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计量实践报告(大全5篇)
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报告的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报告
具有成文事后性的特点。写报告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
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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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实践报告篇二

感应式电能表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制成的，它的种类、型号
很多，但基本结构相似，都是由测量机构、误差补偿调整装
置和辅助部件组成。



1、测量机构

测量机构是电能表实现电能测量的核心部分。

1)驱动元件

驱动元件由电压元件和电流元件构成。被测电路的电压和电
流作用于电压元件和电流元件，产生的交变磁通与其在转盘
内产生的感应电流相互作用产生驱动力矩，推动转盘转动。

i.电压元件

电压元件由电压铁芯、电压线圈和回磁极组成。绕在电压铁
芯上的电压线圈与负载并联，接在被测电压线路上，形成电
压回路。不管有无负载电流，电压线圈总是带电的，要消耗
功率。电压线圈匝数多，线径较细。

ii.电流元件

电流元件由电流铁芯和电流线圈组成。电流线圈串接在电源
与负荷之间，绕制方向一定。电流线圈匝数少，线径较粗。

2)转动元件

转动元件由铝质转盘和转轴用合金压铸而组成。转盘材料要
求导电性能良好，质量轻，耐腐蚀，所以选择铝作为转盘材
料。其作用是：在驱动元件建立的交变磁通作用下，转盘上
产生感应电流，进而产生驱动力矩使转盘转动，并把转动的
圈数通过蜗轮与蜗杆的啮合传递给计度器。转盘固定在转轴
上，边缘涂有记读转数的有色标记。

3)制动元件

制动元件由永久磁铁及其调整元件组成，其作用是产生与驱



动力矩相反的制动力矩，使转盘的转动速度与被测电路的功
率成正比。

4)轴承

转轴分为上轴承和下轴承。上轴承位于转轴上端，起定位和
导向作用。下轴承位于转轴下端，用于支撑转动元件的全部
重量，以减少转动时的摩擦力矩。

5)计度器

计度器的作用是累计电能表转盘的转数，从而累计电量，通
过齿轮比换算为电能单位的指示值。蜗轮带动蜗杆从而带动
主动轮与从动轮的转动，使进位轮向前转动，走字轮显示相
应指示数。

2、误差补偿调整装置

误差调整装置是改善电能表的工作特性和满足准确度要求不
可缺少的部分，可以改变制动力矩和补偿力矩的大小。单相
电能表都设有满载、轻载、相位角调整装置和防潜动装置。
三相电能表还应另设平衡调整装置。

1)满载调整装置

电能表在满负载条件下运行时，产生的误差称为满载误差。
满载误差是受永久磁铁产生的制动力矩、摩擦力矩、电流和
电压抑制力矩的影响而产生的。

满载调整装置是通过改变永久磁铁的制动力矩来调整电能表
转动元件转速。按其调整方

法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i.改变制动元件相对于转盘圆心的位置



松动支架上的固定螺丝，可将制动元件向顺时针或逆时针方
向转动一个角度，实现转速的粗调。拧动制动元件上的细调
螺丝，就能平稳的调整永久磁铁的位置，以便进行细调。在
支架上有三颗平衡螺钉，其作用是调整磁铁磁极端面与转盘
平面的平行度；调整转盘使之处于磁铁气隙的中间位置，保
证转盘与上下极面的距离相等。

转半径可以改变转盘速度，从而改变永久磁铁的制动力矩。
当磁极位置向转盘边缘方向移动时，回转半径r增加，线速
度n也增加，于是制动力矩增加，使转盘转速变慢。转速变慢
后，制动力矩又相应减小，直至制动力矩等于驱动力矩后，
转盘便以调整后的转速匀速转动。反之，当磁极位置向转盘
中心移动时，使转速变快。

ii.改变穿过转盘的制动磁通量

还可以用改变永久磁铁的位置、气隙和加磁分路的方法来调
整满载误差。

2)轻载调整装置

电能表在10%标定电流下运行时，产生的误差称为轻载误差。
轻载误差是受摩擦、电流电磁铁和潜动力矩的影响而产生的。

轻载调整装置安装在电压铁芯上，利用可移动的导磁片或不
导磁的金属片将电压工作磁通分为两部分，造成电压磁通分
布的不对称，从而形成补偿力矩。也就是说，产生一个与mp
方向相同的mco，用以补偿负的轻载误差，可以消除反向潜动。

采取移动短路框片的方法来调整轻载误差。短路框片装在电
压工作磁通的路径上，当拧动调整螺钉时，带动短路框片沿
转盘的切线方向移动，改变短路框片相对磁极中心的对称度，
从而产生补偿力矩。



3)相位角调整装置

电能表不满足??90???的正交条件时，所产生的计量误差称为
相位角误差。

对相位角误差的调整有两种途径：一是改变电流工作磁通相
位角?i，二是改变电压工作磁通相位角?。

改变?i分为粗调和细调两部分。粗调是通过调整电流铁芯上多
匝的短路片的片数来调整相位角误差。细调是改变电流铁芯
上电阻的短路线圈，通过移动短路滑片就可以改变闭合回路
的电阻值。

改变?可通过改变电压非工作磁通的损耗角?f或电压工作磁通
的励磁角?u来调整?大小，从而达到调整相位误差的目的。改
变?f是在电压非工作磁通磁路间隙中安装可调的金属片。改
变?u是在电压工作磁通路径上设置附加线圈经电阻丝闭合。

4)潜动调整装置

电能表接入被测电路，只有电压回路有电压，电流回路没有
接通负载，而电能表转盘仍

缓缓地连续正转或反转的现象，称为潜动。

潜动是由于制造、装配和维修时无意造成的磁路不对称而造
成的。

调整潜动的方法有三种。

i.防潜动装置

防潜动装置由分磁铁片和防潜钩组成。当电压线圈通电时，
分磁片被电压散播磁通磁化，在防潜钩转到分磁片一侧时，



受其磁化并吸引，适当调整分磁铁片和防潜钩间的距离，或
改变铁片的面积，可调整这种电磁吸引力的大小。

ii.圆盘上打孔

在转盘的适当位置打12个1mm左右的小孔，利用小孔周围涡
流发生变化与电压磁通作用而产生防潜力矩。

iii.轻负载误差调整装置

轻负载误差调整装置是利用反向潜动来限制潜动的。

5)平衡调整装置

三相表一般除了单相表的几种调整装置外，各组驱动元件还
配有平衡调整装置，其作用是将各组驱动元件在相同负载功
率下的驱动力矩调整至相等，在不对称的三相负载或电压下
运行时，三相电能表的总误差不会超过允许范围。

调整时，在电压铁芯上加装一个磁分路，改变分磁回路与铁
芯的气隙距离，达到改变?u的目的。

3、辅助部件

1)外壳

外壳由底座和表盖组合而成。底座的作用是将电能表基架、
端钮盒及表盖固定在它的上边，并供电能表安装固定用。表
盖起封闭和保护的作用。

2)基架

基架用来支撑和固定测量机构各元件。一般用钢板冲压或铝
合金压铸成型，以保证元件之间的相对位置安装精确、牢固。



3)

4)端钮盒及盒盖端钮盒的主要功能是将内部电流、电压线圈
与外电路相接。铭牌

铭牌上标有电能表的准确度等级、计量单位、规格和型号等。

二、校验

1、单相

电压a相220.00b相220.61c相220.08

电流a相0.254b相0.005c相0.006

相位0.0度功率因数1

频率50hz误差55.7500

计量实践报告篇三

感应式电能表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制成的，它的种类、型号
很多，但基本结构相似，都是由测量机构、误差补偿调整装
置和辅助部件组成。

1、 测量机构

测量机构是电能表实现电能测量的核心部分。

1) 驱动元件

驱动元件由电压元件和电流元件构成。被测电路的电压和电
流作用于电压元件和电流元件，产生的交变磁通与其在转盘
内产生的感应电流相互作用产生驱动力矩，推动转盘转动。



i. 电压元件

电压元件由电压铁芯、电压线圈和回磁极组成。绕在电压铁
芯上的电压线圈与负载并联，接在被测电压线路上，形成电
压回路。不管有无负载电流，电压线圈总是带电的，要消耗
功率。电压线圈匝数多，线径较细。

ii. 电流元件

电流元件由电流铁芯和电流线圈组成。电流线圈串接在电源
与负荷之间，绕制方向一定。电流线圈匝数少，线径较粗。

2) 转动元件

转动元件由铝质转盘和转轴用合金压铸而组成。转盘材料要
求导电性能良好，质量轻，耐腐蚀，所以选择铝作为转盘材
料。其作用是：在驱动元件建立的交变磁通作用下，转盘上
产生感应电流，进而产生驱动力矩使转盘转动，并把转动的
圈数通过蜗轮与蜗杆的啮合传递给计度器。转盘固定在转轴
上，边缘涂有记读转数的有色标记。

3) 制动元件

制动元件由永久磁铁及其调整元件组成，其作用是产生与驱
动力矩相反的制动力矩，使转盘的转动速度与被测电路的功
率成正比。

4) 轴承

转轴分为上轴承和下轴承。上轴承位于转轴上端，起定位和
导向作用。下轴承位于转轴下端，用于支撑转动元件的全部
重量，以减少转动时的摩擦力矩。

5) 计度器



计度器的作用是累计电能表转盘的转数，从而累计电量，通
过齿轮比换算为电能单位的指示值。蜗轮带动蜗杆从而带动
主动轮与从动轮的转动，使进位轮向前转动，走字轮显示相
应指示数。

2、 误差补偿调整装置

误差调整装置是改善电能表的工作特性和满足准确度要求不
可缺少的部分，可以改变制动力矩和补偿力矩的大小。单相
电能表都设有满载、轻载、相位角调整装置和防潜动装置。
三相电能表还应另设平衡调整装置。

1) 满载调整装置

电能表在满负载条件下运行时，产生的误差称为满载误差。
满载误差是受永久磁铁产生的制动力矩、摩擦力矩、电流和
电压抑制力矩的影响而产生的。

满载调整装置是通过改变永久磁铁的制动力矩来调整电能表
转动元件转速。按其调整方

法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i. 改变制动元件相对于转盘圆心的位置

松动支架上的固定螺丝，可将制动元件向顺时针或逆时针方
向转动一个角度，实现转速的粗调。拧动制动元件上的细调
螺丝，就能平稳的调整永久磁铁的位置，以便进行细调。在
支架上有三颗平衡螺钉，其作用是调整磁铁磁极端面与转盘
平面的平行度；调整转盘使之处于磁铁气隙的中间位置，保
证转盘与上下极面的距离相等。

转半径可以改变转盘速度，从而改变永久磁铁的制动力矩。
当磁极位置向转盘边缘方向移动时，回转半径r增加，线速



度n也增加，于是制动力矩增加，使转盘转速变慢。转速变慢
后，制动力矩又相应减小，直至制动力矩等于驱动力矩后，
转盘便以调整后的转速匀速转动。反之，当磁极位置向转盘
中心移动时，使转速变快。

ii. 改变穿过转盘的制动磁通量

还可以用改变永久磁铁的位置、气隙和加磁分路的方法来调
整满载误差。

2) 轻载调整装置

电能表在10%标定电流下运行时，产生的误差称为轻载误差。
轻载误差是受摩擦、电流电磁铁和潜动力矩的影响而产生的。

轻载调整装置安装在电压铁芯上，利用可移动的导磁片或不
导磁的金属片将电压工作磁通分为两部分，造成电压磁通分
布的不对称，从而形成补偿力矩。也就是说，产生一个与mp
方向相同的mco，用以补偿负的轻载误差，可以消除反向潜动。

采取移动短路框片的方法来调整轻载误差。短路框片装在电
压工作磁通的路径上，当拧动调整螺钉时，带动短路框片沿
转盘的切线方向移动，改变短路框片相对磁极中心的对称度，
从而产生补偿力矩。

3) 相位角调整装置

电能表不满足??90???的正交条件时，所产生的计量误差称为
相位角误差。

对相位角误差的调整有两种途径：一是改变电流工作磁通相
位角?i，二是改变电压工作磁通相位角?。

改变?i分为粗调和细调两部分。粗调是通过调整电流铁芯上多



匝的短路片的片数来调整相位角误差。细调是改变电流铁芯
上电阻的短路线圈，通过移动短路滑片就可以改变闭合回路
的电阻值。

改变?可通过改变电压非工作磁通的损耗角?f或电压工作磁通
的励磁角?u来调整?大小，从而达到调整相位误差的目的。改
变?f是在电压非工作磁通磁路间隙中安装可调的金属片。改
变?u是在电压工作磁通路径上设置附加线圈经电阻丝闭合。

4) 潜动调整装置

电能表接入被测电路，只有电压回路有电压，电流回路没有
接通负载，而电能表转盘仍

缓缓地连续正转或反转的现象，称为潜动。

潜动是由于制造、装配和维修时无意造成的磁路不对称而造
成的。

调整潜动的方法有三种。

i. 防潜动装置

防潜动装置由分磁铁片和防潜钩组成。当电压线圈通电时，
分磁片被电压散播磁通磁化，在防潜钩转到分磁片一侧时，
受其磁化并吸引，适当调整分磁铁片和防潜钩间的距离，或
改变铁片的面积，可调整这种电磁吸引力的大小。

ii. 圆盘上打孔

在转盘的适当位置打12个1mm左右的小孔，利用小孔周围涡
流发生变化与电压磁通作用而产生防潜力矩。

iii. 轻负载误差调整装置



轻负载误差调整装置是利用反向潜动来限制潜动的。

5) 平衡调整装置

三相表一般除了单相表的几种调整装置外，各组驱动元件还
配有平衡调整装置，其作用是将各组驱动元件在相同负载功
率下的驱动力矩调整至相等，在不对称的三相负载或电压下
运行时，三相电能表的总误差不会超过允许范围。

调整时，在电压铁芯上加装一个磁分路，改变分磁回路与铁
芯的气隙距离，达到改变?u的目的。

3、 辅助部件

1) 外壳

外壳由底座和表盖组合而成。底座的作用是将电能表基架、
端钮盒及表盖固定在它的上边，并供电能表安装固定用。表
盖起封闭和保护的作用。

2) 基架

基架用来支撑和固定测量机构各元件。一般用钢板冲压或铝
合金压铸成型，以保证元件之间的相对位置安装精确、牢固。

3)

4) 端钮盒及盒盖 端钮盒的主要功能是将内部电流、电压线
圈与外电路相接。 铭牌

铭牌上标有电能表的准确度等级、计量单位、规格和型号等。

二、 校验



1、 单相

电压 a相 220.00 b相 220.61 c相 220.08

电流 a相 0.254 b相 0.005 c相 0.006

相位 0.0度 功率因数 1

频率 50hz 误差 55.7500

计量实践报告篇四

计量经济学实验报告书

专业金融学班级三班学号08198096学生姓名聂海燕

经济与贸易学院

实验一eviews基本操作实验

一、实验目的：掌握eviews基本操作。二、实验要求：

（1）eviews软件的安装；

（2）数据的输入、编辑与序列生成；（3）图形分析与描述
统计分析；

（4）数据文件的存贮、调用与转换。三、实验结果报告：

实验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过程实验

一、实验目的：掌握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方法、检验方
法和预测方法。



二、实验要求：

（1）会选择方程进行一元线性回归；（2）掌握一元回归分
析过程；

（3）掌握一元回归模型的基本检验方法；（4）会对回归方
程进行经济学解释

（5）估计非线性回归模型，并进行模型比较

三、实验结果报告：

计量实践报告篇五

濮阳市户用热表安装使用已经8个年头了，从开始的400多户
到现在的1万多户，从热表的安装数量上来讲这几年发展的不
可谓不快，但对户用热表的管理上却始终存在诸多问题，这
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将会影响户用热表的推广。

一、热能表更换校验成本该谁承担

供热分户计量是按用热量的多少收取采暖费，用多少热交多
少费。根据相关法规，用于分户计量的热能表，属于依法执
行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未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首次强制检
定合格的计费计量器具，不得安装和使用。

既有建筑分户计量改造需要大量资金。新建小区初次安装热
能表的检定费用一般由开发商出，检定费用为80元/台，检定
周期为3年，后期检定费用一般由用户承担。有的费用由热力
公司承担，有业主反映，今冬物业提出每户需交纳热能表的
检定费80元，校验准确才能按表收，否则按面积收费。而有
的业主家里的热能表被检验出来坏了需要更换，换表的费用
也得业主自己承担，一块合格的热能表得600元到1000元左右。
这样有业主就会算账，按流量计费一个冬天能节省三四百元，



三年下来如果要换表，又把钱填进去了。虽然濮阳市热表质
保是9年，九年内热表厂家免费给更换热表，免去了用户购买
热表的费用，但是检查出损坏的热表需要更换安装新表，这
部分费用都要热力公司来出，这样下来9年后1万多块热表全
部更换下来的费用也不是个小数目，无形中增加了热力公司
的负担。与之相比，按面积收费就省去了热能表的更换、校
验等成本，也省去了热力公司和业主对此的争执。

二、计量收费麻烦不如按面积收费省心

按照热表收费业主需先预交采暖费，供热结束安装两部制热
费进行计费，实行分户计量，需要定期对户用热表的数据进
行抄录公示，虽然现在大部分数据都能传输到电脑，但是传
输的稳定性和准确率不是很高，部分用户还需要到现场进行
抄录。户用热表计量用户的热费结算是在供热结束后2-3个月
内进行，需要退费的用户要拿着交费凭证来热力公司大厅进
行退费，部分对热表数据有异议的用户对退费金额不认可，
这就需要对热表进行校验。等校验结果出来后才能够退费。
好多用户因为退费很麻烦，不愿意使用热表。另外还有部分
业主供暖期主动控制阀门，主动关闭不使用的房间，本以为
到供暖结束能够退一部分热费，但到热力公司一问，自己不
退费，感觉很失望，这样又有好多用户不愿意使用热表。

三、计量产生蹭暖族

况下，供热企业和物业公司就要加大供热量，才能保证正常
用户的室温。增加了热力公司的运行成本。而这些蹭暖用户
只需要缴纳基本热费就行了，计量热费只走很少的一部分费
用。

以上的问题只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部分，还有许多其他存在
问题，如户用热表的管理权、校表部门的选择问题、热表厂
家的选择问题。要想更顺利的推行户用热表，关于热表的技
术问题、政策问题都需要提前解决。这样方能为以后户用热



表的推广铺平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