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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16927《高电压试验技术》已经或计划发布以下部分:
———第1部分:一般定义及试验要求;
———第2部分:测量系统;
———第3部分:现场试验的定义及要求。
本部分为GB/T16927的第2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16927.2—1997《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2部分:测量系统》。
本部分与GB/T16927.2—1997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并修改了与高电压测量相关的术语,特别是冲击电压测量系统的术语;
———对测量系统的使用和性能试验程序(包括周期)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对认可测量系统及其组件的校核提出了更细的要求,增加了软件处理的内容;
———对测量系统及其组件的不确定度分量及其确定方法给出了具体方法;
———删除了冲击电流测量系统的内容;
———删除了1997版标准中的附录A;增加了新的附录A,给出了不确定度及其分量的确定方法;
———删除了1997版标准中附录B,增加了新的附录B,给出了认可测量系统不确定度计算示例;
———对附录C,阶跃响应测量进行了修订;
———删除了1997版标准中附录D,增加了新的附录D,用阶跃响应测量确定动态性能的卷积法;
———删除了1997版标准中附录F,将这些内容放在相关标准条款中叙述。
本部分 修 改 采 用IEC60060-2:2010《高 电 压 试 验 技 术 第2部 分:测 量 系 统》。本 部 分 与

IEC60060-2:2010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按照我国实验室认可测量系统不确定度的计算惯例,收集实验室高电压测量数据,给出高压

(交流、冲击、雷电冲击)测量系统不确定度计算示例(见附录B);
———对于测量系统的性能校验程序的工作条件,考虑到我国高压测量仪器设备以及实验室的具体

情况,增加“设备委员会可规定更长标定工作时间”的说明(见4.5)。
本部分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对图3校准不确定度分量中图示公式有误处作出相应修改;
———对图C.1a) 单位阶跃响应g(t)的有关定义中符号有误处作出相应修改。
本部分与IEC60060-2:2010的上述主要差异涉及的条款已通过在其外侧页边空白位置的垂直单

线(|)进行了标示。
请注意本部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部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高电压试验技术和绝缘配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63)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国家高压电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绝缘子避雷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清

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深圳电气科学研究院、陕西电力科学研究院、江西省电力

科学研究院、沈阳变压器研究院、昆明电器科学研究院、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西安西电变压器有

限责任公司、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电力研究院、湖北省电力公司电力试验研究院、北京

华天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四川省绵竹西南电工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盛华电气有限公司、桂林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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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兴迪仪器有限责任公司、湖北省电力公司生产技术部、苏州华电电气股份有

限责任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建生、雷民、崔东、冯建强、戚庆成、张艳、李前、李彦明、危鹏。
本部分参加起草人:王亭、肖敏英、李世成、陈绍义、黄天顺、艾晓宇、廖学理、赵磊、周琼芳、汪涛、

王琦、高永利、赵富强、薄海旺、蒲路、王军、李银行、邓永辉、周春荣、张健、黄永祥、肖传强、卢军、余青。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311—1964;
———GB311.4—1983;
———GB311.5—1983;
———GB/T16927.2—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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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2部分:测量系统

1 范围

GB/T16927的本部分适用于在实验室和工厂试验中用于测量GB/T16927.1规定的直流电压、交
流电压、雷电和操作冲击电压的测量系统及其组件。现场试验测量见GB/T16927.3。

本部分规定的测量不确定度的限值适用于GB311.1规定的试验电压,但其原则也适用于更高试

验电压,此时不确定度可能较大。
本部分包含以下内容:

a) 定义所使用的术语;

b) 给出高压测量不确定度的估算方法;

c) 规定测量系统应当满足的要求;

d) 给出测量系统的认可方法及其组件的校核方法;

e) 给出测量系统满足本部分要求的程序,包括测量不确定度的限值。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311.1 绝缘配合 第1部分:定义,原则和规则(GB311.1—2012,IEC60071-1,MOD)

GB/T311.6 电压测量标准空气间隙(GB/T311.6—2005,IEC60052,MOD)

GB/T7354 局部放电测量(IEC60270,IDT)

GB/T16896.1 高电压冲击测量仪器和软件 第1部分:对仪器的要求(IEC61083-1,MOD)

GB/T16896.2 高电压冲击测量仪器和软件 第2部分:软件的要求(IEC61083-2,MOD)

GB/T16927.1 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1部分:一般定义和试验要求(IEC60060-1,MOD)

GB/T16927.3 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3部分:现场试验的定义及要求(IEC60060-3,MOD)

JJF1059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测量系统 Measuringsystems

3.1.1
测量系统 measuringsystem
用于进行高电压测量的整套装置。用于获取或计算测量结果的软件也是测量系统的一部分。
注1:测量系统通常包括以下组件:

● 带引线的转换装置,该引线是指转换装置与试品或回路的连接以及接地连接;

● 连接转换装置的输出端到测量仪器(并附有衰减、终端匹配阻抗或网络)的传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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