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钳形电流表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线路电压不超过650V,工作频率为45~65Hz的钳形电流表的校准。
本规范也适用于多功能钳形表中对电流的校准。

2 引用文献

GB/T7676—1998 直接作用模拟指示电测量仪表及其附件

JB/T9285—1999 钳形电流表

JB/T9281—1999 直接作用模拟指示电测量仪表及其附件的环境条件及防护性能

JJF1001—1998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1059—1999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注:使用本规范时,应注意使用上述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3 概述

钳形电流表是一种手持式工具型多功能测量仪表。钳形电流表与其它测量电流的仪

表 (如万用表)的主要区别是能够对交、直流大电流进行在线测量。钳形电流表 (包括

指针、数字两种)主要用于电力、能源、交通、电梯制造业等各个工业领域或科研部门

的测量。
交流电流的校准过程是电参量与磁参量相互转换过程。在本规范的校准方法中,对

交流电流在线测量的位置、角度提出要求。

4 计量特性

4.1 基本误差

数字式、指针式钳形电流表的基本误差,以满量限额定电流值的引用误差表示,
即:

γ=X-X0

Xm
×100% (1)

式中:X———钳形电流表的显示值或指示值;

X0———被测量的实际值;

Xm———钳形电流表的测量上限值。

4.1.1 数字钳形电流表的基本误差

a)数字式钳形电流表是多量限仪表,不同量限有不同的准确度,其中准确度最高

的量限称为基本量限。基本量限的基本误差可由公式 (1)表达。

b)非基本量限的允许误差应符合被校表的技术指标或将基本误差允许值用其参数

的函数形式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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