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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低负荷下计量设备对电力计量的影响

电力计量是电网在运行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实际的使用中,其能够准确的对电力进行监控,所以近些

年,随着电网铺设的普及,其也逐渐的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但

是在对电力计量的过程中, 因为电力互感器设备会存在一

些误差, 而且电能表还有电压互感器也都在不定的程度上

存一些误差, 所以也就直接影响了在低负荷情况下对电力

计量操作的准确性,为此,对影响电力计量准确性的原因一

定要认识清楚,然后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进行处理,从而确

保电力计量在具体工作中的准确性。

1.1电能表对电力计量工作中的实际影响分析

在低负荷的情况下, 电能表对电力计量的工作中的实

际影响分析。电能表在具体工作中,不仅有转动力,以及制动

力这两种基本的力矩,除此之外,同时其还包含了摩擦的力

矩,以及滑动的力矩,还有电压自制的动力矩等附加的力矩。

在电能表比低功耗小时, 摩擦力矩的常量部分就能够用补

偿力矩,通过这些力矩就可以对电力情况进行衡量。因为电

路是处在低负荷的情况下, 所以摩擦力矩可以变化的部分,

因为转速的变慢,从而产生的误差就相对很小,因为电能表

的电压自制动力矩,在额定的电压情况下是一个常量,而这

个时候,电流的自制动力矩因为盘转速度而变的缓慢,因而

在这种情况下, 其对电力计量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

小的。也就是说在 cosφ=1.0的时候,电能表的负载特点,就

主要是电流工作中磁通的非线性所决定的了, 在一般的情

况下感应式的电能表,在具体测量的时候,可以保证误差的

负荷电流在 10%左右, 而如果使用性能更加优秀的电子型

宽负荷电能表时, 就可以确保负荷电流的误差范围在百分

之五左右。

1.2互感器对计量精度的影响分析

在低负荷的情况下,互感器对计量精度的影响。通过互

感器实际的工作原理 , 就能够推算出其具体的公式为

I2/I1=W2/W1, 在低负荷的情况下 CT的比较差以及交差最

大,那么对计量中出现的误差就非常大。在一次电流通过互

感器中的一次绕组时, 里面的励磁就会耗费掉一部分的电

流,因为这样可以保证二次绕组所产生的互感电动势,同时

铁芯就会产生磁通。在通常的情况下,励磁电流用是 i0来表

示的,同时因为存在励磁安匝 i0W1,所以这就很容易导致一

次安匝与二次安匝发生数值不一致的问题, 但是一次的安

匝中,因为其提供了励磁安匝,所以就有 i1W1-i0W1=-i2W2

的计算公式,这里面的主磁通是 i产生的,而在通常的情况

下,互感器的磁密是 0.08到 0.10wb/m2,因所以 i0在 i1中所

占有的比例要小很多,但是如果是相对于 i2而言,i0的数值

就相对比较大。式子中的 i1用来表示励磁的量,那么随之而

来的它的损耗比例也会变大, 进而直接导致了低负荷电能

表在工作中的误差增大,从而对电力计量也就产生了影响。

1.3计量二次回路部分对电力计量的影响分析

在低负荷的情况下, 计量二次回路的部分对电力计量

的影响分析。电流互感计量器的误差,与外接的二次回路阻

抗是成正比关系的,也就是说,在二次回路的电阻以及接线

端的子阻抗增大的时候,计量的误差就会随之变大,针对这

些关系, 必须要把二次回路的电阻以及互感器所连接的二

次负载的容量,限制在互感器所允许的准确度等级范围内。

电压互感器连接的二次回路导线的截面, 必须和负载的阻

抗,还有互感器的额定负载容量保持一致,与此同时,还要保

证互感器的二次端钮, 到电能表的接线位置的端钮之间所

规定的要求, 只有 I类的计费用计量方能够一次性的予以

满足。

2提高电力计量准确性的方法

以上叙述了在低压负荷的情况下, 一些计量设备对在

电力计量方面的具体影响,那么针对这些问题,一定要采取

积极的措施进行防治,以此才能保证电力计量的准确性。针

对以上的三种在低负荷的情况下, 一些电力设备对电力计

量精确地的影响, 相关的工作人员应该使用一下几个途径

来进行有效控制。

2.1降低启动过程中的电流

在进行电力的计量工作中, 首先要把电能表的启动电

流进行降低。因为对机械电能表而言,都有一个能使计便器

使用中非常可靠的操作,在刚开始的启动中,其达到稳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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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时候的最小输入电流值就被称为启动电流, 在这种情况

下,想要提高在电力计量方面的准确性,通过把电能表的负

载电流,控制在小于电能表在启动时的电流,这种方法可以

有效的阻止电能表计数时,在低负荷的情况下,有功的电能

表所出现的负误差是非常大的,同时还会增大电线的损耗。

为此,想要提高电力计量结果的准确性,就要在实际的使用

中,安装一个宽负载的电能表而不是有功的电能表,这样可

以有效的减少启动电流值, 进而确保电能表在负荷比较低

的情况下,还可以正常的运转,进而保证在低负荷的情况下,

电能表在电力计量过程中还是有很好的准确性。

2.2扩大电流互感器的计量范围

为了保证电力计量的准确性,在实际的操作中,就必须

扩大电流互感器的计量的范围。因为随着电网系统容量的

持续增加, 那么相关的用户也就会逐步的提高在电安的全

方和可靠性,与此同时,那么母线的短路容量就会变得更大。

另一个方面,其在选择电流互感器的时候,对电力计量过程

中的安全性都是过度的重视, 然后才是对电力计量准确性

方面的考虑工作, 因此这就直接导致了在低负荷的情况下,

电流互感器在工作中不能够发挥其正常意义上的作用。为

了把电力计量的准确性做进一步的提高, 一定要先从技术

的层面去考虑变电站的改造设计, 比如根据实际情况增加

电抗,从而母线的线路容量就会减少,或者是选择热稳定倍

数非常高的 CT等设备, 以此来扩大电流互感器的计量范

围,在低负荷的情况下,提高计量设备在电力计量工作中的

准确性。

2.3减少二次回路导线压降

在采取这种措施的时候, 首先要选个一个合理的导线

面积,其截面最好是大一些,这样效果比较明显。或者是通过

增加电压互感器在二次回路中压降的补偿量, 也能够有效

的降低二次导线压降,电压降低之后,在这种低负荷的情况

下,其电路的回路部分,对于电力计量的准确性就会有很大

的提高。

3低负荷下回路部分对电力计量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由于电流互感计量器误差与外接阻抗成正比, 当导线

电阻和接线端子阻抗都增大时,会使得计量误差增大,因此,

导线横截面积尤为重要, 应当确保导线电阻与互感器所接

的二次负载的合成负载容量在互感器准确度等级所允许的

容量范围内。电压互感器连接导线的截面应当匹配负载阻

抗和互感器的额定负载容量, 同时也应当满足互感器二次

端钮到电能表接线端钮问允许电压降的要求, 满足 I类计

费用计量。同时确保 U降≤0.2%U2,其中 U2为 PT二次侧

的电压,其他 U降≤0.5%U2,并确保最小截面大于 2.5mm2。

由于高压电能表的计数为加在其线圈上的电压 UF和流过

其线圈的电流 IF的乘积, 即 WF=UFIF。在电流回路中,涡

流、线损等原因会导致电流回路出现一定的耗损,使得电能

表计量的功耗为耗损后的功率,即 W损 =WF=UFIF,而用户

的实际使用功率W应为：

W 应 =U 总 I 总 =（UF+U 损）（IF+I 损）

U损为二次导线压降。由于存在二次导线压降,会导致

计量电能小于应计电能。为了确保电力计量的准确性,应当

减少二次导线压降。一方面,应当对导线面积进行合理选择,

尽量选择截面积较大的导线,来有效减小二次导线压降。另

一方面,增设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压降补偿仪。电压互感器

二次回路压降补偿仪能够对负载的大小、压降的高低变化

自动跟踪补偿电压,来实现有效减小二次导线压降。此外,也

可以在线路上安装字母变压器,来有效减小二次导线压降。

当线路负荷较大时, 同时运行两台变压器或运行大容量变

压器；当线路负荷较轻时,只运行小容量变压器,实现有效减

小二次导线压降,确保低负荷下对电力计量的准确性。

4结束语

通过以上对在低负荷的情况下, 影响电力计量准确度

的详细分析,以及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措施的提出,针对

这三个方面的控制措施对更加的明确, 希望相关人员在以

后的工作中,如果遇到这些问题,能够有效的进行控制和解

决。从而保证电力计量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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