自由落體試驗 

IEC 60068-2-31 

試驗Ec，自由落體

程序1 

試驗應在運輸包裝中使用設

備進行(c)
 

自由落體500毫米 

應力數量：每側2個 

試驗應在運輸包裝中使用

設備進行 

自由落體1,000毫米 

應力數量：每側2個 

註(a) 
 對於設備操作中的測試，產品功能應在試驗期間保持其規格。 

(b) 
 對於使用斷電設備的測試，產品功能應在測試後保持其規格。 

(c) 
 試驗應在不改變試驗之間組裝(packaging)的情況下進行。 

(d)
  將儀表放入適當的外殼/機櫃中也可以滿足要求。 

 

8 .6 .2  電氣設備外殼防止外部機械衝擊的防護等級 (IK 代碼 )  

試驗應根據 IEC 62262 執行。  

8.6.3  外殼防護等級 (IP 代碼 )  

試驗應根據 IEC 60529 執行。  

8.7  功能和不確定度試驗  

功能型式試驗應根據 IEC 62586-2 中規定的要求執行。  

9.  例行試驗 (Routine tests )  

9 .1  通則  

例行試驗應根據本第 9 章規定的要求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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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保護連結試驗 (Protect ive bonding test )  

PQls 應按照 IEC 61010-1:2010，附錄 F 進行測試。  

9 .3 介電強度試驗 (Dielectr ic  strength test )  

PQls 應按照 IEC 61010-1:2010，附錄 F 進行測試。  

9.4 內部不確定性試驗 (Intrinsic uncertainty test )  

製造商應對 100 %生產的設備進行內在不確定性的常規測試。 該常規測試旨在檢

測製造期間的特定硬體不合格，且至少應包含電源電壓功能的大小測試。  

可以使用 10/12 週期值或匯總值中的任何一個來驗證要求。  

強烈建議記錄此試驗的結果。  

10.  聲明 (Declarations)  

IEC 62586-2 中提供了模板示例。  

備考：證書由第三方評估員 (例如測試實驗室 )提供，而聲明由製造商自己提供。  

11.  重新校準和重新驗證 (Re-calibration and re -verif icat ion)  

製造商應提供重新校準和重新驗證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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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參考 )  

有關環境〝電磁兼容環境 G〞和環境〝電磁兼容環境 H〞之資訊  

 

 

本標準中的電磁兼容環境 G 對應於 IEC 61000-6-5 中規定的電驛環境。  本標準中的

EMC 環境 H 對應於 IEC 61000-6-5 中規定的變電站環境。  

為方便起見，將 IEC 61000-6-5 的圖 2 移至圖 A.1 中再現。有關更多資訊，請參閱 IEC 

61000-6-5。  

保護區

控制室區域

接口區域

外部區域

變電站
/高壓區域

非電氣處理
區域

電氣處理
區域

4

44

2

2

2 2

2

2

1

3

3

3

IEC

關鍵 (Key)  

1.  保護區內  

2 .  內部界面和 /或控制室區域  

3 .  內部或來自加工區域  

4 .  外部連接 (高壓區和外部電信 )  

備考：電氣處理區域包括例如：發電機，渦輪機，開關設備，大型驅動器，轉換器。  

非電氣處理區域包括例如：鍋爐，污染監測，燃料處理。  

控制室區域包含例如：控制系統，電腦，消防系統，UPS。  

保護區包含例如：特殊敏感設備，如路由器和特殊電腦。  

界面區域包括例如設備和系統通過突波保護和電纜屏蔽的連接等措施連接到外部。  

外部區域包括額外的處理設備，信號等。  

高壓區包含例如斷路器，匯流排，隔離式開關，計量。  

 

圖 A.1 發電站內部情況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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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試驗的測量要求摘要  

功能  PQ 計算  觸發事件  匯總(Aggregation) 用於試驗的附加數據  標誌  

電源頻率  10 秒測量  N.A. N.A. N.A. X 

電源電壓大小  

10 分 鐘 滙 總

(aggregation)測量  

2 小時滙總測量是非

必須的(optional) 

N.A. 

要求  10/12 週期測量  

150/180週期滙總測量  

區塊編號為 RTC 10分

鐘刻度(10/12 週期(重

疊 1)和 150/180 週期

(重疊 2)讀數) 

X 

電源電壓不平衡  要求  X 

諧波電壓  要求  X 

電壓間諧波  要求  X 

低於 /高於偏差  要求  X 

閃爍  
10 分鐘 Pst值和 2 小時

P lt 值  
N.A. 根據 IEC 61000-4-15 

Pinst 輸出(也稱為 IEC 

61000-4-15 引用的〝輸

出 5〞) 

X 

電源電壓驟降和中斷  

N.A. 

剩餘電壓 Urms (1/2)或

者深度及時間戳 (持續

時間) 

N.A. 
事件期間的故障記錄

(樣本 )和 Urms (1/2)值

(在過零點的每個通道

上獨立同步 ) 

N.A. 

電源電壓驟變  
最大驟變量和時間戳

記(持續時間 ) 
N.A. N.A. 

主電源信號電壓  
指定頻率的 10/12 週

期  
N.A. N.A. N.A. X 

電壓快速變動  N.A. 

電壓變動 ΔUss (新的

穩態電壓大小 ) 

最大偏差 ΔUmax 

時間戳(持續時間 ) 

N.A. N.A. N.A. 

電流大小  

10 分鐘滙總測量  

2 小時滙總測量是非

必須的  

N.A. 要求  10/12 週期測量  

150/180循環滙總測量  

區塊編號為 RTC 10分

鐘刻度(10/12 週期(重

疊 1)和 150/180 週期

(重疊 2)讀數) 

N.A. 

諧波電流  N.A. 要求  

間諧波電流  N.A. 要求  

電流不平衡  N.A. 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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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適用範圍  

本標準規範低、中、高壓， 50 Hz 或 60 Hz 公用網路的供電端之電力特性。  

備考 1.  不同國家 /地區的不同電壓等級之間的界限可能不同。本標準以下列代號表

示系統電壓：  

－  低壓 (LV)範圍：Un  ≤  1  kV；  

－  中壓 (MV)範圍 :1  kV < Un  ≤  35 kV；  

－  高壓 (HV)範圍： 35 kV < Un  ≤  230 kV；  

備考 2.由於某些國家 /地區既有的網路結構，中壓和高壓之界限可能不同。  

大多數供電端的電力品質建議表示為電力品質指標，用以描述電力特性變化的方

式。這種變化就任何特定的供電端在時間上乃隨機出現，相對於某一時間而言，其

出現位置也是隨機的。因此，電力品質指標是基於所發生的電磁現象：  

•  連續現象，即連續時間下距離標稱值的偏移量。這種現象的發生主要是由於負

載模式，負載變化，非線性負載或分散式發電  

•  不連續現象或事件，即發生偏離於標稱值或期望波形的突然而顯著的偏移。通

常由於不可預測的事件 (例如故障 )或外部原因 (例如天氣條件 )。  

電力品質指標和推薦值旨在作監管目的的技術參考 (例如，在網路代碼中 )或網路運

營商與網路用戶之間的合同 (例如，連接協議的一部分 )。  

電力品質的規範為結合網路運營商的義務與電磁環境中的設備或裝置的需求。但值

得注意的是，對設備或裝置在電磁環境也包含排放方面如其他 IEC 標準中所規範

(見附錄 F 第 2 條 )。  

備考 3.  網路運營商負責開發和運轉供電系統，需同時考慮到：  

•  提供設備，裝置或其他網路適當的條件與其網路相連；  

•  避免不必要的費用。  

備考 4.  在許多國家 /地區，有關公用網路供電端電力基本特性的規範由國家 /地區監

管機構制定或控制。  

在某些情況下，可以就個別網路用戶和網路運營商之間的簽訂協議條款 (通常是連

接協議 )來約定附加或差異規範。這種合同最有可能出現在電力需求相對較大，從

MV 或 HV 網路供電或具有電力品質敏感負載的網路用戶。它也可能出現在人口稀

少或困難的地形中，例如配電成本高的山區。在這樣的區域中，網路用戶可能願意

接受併接於較低的成本而其中不完全符合電力品質之標準。  

備考 5.  儘管情況不同，電力品質指標和推薦值在可接受的經濟條件下適當地涵蓋

了的絕大多數地點，如果：  

•  對於大眾市場產品， IEC 61000-3-2,  3-3,  3-11 和 /或 3-12 等標準的排放

規範乃定期適當的更新，以考慮市場的發展和技術的變化；  

•  對於大型裝置，有效控制排放標準，例如：通過連接協議 (附件 E 列出

了一些改善電力品質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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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 路 運 營 商 使 用 適 當 的 方 法 和 工 程 實 踐 ， 例 如 ： 基 於 規 劃 層 次

(PLANNING LEVELS)和 IEC TR 61000-3-6,  3-7,  3-13 和 /或 3-14。  

本技術標準適用於表 1 中列出的現象。  

 

表 1 電力品質指標處理的電磁現象之分類  

連續現像  不連續現象—事件  

頻率偏移  供應中斷  

供電電壓偏移  電壓驟降  

電壓不平衡  電壓陡升  

諧波電壓  暫態過電壓  

間諧波  電壓快速變動  

閃爍 (電壓閃爍 )   

主信號電壓   

 

備考 6.  相關測量方法的規範可參見 IEC 61000-4-30，電磁相容—測試和測量技

術 — 電 力 品 質 測 量 方 法 (EMC −  Test ing and measurement techniques −  

Power Quali ty measurement methods )。  

備考 7.  相關測量儀器的性能規範可參見 IEC 62586  〝電力供應系統中的電力品質

測量〞 (Power quality measurement in power supply systems. )。  

雖然電力品質與 EMC 有很多相關性，特別因為是遵守電力品質規範取決於對所有 /

多個設備和 /或設備的電磁排放的累積效應控制，這個標準不是 EMC 出版物 (參見

附件 F)。  

2.  規範性參考文獻  

以下文件的全部或部分內容在本文件中作了規範性引用，並且對於其應用是必不可

少的。凡是註記日期的引用文件，僅引用的版本適用。凡是不註記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正 )適用於本標準。  

IEC 60038 IEC standard voltages 電壓標準  

IEC 60364-4-44 Low-voltage electr ical  instal lat ions −  Par t  4-44:  Protection 

for  safety −  Protection against  voltage disturbances and 

electromagnetic  disturbances 低壓電氣裝置—第 4-44 部

分：安全保護—防止電壓干擾和電磁干擾  

IEC 60364-5-53,  Electr ical  ins tal lat ions of buildings −  Par t  5-53:  Selection 

and erection of electr ical  equipment −  Isolat ion,  switching 

and control  建築物的電氣裝置—第 5-53 部分：電氣設備

的選擇和安裝—隔離，切換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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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1000-2-2,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 l i ty (EMC) −  Par t  2-2:  

Environment −  Compatibi l i ty levels fo r  low-frequency 

conducted disturbances and signall ing in public  

low-voltage power supply systems，電磁相容性，EMC—第

2-2 部分：環境—公用低壓電源系統中低頻傳導干擾和信

號的相容性等級  

IEC TR 61000-2-8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EMC) −  Part 1-8: 

Environment −  Voltage dips and short interruptions on public 

 electric power supply systems with statistical measurement 

results 電磁相容性 EMC—第 1-8 部分：環境—具有統計測

量結果的公用電力系統的電壓驟降和短暫中斷  

IEC 61000-2-12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 l i ty (EMC) −  Par t  2-12:  

Environment −  Compatibi l i ty levels for  low-frequency 

conducted disturbances and signaling in public  

medium-voltage power supply systems 電磁相容性 (EMC)—

第 2-12 部分：環境—公用中壓電力系統中低頻傳導干擾和

信號的相容性等級  

IEC TR 61000-2-14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 l i ty (EMC) −  Par t  2-14:  

Environment −  Overvoltages on public  electr ici ty 

distr ibution networks 電磁相容性 (EMC)—第 2-14 部分：環

境—公用配電網路的過電壓  

IEC 61000-3-2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 l i ty (EMC) −  Par t  3-2:  Limits −  

Limits for  harmonic current  emissions (equipment input  

current  < 16 A per  phase)  電磁相容性 (EMC)—第 3-2 部

分：限值—諧波電流排放限值 (設備輸入電流≦ 16 A /相 )  

IEC 61000-3-3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 l i ty (EMC) −  P Par t  3-3:  Limits 

−  Limitat ion of voltage changes,  voltage fluctuations and 

fl icker  in public  low-voltage supply systems,  for  equipment 

with rated current  < 16 A per  phase and not  subject  to  

condit ional  connection 電磁相容性 (EMC)—第 3-3 部分：限

值—公用低壓供電系統中電壓變化，電壓波動和閃爍的限

制，適用於額定電流≦ 16/相而非主題的設備有條件的連接  

IEC TR 61000-3-6,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 l i ty (EMC) −  Par t  3-6:  Limits −  

Assessment of emission l imits for  the connection of 

distor t ing instal lat ions to  MV, HV and EHV power systems 

電磁相容性 (EMC)—第 3-6 部分：限值 −  畸變裝置與 MV，

HV 和 EHV 電力系統連接的排放限值評估  

IECTR 61000-3-7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 l i ty (EMC) −  Par t  3-7:  Limi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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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of emission l imits for  the connection of 

fluctuating load instal lat ions to  MV, HV and EHV power 

systems 電磁相容性 (EMC—第 3-7 部分：限值 −波動負載裝

置與 MV，HV 和 EHV 電力系統連接的排放限值評估  

IEC 61000-3-11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 l i ty (EMC) −  Par t  3-11:  Limits −  

Limitat ion of voltage changes,  voltage fluctuations and 

fl icker  in public  low-voltage supply systems −  Equipment 

with rated current  < 75 A and subject  to  condit ional  

connection 電磁相容性 (EMC)—第 3-11 部分：限值—公用

低壓供電系統中電壓變化，電壓波動和閃爍的限制—裝置

額定電流≦ 75 A 且有條件連接的設備  

IEC 61000-3-12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 l i ty (EMC) −  Par t  3-12:  Limits −  

Limits for  harmonic currents produced by equipment 

connected to  public  low-voltage systems with input current  

>16 A and <75 A per  phase 電磁相容性 (EMC)—第 3-12 部

分：限值—連接到公用低壓系統的設備產生的諧波電流限

值，輸入電流 > 16 A 而且每相≦ −75 A 

IEC TR 61000-3-13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 l i ty (EMC) −  Par t  3-13:  Limits −  

Assessment of emission l imits for  the connection of 

unbalanced instal lat ions to  MV, HV and EHV power 

systems 電磁相容性 (EMC)—第 3-13 部分：限值—不平衡

裝置與 MV，HV 和 EHV 電力系統連接的排放限值評估  

IEC TR 61000-3-14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 l i ty (EMC) −  Par t  3-14:  Limits −  

Assessment of emission l imits for  the connection of 

disturbing instal lat ions to  LV power systems 電磁相容性

(EMC)—第 3-14 部分：限值—干擾裝置與低壓電力系統連

接的排放限值評估  

IEC 61000-4-7:2009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 l i ty (EMC) −  Par t  4-7:  Testing 

and measurement techniques −  General  guide on harmonics 

and interharmonics measurements and instrumentat ion,  for  

power supply systems and equipment conne cted thereto 電

磁相容性 (EMC)—第 4-7 部分：測試和測量技術—供電系

統和與之相連的設備的諧波和間諧波測量和儀表的一般

指南  

IEC 61000-4-15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 l i ty  (EMC) −  Part  4-15:  Test ing 

and measurement techniques −  Flickermeter -  Functional 

and design specif ications 電磁相容性 (EMC)—第 4-15 部

分：測試和測量技術—閃爍計—功能和設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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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1000-4-30:2008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 l i ty  (EMC) −  Part  4-30:  Test ing 

and measurement techniques −  Power quali ty  measurement 

methods  電磁相容性 (EMC)—第 4-30 部分：測試和測量技

術—電力品質測量方法  

IEC 62586-1 Power quali ty  measurement in  power supply systems −  Part  

1:  Power quali ty  instruments (PQI)電源系統中的電力品質

測量—第 1 部分：電力品質儀器 (PQI)  

IEC 62586-2 Power quali ty  measurement in  power supply systems −  Part  

2:  Functional tests  and uncertainty requirements 電源系統

中的電力品質測量—第 2 部分：功能測試和不確定性規範  

3.  術語和定義  

就本技術規範而言，運用以下術語和定義。  

注意  術語按字母順序列出。  

3.1  代碼 (在電力系統中 )  

收集關於涉及電力系統某一必要部分的各方的權利和義務的規則。  

備考 1.例如：電網代碼，配電代碼。  

[來源： IEC 60050-617:2009,617-03-03]  

3.2  連接協議  

系統營運商和系統用戶之間簽訂的協議，用於管理連接的程序和條件。  

[來源： IEC 60050-617:2009,617-04-03]  

3.3  宣告供電電壓  

Uc(縮寫 )  

供電電壓 Uc 由網路運營商和網路用戶所協定。  

備考 1.  通常宣告電源電壓 UC  同標稱電壓 UN，但根據網路運營商和網路用戶之間

的協議可能不同。  

3.4  電力  

與電荷和電流有關的一系列現象。  

[來源： IEC 60050-121:1998,  121-11-76]  

備考 1.在電力系統的背景下，電力通常被描述為具有特殊性的產品。  

3.5  電磁相容  

設備或系統在其電磁環境中令人滿意地運行的能力，而不會對該環境中的任何物

體造成不可容忍的電磁干擾。  

[來源： IEC 60050-161:1990,  161-01-07]  

3.6  (電磁 )相容等級  

規範的電磁干擾等級，作為協調時設定排放和抗擾等級之限值的參考等級。  

備考 1.  按照慣例，選擇相容的等級乃以超過它的實際干擾等級的機率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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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閃爍  

由光刺激引起的視覺感覺不穩定的印象，其亮度或光譜分佈隨時間波動。  

備考 1.  電壓波動會引起燈的亮度變化，從而產生稱為閃爍的視覺現象。高於某個

閾值，閃爍變得煩人。隨著波動的幅度，煩惱迅速隨之增長。在某些重複

率下，甚至非常小的幅度也會令人討厭。  

備考 2.  目前，根據白熾燈的行為，閃爍是合格的。  

[來源： IEC 60050-161:1990,  161-08-13，修改 (增加備考 ) ]  

3.8  閃爍嚴重性  

通過以下數量評估的閃爍煩惱強度：  

•  短期嚴重程度 (Pst)在十分鐘內測量的；  

•  長期嚴重性 (Pn)在兩小時間隔內從 12 個 P s t - v a l u e s 值序列計算，如下面的表示式： 

 

 

備考 1.有關 P s t 和 P l t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IEC 61000-4-15。  

3.9  頻率偏移  

電源頻率 ( fH ,  1  )和標稱頻率 ( fN)之間的差異。  

3.10  群總諧波失真  

THDG (縮寫 )  

THDGY (符號 )  

諧波群 (Yg,h)的 r.m.s.值與基本群 (Yg,  1)  r.m.s.值的比率：  

 

 

備考 1.符號 Y 根據需要用符號 I 表示電流或符號 U 表示電壓。  

[來源： IEC 61000-4-7:2009,  3 .3]  

3.11  諧波頻率  

fH , h  (縮寫 )  

頻率是電源 (基頻 )頻率的整數倍。  

[來源： IEC 61000-4-7:2009,  3 .2 .1，修改 (刪除公式和備考 ) ]  

3.12  諧波階數  

h (縮寫 )  

諧波頻率 ( fH,h)與電源頻率 ( fH,  1)的 (整數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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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諧波比值  

HR(縮寫 )  

各階諧波分量 (Uh 或 Ih)與基本分量的比 (U1 或 I1)。  

3.14 主信號電壓  

信號疊加在供應電壓上，以便在公共供電網路和網路用戶的處所傳輸資訊。  

備考 1.  公共供電網路中的三種信號可以分類：  

•  漣波控制信號：疊加在 110 Hz至 3,000 Hz 頻率範圍內的正弦電壓信號； 

•  電力線載波信號：疊加的正弦電壓信號，頻率範圍為 3 kHz 至 148.5 kHz； 

•  主標記信號：在電壓波形的選定點疊加短時間變化 (暫態 )。  

3.15 網路運營者  

系統運營者  

對某一區域內電力系統與其他電力系統連接的部分負責安全可靠地操作。  

[來源： IEC 60050-617:2009,617-02-09]  

3.16 標稱頻率  

fN (縮寫 )  

用於指定或識別系統的頻率值。  

3.17 標稱系統電壓  

fN (縮寫 )  

用於指定或識別系統的頻率值。  

[來源： IEC 60050-601:1985,  601-01-21，修改 (增加縮寫，從定義前端刪除〝合適

的近似〞 ) ]  

3.18 正常運行條件 (公共供電系統 )  

公共供電系統的運轉條件通常包括所有發電變化，負載變化和無功補償或濾波器

狀態 (例如電容器狀態 )，維護和建造工作期間的計劃停機和計劃安排，非理想運

轉條件和系統已經設計可運行下所考慮的正常意外情況。  

備考 1.正常系統運轉條件通常排除特殊情況，例如：由於故障造成的條件或超出

系統安全標準計劃下的故障，不可避免的情況 (例如：不可抗力，特殊天

氣條件和其他自然災害，公共當局的行為，工業行動 )，網路用戶明顯超

出其排放限制或不符合連接規範，並採用臨時電源或安排供應來維護網路

用戶在維護或施工期間的供應，否則供應將中斷。  

[來源： IEC TR 61000-3-6:2008,  3 .14，修改後的 (〝公共電力供應系統〞增加到術

語和定義中 ) ]  

3.19 百分值  

Ux % (符號 )  

在給定的時間段內，這個 x 的百分比 (x %)的測量值小於或等於該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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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規劃等級  

特定環境中特定擾動的等級，作為特定係統中設施排放限值的參考值，以便協調

這些限制，並採用設備和裝置的所有限制連接到電源系統。  

備考 1.  規劃等級被視為內部品質目標，指定給負責相關領域的供電系統的規劃和

運轉的區域等級。  

[來源： IEC TR 61000-3-6:2008,  3 .16]  

3.21  共同點耦合點  

PCC(縮寫 )  

指在一公用電源網路，電氣上最接近一特定負載，可連接至其他負載。  

備考 1.這些負載可以是元件，設備或系統，也可以是不同網路用戶的設施。  

[來源： IEC 60050-161:1990,  161-07-15，修改 (〝消費者設施〞由〝負載〞代替 ) ]  

3.22  供電端  

在配電網路中指定給固定合同而可在合同夥伴之間交換電能的點。  

備考 1.供電端可能與供電系統和用戶自己的設施或計量點之間的邊界不同。  

[來源： IEC 60050-617:2009,617-04-02，修改後的備考 1]  

3.23  (電力 )網路用戶  

從傳輸系統或配電系統提供電力和能量或供應電力和能量的一方。  

[來源： IEC 60050-617:2009,617-02-07]  

3.24  電力品質  

根據一組參考技術參數評估電力系統上特定點的電力特性。  

備考 1.  在某些情況下，這些參數可能與網路供電和連接到該網路的負載之間的相

容性有關。  

備考 2.  在本標準的背景下，電力品質是指供電端而且重點在定義電壓和頻率的特性。 

[來源： IEC 60050-617:2009,617-01-05，修改 (〝電流，電壓和頻率〞替換為〝電

力〞，和備考 2)]  

3.25  電力品質指標  

於一已知點所量測，描述電力品質特性的技術參數，用於評估網路運營商提供的

電力品質。  

3.26  總則  

通過限制選項來補充標準的規範，以滿足地理區域或應用程序域中用戶的需求。 

3.27  諧波分量的均方根值  

YH,h(縮寫 )  

在非正弦波形的分析中具有諧波頻率的一個分量的均方根值。為簡潔起見，這分

量簡稱為〝諧波〞  。  

備考 1.符號 Y 被符號 I 替換為電流，符號 Y 被符號 U 替換為電壓。  

備考 2.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 IEC 61000-4-7: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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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IEC 61000-4-7:2009,  3 .2 .3]  

3.28 諧波群的均方根值  

Yg,h (縮寫 )  

在這時間窗內諧波的值和與其相鄰的頻譜分量的 r.m.s 值的平方和的平方根，從

而將相鄰分量的能量含量與諧波的能量內容相加。  

備考 1.對電流符號 Y 被符號 I 替換，對電壓符號 Y 被符號 U 替換。  

備考 2.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 IEC 61000-4-7:2009。  

[來源： IEC 61000-4-7:2009,  3 .2 .4]  

3.29 間諧波為中心的子群的均方根值  

Yisg,h(縮寫 )  

兩個連續諧波頻率之間的所有間諧波分量的均方根值，不包括與諧波頻率直接相

鄰的頻率分量。  

備考 1.  h 和 h+1 階諧波之間的中心子群的 r.m.s.值指定為 Yisg,h；例如， h = 5 和

h = 6 之間的中子組指定為 Yisg,  5。  

備考 2.有關詳細信息，請參閱 IEC 61000-4-7:2009。  

[SOURCE: IEC 61000 -4-7:2009,  3 .4 .4]  

3.30 間諧波分量的均方根值  

YC,I  (縮寫 )  

兩個相鄰諧波頻率之間的頻率的電氣信號的頻譜分量的均方根值。  

為簡潔起見，這分量可簡稱為〝間諧波〞。  

備考 1.有關詳細信息，請參閱 IEC 61000-4-7:2009,  3 .4 .2。  

3.31 快速電壓變化  

RVC(縮寫 )  

兩個穩態條件之間的快速轉換 (可能持續超過幾個週期 )  r.m.s 電壓，同時電壓保持

在電壓陡升和下降的定義閾值間 (否則，它將被視為陡升或下降 )。  

RVC 由相對穩態電壓變化和 /或匯集在幾個週期內最大相對 r.m.s 電壓變化所表示。  

備考 1.有關更多資訊，請參閱 IEC 61000-4-30。  

3.32 推薦值  

為提供可接受的電力供應品質，電壓特性應保持在其中的值或其值。  

備考 1.網路運營商與網路用戶之間達成一致或由國家 /地區監管機構設定的電力

特性可以區域的最佳化。  

3.33 參考電壓 (用於中斷，電壓驟降和電壓陡升之測量和評估 )  

指定為殘餘電壓，閾值和其他值以每單位或百分比表示的基礎值。  

3.34 供應電壓  

在特定間隔內測量供電端在某一時間的線到線或線到中性電壓的均方根值。  

3.35 時間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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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參數的幾個連續值的組合 (每一個均在相同的時間間隔內 )以提供更長時間間

隔的值。  

備考 1.在本標準中， 3 s 值是指 IEC 61000-4-30 150/180 循環間隔。  

在 IEC 61000-4-30 中也定義了聚合值 (50 Hz 之標稱 150 個循環或 60 Hz 之標稱

180 個循環 )， 10 min 值和 2 h 值。  

[來源： IEC 61000-4-30:2015,  3 .31，修改 (對條目備考 1 的修改 ) ]  

3.36  總諧波失真  

THD (縮寫 )  

THDy (符號 )  

所有諧波分量 (YHh)之和的 r.m.s.值的比率，從指定的階數 (hmax)到基本成分的

r.m.s.值 (YH, 1)：  

 

 

備考 1.符號 Y 根據需要，用符號 I 表示電流或符號 U 表示電壓。  

備考 2.有關更多資訊，請參閱 IEC 61000-4-30:2015,5.8 .1。  

3.37  暫態過電壓  

電壓突波  

暫態過電壓波沿著線路或電路傳播，其特徵在於電壓快速增加，隨後慢速遞減。 

[來源： IEC 60050-161:1990,  161-08-11]  

3.38  電壓偏移  

供應電壓 (U)與標稱電壓 (UN)之間的差，通常以相對值表示。  

備考 1.在某些情況下，可以藉合同或協議由 UC 取代 UN。  

3.39  電壓驟降  

電力系統中某一點的電壓突然降低，然後在短時間內恢復電壓，通常從幾個週期

到幾秒鐘。  

備考 1.電壓驟降的起始閾值通常為參考電壓的 90 %。  

[來源： IEC 60050-161:1990,  161-08-10，修改 (增加備考 1)]  

3.40  電壓波動  

一連串的電壓變化或供電電壓包絡的周期性變化。  

備考 1.為了本標準的目的，參考電壓是供電系統的標稱電壓或額定電壓。  

[來源： IEC 60050-161:1990,  161-08-05，修改 (增加〝供電電壓〞和備考 1)]  

3.41  電壓短時中斷  

電源電壓消失一段時間，其持續時間在兩個規範的限值之間。  

備考 1.  短時中斷被認為是在供電電壓下降低於標稱電壓的中斷閾值 (通常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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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壓的 5 %或 10 %)下的電源電壓降低，持續時間的下限通常為幾個十分

之一秒，其上限通常為 1 分鐘 (或者，在某些情況下最多為 3 或 5 分鐘 )。  

[來源： IEC 60050-161:1990,  161-08-20，修改後的備考 1]  

3.42 電壓陡升  

電力系統中某一點的電壓突然升高，然後在短時間內恢復電壓，通常從幾個週期

到幾秒鐘。  

備考 1.電壓陡升的起始閾值通常為參考電壓的 110 %。  

3.43 電壓不平衡  

在多相系統中，相電壓的大小或連續相之間的相角並非全部相等的條件 (基波分量 )。 

[來源： IEC 60050-161:1990,  161-08-09，修改 (〝 r.m.s.  values〞替換為〝大小〞 ) ]  

3.44 電壓不平衡因素  

在三相系統中，不平衡程度由電壓的負序 (或很少，零序 )分量和正序分量間的

r.m.s 之比率 (百分比 )表示。  

[來源： IEC 60050-604:1987,  604-01-30，修改 (增加〝電壓〞到術語 ) ]  

4.  電力品質指標的推薦值  

4 .1  一般  

關於隨時間連續發生的現象，本標準提供了在正常操作條件下適用的推薦值或指

示值。它考慮至少一週的觀察期，例如為了考慮負載的變化。  

電壓特性的測量需要聚合時間間隔，為了電壓的實際計算和為了不同時間點的結

果之間的可比較性。在本標準的情況下， IEC 61000-4-30 中提出的 10 分鐘間隔可

用於大多數現象。  

備考 1.在某些國家 /地區，使用的聚合時間間隔小於 10 分鐘。  

備考 2.  電壓波動導致長時間閃爍和主信號的具有特定的觀察週期和 /或聚合時間

間隔。  

通過為某些電力品質指標的推薦值指定一些機率因素來管理電力的多功能性和適

應性。然後將百分位數 (PERCENTILE VALUES)與預期在觀察期內統計滿足的推薦

值進行比較。相關概率不應低於 95 %。  

根據 IEC 61000-4-30，本標準使用了標記概念。除非另有說明 (例如，對於電壓偏

移 )，否則在百分位數值的計算中排除標記數據。  

對應於表 1 中所示的不連續現像或事件的網路干擾需要相對長的觀察期。根據其

發生的頻率和所需的統計準確度等級，這個時期可以在一個季節到幾年之間變

化。這些現像大多是不可預測的，這使得很難給出相應特徵的有用的確定值。本

標準中給出的與這種現象相關的電壓特性值，即電壓驟降 /驟升，電壓中斷和快速

電壓變化，應被解釋為指示性的。  

對於所有現象，均根據 IEC 61000-4-30 進行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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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頻率偏移  

頻率應保持在與指定值 50 Hz 或 60 Hz 的給定偏移內，以保持穩定的電力系統運行。 

注意：在不同的同步區域，可能適用不同的規範 (通常源自電網代碼 )。  

4.3  供電電壓偏移  

4 .3 .1  一般  

電壓偏移值根據 IEC 60038 中定義的標準電壓和電壓範圍建立。  

4.3.2  低壓系統  

對於低壓系統，推薦值基於標稱電壓 (NOMINAL VOLTAGE)(UN)。  

由電壓驟降和驟升標記的數據應包括在百分位數值的計算中。  

備考 1.在低壓系統中，宣告和標稱電壓相等。  

備考 2.公用低壓的標稱電壓 UN 是在線和中性線之間，或線之間。  

在正常操作條件下，在一週的每一時段， 10 分鐘 r.m.s.供電端的電壓值 (U)，不

包括中斷時間應符合以下條件：  

•  電壓百分比 Uρ  %不超過 UN+10 %；  

•  電壓百分比 Uβ  %不低於 UH-10 %；  

ρ 根據國家 /地區條件具有 [99,100]範圍內的值  

β 根據國家 /地區條件，具有 5 或在 [0 ,1]範圍內 )  

備考：  在某些國家 /地區，電壓範圍可能被指定為相對於標稱電壓的不對稱，例

如： + 6 %〜 −14 %。  

•  並且，如果 β  > 100−ρ，電壓百分位數 U (100−ρ)  %不低於 UN−15 %。  

備考：在某些國家 /地區，電源電壓偏移的限制更具限制性。  

4.3.3  中壓系統  

網路用戶的需求超過 LV 網路容量的通常以高於 1 kV 的標稱電壓供電。本條款

適用於額定電壓 35 kV (含 )以上的此類電力供應。  

備考：  網路用戶也可以此電壓等級供電，以滿足特殊規範或減輕其設備產生的

傳導干擾。  

對於中壓系統，推薦值乃基於宣告電壓 (Uc)(DECLARED VOLTAGE)。  

數據標記為電壓驟降和驟升應包括在百分位數值的計算中。  

在正常操作條件下，在一週的每一個時段，供電端 (U)的 10 分鐘 r.m.s.電壓值 (不

包括中斷時間 )應符合以下條件：  

•  電壓百分位數 U9 9  %不超過 Uc+10 %；  

•  電壓百分位數 U1 %不低於 Uc−10 %；  

•  電壓百分位數 U0 %不低於 Uc−15 %。  

備考 1.在某些國家 /地區，可以關於額定電壓非對稱地指定電壓範圍。  

備考 2.在某些國家 /地區，U1 0 0  %不超過 Uc+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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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高壓系統  

本條款適用於額定電壓高於 35 kV 且不超過 230 kV 的電力供應。  

備考 1.  網路用戶也可以在此電壓等級下供電，以滿足特殊規範或減輕其設備發

出的傳導干擾。  

備考 2.  直接從 HV 網路提供的網路用戶數量受限而且通常供電電壓取決於個別

的合同。  

對於高壓系統，推薦值乃基於宣告電壓 (Uc)。  

由電壓驟降和驟升標記的數據應包括在百分位數值的計算中。  

在正常操作條件下，在一週的每一個時段，供電端 (U)的 10 分鐘 r.m.s.電壓值 (不

包括中斷時間 )應符合以下條件：  

•  電壓百分位數 U9 9  %不超過 Uc+10 %；  

•  電壓百分位數 U1  %不低於 Uc−10 %；  

4.4  電壓不平衡  

在正常工作條件下，在一週的每一個期間內，負序電壓不平衡因子的 10 分鐘值應

小於或等於推薦值的 95 %或更多。  

對於三相 LV，MV 和 HV 供電系統，負序電壓不平衡因子 ε  (%)推薦值為 2 %。  

注意：  在某些國家 /地區其部分單相或兩相連接之網路用戶設施，三相供電端可能

會出現不平衡高達 3 %。  

4.5  閃爍  

在正常操作條件下，在每一一週的期間內，閃爍嚴重性 Pit 必須小於或等於表 2

中定義的推薦值 95 %或更多。  

在投訴的情況下，應選擇在 LV 這 Plt 值不超過 1 使得這 HV 和 MV 限制而且適當

的緩解。  

 

表 2 閃爍嚴重性 PIt 推薦值  

電壓準位  P l t  

LV/MV 1,0  

HV 1,0  

 

備考 1.  推薦值乃基於電壓波動對傳統白熾燈的影響，現代類型的燈可能具有不同

的行為。  

備考 2.  這些限制考慮了從 MV 到 LV 以及從 HV 到 MV 的閃爍衰減  

4.6  諧波和間諧波電壓  

4 .6 .1  一般  

針對各個諧波電壓即諧波比 (HARMONIC RATIO, HR)和總諧波失真 (THD)給出

推薦值或指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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諧振可能會導致單一諧波的電壓更高，但是只要它們可能對系統或設備產生影

響，就應該控制這些影響。  

以下亦就間諧波電壓給出推薦值 (或限值 )。然而，這些限制並不意味著控制漣波

控制系統中的閃爍效應或干擾，因為等待更多經驗以考慮這些間諧波等級。  

4.6.2  低壓系統  

4 .6 .2 .1  諧波電壓  

在正常操作條件下，在一週的每一個期間內，電壓百分比 Uh 9 5 %為每一諧波電

壓的 10 分鐘 r.m.s.值應小於或等於表 3 中給的值。  

 

表 3 低壓供電端上各次諧波電壓的推薦值，階數達 50，以基波電壓 U1 的百分比表示  

奇次諧波  
偶次諧波  

非  3 的倍數  3 的倍數  

階次  Uh 9 5 %  階次  U h 9 5 %  階次  Uh 9 5 %  

h (%) h (%) h (%) 

5  6 ,0  3  5 ,0  (6 ,0)  2  2 ,0  

7  5 ,0  9  1 ,5  (3 ,5)  4  1 ,5  

11 3,5  15 0,5  (2 ,  0)  6 . . .24  0 ,75  

13 3,0  21 0,5  (1 ,5)    

17  2 ,0      

19  1 ,8      

23  1 ,5      

25  1 ,5      

29≦ h≦ 49 
2,27× (17/h)−0,27  

0,27  
27≦ h≦ 45 0,2  26≦ h≦ 50 0,25× (10/h)+0,25 

根據某些國家 /地區的中性點接地系統和變壓器連接的類型，更多的三倍頻諧波將流入中性導體，並

可能導致更高的諧波電壓。在這些情況下，表 3 中括號中的最高值應充分表徵系統諧波電壓。  

 

諧波次數計至 50 階，電源電壓的總諧波失真 (THD)應小於或等於 8 %。  

注意在某些國家 /地區，計算 THD 諧波次數僅計至 40 階，維持相同的推薦值。 

4.6.2 .2  間諧波電壓  

從前一節中的各級諧波電壓相同的統計方法和相同的數值範圍 (見表 3)應適用

於諧波 (中心 )組電壓。供電電壓的組總諧波失真 (THDG)也應小於或等於 8  %。 

此外，根據 IEC 61000-2-2 中建議的審慎考慮，指示值和指標應如下所示。在

正常工作條件下，在每一一週的期間內，10 分鐘 r.m.s.每一間諧波中心子組電

壓的值其間諧波電壓百分比 Uh 9 5 %應不高於表 3 中給出的相鄰諧波電壓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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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中壓系統  

4 .6 .3 .1  諧波電壓  

在正常工作條件下，在每一一週的期間內， 10 分鐘 r.m.s.每一間諧波中心子組

電壓的值其間諧波電壓百分比 Uh 9 5 %應不高於表 4 中給出的相鄰諧波電壓的值。 

 

表 4 中電壓供電端上各單諧波電壓的推薦值，至 50 階，以基波電壓 U1 的百分比表示  

奇次諧波  
偶次諧波  

非 3 的倍數  3 的倍數  

階次  Uh 9 5 %  階次  Uh9 5 %  階次  Uh 9 5 %  

h (%) h (%) h (%) 

5  6 ,0  3  5 ,0  (6 ,0)  2  2 ,0  

7  5 ,0  9  1 ,5  (3 ,5)  4  1 ,5  

11 3,5  15 0,5  (2 ,  0)  6  . . .  24  0 ,75  

13 3,0  21 0,5  (1 ,5)    

17 2 ,0      

19 1 ,8      

23 1 ,5      

25 1 ,5      

29≦ h≦ 49 
2,27× (17/h)−0,27 

0,27  
27≦ h≦ 45 0,2  26≦ h≦ 50 0,25× (10/h)+0,25 

備考 1.  如果國家 /地區情況適當，可以指定小於表 4 中的值。  

備考 2.  取決於所用變壓器的類型，高次諧波的測量可能不可靠；進一步的信息見 IEC 

 61000-4-30:2008,  A.3.3。  

備考 3.  當終端使用者的設備沒有直接連接到中壓系統時，較低的值對 MV 而言可能更適合於協調

 低壓和中壓系統之間的干擾等級。  

註 ( a )  根據某些國家 /地區的中性點接地系統和變壓器連接的類型，更多的三倍頻諧波將流入中性導

 體，並可能導致更高的諧波電壓。在這些情況下，表 4 中括號中的最高值應充分表徵系統諧波

 電壓。  

 

考慮至 50 階，供電電壓的總諧波失真 (THD)應小於或等於 8 %。  

注意在某些國家 /地區，計算 THD 僅考慮至 40 階，以維持相同的推薦值。  

4.6.3 .2  間諧波電壓  

從前一節中的各級諧波電壓相同的統計方法和相同的數值範圍 (見表 3)應適用

於諧波 (中心 )組電壓。供電電壓的組總諧波失真 (THDG)也應小於或等於 8  %。 

此外，根據 IEC 61000-2-2 中建議的審慎考慮，指示值和指標應如下所示。在正

常工作條件下，在每一一週的期間內， 10 分鐘 r.m.s.每一間諧波中心子組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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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值其間諧波電壓百分比 Uh 95 %應不高於表 3 中給出的相鄰諧波電壓的值。  

4.6.4  高壓系統  

4 .6 .4 .1  諧波電壓  

在正常工作條件下，在每一一週的期間內， 10 分鐘 r.m.s.每一間諧波中心子組

電壓的值其間諧波電壓百分比 Uh 9 5 %應不高於表 5 中給出的相鄰諧波電壓的值。 

值得一提的是，對於 HV 傳輸系統，必須實現電壓品質目標的不同目的。與低

壓或中壓系統相比，高壓輸電系統中諧波的品質目標與其對設備的影響沒有直

接關係，因為終端使用者的設備沒有直接連接在 HV。實際上，這些指示性等

級遠低於可能導致設備立即受到干擾的等級。  

傳輸系統上的指示值旨在協調系統的不同部分之間的干擾準位或不同的電壓

準位，並且可用以需要考慮的整體網絡問題的指示。  

因此，較高電壓準位的各諧波電壓的指示值不應高於較低電壓電平的值 (MV

和 LV)。  

 

表 5 以基波電壓 U1 的百分比表示的高壓供電端處的各個諧波電壓的指示值  

奇次諧波  
偶次諧波  

非  3 的倍數  3 的倍數  

階次  Uh 9 5 %  階次  Uh95% 階次  Uh 9 5 %  

h (%) h (%) h (%) 

5  2 ,0  -  5 ,0  3  2 ,0  -  3 ,0  2  1 ,5  -  1 ,9  

7  2 ,0  -  4 ,0  9  1 ,0  -  2 ,0  4  0 ,8  -  1  

11 1,5  -  3 ,0    6  . .  12  0 ,5  

13 1,5  -  2 ,5      

備考 1.  由於高壓系統目前使用的電壓互感器精度有限，因此未定義高於 13 的各次諧波電壓的限

 值。為了測量精度，應使用適當類型的電壓變壓器，尤其是高次諧波的測量。  

備考 2.  由於 HV(35-230V)中包含的電壓準位範圍很廣，而且在適合國家 /地區情況下，中級電壓準

 位的限值可以在表 5 中給出的值範圍內指定。  

 

電源電壓的總諧波失真 (THD)應限制在 3 %至 6 %的範圍內 (包括高至 50 階的

諧波 )。  

注意在某些國家 /地區，計算 THD 僅考慮至 40 階，以維持相同的推薦值。  

4.6.4 .2  間諧波電壓  

從前一節中的各級諧波電壓相同的統計方法和相同的數值範圍 (見表 3)應適用

於諧波 (中央 )組電壓。供電電壓的組總諧波失真 (THDG)也應在 3 %至 6 %的範

圍內。  

此外，根據 IEC 61000-2-2 中建議的審慎考慮，指示值和指標應如下所示。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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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工作條件下，在每一一週的期間內， 10 分鐘 r.m.s.每一間諧波中心子組電壓

的值其間諧波電壓百分比 Uh 95 %應不高於表 5 中給出的相鄰諧波電壓的值。  

4.7  電壓驟降  

電壓驟降通常源自公用網路或網路用戶設施中發生的短路。年度頻率根據供應系

統的類型和觀察點而有很大差異。而且，一年中的分佈可能非常不規律。  

儘管具有電壓變動的 r.m.s 電壓變化之特定形狀，由過剩餘電壓和持續時間，為每一

各別相定義個各別事件的電力品質特性。在 5.2 和 5.3 以後描述了更多的評估方法。  

進行評估或收集統計數據以提供給網路用戶或當局，則應根據表 10 對電壓驟降進

行分類。  

對於多相測量，建議檢測並儲存受每一事件影響的相數。  

通常，根據網路用戶連接或具體情況，應考慮線對線或線對中性電壓。  

4.8  電壓陡升  

通常，電壓陡升現象可能發生於不可預測和隨機。取決於幅度和持續時間，對於

相同的電壓陡升事件，對於相同的電壓陡升，電壓陡升可能影響不同類型的負載。

電壓陡升的推薦值仍在考慮之中。在 5.2 和 5.3 以後描述了更多的評估方法。  

進行評估或收集統計數據以提供給網路用戶或當局，則應根據表 10 對電壓驟降進

行分類。  

對於多相測量，建議檢測並儲存受每一事件影響的相數。  

通常，根據網路用戶連接或具體情況，應考慮線對線或線對中性電壓。  

4.9  電壓中斷  

在單相系統中，電壓中斷開始於當殘餘電壓落在中斷閾值之下時。  

在多相系統中，電壓中斷開始於當所有相的剩餘電壓都落在中斷閾值之下時。  

中斷閾值通常為參考電壓的 5 %或 10 %。  

即使只參考正常運行條件，每年的供電中斷頻率也會因地區而異。這主要是由於

系統佈置 (例如電纜系統與架空線系統 )，環境和氣候條件的差異。  

在大多數國家 /地區，監管機構確定了供應指標的具體連續性，以便於對其管轄範

圍內的網路運營商的業績進行基準測試。這些指標使網路運營商能夠履行其定期

報告供應績效連續性的義務。  

在本標準的背景下，電壓短時間中斷主要得到解決。 IEC 61000-4-30 中提到了短

時電壓中斷的檢測，更多的評估方法將在 5.2 和 5.3 及其後描述。  

進行評估或收集統計數據以提供給網路用戶或當局，則應根據表 10 對電壓驟降進

行分類。  

4.10 主電源信號電壓  

公用網路可以由網路運營商或網路用戶用於信號的傳輸。標準考慮了三種類型的

系統：  

漣波控制系統由公共供電網絡中的電力公用事業公司提供，範圍為 100 Hz 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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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z，通常低於 500 Hz，在正常情況下信號高至 Un 的 5 %，諧振情況下則高至 9 

%的 Un。  

公共供電網絡中電力公用事業使用的電力線載波系統，範圍為 3 kHz 至 95  kHz，

允許信號準位高至 Un 的 5 %，這些信號在網絡中強烈衰減 (>40 dB)。  

用於歐洲最終用戶房屋 (住宅或工業 )的信號系統，範圍為 95 kHz %至 148.5  kHz，

各別的允許信號準位高至 Un 的 0,6  %或 5 %。  

在 LV 和 MV 信號電壓推薦值如圖一所示。  

 

圖 1 公用 LV 網路 (或公用 MV 網路中的 Uc)的信號電壓推薦值，以 UN 的百分比表示。 

 

備考 1.  由於高壓電網的低頻震盪，因此沒有給出電源信號電壓的值。  

備考 2.  主電源信號的有效使用受到電力電子設備 (例如主動饋電轉換器 )產生的

諧波，間諧波和高頻傳導干擾的挑戰。 EMC 技術委員會正在考慮解決有

意的信號和干擾的相容性規範。  

4.11  在正常操作條件下 (不包括事件 )，快速電壓變化必不能超過指示值。  

對於 LV，MV 和 HV，快速電壓變化指示值在 UN  (Uc)的 3～ 5 %的範圍內。  

這 些 值 具 體 指 的 是 在 非 常 短 的 時 間 間 隔 內 聚 集 的 相 對 穩 態 電 壓 變 化 ， 例 如  

150/180 個週期的時間間隔 (這些間隔期間的所有變化將在所謂的穩態電壓的

r.m.s.值中聚合 )。例如，它們基於虛功補償設備和電動機起動的一般設計標準。  

在某些國家 /地區，沒有指定 RVC 限制。在國家 /地區情況適當的情況下，可以指

定與本技術規範中給出的值不同的限值。  

注意：  在本技術規範中，沒有給出 IEC 61000-3-3 中定義的最大電壓變化 (dm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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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值在正常操作條件下 (不包括事件 )，超過指示值。  

備考：在本標準中，沒有給出 IEC 61000-3-3 中定義的最大電壓變化 (dm a x)的值  

4.12 暫態過電壓  

4 .12.1  低壓系統  

低壓系統在供電端的暫態過電壓通常由雷擊 (感應過電壓 )或系統或安裝中的開

關所引起。有關過電壓的更多信息，請參見 IEC 61000-2-14。  

備考 1.  上升時間可以涵蓋從毫秒到遠小於 1 微秒的範圍。然而，由於實務的因

素，較長持續時間的瞬變通常具有更低的幅度。因此，高振幅和長上升

時間的同時發生是極不可能的。  

備考 2.  暫態過電壓的能量含量根據起因有很大差異。由於這種切換過電壓的持

續時間通常較長，因此由雷電引起的感應過電壓通常具有比由切換引起

的過電壓更高的幅度但更低的能量含量。  

為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承受暫態過電壓，必要時 (見 IEC 60364-4-44)，應根據

IEC 60364-5-53 選擇突波保護裝置，以考慮實際情況。這也假設來克服包括由

於雷電和開關引起的感應過電壓。  

4.12.2  中壓和高壓系統  

MV 或 HV 供電系統中的暫態過電壓是由直接或通過感應的開關切換或雷擊所

引起的。切換過電壓的幅度通常低於雷擊過電壓，但它們可以具有更短的上升

時間和 /或更長的持續時間。有關過電壓的更多信息，請參見 IEC 61000-2-14。 

網路用戶的絕緣協調方案應與網路運營商採用的方案相容  

5.  電力品質評估的目標和方法  

5 .1  一般  

通常，電力質量評估是針對：  

•  網路運營商績效評估  

監管機構或網路用戶經常規範評估，以根據相關標準評估電力品質，例如：評

估調查，投訴，驗證連接協議的合規性，遵守品質法規或基準測試。  

•  故障排除  

為了診斷電力品質相關的問題，例如係統諧波諧振，用戶生產過程異常中斷，

設備故障等，通常，原始的非聚集電力品質測量數據對於故障排除是最有用

的，因為它們允許任何類型的後處理優選。  

在這種情況下，重點應放在電流測量上，這對於確定電力品質擾動的來源 /原因

是非常寶貴的，因為它可以幫助確定問題的原因是上游還是測量儀器的下游。  

•  系統規劃  

電力品質是網路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用於系統擴展或連接新的敏感或干擾裝

置 (這些裝置可以是負載或發電機 )。  

必須注意電力品質評估，以確保電力品質評估過程明確地解決以下 5 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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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值  或 /指示值；  

•  與推薦值相關的系統條件；  

•  電力品質推薦值的應用處；  

•  如何測量電力品質參數的方法；  

•  評估結果來自大量測量現場數據的方法。這些方法在下文 5.2 和 5.3 中提供。  

雖然假設某些類型的干擾是可能存在於任何供電端上的連續現象，但同樣重要的

是要記住這些類型的干擾在時間上變化很大。因此，所使用的任何評估方法都應

仔細考慮是否適當解決了這些干擾的時變性質。  

5.2  現場電力品質評估  

5 .2 .1  一般  

對於現場電力品質評估，通常根據有關現象使用兩種方法。  

•  統計指標，如百分位數值，在一段時間內的最大值或平均值  

•  事件計數和製表。  

5.2.2  對於連續現象  

對於以現場為重點的連續電力品質現象評估，本標準中推薦使用表 6 中定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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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現場電力品質評估方法  

現象 最小評估期間(a) 

評估指標  

不超過相應的建議值(b) 
不超過 k次 

相應的推薦值(c) 
指標值(d) 

供應電壓偏差 

1週 值 低準位 高準位  最大上限和下限電

源電壓每日 3 秒值

及相應的時間戳

記。 
 

LV 

(見 4.3.2) 

β %每週 10 分鐘 

r.m.s.值，β=5 or β  

 

[0, 1] 

ρ %每週 10 分鐘 

r.m.s.值，ρ  [99, 

100] 

 

     

   

if β > 100-ρ, (100 - 

ρ) %每週 10 分鐘 

r.m.s.值 

   

  
MV 

(見 4.3.3) 

1 %每週 10 分鐘 

r.m.s.值 
99 % 

每 週 10 分 鐘 

r.m.s.值 

  

   
0 %每週 10 分鐘 

r.m.s.值 
  

  
HV 

(見 4.3.4) 

1 %每週 10 分鐘 

r.m.s.值 

99 % 

每 週 10 分 鐘 

r.m.s.值 

  

電壓不平衡 1週 95 %每週 10分鐘 r.m.s.值(見 4.4) 99 %每日 3s的值 
最大每日 3 秒鐘相

應的時間戳記 

閃爍 1 週 95 %每週 2 h Plt (見 4.5) 
99 %每日 10分鐘

Pst值 

最大每日 10 分鐘

Pst值與相應的時間

戳記 

諧波和間諧波 1週 95 %每週 10分鐘 r.m.s.值(見 4.6) 
99 %每日 3 秒鐘

值 

最大每日 3 秒鐘相

應的時間戳記 

現象 最短評估期(a) 

評估指標 

指標值(d) 

不超過相應的推薦值(b) 
不超過 k次 

相應的推薦值(c) 

主電源信號電壓 1天 99 %每日 3秒鐘值(見 4.10) — 
最大每日 3 秒鐘相

應的時間戳記 

註(a) 對於長時間的測量評估，應每日滑動保留每週評估值；圖 2是一個例子。 

(b) 評估調查，投訴，驗證連接協議的合規性，遵守質量法規或基準測試。 

(c) 評估期間評估更詳細的電力品質。係數 k應通過幾個站的長期測量活動來確定，以便正確表徵表 6中給出的非常短時間

 指標 PQ所提供的電壓。每一現象的詳細值/或 k範圍正在考慮之中。 

(d) 僅用於故障排除目的。在此同時發生事件的情況下，需要具有適當時間分辨率的相應時間戳以進行進一步的後分析，以

 找出事件與電力品質參數指標之間的關係。 

 



 

 

 

 

 

CNS XXX:2019 

－ 24－  

備考 1.  根據 IEC 61000-4-30，本標準中使用了標記概念。除非另有說明，例如，

對於電壓偏移，標記數據在百分位數值的計算中被排除。  

備考 2.  表 6，10 分鐘 r.m.s.值由 IEC 61000-4-30 定義為〝 10 min 區間〞值；根據

IEC 61000-4-30 定義， 3 s 值稱為〝 150/180 週期間隔〞值 (150 週期標稱

值為 50 Hz， 180 週期標稱值為 60 Hz)。  

 

 

 

Maximum daily 3  s  value trends  

 

圖 2 電壓 THD 評估結果趨勢的說明示例  

 

5 .2 .3  對於不連續現象 (單一事件 )  

對於單一事件評估，殘餘電壓和持續時間與每一事件期間的 RMS 電壓變化形狀

相結合可以製成表格，如表 7 和圖 3 中所示的單一事件評估的示例。  

備考：電壓陡升，驟降和短時中斷的測量和檢測方法應符合 IEC 6100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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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單一事件評估的示例  

事件歸因  詳細的表徵  

位置  東站 10 kV 母線  

時間戳記  2011-06-30 12 h:36 m:12.2150 s  

捕獲閾值  80 % 

剩餘電壓  21 % 

持續時間  81,9  ms 

RMS 變化形狀  圖 3 上部  

波上點  圖 3 下部  

 

 

 

 

 

圖 3 顯示單一事件評估資訊的示例  

 

5 .3  系統方面的電力品質評估  

5 .3 .1  一般  

對於系統 (子系統 /區域 )電力品質評估，可以使用加權規則應用於統計索引和事

件，以便根據單點的收集細節獲得全局結果。  

5.3.2  對於連續現象  

對於系統電力品質指標，沒有相應的推薦值，但基於現場評估結果的評估可以為

系統電力品質管理提供非常有用的資訊。  

附錄 B 給出了系統方面連續干擾評估的一個例子。  

5.3.3  對於不連續現象 (事件 )  

5 .3 .3 .1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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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事件的系統方面評估，可以使用以下 SARFI 方法與幅度—持續時間表 (表

10)之組合。  

備考 1.  有關 SARFI 方法的詳細資訊見 IEEE 1564。  

備考 2.  對於事件的系統方面評估，CENELEC TR 50555 中斷索引也提供了幾種

方法。  

在評估之前，在多個連續事件的情況下，應使用時間聚合方法。在本標準中，

時間聚合持續時間定義為 1 分鐘，其中所有事件可被計為一個事件，其大小和

持續時間是在該間隔期間觀察到的最嚴重的事件。  

可以個別的目的選擇不同的聚合方法；IEC TR 61000-2-8 中給出了一些參考規則。 

5.3.3 .2  SARFI 方法  

SARFI 是 系 統 平 均 RMS 變 化 頻 率 指 標 (System Average RMS Variat ion 

Frequency Index,  SARFI)的首字母縮寫。它是一種電力品質指標，可為系統提

供電壓驟降，驟升和 /或中斷的計數或變率。系統的規模是可擴展的：它可以

定義為單一監控位置，單一網路用戶服務，饋線，變電站，變電站組或整個電

力輸送系統。  

SARFI-X 對應於低於或高於電壓閾值的電壓驟降，驟升和 /或中斷的計數或速

率。例如，SARFI-70 考慮的電壓驟降和中斷低於 0.70 標么，或參考電壓的 70 

%。 SARFI-110 認為電壓陡升高於 1,  1 標么或 110 %的參考電壓。  

在本標準中，建議使用 30 天的變化率 (事件數 /  30 天 )來評估低於或高於電壓

閾值的電壓驟降，驟升和 /或中斷。  

以下是使用 SARFI-X 方法的示例。表 8 列出了在單一監測點具有相應事件持

續時間的殘餘電壓列表，表 9 列出了表 8 中的 SARFI-X 指標。觀察期為 2000

年 7 月 1 日至 2000 年 10 月 1 日至 2 月，共計 92 天。  

 

表 8 在單個監測點測量的個別事件列表  

時間戳記  
殘餘電壓  

(%) 

事件持續時間  

(ms)  

Jul-01-2000 09:48:52  73 180 

Jul-01-2000 09:50:16  73 180 

Jul-07-2000 14:20:12  0  1640 

Jul-10-2000 15:55:23  13 2000 

Jul-21-2000 09:48:52  0  2600 

Aug-08-2000 07:35:02  49 680 

Sep-02-2000 08:30:28  0  41000 

Sep-08-2000 10:30:40  59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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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表 8 中列出的 SARFI-X 指標  

指標  計數  每 30 天事件數  

SARFI-90 8  2 ,61  

SARFI-70 6  1 ,96  

SARFI-50 5  1 ,63  

SARFI-10 3  0 ,98  

 

5 .3 .3 .3  幅度—持續時間表  

很明顯，當使用 SARFI 方法時，缺少事件持續時間資訊。將使用下文描述的

幅度—持續時間表來補救。  

幅度—持續時間表格式如表 10 所示。每一單元填充總計數，將每一事件與相

應的殘餘電壓和持續時間限制相匹配。表 10 中的值超出表 8。  

 

表 10 幅度—持續時間表格式  

殘餘電壓  

U% 

區間 t  

(ms)  

 10≦ t≦200 200 <t≦500 500 <t≦000 1,000 <t≦5,000 5,000 <t≦60,000 

U> 120 0  0  0  0  0  

120 >U> 110 0  0  0  0  0  

90 >U> 80 0  0  0  0  0  

80 >U > 70 2  0  0  0  0  

70 >U> 40 0  0  2  0  0  

40 >U > Uith 0  0  0  1  0  

uith> u      

      

電壓中斷  0  0  0  2  1  

 

備考：  在三相系統中，電壓中斷開始於當所有三相的電壓 Urms 都低於中斷閾

值 (Uith)時。有關更多資訊，請參閱 IEC 6100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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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資料 )  

電力品質規範的 PROFILES 示例  

 

以下資訊由來自不同國家 /地區的專家所提供。  

備考：  本附錄旨在解決本 TS 中提供的靈活性，而不是確定與適用的國家 /地區標準的

所有差異。  

A.1 LV 在歐洲國家的公用配電  

LV 在歐洲共同體的公用配電 (適用標準： EN 50160)  

4 .2  

對於與互連系統同步連接的系統：  

50 Hz±1 %於一年 99.5  %之中  

50 Hz+4 %/−6 %於 100 %的時間。  

對於沒有與互連系統同步連接的系統 (例如某些島嶼上的供電系統 )：  

50 Hz±2 %於一週 99.5  %之中。  

50 Hz+15 %於 100 %的時間。  

注意：根據 IEC 61000-4-30，頻率評估乃基於 10s 值。  

4 .3 .2  
p= 100 

β = 5  

4 .4  .  —  

4 .5  —  

4 .6 .2 .1  
總斜波失真 THD 的諧波階數僅計至 40 階。  

注意   表 3 中 U19,  U4 和 U6…24：見 EN 50160 (表 1)  

4 .6 .2 .2   

4 .7  —  

4 .8  —  

4 .9  中斷閾值 =參考電壓的 5 % 

4.10 —  

4 .11  沒有規定快速電壓變化限值  

4 .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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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中國的 LV，MV 和 HV 供電系統  

中國的 LV，MV 和 HV 供電系統  

4 .2  

適用同步連接於互聯系統的 LV，MV 和 HV 之供電系統：  

50 Hz±0.2 Hz 

對於沒有與互連系統或較弱系統同步連接的系統：  

—  50 Hz±0.5 Hz 

4.3  

ρ 和 β：未定義  

適用於低壓供電系統  

—  UN±7 % 

適用於中壓和高壓供電系統：  

—  abs (加上偏移 )+ abs (減去偏移 )： 10 % 

(abs：絕對值 )  

4 .4  —  

4 .5  —  

4 .6 .2 .1 ,  

4 .6 .3 .1  

and 

4.6 .4 .1  

—  THD 僅計算諧波的階數至 25 階  

—  LV, MV 和 HV 供電系統的諧波：  

電壓 THD HR (%) 

(kV) (%) 奇次諧坡 偶次諧波 

0, 38 5,0 4,0 2,0 

6 4,0 3,2 1,6 

10    

35 3,0 2,4 1,2 

66    

110 2,0 1,6 0,8 
 

4.6.2 .2 ,  

4 .6 .3 .2  

and 

4.6 .4 .2  

LV, MV 和 HV 供電系統的間諧波：  

電壓 <100 Hz 100～ 800 

Hz 
UN<1,000 

V 

0,2  0 ,5  

Un>1,000 

V 

0,16 0,4  

注意：這裡的值是間諧波比。  

4 .7  —  

4 .8  —  

4 .9  —  

4 .10  未規範主電源信號電壓限制  

4 .11  未規範快速電壓變化限值  

4 .12  見 GB/T 18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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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加拿大傳輸系統示例  

適用於 44 kV 至 230 kV 的高壓 60 Hz 網路  

4 .2  
60 Hz±1 % (即 59,4 至 60,6 Hz)，於一年 99,9  %區間；   

注意：不適用於孤島系統。  

4 .3 .4  —  

4 .4  

負電壓不平衡因素是：  

—  額定電壓 230 kV 的 1.5  %；  

—  從 44 kV 到 161 kV 的額定電壓為 2 %。  

4 .5  P l t  = 0 .8  

4 .6 .4 .1  

表 5-高壓電源端上各個諧波電壓的指示值，以基準電壓 U1 的百分比表示 

奇次諧坡  偶次諧波  

階  Uh 95 % 階  Uh 95 % 

h (%) h (%) 

3  2  2  1 ,5  

5  2  4  1  

7  2  6  < h < 50  0,5  

9  1 ,5    

11 1 ,5    

13 1 ,5    

15 1    

17 < h < 49  1,2× 17/h   

電壓  THD = 3 % 

4.6.4 .2  電壓  THDG = 3 % 

4.7  —  

4 .8  —  

4 .9  中斷閾值為參考電壓的 10 %，  

4 .10  n/a  

4 .11  

RVC 限制 = 3 %。在某些情況下 *，它可以達到額定電壓的 6 %。 

* 必須進行設備切換以滿足供電系統或負載規範時，這些被視

為降級的操作條件。  

4 .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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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澳大利亞的示例  

澳大利亞的示例  

4 .2  

對於正常情況下沒有意外或負載事件的澳大利亞大陸，  

規範的頻率是：  

—  49,75 至 50,25  Hz，在 30 天內 99 %的時間內保持 49,85 至 50,  

15 Hz。  

—  對於孤島系統，在正常條件下沒有意外事件或負載事件，所要

求頻率為： 49,5 至 50,5 Hz 

—  符合性基於 4 秒測量  

4 .3 .2  

根據 AS 61000.3.100 中公佈的內容，它指定 V99 %和 V1 %。但

是，這個標準尚未得到各州監管機構的廣泛採用。  

因此，目前仍採用各種做法。  

在任何情況下，根據 AS 61000.3.100，參數是：  

—  ρ  = 99 

—  β  = 99 

4.4  電壓不平衡是 2 % 30 分鐘， 100 %的時間  

4 .5  
—  P l t 對於 95 %的時間而言， LV/MV 為 1,0 且  

—  P l t 對於 95 %的情況下，HV 為 0.8  

4 .6 .2 .1  
正在考慮中  -  但維多利亞州配電代碼適用 IEEE 標準 519-1992，

而且總諧波失真限制為 5 % 

4.6.2 .2  根據 IEC 61000-2-2 

4.7  

優選的 230 V 電壓驟降和膨脹測量閾值  

電壓閾值 
相對中性相電壓 相對相電壓 

1相 3線中性 

中性點對相電壓 

下降 陡升 下降 陡升 下降 陡升 

1/2週期 r.m.s. 207 V 262 V 360 V 456 V 414 V 524 V 
 

4.8  見上文 4.7  

4 .9  

(a)  對於單相系統，低於標稱電壓 10 %的中斷閾值，Un 至少為 1/2

週期  

(b)  對於多相系統，低於標稱電壓 10 %的中斷閾值，Un 在所有通

道上至少為一 1/2 循環  

4 .10  目前按照 IEC 

4.11 除了通過閃爍規範之外，未指定限制  

4 .12  未指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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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資料 )  

系統方面連續干擾評估示例  

 

首先，兩個名詞，平均值 x 和樣本標準差 s 的兩個變量的等式定義如 B1 和 B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2)  

式中，   ：一種干擾的站點平均值，例如不平衡，閃爍等。  

 Xi  ：屬於該系統 (區域 )的個別站點的評估結果 (百分位數值 )。  

 N ：本系統 (區域 )涵蓋的監測站點總數。  

 S ：樣本標準差。  

因此，平均指標 x 和樣本標準偏差用於系統 (子系統或區域 )方面以電力品質評估。表

B.1 是使用此方法的結果示例。  

 

表 B.1 系統電力品質評估清單  

干擾  平均值  樣本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電壓總諧波失真 THD (%)      

不平衡 (%)     

閃爍       

注意：此處應列出站點總數。  

 

注意：最大和最小站點值乃基於站點百分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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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資料 )  

電力品質的主要影響  

 

當由交流電供電時，電壓幅度和頻率始終是電源和最終用戶關注的關鍵因素，因為這

些因素確實是提供優質電源的基礎。如果供電電壓或頻率不在合理範圍內，網路用戶

設備的性能將受到影響，電力系統本身也將受到影響。  

電力品質指標描述了供電的特性，以闡明系統運營商和最終用戶之間的責任。電力公

司應負責維持合理的電力品質等級。另一方面，電力品質還取決於多個用戶的設備在

任何時刻使用它的方式。因此，維持優選的電力品質條件是系統營運商和最終用戶的

責任，即通過執行控制排放限制的標準並確保最終使用設備的最低免疫力。  

C.1 諧波失真  

長時間暴露於相對高的諧波失真條件可能會對各種設備造成嚴重影響。甚至非常

高的短期諧波失真，例如諧振狀況，可能由於過電壓而導致介電擊穿。  

諧波會導致超載。因此，過熱會增加介電應力和功率損耗。  

—  用於功率因數校正的電容器通常用來作特定階數諧波電流的吸收器。在這種情

況下，如果在設計階段沒有預先考慮，它可能導致電容器過電流。  

—  非正弦電源導致降低感應電機的轉矩。  

—  諧波會增加對電話，通信和類比電路的干擾。  

—  過量的諧波會導致讀取感應式電錶的誤差，這些電錶以純正弦交流電進行校準。  

—  高次諧波會產生電壓應力。  

—  流經電力系統網路的諧波電流可能導致額外損失。  

據報告，由於變頻器和類似的電子控制設備的發展，電源系統中的間諧波等級正

在增加。諧波電壓和間諧波電壓如果不加以控制，可能導致供電網路和電力用戶

設施的設備過載或干擾 (以及其他影響 )。  

在某些情況下，即使在低準位時，間諧波電壓也會引起閃爍，或在漣波控制系統

中造成干擾。  

C.2 電壓不平衡  

電壓不平衡始終是一個問題，因為它會影響變壓器，電動機和發電機。  

—  電壓不平衡會降低性能並縮短三相電機的使用壽命。  

—  由電壓不平衡引起的電流不平衡基本上產生反扭矩 (阻力矩 )。也就是說，它試

圖使電動機沿相反方向轉動，這將產生熱。  

—  如果在設計階段沒有適當考慮，電壓不平衡也可能會降低設備 (如電動機或發

電機 )的容量 (設備通常設計和評估就任何電力系統中通常存在的某種程度的電

壓不平衡負有責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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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電壓偏移  

相對於標稱值的大電壓偏移將縮短電氣設備的壽命，降低電力系統的穩定極限並

增加網路運轉的成本。在這種情況下運轉的設備將發生故障，故障或損壞。  

C.4 頻率偏移  

如果頻率偏移超過極限，則應通過停止操作來保護電動機。  

C.5 電壓波動  

電壓波動會導致許多有害的技術影響，例如數據錯誤，記憶體喪失，設備關閉，

閃爍，電動機停轉和電機壽命縮短，從而導致生產過程中斷和大量成本。然而，

考慮到電壓波動通常在 10 %範圍內的事實，上述這些效應中更典型地是電壓驟降

或驟升。  

C.6 閃爍  

閃爍被認為是網路用戶的煩人問題。大多數時候，它沒有很高的財務影響。然而，

在高準位時，當頻繁閃爍的燈 (不同技術的燈可能對電壓波動具有不同的敏感度 )

以及他們的工作場所或家中計算機螢幕發生閃爍時，可能給人們帶來不便。  

C.7 電壓驟降 (或電壓暫降 )  

包括變速驅動器在內的電動機驅動器特別容易受到影響，因為除了驅動器的慣性

之外，負載仍然需要能量但已不再是可用的。在涉及多個驅動器的過程中，在與

同級不同的電壓準位和不同的減速速率下，各個電動機控制單元可以感測到電壓

的損失並且關閉驅動器，導致程序控制的完全喪失。數據處理和控制設備對電壓

驟降也非常敏感，並且可能遭受數據丟失和延長的停機時間。  

C.8 暫態過電壓  

暫態過電壓會導致較大的 dV/dt 值，從而損壞或縮短變速驅動器的使用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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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資料 )  

分散式發電和微電網相關的電力品質問題  

 

由於電網連接分散式發電 (DG)，配電網路最終將從發送和分配電能轉變為新的電力交換

系統，包括電力收集，傳輸和存儲。因此，它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包括電力品質問題。 

DG 也是組成微電網的主要動力元件。以下 PQ 表徵始終存在於微電網中。  

D.1 電壓偏移  

連接 DG 的電網改變了配電網路的電力潮流，可能導致反向電力潮流。這會影響

配電網路電壓並可能導致較大的電壓偏移。偏移主要取決於網路連接 DG 的網路

容量和位置。DG 的位置越接近供電端節點，電源端的電壓變化就越大，反之亦然。

因此，由於 DG 的不適當應用，一些節點電壓將高於額定電壓或總線電壓。  

D.2 諧波  

例如光伏電池 (photovoltaic  cel ls ,  PV)，風力發電，燃料電池，電力存儲系統和燃

氣渦輪機的 DG 可以通過電力電子設備連接到電力系統。  

—  光伏，燃料電池和存儲系統產生直流電流，需要逆變器連接到電力系統。  

—  燃氣輪機產生高頻交流電流，需要 AC/DC/AC 或 AC/AC 變頻器連接電力系統。 

—  先進的風力發電通過 AC/DC/AC 轉換器連接到電力系統，將交流電壓轉換為直

流電壓，然後將直流電壓轉換為額定頻率的交流電壓。  

這些裝置轉換電力，控制負載並且可能導致電網電壓和電流波形失真，導致與電

力系統添加非線性負載類似的效果。  

D.3 DG 偏磁 (直流電流之注入 )  

在通過逆變器連接到電網的 DG 系統中，如果參數不平衡或觸發不對稱的脈衝，

則逆變器中可能出現直流電流。配電變壓器中的直流電流的流入可能導致變壓器

的直流偏磁，從而導致波形失真和異常發熱。為了減弱這種現象，可以使用隔離

變壓器，但應首先矯正濾波和避免不均勻點火的根本問題。   

D.4 電壓波動和閃爍  

對於風能和光伏等可再生發電系統，不可預測的電源波動是導致輸出電力波動的

主要原因，可以通過使用最大功率點跟踪 (maximum power point  t racking ,  MPPT)

控制技術來提高 DG 系統的。  

另一方面，DG 系統操作通常由其業主控制。這可能導致 DG 系統隨機啟動和停止

操作。當某些大容量 DG 系統啟動或退出時，功率輸出會突然改變，從而導致電

壓波動和閃爍。當 DG 連接點的短路容量低時，這將更嚴重。  

D.5 高頻傳導干擾  

此外，電網連接的主動饋電轉換器可能是高頻傳導干擾源 (例如，在 2 kHz−150 kHz

範圍內 )，並且曾有報告對智能電錶 /電網的電子設備，電錶和 PLC 系統的干擾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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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資料 )  

維持和提高電力品質的方法  

 

品質指標和推薦值適用於在可接受的經濟條件下的絕大多數地點，儘管情況不同，條

件是：  

•  對於大眾市場產品， IEC 61000-3-2,  3-3,  3-11 和 /或 3-12 等標準中的排放規範會定

期更新，以考慮市場的發展和技術；  

•  對於大型裝置，有效控制排放等級，例如：通過連接協議；  

•  網路運營商使用適當的方法和工程實踐，例如：基於 PLANNING LEVELS 和 IEC TR 

61000-3-6,  3-7,  3-13 和 /或 3-14。  

E.1 電壓偏移  

電源電壓的偏移主要是由於負載電流流過系統內部阻抗而引起的電壓降。  

通常，控制操作的電壓偏移規範由系統營運商進行，包括：  

—  電壓調節，包括有效電力潮流控制和無效電力潮流最佳化，變壓器抽頭調整等

系統方面。  

—  配電站的無效功率補償，包括電容器組和電抗器設備，它們根據連接電壓自動

切換。  

另一方面，終端用戶必須遵守 (同意 )系統運營商制定的功率因數需求規範。因此，

減少來自具有無功功率補償設備的供電系統的無功電流是終端用戶滿足電壓偏移

規範的主要方法。  

對於大型波動的終端用戶，以下先進設備可能是技術上和經濟上的最佳選擇。  

—  靜態虛功補償器 (Stat ic  VAR Compensator,  SVC)；  

—  磁控電抗器 (Magnetic  Controller  Reactor ,  MCR)；  

—  靜態同步補償器 (Stat ic  Synchronous Compensator s,  STATCOM)或靜態虛功發生

器 (Stat ic  VAR Generation,  SVG)。  

E.2 諧波  

減輕網路用戶的諧波始於干擾源，以下程序可根據具體情況選擇之。  

—  被動濾波器 (LC 濾波電路 ) (Passive Fil ters,  or  LC fi l ter ing circuits)  

—  以設備充當某些階次諧波電流的接收器，是工業界的首選。  

—  主動濾波器 (Active Power Fil ters,  APF ) 

—  主要用於諧波電流波動情況，因此響應時間是表徵其性能的關鍵因素。  

—  嵌入式解決方案。  

—  例如，現代電力電子社群中使用的脈衝寬度調製技術 (Pulse Width Modulation ,  

PWM)。  

E.3 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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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諧波類似，網路用戶的減輕閃爍始於干擾源，它總是藉由控制擾動負載吸收的

波動功率來實現 (例如電弧爐和電梯 )。  

—使用系統營運商和終端用戶間商定的更高之電壓等級  

—靜態虛功補償器 (SVC) 

—靜態同步補償器 (STATCOM)或靜態虛功發生器 (SVG) 

在使用 SVC， STATCOM 或 SVG 的情況下，響應時間是表徵其性能的關鍵因素  

E.4 不平衡  

為了減少不平衡程度，可以採取以下幾種措施：  

—  第一個也是最基本的解決方案是系統營運商以三相負載變得更加平衡的方式

部署或分配負載；  

—  對於大的不平衡負載， SVC 技術的結果符合史坦梅茲 (C.P.  Steinmetz)理論；  

—  對於某些由單相電源供電的鐵路應用，應使用特殊變壓器，如史考特 (Scott)和

史坦梅茲 (Steinmetz)變壓器；  

—  在三相系統中，傳輸線的轉置也可以是衰減負序不平衡電壓的解決方案。  

E.5 電壓驟降 /驟升 /短時間中斷  

電壓驟降，驟升和短時間中斷是影響工業和大型商業網路用戶的重要 PQ 問題。

由於大多數這些事件都是由電路故障引起的，因此提高系統運行的管理技能和構

建穩健的供電系統始終是減少這些不可預測事件影響的基本程序。  

另一種有效的方法是嵌入式解決方案，以提高通過這些事件的敏感負載的免疫

力。例如，應用以下設備：  

—  不斷電電源供應器 (Uninterruptible  P ower Supplies ,  UPS)；  

—  儲能裝置 (超級電容器，超導磁儲能系統等 ) (Energy Storage Devices )  (Super  

Capacitors,  SMES, etc . )；  

—  動態電壓恢復器 (Dynamic Voltage Restorers ,  D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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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F 

(資料 )  

電力品質與電磁相容之間的關係  

 

電力品質在很多方面與電磁相容 (EMC)有—特別是因為符合電力品質規範取決於對所

有 /多個設備和 /或裝置的電磁輻射累積影響的控制。  

本標準中針對電力品質的推薦值與 EMC 標準 (例如 IEC 61000 系列 )中的相容性等級相

同或非常接近，但含義略有不同。特別是，它們的應用點和超出概率有所不同。  

根據 IEC 61000-2-2 和 IEC 61000-2-12，相容性等級是規定的電磁干擾等級，用以指

定環境中的參考等級，供協調設定發射和抗擾度之限值。  

按照慣例，選擇相容性等級，使得實際干擾等級超過它的可能性很小。根據 IEC TR 

61000-3-6，相容性等級通常基於整個系統的 95 %概率等級，使用代表干擾的時間和

空間變化的統計分佈。允許網路運營商無法始終控制系統的所有點。因此，關於相容

性等級的評估是在系統範圍內進行的，而不是在特定位置進行的。  

這 TS 定義了公用網路供電端的電力特性。因此，電力品質指標的推薦值適用於公用

網路的任何一點。此外，所有每週 95 %的值應符合推薦值。因此，即使本 TS 中的電

力品質推薦值與 IEC 61000-2-2 和 IEC 61000-2-12 中針對不平衡，諧波和間諧波定義

的相容性等級相等或非常接近，標準也要嚴格得多。  

注意：在某些情況下，這些差異可能會使電力品質推薦值難以滿足  

雖然本標準中的電力品質規範僅適用於供電端，但這些規範應與電氣設備的電磁環

境，設備的使用點和公用耦合點的規範相協調。  

網路用戶的供電端和設備終端 /使用點之間的電壓特性的變化取決於安裝規則，並且受

到特定現象 /電磁干擾的不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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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F.1 低壓系統中的應用點 (示例 )  

 

圖 F.2 干擾等級之間的關係 (僅限示意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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