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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17215.8《交流电测量设备 验收检验》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第11部分:通用验收检验方法;
———第21部分:机电式有功电能表的特殊要求(0.5级、1级和2级);
———第31部分:静止式有功电能表的特殊要求(0.2S级、0.5S级、1级和2级)。
本部分为GB/T17215.8的第1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部分代替GB/T3925—1983《2.0级交流电度表的验收方法》和GB/T17442—1998《1级和

2级直接接入静止式交流有功电度表验收检验》。与GB/T3925—1983和GB/T17442—1998相比主

要技术变化如下:
———将GB/T3925—1983和GB/T17442—1998中关于抽样方案、检验方法、接收准则的相关内

容统一归并到本部分。试验要求和试验方法分别在本标准的第821部分和第831部分规定;
———根据ISO2859和ISO3951,修改了计数抽样检验程序和计量抽样检验程序;
———按照检验严格度,将检验分为正常检验、放宽检验、加严检验,并规定了其转移准则;
———规定了逐批检验、跳批检验、孤立批检验的选取准则;
———规定了计量验收抽样检验的过程标准差法(σ法)和样本标准差法(s法)及其获取程序;
———规定了验收检验的接收准则;
———区分了关键不合格项和非关键不合格项;
———修改了计量检验和计数检验的实施流程,规定了其统计学参数;
———规定了生产方风险质量和使用方风险质量对接收质量的影响度;
———修改了随机数表。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EC62058-11:2008《交流电测量设备 验收检验 第11部分:通用验

收检验方法》。
本部分还做了以下编辑性修改:
———将10.5.5的计算示例中第二组wU 公式以下的wU、yU、tU、pU 等的下标U,修改为L;
———将图9所使用的数据修改为表31的值。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电工仪器仪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04)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哈尔

滨电工仪表研究所、中国计量大学、上海英孚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有限公司、深圳

市航天泰瑞捷电子有限公司、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国家电工

仪器仪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漳州科能电器有限公司、深圳市江机实业有限公司、威胜集团有限公司、华
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百富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江苏林洋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江苏卡欧万泓电子有限公司、武汉中原电子信息有限公司、黑龙江省电工仪器仪表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西安亮丽仪器仪表有限责任公司、浙江晨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力智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申莉、章登清、洪涛、李万宏、罗玉荣、王文国、刘强、李向锋、石雷兵、邵凤云、

许惠锋、孙世杰、熊兰英、宋锡强、林晓燕、梁广伟、陈闻新、彭建忠、祝栲、邹德臣、李宏伟、张林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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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依依、答妮、项超、方莉、曹敏、徐晴。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3925—1983;
———GB/T17442—1998。

Ⅵ

GB/T17215.811—2017/IEC62058-11:2008



交流电测量设备 验收检验
第11部分:通用验收检验方法

1 范围

GB/T17215的本部分规定了交流电测量设备验收检验的通用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生产和供给批量不低于50只的新制造的电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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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

计划(ISO2859-1:1999,IDT)

GB/T2828.3—2008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3部分:跳批抽样程序(ISO2859-3:2005,IDT)

GB/T3358.2—2009 统计学词汇及符号 第2部分:应用统计(ISO3534-2:2006,IDT)

GB/T4882—2001 数据的统计处理和解释 正态性检验(ISO5479:1997,IDT)

GB/T6378.1—2008 计量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对单一质量特

性和单个AQL的逐批检验的一次抽样方案(ISO3951-1:2005,IDT)

ISO2859-2:1985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2部分:按极限质量(LQ)检验的孤立批检验抽样方案

[Samplingproceduresforinspectionbyattributes—Part2:Samplingplansindexedbylimitingquality
(LQ)forisolatedlotinspection]

ISO3951-2:2006 计量抽样检验程序 第2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独立质量特性的逐

批检验的一次抽样方案通用技术规范[Samplingproceduresforinspectionbyvariables—Part2:

Generalspecificationforsinglesamplingplansindexedbyacceptancequalitylimit(AQL)forlot-by-
lotinspectionofindependentqualitycharacteristics]

3 术语和定义

GB/T3358.2—200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

GB/T3358.2—2009中的一些术语和定义。
注:本部分中,术语“仪表”指SAC/TC104/SC1范围内的任意一种测量设备,即有功或无功电能表、时间开关、纹

波控制接收机等。术语“顾客”与“消费者”“制造商”与 “供应商”的含义一样。

3.1 数据来源

3.1.1 
特性 characteristic
可以区分的特征。
注1:特性可以是固有的或被赋予的。

注2:特性可以是定性的或定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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