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力能效监测终端技术条件˄试行˅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电力能效监测终端的ᡔ术要求ǃ试验方法ǃ检验规则及标志ǃ䖤输Ϣ贮ᄬǄ 

本规范䗖用于电力能效监测终端的制䗴ǃ检验ǃ使用和验收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ϟ列文ӊ对于本文ӊ的应用是必ϡৃ少的Ǆ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ӊ 仅̍所注日期的版本䗖用于本文

ӊǄ凡是ϡ注日期的引用文ӊˈ݊最新版本˄包括所᳝的修改单˅䗖用于本文ӊǄ 

 

GB/正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境试验  第2部ߚ˖试验方法  试验 A˖Ԣ温  

GB/正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境试验  第2部ߚ˖试验方法  试验 B˖高温  

GB/正 2423.3  电工电子产品⦃境试验  第2部ߚ: 试验方法  试验C印危˖恒定湿热试验 

GB/正 2423.10  电工电子产品⦃境试验  第2部ߚ: 试验方法 试验Fc: 振ࡼⅢℷ弦Ⅳ 

GB/正 2829-2002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䗖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 4208  外壳䰆ᡸ等级Ⅲ存Pҷ码Ⅳ 

GB/正 附1际9.11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险试验  第11部ߚ 灼̟热丝/热丝基本试验方法 成品的灼热丝

ৃ燃性试验方法 

GB/正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ᡔ术条ӊ 

GB/正 1际93附.1质2008  Ԣ压系统内䆒备的㒱缘配合 第1部ߚ˖原理ǃ要求和试验 

GB/正 1721附.211质200际  交流电测量䆒备 通用要求ǃ试验和试验条ӊ 第11部ߚ˖测量䆒备 

GB/正 1721附.321质2008  交流电测量䆒备 特殊要求 第21部ߚ˖静ℶ式᳝ࡳ电能表˄1级和2级˅ 

GB/正 1721附.3附2  交流电测量䆒备 特殊要求 第附2部ߚ˖符号 

GB/正 19附82 基于≤松平危us协䆂的工业自ࡼ化网㒰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ϟ列术语和定义䗖用于本文ӊǄ     

3.1 电力能效监测终端 power energy efficiency monitoring terminal 

指采集ǃ处理电气量和非电气量˄如流量ǃ压力ǃ温度ǃ湿度等˅信息ˈ并能Ϣ采集服ࡵ器䖯行数

据交换的装置ˈ简⿄监测终端˄监测终端ߚЎ五类ˈ体㾕䰘录˅Ǆ 

3.2 采集服务器 Acquisition server 

采集服ࡵ器是一ৄ非 PC型多ࡳ能的智能电能管理䆒备ˈ提供数ᄫ化通信接口实⦄采集指ҸϢ数据

ঠ向传输ˈ它能够应用到基于 存P存P存P存P 的系统中ˈϡ仅允许䆓问和监视电力能效监测终端等电力电子䆒备ˈ

还能在一个子站˄区域˅内通过信道从݊管辖的电力能效监测终端等电力电子䆒备ˈ采集ǃ处理和ᄬ储

用电和非电量等信息ˈ通过䖰程信道ϢЏ站˄或数据中心˅䖯行信息交互Ǆ支ᣕ多种工业标准的通信协

䆂ˈ如 止OAP/X≤Lǃ≤松平危usǃ≤-BusǃL松nt印l顺 等ˈҹ及用户自编程驱ࡼ等Ǆ 

3.3 电力需求响应 electric demand response 

指电力用户根据电Ӌ信号或激励机制做ߎ响应并调整用电方式的行Ўˈ从而减少电网高峰电力负

荷ˈ降Ԣ电力系统䖤行成本ǃ增ࡴ系统安全ৃ靠性ǃ促䖯⦃境Ϣ社会的ৃᣕ续发展ˈ简⿄需求响应Ǆ 

4 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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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气候环境条件 

4.1.1 参比温度及参比湿度 

参比温度Ў23℃˗参比湿度Ў40％～际0％Ǆ 

4.1.2 温湿度 

监测终端䆒备ℷ常䖤行的⦃境条ӊ㾕表1Ǆ 

表1 环境条件分类 

场所类型 级߿ 

空气温度 湿度 

范围 

℃ 

最大ব化率 

℃/具 

相对湿度 危% 

最大㒱对湿度 

其/m

3

 

遮蔽 

C1 -附～刺4附 0.附 附～9附 

29 

C2 -2附～刺附附 0.附 10～100 

户外 C3 -40～刺70 1 10～100 3附 

协䆂特定 CX     

注˖1.温度ব化率প 附 min 内ᑇ均值Ǆ 

2.相对湿度包括凝露Ǆ 

 

4.1.3 大气压力 

除特殊要求外ˈ大气压力Ў 际3.0顺P印～108.0顺P印˄海拔 4000m 及ҹϟ Ǆ˅ 

4.2 机械影响 

监测终端䆒备应能ᡓফℷ常䖤行及常规䖤输条ӊϟ的机械振ࡼ和冲ߏ而ϡ䗴成失效和损坏Ǆ机械振

 ˖强度要求如ϟࡼ

印˅ 频率˖10字z～1附0字z˗ 

危˅ ԡ移幅值˖0.07附mm˄频率İ际0字z˅̠  

c˅ ࡴ䗳度幅值˖10m/s

2

˄频率位际0字z Ǆ˅ 

4.3 工作电源 

4.3.1 一般要求 

监测终端ৃ使用交流单相ǃϝ相四线或ϝ相ϝ线供电 也̍ৃ使用݊他供电方式Ǆ监测终端使用交流

ϝ相四线或ϝ相ϝ线供电时 在̍断一相或两相电压的条ӊϟˈ监测终端应能ℷ常工作ˈ并Ϣ采集服ࡵ器

ℷ常通信Ǆ 

4.3.2 交流供电的额定值及允许偏差 

印Ⅳ 额定电压˖220V/380Vˈ附7.7V/100Vˈ允许偏差 -30％～刺30％˗ 

危Ⅳ 额定频率˖附0字zˈ允许偏差  -际％～刺2％Ǆ 

4.3.3 交流供电的功率消耗 

非通信状态ϟˈࡳ率消耗如ϟ˖ 

印Ⅳ 单相供电监测终端᳝ࡳࡳ耗ϡ应大于 2Wˈ视在ࡳ耗ϡ应大于 附VA˗ 

危Ⅳ ϝ相供电监测终端每相᳝ࡳࡳ耗ϡ应大于 2Wˈ视在ࡳ耗ϡ应大于 附VA˗ 

cⅣ 电流输入回路ࡳ率消耗ϡ大于 0.2附VA˄ 单相˅̠ 电压输入回路ࡳ率消耗ϡ大于 0.附VA˄ 单相 Ǆ˅ 



4.3.4 失电后数据和时钟保持 

监测终端供电电源中断ৢˈ应᳝数据和时钟保ᣕ措施˗失电ৢˈ时钟ℷ常工作ˈ数据保ᣕ时间ϡ少

于12个᳜Ǆ电源恢复时ˈ保ᄬ数据ϡ应丢失ˈ内部时钟ℷ常䖤行Ǆ 

4.3.5 交流供电的抗接地故障能力 

监测终端电源由非᳝效接地系统或中性点ϡ接地系统的ϝ相四线配电网供电时 在̍接地故障及相对

地产生10％过电压时 ̍接地的两相对地电压将达到1.9倍的标⿄电压 ℸ̠时ˈ监测终端ϡ应ߎ⦄损坏Ǆ

供电恢复ℷ常ৢˈ监测终端应ℷ常工作ˈ保ᄬ数据应无改বǄ 

4.4 结构 

4.4.1 外壳及防ᡸ 

4.4.1.1 机械强度 

监测终端外壳应᳝足够的机械强度ˈ并应符合GB/1721附.211ˉ200际中附.2.2.1的要求ˈ在外物撞ߏ

䗴成ব形时ϡ应影响݊ℷ常工作Ǆ 

4.4.1.2 阻燃性能 

非金属外壳阻燃性能应符合GB/正 附1际9.11的要求Ǆ 

4.4.1.3 外壳防ᡸ性能 

监测终端外壳的䰆ᡸ性能应符合GB 4208的要求ˈ室内ৃ采用存P附0级ˈ室外应采用存P附1级Ǆ 

4.4.2 接线端子 

印Ⅳ 强电端子和弱电端子应ߚ开排列ˈ备᳝效的㒱缘隔离Ǆ电压ߎ线端子应Ϣ截面Ў 1.附mm

2

～

2.附mm

2

的引ߎ线配合Ǆ݊他弱电ߎ线端子应Ϣ截面Ў 0.附 mm

2

～1.附mm

2

的引ߎ线配合˗ 

危Ⅳ 端子排的最小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应符合 4.4.4 的要求˗ 

cⅣ  端子排的阻燃性能应符合 GB/正 附1际9.11 的要求˗ 

平Ⅳ  端子盖内侧应ॄࠏ接线端子ǃ辅ࡽ接线端子等接线ˈ接线应清晰ǃϡ脱落Ǆ 

4.4.3 接地端子 

监测终端接地时ˈ接地端子应Ϣ4mm

2

导线良好接触Ǆ 

4.4.4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裸露的带电部ߚ对地和݊他带电部ߚ ҹ̍及ߎ线端子螺钉对金属盖ᵓ之间 最̍小电气间隙和爬电距

离应符合表2的规定Ǆ海拔高度2000m及ҹϞ的监测终端ˈ电气间隙应按GB/正 1际93附.1的规定䖯行修ℷǄ 

表2 最小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额定电压 此 

V 

电气间隙 

mm 

爬电距离 

mm 

此İ2附 1 1.附 

2附˘此İ际0 2 2 

际0˘此İ2附0 3 4 

2附0˘此İ380 4 附 

 

4.4.5 金属结构防腐 

对ℷ常䖤行条ӊϟৃ能ফ到腐蚀的金属结构ˈ应᳝䰆锈ǃ䰆腐涂层或镀层Ǆ 



4 

4.4.6 显示 

当监测终端配᳝显示ࡳ能时ˈ显示要求如ϟ˖ 

印Ⅳ 应᳝高对比度ǃ宽视角˗ 

危Ⅳ 应选用宽温度范围ˈ在-2附℃～70℃内能ℷ常显示ˈ在-40℃～80℃ϡ损坏Ǆ 

4.4.7 按键 

当监测终端配᳝按键时ˈ按键应灵活ৃ靠ˈ无卡死或接触ϡ良⦄象ˈ各部ӊ应紧固Ǆ 

4.4.8 安装部件 

配备导轨ǃ壁ᣖ或嵌入安装的物理结构Ǆ 

 

4.5 绝缘性能 

在ℷ常使用条ӊϟ 考̍虑到气候⦃境影响及在ℷ常使用条ӊϟ经ফ的ϡৠ电压 仪̍表及݊连用的辅

 足够的介电䋼量Ǆ᳝装置Ⅲ如᳝时Ⅳˈ应ࡽ

4.5.1 绝缘电阻 

监测终端电气回路对地和电气回路的㒱缘电阻要求如表3所示Ǆ 

表3 绝缘电阻 

额定㒱缘电压 此 

V 

㒱缘电阻 

≤反 

测试电压 

V 

ℷ常条ӊ 湿热条ӊ 

此İ际0 ı10 ı2 2附0 

际0˘此İ2附0 ı10 ı2 附00 

此˚2附0 ı10 ı2 1000 

注˖ϢѠ次䆒备及外部回路直接连接的接口回路应满足 此˚2附0V 的要求Ǆ 

 

4.5.2 绝缘强度 

电源回路ǃ交流电量输入回路ǃ输ߎ回路对地ǃ电气隔离回路之间ˈҹ及输ߎ继电器常开触点回路

之间ˈ应耐ফ表4中规定的附0字z的交流电压ˈ历时1min的㒱缘强度试验时ˈϡ得ߏ⦃ߎ穿ǃ闪㒰⦄象ˈ

泄漏电流ϡ应大于附mAǄ 

表4 试验电压 

单ԡ˖V 

额定㒱缘电压 此 试验电压᳝效值 额定㒱缘电压 此 试验电压᳝效值 

此İ际0 附00 12附˘此İ2附0 2000 

际0˘此İ12附 1附00 2附0˘此İ400 2附00 

注˖1. 输ߎ继电器常开触点间的试验电压ϡ应Ԣ于 1附00V˗ 

2. 交直流ঠ电源供电监测终端ˈ交流电源和直流电源间的试验电压ϡ应Ԣ于 2附00VǄ 

 

4.5.3 冲ߏ电压 

电源回路ǃ交流电量输入回路ǃ输ߎ回路对地ǃ无电气联系的回路之间ˈ应耐ফ表附中规定的冲ߏ

电压峰值ˈℷ负极性各附次Ǆ试验时应无ߏ穿跳火ǃ闪㒰或㒱缘ߏ穿等破坏性放电⦄象Ǆ 



表5 冲ߏ电压峰值 

单ԡ˖V 

额定㒱缘电压 此 试验电压᳝效值 额定㒱缘电压 此 试验电压᳝效值 

此İ际0 2000 12附˘此İ2附0 附000 

际0˘此İ12附 附000 2附0˘此İ400 际000 

  注˖R止48附 接口Ϣ电源回路间试验电压ϡ应Ԣ于 4000V 

 

4.6 温升 

在额定工作条ӊϟˈ电路和㒱缘体ϡ应达到ৃ能影响监测终端ℷ常工作的温度Ǆ 

监测终端的电流线路通过额定电流 电̍压线路ҹ及通电周期比݊热时间常数长的辅ࡽ电压线路ࡴ载

1.1附倍参比电压ˈ⦃境温度Ў40℃时ˈ外表面温升ϡ应超过2附KǄ 

4.7 数据通信接口 

4.7.1 通信接口 

监测终端支ᣕ微ࡳ率无线ǃ᳝线ǃ电力线载波等Ǆ 

4.7.2 数据传输误码率 

微ࡳ率无线ǃ电力线载波信道数据传输误码率ϡ应大于10

-4

ˈ光纤信道ϡ应大于10

-9

ˈ݊他信道应

符合相关标准要求Ǆ 

4.7.3 通信协议 

监测终端应支ᣕ电力能效监测系统ᡔ术规范的通信协䆂和䰙内相关协䆂Ǆ 

4.7.4 通信单元性能 

通信单元性能应符合电力能效监测终端通信协䆂ᡔ术标准的要求Ǆ 

4.8 输入/输ߎ回路 

4.8.1 交流模拟量输入 

交流采样模拟量输入᳝˖ 

印Ⅳ 交流电压˖根据实䰙需求接入电压模拟量ˈ电压输入回路ࡳ率消耗ϡ大于 0.附VA˄单相˅˗ 

危Ⅳ 交流电流˖根据实䰙需求接入电流模拟量ˈ监测终端能ᡓফ 200％存n˄额定电流˅连续过载˗

耐ফ 20 倍额定电流过载 附s ϡ损坏Ǆ电流输入回路ࡳ率消耗ϡ大于 0.2附VA˄单相˅Ǆ 

4.8.2 状态量/数ᄫ量输入 

状态量/数ᄫ量输入应Ўϡ带电的开/合ߛ换触点Ǆ稳定额定电压输入时ˈ每路状态量ࡳ耗ϡ大于

0.2WǄ 

4.8.3 直流模拟量输入 

直流模拟量Ў流量ǃ压力ǃ温度ǃ湿度等传感器的输ߎ信号ˈ输入阻抗满足工业传感模拟量标准Ǆ 

4.8.4 控制输ߎ 

当监测终端配᳝控制输ߎ时ˈ控制输ߎ要求如ϟ˖ 

印Ⅳ 输ߎ口回路应᳝䰆误ࡼ作和便于⦄场测试的安全措施˗ 

危Ⅳ 触点额定ࡳ率˖交流 2附0V/附Aˈ380V/2A 或直流 110V/0.附A 的纯电阻负载˗ 

cⅣ 触点寿命˖通ǃ断Ϟ述额定电流ϡ少于 10

附

次Ǆ 



际 

4.8.5 脉冲输ߎ 

当监测终端配᳝Ϣ݊电量成ℷ比的电脉冲或LED脉冲测试端口˄᳝ࡳǃ无ࡳ˅时ˈ脉冲测试端口ৃ

用䗖当的测试䆒备检测ˈ脉冲宽度Ў˖80ms±20msǄ电脉冲应经光电隔离ৢ输ߎ˗LED脉冲采用超亮ǃ

长寿命LED作电量脉冲指示ˈ测试端口能从ℷ面触及到Ǆ 

4.9 安全要求 

根据系统安全要求ˈৃ选用安全ᄬ储ǃ数据ࡴ/解密ǃঠ向身份认证ǃᄬপ权限控制ǃ线路ࡴ密传

输等安全控制ᡔ术Ǆ 

4.10 功能要求 

4.10.1 数据采集功能 

4.10.1.1 直流模拟量采集 

监测终端应按䆒定的时间间隔对一些非电气量˄如˖温度ǃ压力ǃ流量等˅输ߎ的直流模拟量䖯行

数据采集Ǆ直流模拟量测量准确度要求在±1％范围内Ǆ 

4.10.1.2 状态量/数ᄫ量采集 

监测终端应实时采集状态量/数ᄫ量信息ˈ发生বԡ时应产生বԡџӊˈ并在最䖥一次采集服ࡵ器

查询时向݊发䗕该বԡ信号Ǆ 

4.10.1.3 交流模拟量采集 

监测终端ৃ按使用要求选配电压ǃ电流等交流模拟量采集ࡳ能 测̍量电压ǃ电流ǃࡳ率ǃࡳ率因数ǃ

谐波等Ǆ交流模拟量采集要求应符合 GB/T 17215.321质2008 中 2 级交流电测量䆒备要求Ǆ 

4.10.2 数据ᄬ储功能 

4.10.2.1 曲线数据 

曲线数据的数据采集间隔时间ৃ䆒置ˈ默认间隔Ў15min˄最短间隔1min˅ˈ默认保ᄬ最䖥7d的数

据ˈ采样数据乍˖ 

印Ⅳ ℷড向᳝ࡳǃ无ࡳˈ四象限无ࡳ˗ 

危Ⅳ AǃBǃC 各相电流ǃ电压˗ 

cⅣ AǃBǃC 各相及总᳝ࡳࡳ率ǃ无ࡳࡳ率ǃࡳ率因数˗ 

平Ⅳ 非电气量数据˗ 

年Ⅳ  基波ࡳ率ǃ总谐波ࡳ率˗ 

fⅣ 电压ǃ电流的总ǃߚ次谐波˄2-21 次˅᳝率˗ 

其Ⅳ 需量˗ 

具Ⅳ 电压ǃ电流ϡᑇ衡度Ǆ 

4.10.2.2 日冻结数据 

日冻结时间ৃ䆒置ˈ默认每日24点冻结ˈ默认保ᄬ最䖥2个᳜数据ˈ采样数据乍˖ 

印Ⅳ 总᳝ࡳ电量˗ 

危Ⅳ 总无ࡳ电量˗ 

cⅣ 最大需量˗ 

平Ⅳ AǃBǃC 相电压越ϟ限ǃ越Ϟ限累计时间ˈϞǃϟ限指标ৃ䆒置Ǆ 

4.10.2.3 月冻结数据 

᳜冻结时间ৃ䆒置ˈ默认每᳜᳜24点冻结ˈ默认保ᄬ最䖥36个᳜数据ˈ采样数据乍˖ 



印Ⅳ 总᳝ࡳ电量˗ 

危Ⅳ 总无ࡳ电量˗ 

cⅣ AǃBǃC 相电压越ϟ限ǃ越Ϟ限累计时间˗ 

平Ⅳ  

年Ⅳ 最大需量及݊发生时间 

4.10.2.4 事件记录ᄬ储 

监测终端应能保ᄬ最䖥100条џӊ䆄录Ǆ 

4.10.3 数据处理 

4.10.3.1 时钟召测和对时 

监测终端应能接收采集服ࡵ器或本地端口的时钟召测和对时命ҸǄ在-2附℃～刺际0℃温度范围内 时̍

钟准确度ϡ大于±1s/平˗在参比温度˄23℃˅ϟˈ时钟准确度ϡ大于±0.附s/平Ǆ 

4.10.3.2 参数设置和查询 

监测终端ৃ通过采集服ࡵ器䆒置和查询配置参数ǃ限值参数ǃ通信参数等ˈৃ 查询监测终端硬ӊ版

本号和软ӊ版本号Ǆ 

4.10.3.3 事件及警功能 

џӊ及警ࡳ能ৃ配置ˈџӊ包括˖ 

ABC电压偏差越限џӊ䆄录ǃ谐波越限џӊ䆄录˗ABC电压ǃ电流ϡᑇ衡越限䆄录˗ࡳ率因数越

限䆄录˗闪বџӊ䆄录˄长时ǃ短时˅˗Ϟ电ǃ掉电ǃ电量示值清零ǃ断相ABCǃ参数䆒置ǃ校时џ

ӊ䆄录˗失压˄全ABC˅ˈ失流˄全ABC˅џӊ䆄录ǃ非电气量数据异常џӊ等Ǆ 

4.10.4 数据传输 

4.10.4.1 中继转发˄选配˅ 

器应通过监测终端的中继转发ࡵ能Ǆ采集服ࡳ能的监测终端应按需求䆒置中继转发ࡳ中继转发᳝

 能采集݊他监测终端ǃ电能表ǃ智能传感器或݊他仪表数据Ǆࡳ

4.10.4.2 Ϣ采集服务器通信 

Ϣ采集服ࡵ器䖯行通信应符合4.7.3规定的通信协䆂 接̍收并响应采集服ࡵ器的命Ҹ 向̍采集服ࡵ器

传䗕数据Ǆ 

4.10.5 监测终端维ᡸ 

4.10.5.1 本地状态指示 

监测终端应᳝本地状态指示ˈ指示监测终端电源ǃ通信ǃ抄收等工作状态Ǆ 

4.10.5.2 本地维ᡸ接口 

监测终端应᳝本地维ᡸ接口ˈ䆒置监测终端参数ˈ升级软ӊ等Ǆ 

4.10.5.3 自检自恢复 

监测终端应᳝自测试ǃ自诊断ࡳ能ˈ监测终端部ӊ工作异常应᳝䆄录Ǆ监测终端应䆄录每日自恢复

次数Ǆ 

4.10.5.4 监测终端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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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终端接收到ϟ发的初始化命Ҹৢˈ应对硬ӊǃ参数区ǃ数据区初始化ˈ参数区置Ў缺省值ˈ数

据区清零Ǆ命Ҹ执行时ˈ监测终端应保证初始化џӊ䆄录ϡ被清除ˈ并自ࡼ保ᄬ该џӊ的相应数据Ǆ 

4.10.5.5 脉冲输ߎ 

监测终端ৃ选配Ϣ݊电量成ℷ比的电脉冲或LED脉冲测试端口˄᳝ࡳǃ无ࡳ˅Ǆ 

4.10.6 扩展功能 

4.10.6.1 显示功能 

监测终端ৃ选配显示屏Ǆ 

4.10.6.2 按键 

监测终端ৃ选配按键Ǆ 

4.10.6.3 控制输ߎ 

监测终端ৃ选配控制输ߎǄ 

4.10.6.4 需求响应 

印Ⅳ 监测终端ৃ接收需求响应信息˗ 

危Ⅳ 监测终端ৃϞ传需求响应回答信息Ǆ 

4.10.6.5 监测终端软件升级 

印Ⅳ 监测终端软ӊৃ通过通信信道实⦄在线升级˗ 

危Ⅳ 软ӊ升级ৢ监测终端ℷ常工作Ǆ 

4.10.6.6 电力能效计算 

利用监测终端采集的数据ˈ通过嵌入能效模型ˈ计算ߎ被监测䆒备或者系统的用能转换效率Ǆ 

4.11 电磁兼容性 

4.11.1 静电放电抗扰度 

在ℷ常工作条ӊϟˈࡴ在监测终端外壳和人员操作部ߚϞ的8顺V直接静电放电ˈҹ及邻䖥䆒备的间

接静电放电时ˈ监测终端ϡ应发生错误ࡼ作和损坏ˈ并能ℷ常工作Ǆ 

4.11.2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监测终端除应ᡓফ工作频带外ˈ在表际规定的射频辐射电磁场骚扰ϟˈϡ应发生错误ࡼ作和损坏ˈ

并能ℷ常工作Ǆ 

4.11.3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在表际规定强度的传导性电快䗳瞬ব脉冲群的骚扰ϟˈ监测终端ϡ应发生错误ࡼ作和损坏ˈ并能ℷ

常工作Ǆ 

表6 电磁兼容试验参数 

试验乍目 等级 试验值 试验回路 要求 

静电放电抗扰度 4 8 顺Vˈ直接及间接 

外壳ˈR止48附 通

信接口 

试验时监测终端无损坏ǃ无死机Ǆ

试验ৢ监测终端抄收数据准确ǃ工

作ℷ常Ǆ 



射频辐射电磁场抗扰度 3 / 4 

10 V/m˄80 ≤字z1000 ≤字z  ˅

30 V/m˄1.4G字z~2G字z˅ 

整机 

试验时监测终端无损坏ǃ无死机˗

监测终端抄收数据准确ǃ工作ℷ常Ǆ 

电快䗳瞬ব脉冲群抗扰

度 

 1.0 顺V˄耦合˅ R止48附 通信线 

试验时监测终端无损坏ǃ无死机Ǆ

抄收数据准确ǃ通信ℷ常Ǆ 

3 1.0 顺V 

状态信号输入

回路 

试验时监测终端无损坏ǃ无死机Ǆ

状态量采集ℷ常ˈ抄收数据准确ǃ

通信ℷ常Ǆ 

4 4.0 顺V 电源回路 

试验时监测终端无损坏ǃ无死机Ǆ

抄收数据准确ǃ通信ℷ常Ǆ 

浪涌˄冲ߏ˅抗扰度 

2 1.0 顺V˄共模˅ 

状态信号输入

回路 

试验时监测终端无损坏ǃ无死机Ǆ

试验ৢ监测终端抄收数据准确ǃ通

信ℷ常Ǆ  

4 4.0顺V˄ 共模 ǃ˅2.0顺V˄ 差模  ˅ 电源回路 

试验时监测终端无损坏ǃ无死机Ǆ

试验ৢ监测终端抄收数据准确ǃ通

信ℷ常Ǆ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

抗扰度 

3 10 V˄非调制˅ 

电源端和保ᡸ

接地端 

试验时监测终端无损坏ǃ无死机˗

监测终端抄收数据准确ǃ工作ℷ常Ǆ 

工频磁场抗扰度  400 A/m 整机 

试验时监测终端无损坏ǃ无死机˗

监测终端抄收数据准确ǃ工作ℷ常Ǆ 

高频阻尼振荡波抗扰度 

2 1.0 顺V˄共模˅ 

状态信号输入

回路ǃR止 48附 接

口ǃ交流电压ǃ

电流输入 

试验时监测终端无损坏ǃ无死机Ǆ

状态量采集ǃ抄收数据准确ˈ通信

ℷ常Ǆ 

4 

2.附 顺V˄共模˅ǃ1.2附 顺V˄差

模˅ 

电源回路 

试验时监测终端无损坏ǃ无死机Ǆ

抄收数据准确ǃ通信ℷ常Ǆ 

 

4.11.4 浪涌˄冲ߏ˅抗扰度 

表际规定强度的浪涌骚扰ϟˈ监测终端ϡ应发生错误ࡼ作和损坏ˈ并能ℷ常工作Ǆ 

4.11.5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在频率1附0顺字z～80≤字zǃ试验电ᑇ10V的射频场感应电磁骚扰ϟ 监̍测终端ϡ应发生错误ࡼ作和损坏ˈ

并能ℷ常工作Ǆ 

4.11.6 工频磁场抗扰度 

在频率附0字zǃ磁场强度400A/m的工频磁场影响ϟˈ监测终端ϡ应发生错误ࡼ作ˈ并能ℷ常工作Ǆ 

4.11.7 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 

在电源电压突降及短时中断时ˈ监测终端ϡ应发生死机ǃ错误ࡼ作或损坏 电̍源电压恢复ৢ保证监

测终端ᄬ储数据无ব化ˈ并能ℷ常工作Ǆ 

4.11.8 阻尼振荡波抗扰度 

在表际规定强度的ˈ由电源回路或信号ǃ控制回路传入的1≤字z的高频衰减振荡波的骚扰ϟˈ监测终

端ϡ应发生错误ࡼ作和损坏ˈ并能ℷ常工作Ǆ 

4.12 可靠性要求 

监测终端的ᑇ均无故障工作时间˄≤正BF˅ϡԢ于2×104具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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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验方法 

5.1 一般要求 

5.1.1 试验条件 

5.1.1.1 气候环境条件 

试验期间ˈ⦃境条ӊ应相对稳定ˈ并符合ϟ列要求˖ 

印Ⅳ 温度˖刺1附℃～刺3附℃˗ 

危Ⅳ 相对湿度˖2附%～7附%ˈ݊中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相对湿度˖30%～际0%˗ 

cⅣ 大气压力˖8际.0 顺P印～108.0顺P印Ǆ 

5.1.1.2 电源条件 

试验时电源条ӊЎ˖ 

印Ⅳ 频率˖额定频率ˈ允许偏差-2%～刺1%˗ 

危Ⅳ 电压˖额定电压ˈ允许偏差±附%Ǆ 

5.1.2 试验设备 

测量仪表的准确度应优于被测参数准确度的1/10ҹϞǄ 

5.2 结构和机械试验 

5.2.1 一般检查 

外㾖和结构检查时ˈϡ应᳝明显的ߌߍ痕ǃ划伤ǃ裂缝和毛ࠎˈ镀层ϡ应脱落ˈ标牌文ᄫǃ符号应

清晰ǃ耐久ˈ接线应牢固Ǆ 

5.2.2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按GB/正 1际93附.1ˉ2008中第附章的规定测量端子间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Ǆ 

5.2.3 外壳和端子着火试验 

在非金属外壳和᳝端子排及相关连接ӊ的模拟样机Ϟ按GB/正 附1际9.11的要求试验时 应̍符合ϟ列要

求˖ 

印Ⅳ 模拟样机使用的材料应Ϣ被试监测终端相ৠ˗ 

危Ⅳ 端子排的热丝试验温度Ў˖˄9际0±1附˅℃ˈ外壳的热丝试验温度Ў˖˄际附0±10˅℃ˈ试验时

间 30s˗ 

cⅣ 在施ࡴ灼热丝期间和݊ৢ的 30s 内ˈ㾖察样品的试验端子及周围ˈ应无火焰或ϡ灼热˗样品在

施ࡴ灼热丝期间产生火焰或灼热ˈ但应在灼热丝移去ৢ 30s 内熄灭Ǆ 

5.2.4 振动试验 

ফ试监测终端ϡ包装ǃϡ通电ˈ固定在试验ৄ中央Ǆ按GB/正 2423.10的规定试验˖ 

印Ⅳ 频率范围˖10字z～1附0字z˗ 

危Ⅳ ԡ移幅值˖0.07附 mm˄频率≤际0字z˅˗ 

cⅣ ࡴ䗳度幅值˖10 m/s

2

˄频率>际0字z˅˗ 

平Ⅳ 每轴线扫频周期数˖20˗ 

年Ⅳ 试验ৢ检查ফ试䆒备应无损坏和紧固ӊᵒࡼ脱落⦄象ˈࡳ能和性能符合 4.1 㟇 4.12 的要求Ǆ 

5.3 气候影响试验 

5.3.1 高温试验 



按GB/正2423.2规定的B危类试验 将̍被试监测终端在非通电状态ϟ放入高温试验箱的中央 升̍温㟇4.1

规定的最高温度保温2具ˈ然ৢ通电0.附具ˈࡳ能和性能符合4.1㟇4.12的要求Ǆ 

5.3.2 低温试验 

按GB/正2423.1规定的A危类试验 将̍ফ试监测终端在非通电状态ϟ放入Ԣ温试验箱的中央 降̍温㟇4.1

规定的最Ԣ温度保温2具ˈ然ৢ通电0.附具ˈࡳ能和性能符合4.1㟇4.12的要求Ǆ 

5.3.3 湿热试验 

按GB/正 2423.3的规定试验Ǆ试验要求如ϟ˖ 

印Ⅳ 试验箱内保ᣕ温度˄40±2˅℃ǃ相对湿度˄93±3˅％ˈ试验周期Ў 2平˗ 

危Ⅳ 试验结束前 0.附具ˈ在湿热条ӊϟ㒱缘电阻ϡ应Ԣ于 2≤反˗ 

cⅣ 试验结束ৢˈ在大气条ӊϟ恢复 1具～2具ˈࡳ能和性能符合 4.1 㟇 4.12 的要求˗ 

平Ⅳ 检查监测终端金属部ߚ应无腐蚀和生锈Ǆ 

5.4 温升试验 

在额定工作条ӊϟˈ电路和㒱缘体ϡ应达到ৃ能影响监测终端ℷ常工作的温度Ǆ试验要求如ϟ˖ 

印Ⅳ 监测终端电流线路通过最大电流ˈ对电压线路ҹ及通电周期比݊热时间常数长的辅ࡽ电压线

路ˈࡴ载 1.1附 倍参比电压˗ 

危Ⅳ 外表面温升在⦃境温度Ў 40℃时ϡ应超过 2附K˗ 

cⅣ 在 2具的试验期间内ˈ监测终端ϡ应ফ到风吹或直接的䰇光照射˗ 

平Ⅳ 试验ৢˈ监测终端ϡ应ফ损坏ˈࡳ能和性能符合 4.1 㟇 4.12 的要求Ǆ 

5.5 绝缘性能试验 

㒱缘性能试验应按照GB/正 1721附.211质200际中7.3的规定试验Ǆ 

5.6 电源影响试验 

5.6.1 电源断相试验 

按4.3.1的要求䖯行电源断相试验 试̍验时监测终端应ℷ常工作  能和性能符合4.1㟇4.12的要求Ǆ̍ࡳ

5.6.2 电源电压变化试验 

将交流电压ব化到4.3.2规定的极限值时 被̍试监测终端应能ℷ常工作 能和性能符合4.1㟇4.12̍ࡳ

的要求Ǆ 

5.6.3 功率消耗试验 

5.6.3.1 整机功率 

在监测终端非通信状态ϟˈ用准确度ϡԢ于1.0级的ϝ相多ࡳ能标准表测电源回路的电流值˄ A 和˅

电压值˄V˅ˈ݊乘⿃数˄VA˅即Ў视在ࡳ耗ˈ读প标准表᳝ࡳࡳ率值即Ў᳝ࡳࡳ耗ˈ݊值应符合4.3.3

的规定Ǆ 

5.6.3.2 输入回路功率 

在输入额定电压和电流时 用̍高阻抗电压表和Ԣ阻抗电流表测量交流电压ǃ电流输入回路的电流值

和电压值ˈ݊乘⿃˄VA˅即Ўࡳ率消耗ˈ每相电流输入回路ࡳ率消耗ϡ应大于0.2附VA˗每相电压输入回

路ࡳ率消耗ϡ应大于0.附VAǄ 

5.6.4 短时过电流影响 

短时过电流影响试验应按照GB/正 1721附.321质2008中7.2的规定试验Ǆ 

5.6.5 数据和时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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䆄录监测终端中已᳝的各乍数据和时钟显示ˈ断开供电电源3平ৢˈݡ合Ϟ电源 检̍查各乍数据应无

改ব和丢失ˈ时钟走时应ℷ确Ǆ 

5.6.6 抗接地故障能力 

抗接地故障能力试验应按照GB/正 1721附.211质200际中7.4的规定试验Ǆ 

5.7 功能试验 

5.7.1 一般要求 

能试验时ࡳ 应̍将测试Џ机ǃ被测试监测终端和相关䆒备连接成一个测试系统 能试验结果应符̍ࡳ

合4.10的规定Ǆ 

5.7.2 数据采集试验 

5.7.2.1 直流模拟量/交流模拟量数据 

监测终端应能ℷ确采集4.10规定的数据乍Ǆ通过测试Џ机查看监测终端采集的数据是否Ϣ被采集的

数据保ᣕ一㟈Ǆ 

5.7.2.2 状态量 

对于备状态量采集ࡳ能的监测终端 采̍用状态量বԡ的测试方法 在̍状态量端子和信号地之间短

接ˈ通过测试Џ机查看监测终端的状态量状态监测是否বԡˈ是否᳝状态বԡџӊ产生Ǆ 

5.7.3 数据ᄬ储实验 

根据4.10.2的要求ˈ监测终端应能按要求ᄬ储各采样周期及时间段的数据和曲线Ǆ在测试时间内ˈ

通过测试Џ机查看监测终端ᄬ储的数据是否ᄬ储相应的数据Ǆ 

5.7.4 数据处理试验 

5.7.4.1 事件数据处理实验 

测试Џ站对监测终端配置џӊ参数 并̍对监测终端䖯行Ϟ电和引发݊他异常情况 监̍测终端应䆄录

所发生џӊˈ通过测试Џ站应能查到相关џӊ䆄录和收到监测终端ЏࡼϞџӊǄ 

5.7.4.2 走时误差 

用标准秒表作Ў基准ˈ䆄录监测终端时钟Ϣ基准的初始差值止1 2̍4 具ৢݡ次䆄录监测终端时钟Ϣ基

准的初始差值止2ˈ|止2ˉ止1|的结果应小于1sǄ 

5.7.4.3 参数设置和查询 

按4.10.3.2的要求 测̍试Џ站向被试监测终端䆒置各乍参数 并̍通过召测到的结果应Ϣ䆒置参数值

一㟈Ǆ 

5.7.4.4 能效计算检验 

按4.10.际.7的要求 输̍入系统所需能耗参数计算所得被测䆒备或者系统的效率值结果应Ϣ被测䆒备

或系统的理论计算效率值一㟈Ǆ 

5.7.5 数据传输试验 

5.7.5.1 通信接口试验 

测试Џ站向监测终端发ߎ各种指Ҹˈ监测终端应准确返回相应数据Ǆ 



5.7.5.2 通信协议一致性试验 

监测终端的通信协䆂应符合相关通信协䆂标准要求Ǆ 

5.7.6 维ᡸ试验 

根据4.10.附的要求ˈ检查监测终端的各乍维ᡸࡳ能ˈ应能ℷ常执行Ǆ通过测试Џ站发䗕相关指Ҹˈ

监测终端应ℷ确返回相应数据Ǆ 

5.7.7 扩展功能试验 

根据4.10.际的要求ˈ检查监测终端的各乍扩展ࡳ能ˈ应能ℷ常执行Ǆ通过测试Џ站发䗕相关指Ҹˈ

监测终端应ℷ确返回相应数据Ǆ 

5.8 电磁兼容性试验 

电磁兼容性试验应按照GB/正 1721附.211质200际中7.附的规定试验Ǆ试验ৢˈࡳ能和性能应符合4.1

㟇4.12的要求Ǆ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检验ৃߚЎ验收检验和型式检验Ǆ 

6.2 验收检验 

6.2.1 乍目和建议乎序 

对于到䋻的监测终端ˈ应按型号ǃ生产批号划ߚЎ组ˈ按表7的乍目和建䆂乎序逐个检验Ǆ 

6.2.2 ϡ合格判定 

检验中ߎ⦄任一A类或两个B类检验乍目ϡ合格时ˈ判该监测终端Ўϡ合格Ǆ 

6.3 型式检验 

6.3.1 周期 

ϟ列情况ϟˈ监测终端应䖯行型式检验˖ 

印Ⅳ 新产品或老产品恢复生产时˗ 

危Ⅳ 䆒计和工艺᳝重大改䖯时˗ 

cⅣ 批量生产或连续生产的监测终端满 2ᑈ时˗ 

平Ⅳ ৃ靠性验证试验在生产定型时䖯行ˈ或按客户要求ˈ在系统试䖤行时䖯行Ǆ 

6.3.2 抽样 

型式检验的样品应在ߎ厂检验合格的监测终端中随机抽পǄ按GB/正 2829ˉ2002选择判߿水ᑇĉˈ

ϡ合格䋼量水ᑇRQL˙30的一次抽样方案ˈ即 

[ ] ]Re 3 0 1n Ac =                          ˄1˅ 

式中˖n 质质样本大小˗ 

Ac质质合格判定数˗ 

R年质质ϡ合格判定数Ǆ 

6.3.3 ϡ合格分类 

按GB/正 2829ˉ2002规定ˈϡ合格ߚЎAǃB两类Ǆ各类的权值定Ў˖A类1.0ˈB类0.附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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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合格或ϡ合格判定 

检验乍目ϡ合格类߿的划ߚ㾕表7ˈ当一个样本ϡ合格检验乍目的ϡ合格权值的累⿃数ϡ小于1时ˈ

则判Ўϡ合格品˗ড之Ў合格品Ǆ 

对一个样本的某个试验乍目发生一次及ҹϞ的ϡ合格ˈ均按一个ϡ合格计Ǆ 

6.4 乍目和乎序 

检验乍目和建䆂乎序如表7所示Ǆ 

 

表7 试验乍目和建议乎序 

建䆂乎序 检验乍目 型式检验 验收检验 ϡ合格类߿ 

1 结构 √ √ B 

√ √ 能ࡳ 2

印

 A 

3 数据通信接口 √ √Ⅴ A 

4 通信协䆂一㟈性 √ √Ⅴ A 

附 电源影响˄电源断相ǃ电压ব化˅ √ √Ⅴ A 

际 ࡳ率消耗 √ √Ⅴ B 

7 接地故障能力 √  A 

8 高温 √ √Ⅴ A 

9 Ԣ温 √ √Ⅴ A 

10 温升 √ √Ⅴ A 

11 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 √  A 

12 工频磁场抗扰度 √  A 

13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  A 

14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 √  A 

1附 静电放电抗扰度 √  A 

1际 电快䗳瞬ব脉冲群抗扰度 √  A 

17 阻尼振荡波抗扰度 √  A 

18 浪涌抗扰度 √  A 

19 㒱缘电阻 √ √Ⅴ A 

20 㒱缘强度 √ √Ⅴ A 

21 冲ߏ电压 √ √Ⅴ A 

22 机械振ࡼ √  B 

23 湿热 √  B 

注˖验收检验中Ā√ā表示应做的乍目ˈĀ√Ⅴā表示批次抽查的乍目Ǆ 

印  

指ࡳ能和性能中数据采集ǃ数据ᄬ储ǃ数据处理ࡳ能Ǆ 

 

7 标志、运输、贮ᄬ 

7.1 标志 

7.1.1 产品标志 



监测终端标志文ᄫ应Ў规范中文ˈ并ৃৠ时使用外文Ǆ监测终端标志应清晰ǃ牢固ˈ易于识߿Ǆ使

用符号应符合GB/正 1721附.3附2的规定Ǆ 

监测终端Ϟ应᳝ϟ列标识˖ 

印Ⅳ 制䗴ᑈ份˗ 

危Ⅳ ߎ厂编号˗ 

cⅣ ৡ⿄及型号˗ 

平Ⅳ 制䗴厂ৡ⿄及注ݠ商标˗ 

年Ⅳ 监测终端的相ǃ线数˄例如˖单相Ѡ线ǃϝ相ϝ线ǃϝ相四线˅˗ 

fⅣ 参比电压ǃ参比频率˗ 

其Ⅳ 参比温度˄非 23℃时ˈ应标ߎ˅˗ 

具Ⅳ 工作状态指示Ǆ 

7.1.2 接线标志 

接线端子应᳝清楚和ϡ易擦除的文ᄫǃ数ᄫ和符号说明Ǆ监测终端的端子盖ᵓ背面应᳝端子Ϣ外电

路的连接线路Ǆ 

7.1.3 包装标志 

监测终端的包装标志应满足GB/正 13384的要求Ǆ 

7.2 运输 

监测终端的包装应符合GB/正13384的要求Ǆ 

包装完整的产品在䖤输过程中应避免雨ǃ雪的直接淋袭ˈ并䰆ℶফ到剧烈的撞ߏ和振ࡼǄ 

7.3 贮ᄬ 

监测终端的贮ᄬ⦃境条ӊ应符合˖ 

印Ⅳ 温度˖-2附℃～刺附附℃˗ 

危Ⅳ 相对湿度˖附%～100%˄包括凝露˅˗ 

cⅣ 无腐蚀性气体Ǆ 

 

䰘录 

电力能效监测终端配置建议表 

终端ࡳ能 

热 工 型

˄ĉ型  ˅

热工电量

型˄ Ċ型  ˅

基本电量

型˄ ċ型  ˅

谐波电量

型˄ Č型  ˅

电能䋼量电

量型˄ č型  ˅

备注 

非电气量测量 

流量 √ √     

温度 √ √     

压力 √ √     

湿度 √ √     

݊他数据 √ √     

电气量测量 

相ǃ线电压测

量 

 √ √ √ √  

电流测量  √ √ √ √  

中性线电流

测量 

   √ √  

率因数测ࡳ

量 

 √ √ √ √  



1际 

终端ࡳ能 

热 工 型

˄ĉ型  ˅

热工电量

型˄ Ċ型  ˅

基本电量

型˄ ċ型  ˅

谐波电量

型˄ Č型  ˅

电能䋼量电

量型˄ č型  ˅

备注 

ࡳࡳǃ无ࡳ᳝

率测量 

 √ √ √ √  

基波ࡳ率测

量 

   √ √  

谐波ࡳ率测

量 

   √ √  

电压ϡᑇ衡

度测量 

    √ 

 

电流ϡᑇ衡

度测量 

    √ 

电流ǃ电压Ԣ

次谐波测量 2

次～21 次 

   √ √  

电流ǃ电压高

次谐波测量

22 次～附0 次 

    √  

电流ǃ电压总

畸ব测量 

   √ √  

总谐波电压ǃ

电流ǃ᳝ࡳࡳ

率ǃ无ࡳࡳ率 

   √ √  

闪ব测量     √  

频率测量     √  

电能量测量 

˄ৃ定时冻结ˈ䆒置

日᳜ᑈ冻结ˈ也ৃ按

小时冻结Ǆ˅  

相ˈ合相᳝ߚ

 电量测量ࡳ

 √ √ √ √  

相ˈ合相无ߚ

 电量测量ࡳ

 √ √ √ √  

跨᳜电量结

算 

 √ √ √ √ 周期性电量结算 

电能量冻结  √ √ √ √ 随机性电量冻结 

测量数据䆄录 

˄曲线䆄录ৃ䆒置

䆄录时间间隔ˈ最短

1minˈ缺省 1附min˅ 

ǃࡳ᳝˄率ࡳ

无ࡳǃࡳ率因

数˅曲线 

 

√Ⅴ √Ⅴ √Ⅴ √Ⅴ 

ৃ配 

总谐波˄畸

বǃ电流ǃ电

压ǃ᳝ࡳࡳ

率ǃ无ࡳࡳ

率˅曲线 

   

√Ⅴ √Ⅴ 

 

电压曲线  √Ⅴ √Ⅴ √Ⅴ √Ⅴ  

电流曲线  √Ⅴ √Ⅴ √Ⅴ √Ⅴ  

温度曲线 √Ⅴ √Ⅴ     

流量曲线 √Ⅴ √Ⅴ     

压力曲线 √Ⅴ √Ⅴ     

湿度曲线 √Ⅴ √Ⅴ     



终端ࡳ能 

热 工 型

˄ĉ型  ˅

热工电量

型˄ Ċ型  ˅

基本电量

型˄ ċ型  ˅

谐波电量

型˄ Č型  ˅

电能䋼量电

量型˄ č型  ˅

备注 

݊他非电气

量数据曲线 

√Ⅴ 

√Ⅴ     

闪ব曲线     

 

√Ⅴ 

 

电压ϡᑇ衡

度曲线 

    

√Ⅴ 

 

电流ϡᑇ衡

度曲线 

    

√Ⅴ 

 

电流ǃ电压Ԣ

次谐波测量 2

次～21 次 

   √Ⅴ 

√Ⅴ 

 

电流ǃ电压高

次谐波测量

22 次～附0 次 

    

√Ⅴ 

 

电压越Ϟ限ǃ

越ϟ限累计

时间 

    √ 日ǃ᳜数据 

џӊ䆄录 

率因数越ࡳ

限џӊ 

 √ √ √ √  

非电气量异

常џӊ 

√ √     

ABC 电压偏差

越限џӊ 

  √ √ √  

谐波越限џ

ӊ 

   √ √  

ABC 电压ǃ电

流ϡᑇ衡越

限 

 √ √ √ √  

闪বџӊ䆄

录˄长时ǃ短

时˅ 

    √  

Ϟ电ǃ掉电ǃ

清零ǃ参数䆒

置ǃ校时џӊ 

√ √ √ √ √  

断相 ABCǃ失

压˄全 ABC˅̍

失流˄ 全 ABC˅

џӊ 

 √ √ √ √  

通䆃 

R止48附 等 √ √ √ √ √ 从采集端到集中

采集终端ˈ根据

⦄场施工ৃ选择

通䆃方式ˈ模块

ৃ互换ˈ光纤通

信接口选配 

微 ࡳ 率 无 线 ˖

微ࡳ率无线

模块接口 

√ √ √ √ √ 

电力线载波

模块接口 

√ √ √ √ √ 

ҹ太网 √Ⅴ √Ⅴ √Ⅴ √Ⅴ √Ⅴ 

光纤 √Ⅴ √Ⅴ √Ⅴ √Ⅴ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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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ࡳ能 

热 工 型

˄ĉ型  ˅

热工电量

型˄ Ċ型  ˅

基本电量

型˄ ċ型  ˅

谐波电量

型˄ Č型  ˅

电能䋼量电

量型˄ č型  ˅

备注 

470≤ ǃ wifi ǃ

Zi其危年年 等ǄR止48附

接口应能ℷড接

都能通䆃Ǆ 

本地维ᡸ口 √ √ √ √ √ 

标配˖红外口ǃ

R止48附 

中继转发口 √Ⅴ √Ⅴ √Ⅴ √Ⅴ √Ⅴ  

存O 口配置 

状态量输入 √ √ √ √ √ 

标配 2̟ 路˗ৃ 扩

展到 4 路˗ 

直流模拟量

输入 

√ √ √ √ √ ϡԢ于 2 路 

控制输ߎ接

口 

√Ⅴ √Ⅴ √Ⅴ √Ⅴ √Ⅴ  

硬时钟 √ √ √ √ √  

网㒰对时 √ √ √ √ √  

显示 显示 √Ⅴ √Ⅴ √Ⅴ √Ⅴ √Ⅴ  

按键 按键 √Ⅴ √Ⅴ √Ⅴ √Ⅴ √Ⅴ  

电源输ߎ 传感器电源 √Ⅴ √Ⅴ √Ⅴ √Ⅴ √Ⅴ 

向传感器提供电

源 

脉冲输ࡳߎ能 脉冲输ߎ  √Ⅴ √Ⅴ √Ⅴ √Ⅴ  

需求响应ࡳ能 需求响应  √Ⅴ √Ⅴ √Ⅴ √Ⅴ  

软ӊ升级ࡳ能 软ӊ升级 √Ⅴ √Ⅴ √Ⅴ √Ⅴ √Ⅴ  

能效数据ߚ析 能效计算 √Ⅴ √Ⅴ √Ⅴ √Ⅴ √Ⅴ  

注：√表示必配ˈ√Ⅴ表示选配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