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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关口电能表现场检验报告编制方案"首先!按照关口电能表现场检验流程设计报告编

制方案流程图!并分析流程中涉及的相量图绘制)数值修约)告警功能业务模块的自动化实现原理!然后!并在此基础上开发

了能实现自动执行误差计算和向量图绘图的关口电能表现场检验报告实例!并列出了实例的核心程序代码"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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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实现关口电能表现场检验报告的自动生成!有效地提高了检验工作效率及降低了报告差错率!实际应用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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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口电能表对于电网企业的关口计量工作意义重大!

由于关口计量的电量非常大!所以定期或不定期开展现场

关口电能表实负荷校验!是保障关口电能表准确可靠运行

的重要技术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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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电能表现场校验仪品牌众多!利用其数据管理软

件生成的报告!格式不统一!河南关口电能表现场检验的

检验记录仍采取手记方式!运行状态相量图绘制采用手绘

方式!数据处理中特别是计量专业要求的校验结果数值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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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量图坐标系统

编制能自动生成符合实际要求的相量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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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的关键技术之一"坐标系统是绘图的基础!对象坐标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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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修约

在大多数计量检定规程)校准规范中都明确要求计量

检定结果应按计量器具准确定度等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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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修约!

判断计量器具合格与否!一律以修约后的结果为准"数值

修约已是计量人员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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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编制"校验结果数据修约!是编制自动证书的另一

关键技术"

具体的数据修约方法参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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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功能

关口电能表现场运行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缺陷和故

障!例如电能表参数设置错误)电能表超差和接线错误)电

压回路失压和电流回路断流)不合理的计量方式)通信中

断等故障!任何错误或故障都会影响关口计量的准确性和

贸易结算的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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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二次电压)电流等运行参

数的轻微异常!一般不作为电能表事件记录!在现场检验

时也不易察觉!且目前电能表现场校验仪通常不具备这样

的判断功能!但这种不正常状态对关口计量不可忽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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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编制方案中!根据有关电网电能质量标准设定

了可随需求调整的电流)电压不平衡度阀值!待录入数据

后!若超过设定阀值!程序会自动弹出告警提示!弹出框如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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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提醒校验人员对互感器)计量二次回路作深入

核查"增加告警功能后!关口电能表现场检验报告模板应

用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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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案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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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给出了关口电能表现场校验报告编制的

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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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实例分析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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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为关口电能表现场检验报告编制应用的实

例"当校表人员现场录入被试电能表相关信息及测试数

据后!.负荷率/).功率因数/).修约后误差/项目值将会自

动完成计算!按下.绘图/按钮后!完成相量图绘制!点击

.清空/按钮!相量图删除!点击.绘图/按钮再次绘制!相量

图中的符号)数值标识实现动态定位!增强了报告的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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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潜巡逻机浮标搜潜相关战术的演练以及相应的效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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