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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大电流测量过程控制

直流大电流准确计量在电化学、电冶金行业生产管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ISO、

IEC和我国标准中,目前尚未制定相应的直流大电流测量设备产品技术标准和测量技术

规范。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导致了电化、电冶行业直流大电流不能准确一致地测量,
直流电耗相关经济指标不具有可比性,电解生产工艺技术条件不能优化,从而降低了电

能利用率和经济效益,严重制约企业生产管理技术进步。
由于直流大电流测量设备 (包括测量标准和电流测量装置)仅仅在实验室条件下进

行校准,不能保证在现场条件下的测量结果与在实验室测得的结果具有准确一致性。为

解决现场直流大电流量值与实验室的量值不具有可比性的问题,根据GB/T19022.2-
2000测量设备的质量保证要求第2部分:测量过程控制指南(idtISO10012-2:1997)提
出的测量过程概念,即将测量作为一个完整过程看待,从分析测量的科学依据、测量标

准量值的溯源性和校准开始,以及电流测量装置最大允许误差的确定,到现场通过必要

的计量确认、验证或调整,提出客观数据最后确认测量标准和电流测量装置给出的测量

结果符合预期规定的使用要求,同时证实现场条件下,直流大电流量值对实验室直流电

流比例参考标准具有溯源性,电流的量值在不同条件下具有可比性。对直流大电流测量

过程的计量确认和过程控制进行规范化管理,可使电流的测量质量得到有效的控制。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电化学、电冶金等行业1kA至300kA量级直流大电流测量系统的测

量过程控制。
直流大电流测量装置供需双方在签定协议时对产品质量要求可参考本规范。

2 引用文献

GB/T19022.1—1994 《测量设备的质量保证要求》第1部分 《测量设备的计量确

认体系》

GB/T19022.2—2000 《测量设备的质量保证要求》第2部分《测量过程控制指南》

JJF1047—1994 《磁耦合直流电流测量变换器校准规范》

JJF1059—1999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JJF1001—1998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ISO8258:1991 《休哈特控制图》(英文版)

GB/T19000—2000 《质量管理体系》

GB/T18293—2001 《电力整流设备运行效率的在线测量》

3 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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