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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对高压电流互感器的误差检测有多种方法，但缺乏对各检测方法所得误差结果差异性和准确性的

比较分析。 采用单相检测法检测电流互感器误差、考虑电压对电流互感器误差的影响计算电流误差的综合

绝对值、额定电压下检测电流互感器误差 ３ 种检测方法分别对高压电流互感器的误差开展检测和比较分析，
并对其差异原因进行了理论分析。 结果表明，电压会使电流互感器的比差和角差向负方向偏移，当电流较小

（特别是 ２０％额定电流以下）时，电压对电流误差影响较大，随着电流增大，其影响逐渐减小直至可以忽略；低
压下测得的电流互感器误差在电流较小时不够准确，电流误差的综合绝对值远大于在高压下直接测得的电

流误差，对高压电流互感器的误差检测宜采用在额定电压状态下直接测量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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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电流互感器的良好误差特性即其传变信号的准
确性对保证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和电能装置的准确
计量具有重要意义［１］，在电流互感器投运前，必须对
其传变特性即误差性能进行检测。

目前对高压电流互感器开展误差检测通常采用
单相检测法，依据 ＩＥＣ ６１８６９⁃２—２０１２《互感器 第 ２
部分：电流互感器的补充技术要求》 ［２］和 ＪＪＧ １０２１—
２００７《电力互感器》 ［３］ 等标准开展，检测时仅对高压
电流互感器施加电流，即在低压下开展误差检测，由
于实际运行时电流互感器一次侧处于高压状态，将
有高压产生的电容电流（也称泄漏电流）从电流互
感器的一次绕组流向二次绕组，该泄漏电流将影响
电流互感器的误差，单相检测法没有考虑高电压所
产生的泄漏电流对电流互感器误差的影响，检测结
果不能准确反映电流互感器在实际运行中的真实计
量性能［４］。 为考虑高电压所产生的泄漏电流对电流
互感器误差的影响，ＩＥＣ ６１８６９⁃４—２０１３ 《互感器 第
４ 部分：组合互感器》 ［５］ 和 ＧＢ ／ Ｔ ２０８４０．４—２０１５《互
感器 第 ４ 部分：组合互感器的补充技术要求》 ［６］ 等
标准提出了计算电流误差的综合绝对值，即将电压
对电流互感器误差影响的绝对值分别与电压互感器
无励磁时电流互感器在额定负荷及 ２５％额定负荷、
５％（或 １％）额定电流下测得的误差绝对值相加得到
电流误差的综合绝对值，并以该值作为判断电流误
差特性的依据，但是电流误差的综合绝对值所反映
的并不是电流互感器在实际运行状态下的真实误
差，而是电流互感器误差的最大可能范围。 根据
ＩＥＣ 关于仪表和测量装置的基本原则：“所有仪表和
测量装置的误差都必须进行实际的测量，未经测量，

仅是以其他测量中计算得到的和引用电压、电流和
功率因数组合的误差，不能作为评价装置基本误差
的依据［７］”，说明电流互感器的误差应在实际高压
运行状态下直接测量。

目前，对高压电流互感器在不同检测方法下的
误差开展了初步研究。 文献［８⁃９］通过建立外部电
场对电流互感器误差影响的模型并开展研究，结果
表明一定条件下外部电场将对电流互感器误差产生
较大的影响。 文献［１０⁃１３］对 １０ ｋＶ 及 ３５ ｋＶ 组合
互感器在低压状态下、额定高压状态下开展电流互
感器误差检测，低压状态下检测合格的电流互感器
在额定高压状态下检测时，其 １％额定电流、５％额定
电流误差相差较大，甚至超出误差限值，随着电流增
加，２ 种状态下所测得的差值减小，说明 ２ 种方法检
测结果确实存在差异。 文献［１４⁃１５］对组合互感器
研究发现，电压互感器励磁对电流互感器误差的影
响主要集中体现在 ２０％额定电流以下，而随着一次
电流的逐渐增大，其影响逐渐变小直至可忽略不计。

综上，初步试验发现高压电流互感器在低压下
的误差与其处于高压运行状态的真实误差存在差
异，但是缺乏在不同检测方法下所得误差的差异性
和准确性的比较分析。 本文以应用于 １０ ｋＶ 输电系
统的三相三元件组合互感器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
单相检测法检测电流互感器误差、考虑电压对电流
互感器误差的影响计算电流误差的综合绝对值、额
定电压下检测电流互感器误差 ３ 种检测方法对其电
流互感器开展误差试验和分析，为高压电流互感器
的设计、制造和检测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１　 试验

１．１　 试验设备

主要试验设备参数如表 １ 所示，被试互感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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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运行电压为 １０ ｋＶ。 其他辅助试验设备包括电
流负载箱、升流器、升压器、调压器等。

表 １ 主要试验设备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ｋｅｙ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ｄｅｖｉｃｅｓ
设备类型 设备名称 电流变比 准确度等级

被试设备 三相三元件组合互感器 １００ Ａ∶５ Ａ ０．２ Ｓ
标准设备 高压标准电流互感器 （０～２００）Ａ∶５ Ａ ０．０５ Ｓ
校验设备 互感器校验仪 — １

　 　 试验中的高压标准电流互感器采用多层屏蔽方
式特殊设计定制，经国家权威检定机构测试，额定电
压下该高压标准电流互感器的泄漏电流可忽略，额定
电压下该高压标准电流互感器的误差满足国家检定
规程 ＪＪＧ ３１３—２０１０ 《测量用电流互感器检定规
程》 ［１６］对 ０．０５Ｓ 级标准电流互感器的误差限值要求，不
会影响高压下被试电流互感器的误差；互感器校验仪
采用目前通用的互感器校验仪，即基于测差原理且输
入为模拟信号，该校验仪经国家权威检定机构测试合
格；其他试验设备也均经过检测，满足相关标准的规定。
１．２　 试验原理

采用单相检测法对电流互感器在低压下的误差
检测依据 ＪＪＧ １０２１—２００７《电力互感器检定规程》执
行；计算电流误差的综合绝对值依据 ＩＥＣ ６１８６９⁃４—
２０１３《互感器 第 ４ 部分：组合互感器的补充技术要
求》执行，为与额定电压下直接测得的电流互感器误
差进行比较，对 １００％额定电压下电流互感器的泄漏
电流也进行测试，并计算该电压下电流误差的综合
绝对值；采用在额定电压下直接检测电流互感器误
差的试验原理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误差试验原理图

Ｆｉｇ．１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ｅｒｒｏｒ ｔｅｓｔ
１ 号调压器和 ２ 号调压器接入同一电源，通过

移相器对电压相位进行调节，以实现电流互感器上
的电流和电压间的相位可调。 被试电源分别经过 １
号调压器、移相器、升压器和 ２ 号调压器、升流器获
得一次电压和一次电流，将一次电流串联在高压标
准电流互感器和被试电流互感器的一次侧，一次电
压并联在高压标准电流互感器和被试电流互感器的
一次侧，高压标准电流互感器和被试电流互感器的
二次侧信号接入互感器校验仪进行误差检测。 试验
中，首先将一次电压升到额定值，然后再将电流升至
规定的值，并检测该电流值下的误差。 实际中负荷
的功率因数通常为 ０．９５ 以上，试验中一次侧功率因

数为 ０．９８；温度为 ２０ ℃±２ ℃；湿度约为 ８５％。

２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单相检测法试验结果

依据 ＪＪＧ １０２１—２００７《电力互感器检定规程》对
该三相三元件组合互感器中的电流互感器开展误差
检测，结果如图 ２ 所示。 可见，额定负荷和下限负荷
下，电流互感器的比差随着电流增加先迅速增加，当
电流达到一定值后，比差增加趋势趋于平缓；额定负
荷和下限负荷下，电流互感器的角差随着电流增加
而减小，且在电流较小时角差减小较快，当电流达到
一定值后，角差减小趋势变缓，此变化趋势与其他在
低压下测得的电流互感器误差趋势相同。 在电流变
化范围内，电流互感器比差的变化值最大约为
０．０８％，角差的变化值最大约为 ８′，相对于 ０．２ Ｓ级电
流互感器的误差限值而言，变化较小。

图 ２ 单相检测法下电流互感器的误差

Ｆｉｇ．２ Ｅｒｒｏｒ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ｔｅｓｔｅｄ ｂｙ
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ａｓ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２．２　 电流误差的综合绝对值计算结果
２．２．１　 计算方法

ＩＥＣ ６１８６９⁃４—２０１３ 对组合互感器中电流互感
器误差的检测规定为：首先在电压互感器不励磁时，
测得电流互感器的比差 εｉ 和角差 δｉ；然后将 １２０％
额定电压施加到电压互感器的端子上（此端子与不
通电流的电流互感器的一个端子直接相连），该电压
在电流互感器中产生电容电流，它由电流互感器二
次端子间所接电阻 Ｒ 的电压降 Ｕｉ 测得。

因此，电流互感器比差的变化量（按 ５％额定电
流）为：

±Δεｉ ＝
Ｕｉ

Ｒ×０．０５Ｉｓｒ
×１００％ （１）

其中，Ｒ 为电阻（Ω）；Ｕｉ 为电压降（Ｖ）；Ｉｓｒ为额定二
次电流（Ａ）。

角差的变化量为：
±Δδｉ ＝Δεｉ×３４．４（ ′） （２）

将电流互感器比差变化量 ±Δεｉ 和角差变化量
±Δδｉ 的绝对值与低压下在 ５％额定电流及规定二次
负荷范围内所得比差 εｉ 和角差 δｉ 的绝对值分别相
加，则所得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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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ｉ ＝ εｉ ＋ Δεｉ ， ±δ′ｉ ＝ δｉ ＋ Δδｉ （３）
其中，ε′ｉ 为电流互感器比差的综合绝对值；δ′ｉ 为电流
互感器角差的综合绝对值。
２．２．２　 计算结果

依据 ＩＥＣ ６１８６９⁃４—２０１３ 的规定，当电流互感器
的二次电流为 ５ Ａ 时，取样电阻 Ｒ ＝ ４ Ω。 对电流互
感器一次侧分别施加 １２０％额定电压和 １００％额定电
压（以下简称额定电压）且其二次绕组的 Ｓ１ 和 Ｓ２ 分
别接地时，测得电阻 Ｒ 上的最大电压降分别为 １．３１
ｍＶ 和 １．０８ ｍＶ（Ｓ１ 和 Ｓ２ 分别接地时电阻 Ｒ 上的电
压降相差不到 ０．１ ｍＶ），根据式（１）—（３）可得 ５％
额定电流时，被试电流互感器电流误差的综合绝对
值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被试电流互感器电流误差的综合绝对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ｒｒｏｒ ｏｆ ｔｅｓｔｅ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类型
额定负荷下的误差 下限负荷下的误差

比差 ／ ％ 角差 ／ （ ¢） 比差 ／ ％ 角差 ／ （ ¢）
低压下的电流误差 －０．０１３ ６．４０ ０．０８１ ２．７０

１２０％额定电压下电流
误差最大可能变化量

０．１３１ ４．５１ ０．１３１ ４．５１

额定电压下电流误差
最大可能变化量

０．１０８ ３．７１ ０．１０８ ３．７１

１２０％额定电压下电流
误差的综合绝对值

０．１４４ １０．９１ ０．２１２ ７．２１

额定电压下电流误差
的综合绝对值

０．１２１ １０．１１ ０．１８９ ６．４１

　 　 可见，５％额定电流下，１２０％额定电压对电流互
感器误差的影响量即电流误差最大可能变化量远大
于低压下测得的电流误差，导致计算得到的电流误
差的综合绝对值远大于低压下测得的电流误差。 因
此，对高压电流互感器进行误差检测时，必须考虑一
次高压所产生的泄漏电流对其误差的影响。
２．３　 额定电压下直接检测结果

根据图 １ 的试验原理在额定电压下直接检测该
电流互感器的误差，得到该电流互感器在额定负荷
和下限负荷下的比差和角差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额定电压下的电流误差

Ｆｉｇ．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ｒｒｏｒ ｔｅｓｔｅｄ ａｔ ｒａｔｅｄ ｖｏｌｔａｇｅ

从图 ３ 可知，额定负荷和下限负荷下，当电流较
小（２０％额定电流以下）时，电流互感器的比差和角
差均呈现随电流增大而迅速增加，其中比差增加约

０．５％，角差增加约 １０′，相对于 ０．２ Ｓ 级电流互感器的
误差限值，如此大的变化量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当电
流较大（２０％额定电流以上）时，比差和角差变化较
小，其中比差变化量约为 ０．０５％，角差变化量约为 ２′。
２．４　 不同方法检测结果的对比分析

２．４．１　 单相检测法检测结果与额定电压下直接检测

结果的对比

　 　 由于电流误差的综合绝对值仅计算 ５％额定电
流下的值，为对比分析电流互感器误差在 １％ ～
１２０％额定电流范围内的变化情况，对电流互感器分
别在单相检测法和额定电压下直接测得的误差进行
对比分析。 且由前文的分析可知，额定负荷和下限
负荷下，电流互感器误差变化具有相似性，因此，以
额定负荷下电流互感器的误差为例进行分析。

额定负荷下，电流互感器分别在单相检测法和
额定电压下直接测得的误差对比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低压下与额定电压下检测结果的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ｒｒｏｒｓ ｔｅｓｔｅｄ ａｔ ｒａｔｅｄ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ｏｗ ｖｏｌｔａｇｅ

可以看出，电流较小时，单相检测法和高压下直
接测得的比差和角差差值较大，随着电流增加，差值
逐渐减小，当电流增加到 ６０％额定电流以上时，差值
可忽略，说明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电流较小的情
况下，即高压所产生的泄漏电流主要影响电流较小
时的电流误差，且从图中可以看出，泄漏电流使电流
误差向负方向偏移。
２．４．２　 ３ 种检测方法检测结果的比较

在 ５％额定电流下，对电流互感器分别在 ３ 种检
测方法下的误差进行对比分析，如表 ３ 所示（为实现
不同方法得到误差结果的可比性，此处选取 １００％额
定电压下电流误差的综合绝对值进行比较）。

表 ３ ３ 种检测方法下的电流互感器误差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ｒｒｏｒ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检测方法
额定负荷下的误差 下限负荷下的误差

比差 ／ ％ 角差 ／ （ ¢） 比差 ／ ％ 角差 ／ （ ¢）
单相检测法下
的电流误差

－０．０１３ ６．４０ ０．０８１ ２．７０

额定电压下电流误差
的综合绝对值

０．１２１ １０．１１ ０．１８９ ６．４１

额定电压下检测
的电流误差

－０．１０７ ３．７０ －０．０１６ 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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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３ 可以看出，高压下直接检测的电流误差
值最小，单相检测法下的电流误差值居中，而计算得
到的电流误差的综合绝对值最大。 这是因为泄漏电
流使电流误差向负方向偏移，导致高压下直接检测
的电流误差值最小；而电流误差的综合绝对值是单
相检测法下的电流误差绝对值与电压对电流误差影
响量的绝对值相加，从而造成电流误差的综合绝对
值最大。

计算所得电流误差的综合绝对值远大于高压下
直接测得的误差。 因此，根据电流误差的综合绝对
值可能导致对电流互感器计量性能合格与否的误判。

３　 原因分析

电流互感器处于高压状态下的电流示意图如图
５ 所示，图中，Ｉ１ 为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电流；Ｉ２ 为不
考虑泄漏电流影响时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电流；Ｉ３ 为
电流互感器从极性端 Ｓ１ 流出的泄漏电流；Ｉ４ 为电流
互感器从非极性端 Ｓ２ 流出的泄漏电流。 此时处于
高压的一次绕组与处于低压的二次绕组间形成较大
的电势差，则将有泄漏电流从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绕
组流入二次绕组，从而影响电流互感器的误差。

图 ５ 电流互感器处于高压状态下的电流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ａｔ ｈｉｇｈ ｖｏｌｔａｇｅ

一次绕组与二次绕组间的分布电容可用电容
Ｃ１ 和 Ｃ２ 等效，其中流经电容 Ｃ１ 的泄漏电流 Ｉ３ 从极
性端 Ｓ１ 流出，流经电容 Ｃ２ 的泄漏电流 Ｉ４ 从非极性
端 Ｓ２ 流出，由于现场运行时通常 Ｓ２ 接地，则 Ｉ４ 流入
大地，不会对电流互感器的误差产生影响，而 Ｉ３ 与 Ｉ２
一起作为电能表或互感器校验仪的输入信号，因此
Ｉ３ 将对电流互感器的误差产生影响。

由电流互感器误差计算公式 ε ＝ （ＫＩ２ － Ｉ１） ／ Ｉ１ ×
１００％，可得电流互感器在高压状态下的实际误差为：

ε′＝［Ｋ（ Ｉ２＋Ｉ３）－Ｉ１］ ／ Ｉ１×１００％ （４）
其中，Ｋ 为电流互感器电流变比。

在理想情况下，假设该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为
Ｉ１ 时，二次电流为 Ｉ０，则有 Ｉ１ ＝ＫＩ０，式（４）可写为：

ε′＝
Ｉ２－Ｉ０
Ｉ０

＋
Ｉ３
Ｉ０

æ

è
ç

ö

ø
÷ ×１００％ ＝ε０＋Δε （５）

可见，电流互感器处于高压状态下的误差由两
部分组成，即在低压下测得的误差 ε０ 和由于电流互
感器一次绕组处于高压而产生的泄漏电流引起的附
加误差 Δε。 Δε 的表达式为：

Δε＝ Ｉ３ ／ Ｉ０×１００％ （６）
由于实际运行时，电流互感器所处的一次电压

基本不变，所以高压所产生的泄漏电流引起的附加
误差 Δε 会随着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的增大而减
小。 由于泄漏电流呈容性［１７］，故泄漏电流使电流误
差向负方向偏移。

根据绝对值不等式，且泄漏电流使电流互感器
误差向负方向偏移，即 Δε 为负，可得：

ε０＋Δε＝ε′＜ε０＜ε′ｉ ＝ ε０ ＋ Δε （７）
从式（７）可知，电流互感器在高压状态下检测

的误差小于在低压状态下检测的误差，而电流误差
的综合绝对值最大，该结论与试验结果一致。

因泄漏电流对电流互感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电
流较小时，选取 １％、５％和 ２０％额定电流时的电流互
感器误差数据并计算泄漏阻抗，结果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计算得到的泄漏阻抗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
额定电流
百分数 ／ ％

泄漏阻抗 ／ Ω
额定负荷下 下限负荷下 平均值

１ ２．４５０×１０７ ２．３６６×１０７

５ ２．４５３×１０７ ２．３６３×１０７

２０ ２．４９７×１０７ ２．３８３×１０７

平均值 ２．４６７×１０７ ２．３７０×１０７ ２．４１８×１０７

　 　 计算得到额定负荷下和下限负荷下的泄漏阻抗
平均值相差 ３．９％。 依据 ＩＥＣ ６１８６９⁃４—２０１３ 检测被
试电流互感器电阻 Ｒ 上的压降，并计算得到泄漏阻
抗为 ２．３０８×１０７ Ω，与表 ４ 中泄漏阻抗值相差约为
４．５％，二者结果较吻合，证明了以上分析的正确性。

４　 泄漏电流对电流误差的影响分析

若一次侧功率因数按 ０．９８（感性）计算，此时一次
电压超前一次电流约 １１．５ °，对于运行于 １０ ｋＶ 电压
等级的电流互感器，其一次侧处于相电压 １０ ｋＶ ／ ３，
根据泄漏阻抗计算得到运行时的泄漏电流为 Ｉ３ ＝
１０ ｋＶ ／ ３ ／ （２．３×１０７ Ω）≈０．２５ ｍＡ；试验中的电流
互感器在理想情况下的二次电流为 ５ Ａ，则可计算出
泄漏电流对电流互感器误差的影响量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泄漏电流对电流误差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５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ｒｒｏｒ
额定电流
百分数 ／ ％

比差影
响量 ／ ％

角差影
响量 ／ （ ′）

比差限
值 ／ ％

角差限
值 ／ （ ′）

１ －０．５００ －１７．０２６ ０．７５ ３０
５ －０．１００ －３．４０３ ０．３５ １５
２０ －０．０２５ －０．８５１ ０．２０ １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５ －０．１７０ ０．２０ １０
１２０ －０．００４ －０．１４１ ０．２０ １０

　 　 可见，当电流较小时，泄漏电流对电流互感器误
差的影响较大；电流增加，泄漏电流对电流互感器误
差的影响减小，当电流升至 ２０％额定电流时，泄漏电



第 ３ 期 刘　 刚，等：基于不同检测方法的高压电流互感器误差比较与分析 　　

流对电流比差的影响量约为 ０．０２％，等于 ０．２ Ｓ 级电
流互感器的化整单位，可以认为此时泄漏电流对电
流比差的影响量可忽略。

为降低泄漏电流对电流互感器误差的干扰，建
议在一次绕组与二次绕组间增加屏蔽层并接地，实
现将泄漏电流引入大地，从而降低高压产生的泄漏
电流对电流互感器误差的影响，使电流互感器能更
加准确地传变信号。

５　 结论

本文分别采用单相检测法检测、考虑电压影响
并计算电流互感器电流误差的综合绝对值、额定电
压下直接检测 ３ 种检测方法对高压电流互感器开展
误差检测，并对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ａ． 高压产生的泄漏电流将使电流互感器的比差
和角差向负方向偏移，且泄漏电流对电流互感器误
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２０％额定电流以下；对高压电
流互感器进行误差检测时，应考虑泄漏电流对其误
差的影响。

ｂ． 电流互感器在高压状态下检测的误差小于
在低压状态下检测的误差，而电流误差的综合绝对
值最大；且考虑电压对电流误差的影响后计算得到
电流误差的综合绝对值远大于在高压下直接测得的
电流误差，依据电流误差的综合绝对值可能导致对
电流互感器计量性能合格与否的误判，对高压电流
互感器的误差检测宜采用在额定电压下直接测量的
方式开展。

下一步将继续深入研究高电压对电流误差的影
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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