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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第 4、5章为强制性条款。 

为规范电能计量超差（差错）电量退补计算，保证贸易双方结算的公平、公正、科学、合理，

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按 GB/T1.1-200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GB/T1.2-200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部分：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编制。 

本标准附录 A、附录 B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江苏省电力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江苏省电力公司、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江苏省电力试验研究院有限公司、华能

南京电厂、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南京供电公司、无锡供电公司、淮安供电公司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新亮、沙乐菲、卢树峰、王祥、储锦生、徐高升、王涛、高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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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计量超差（差错）退补电量计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能计量超差（差错）的术语和定义、方法、计算。 

本标准适用于电能计量超差（差错）电量（有功电量）的退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DL/T 448-2000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 

DB32/866-2005  电网关口电能计量装置配置规范 

DB32/991-2007  电能计量装置配置规范 

《供电营业规则》原电力工业部第 8号令—1996年 10 月 8 号 

3  术语与定义 

DB32/866 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电能计量超差  electric energy metering on excessive error 

电能计量装置中计量器具误差超过允许值或计量器具配置不符合规定产生的电能计量偏差。  

3.2  

电能计量差错  electric energy metering on fault 

电能计量装置故障或人为操作致使电能计量数据产生的差错。 

4  方法 

电能计量超差（差错）退补方法应依次采用计算法、估算法、测试法。 

4.1 计算法 

4.1.1  通过电能计量器具正确计量时所计电能量W与非正常计量时电能量W ′比值，推导出电量更正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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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W
WK

′
= ，按式（1）计算出需退补的电量值 W∆ ： 

                                 WKW ′−=∆ )1(   ………………………………………………(1） 

式中： 

W∆ —需退补电量值，单位为 kWh； 

K —电量更正系数； 

W ′—电能计量装置非正常计量时的电量值，单位为kWh。 

注：当 W∆ 为正值时,向购电方退电量； W∆ 为负值时,由购电方补电量。 

4.1.2  电能计量器具配置不符合规定或误差超差时，按式（2）根据电能计量器具实际误差值计算出需

退补的电量值： 

                                WW ′
+

=∆
γ

γ
1

 …………………………………………………(2） 

式中： 

W∆ —需退补电量值，单位为 kWh； 

γ —电能计量器具实际误差值，单位为%； 

W ′——电能计量装置非正常计量时的电量值，单位为 kWh。 

4.1.3  电能计量装置中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电压降超出允许范围时，按实际测试值与允许值之差计算

退补电量。 

4.1.4  当电能计量装置同时存在多项配置不符合规定或多项计量器具超差时，应以各项误差的合成值

作为误差（差错）电量的计算依据。 

4.1.5  需采用功率因数进行计算时，其取值首先采用电能计量装置故障期间的平均功率因数，其次可

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正常月份的平均功率因数。 

4.2 估算法 

在难以推导出电量更正系数K 的情况下，应依次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4.2.1  以贸易双方认可的副表所计的正常电量为准，推算出需退补的电量值。 

4.2.2  以电能平衡数据（如对侧或下一级电能计量装置所计电量），并考虑相应电能量损耗等情况推算

出需退补的电量值。 

4.2.3  以同一计量点的其它电能量或功率测量单元的数据记录为基准，综合考虑电力负荷、值班记录

情况，推算出需退补的电量值。 

4.2.4  以计量正常月份电量为基准，综合考虑电力负荷、值班记录情况，按正常月与故障月的电量差

额推算出需退补的电量值。 

4.2.5  以更正后的电能计量装置所计量的电量（一般为一个抄表周期）为基准，综合考虑电力负荷、

值班记录情况，推算出需退补的电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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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测试法 

保持产生电能计量超差（差错）的电能计量器具现状，另在该电能计量点接入正确的电能计量器具，

并在正常电力负荷情况下进行计量，然后用正确计量的电量除以同时间内错误计量的电量，推导出电量

更正系数，计算出需退补的电量值。 

5  计算 

5.1  电能计量装置配置不符合规定时超差（差错）电量的计算 

电能表、互感器准确度等级或互感器额定二次负荷配置不符合规定时，应按本标准 4.1.2 进行超差

（差错）电量的计算。 
退补时间从投入之日起至换装整改之日止。 

5.1.1  电能表误差的确定 

一般按实际负荷点确定，实际负荷难以确定时，应以正常月份的平均负荷确定误差。当平均负荷难

以确定时，按电能表加入参比电压，负荷电流为 maxI 、 bI 、0.2 bI ，功率因数为 ϕcos =1.0 时的检定误

差值，按式（3）计算其误差值：  

                         
5

3
(%) 321 bbb
b

γγγγ ++
= ……………………………………………………（3） 

式中： 

bγ —电能表相对误差加权平均值，单位为%； 

1bγ —电能表负荷电流为 maxI ， ϕcos =1.0 时的检定误差值，单位为%； 

2bγ —电能表负荷电流为 bI ， ϕcos =1.0 时的检定误差值，单位为%； 

3bγ —电能表负荷电流为 0.2 bI ， ϕcos =1.0时的检定误差值，单位为%。 

 

5.1.2  互感器误差的确定 

互感器误差应以各相电流（电压）互感器比差、角差的合成误差为计算依据。 

5.1.2.1  电流互感器 

一般按实际负荷点确定，实际负荷难以确定时，应以正常月份的平均负荷确定误差。当平均负荷难

以确定时，按电流互感器在一次电流为 NI 、0.2 NI 、0.05 NI ，实际二次负荷时检定误差值，按式（4）

计算其误差值： 

                       
5

3
(%) 321 LLL

L
γγγγ ++

=  ……………………………………………………（4） 

式中： 

Lγ —电流互感器相对误差加权平均值，单位为%； 

1Lγ —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为 NI ，实际二次负荷的检定误差值，单位为%； 

2Lγ —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为 0.2 NI ，实际二次负荷的检定误差值，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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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γ —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为 0.05 NI ，实际二次负荷的检定误差值，单位为%。 

 

5.1.2.2  电压互感器 

电压互感器在额定一次电压，实际二次负荷时的检定误差值。 

5.2  电能计量器具故障时超差（差错）电量的计算 

5.2.1 电能表 

5.2.1.1  超差 

按本 4.1.2进行超差（差错）电量的计算，电能表的误差按 5.1.1 确定。 

退补时间能确定的按实际时间计算，不能确定的按上次校验时间或换装后投入之日起至误差更正之

日止的二分之一时间计算。 

5.2.1.2  停走、潜动、跳字、损坏 

按 4.2 估算法进行超差（差错）电量的计算。 

退补时间按电能量采集系统的记录确定；无法确定时以最近一次现场工作（检验、值班记录、抄表、

换装、现场检查）发现的时间为起始时间，结束时间为装置更正后投运时的时间。 

5.2.1.3  不显示 

优先考虑读取电能表内部数据信息（内部计量元件正常），作为结算电量的依据。 

当无法读取电能表内部数据信息时，按本标准 4.2 估算法进行超差（差错）电量的计算。 

退补时间按电能量采集系统的记录确定；无法确定时以最近一次现场工作（检验、值班记录、抄表、

换装、现场检查）发现的时间为起始时间，结束时间为装置更正后投运时的时间。 

5.2.1.4  时钟不准、时段错误 

5.2.1.4.1  时钟不准 

有电能量采集系统的，以采集系统中相应时段内各费率电量，确定各费率电量的比率，根据电能表

的总电量计算各费率电量。 

无电能量采集系统的，以正常月份或下一抄表周期的费率电量比率，根据电能表的总电量计算各费

率电量。 

5.2.1.4.2  时段错误 

有电能表内负荷曲线记录（或电能量采集系统）的，以电能表内负荷曲线记录（或电能量采集系统）

中相应时段内各费率电量，确定各费率电量的比率，根据电能表的总电量计算各费率电量。 

无电能表内负荷曲线记录（或电能量采集系统）的，以下一抄表周期的费率电量比率，根据电能表

的总电量计算各费率电量。 

退补时间以最近一次时段参数改变时间为起始时间，结束时间为时段更正后的时间。 

5.2.1.5  费率电量不一致 

有电能表内负荷曲线记录（或电能量采集系统）的，以电能表内负荷曲线记录（或电能量采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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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确定各费率电量的比率，根据电能表的总电量计算各费率电量。 

无电能表内负荷曲线记录（或电能量采集系统）的，以下一抄表周期的费率电量比率，根据电能表

的总电量计算各费率电量。 

退补时间以最近一次现场工作（检验、值班记录、抄表、换装、现场检查）发现的时间为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为装置更正后投运时的时间。 

注：购售电双方不执行分时电价结算时，时钟不准、时段错误无须退补电量。 

5.2.2  互感器 

5.2.2.1  超差 

按 4.1.2 进行超差（差错）电量的计算，互感器的误差按 5.1.2确定。 

退补时间能确定的按实际时间计算，不能确定的按上次校验时间或换装后投入之日起至误差更正之

日止的二分之一时间计算。 

5.2.2.2  损坏 

5.2.2.2.1  电流互感器 

有二次电流输出的情况，通过测试确定互感器的实际变比，计算超差（差错）电量值。 

无二次电流输出的情况，按 4.2 估算法进行超差（差错）电量的计算。 

退补时间按电能表内部事件时间记录、电能量采集系统的记录确定；无法确定时以最近一次现场工

作（检验、值班记录、抄表、换装、现场检查）发现的时间为起始时间，结束时间为装置更正后投运时

的时间。 

5.2.2.2.2  电压互感器 

二次电压输出为零时，按本标准 4.1 计算法进行超差（差错）电量的计算。 

二次电压输出不为零时，按本标准 4.2估算法进行超差（差错）电量的计算。 

退补时间按失压自动记录仪的记录、电能表内部事件时间记录或电能量采集系统的记录确定。无法

确定故障发生时间时，以最近一次现场工作（检验、值班记录、抄表、换装、现场检查）发现的时间为

起始时间，结束时间为装置更正后投运时的时间。 

5.2.3  二次回路 

5.2.3.1  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电压降超差 

按 4.1.3 计算法进行超差（差错）电量的计算。 

退补时间从发现之日起至电压降更正之日止。 

5.2.3.2  电压互感器断相 

5.2.3.2.1  一次侧 

电压互感器一次侧断相的，按 4.2 估算法进行超差（差错）电量的计算。 

退补时间按失压自动记录仪的记录、电能表内部事件时间记录或电能量采集系统的记录确定。无法

确定故障发生时间时，以最近一次现场工作（检验、值班记录、抄表、换装、现场检查）发现的时间为

起始时间，结束时间为装置更正后投运时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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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2.2  二次侧 

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断相的，按本标准 4.1 计算法或 4.2 估算法进行超差（差错）电量的计算。 

退补时间按失压自动记录仪的记录、电能表内部事件时间记录或电能量采集系统的记录确定。无法

确定故障发生时间时，以最近一次现场工作（检验、值班记录、抄表、换装、现场检查）发现的时间为

起始时间，结束时间为装置更正后投运时的时间。 

5.2.3.3  电流互感器断流 

电流互感器断流按 4.1 计算法进行超差（差错）电量的计算。 

退补时间按电能表内部事件时间记录或电能量采集系统的记录确定。无法确定故障发生时间时，以

最近一次现场工作（检验、值班记录、抄表、换装、现场检查）发现的时间为起始时间，结束时间为装

置更正后投运时的时间。 

5.3  人为差错所造成电能计量超差（差错）电量的计算 

5.3.1  电能计量装置接线错误 

人为因素导致电能计量装置接线错误产生计量超差（差错），按 4.1 计算法进行超差（差错）电量

的计算。 

退补时间从上次校验或换装投入之日起至接线错误更正之日止。 

5.3.2  倍率差错 

按 4.1 计算法进行超差（差错）电量的计算。 

退补时间从换装（更改）之日起至更正之日止。 

5.3.3  抄录错误 

按电能表实际记录为准确定退补电量值。 

6 其他 

6.1  当发生电能计量超差（差错）时，贸易双方应先以上一抄表时间抄见电量如期结算，超差（差错）

电量确定后再进行退补。 

6.2  贸易双方对超差（差错）退补电量存在疑问时，可申请仲裁。 

6.3  窃电量的计算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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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三相三线电能表错误接线及其更正系数计算示例 

 

A.1  三相对称交流电路中，三相电压 AU& = BU& = CU& =U& ，三相电流为 AI& = BI& = CI& = I&，负载为感性（功率

因数为 ϕcos ）。当电能表发生如图 A.1中所示错误接线时，其错误接线方式为[ abU& 、 aI&− ]和[ bcU& 、 c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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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  三相三线电能表错接线示例及其相量图 

 
这样得到错误接线时所测功率为： 

P′ = )30cos()150cos( 00 ϕϕ −+− ccbaab IUIU  

                             = )]30cos()30cos([ 00 ϕϕ −++−线线IU  

                             = ϕsin线线IU  

三相电路的有功功率为： 

P  = ϕcos3 线线IU  

更正系数为： 

K = 
W
W

′
 = 

P
P
′
 = 

ϕ
ϕ

sin
cos3

线线

线线

IU
IU

 = ϕtg/3  

 
 
 
 
 
 

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三相四线电能表错误接线及其更正系数计算示例 

 

B.1  三相对称交流电路中，三相电压 AU& = BU& = CU& =U& ，三相电流为 AI& = BI& = CI& = I&，负载为感性（功率

因数为 ϕcos ）。当电能表发生如图 B.1中所示错误接线时，其错误接线方式为[ aU& 、 aI&− ] 、[ bU& 、 bI& ] 
 



DB32/ 990—2007 

 9

 

B.1  三相四线电能表错接线示例及其相量图 

 

和[ cU& 、 cI& ]，这样得到错误接线时所测功率为： 

P′ = ϕϕϕ coscos)180cos( 0
ccbbaa IUIUIU +++  

                           = ]coscoscos[ ϕϕϕ ++−UI  

                           = ϕcosUI  
三相电路的有功功率为： 

P  = ϕcos3UI  

更正系数为： 

K =
W
W

′
=
P
P
′
=

ϕ
ϕ

cos
cos3

UI
UI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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