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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电力负荷急剧加大，特别是冲击性和非线性负荷容量 

不断增长，使得电网发生一些电能质量问题。 安徽振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推出 PS-8 电能质

量分析系统，以其精度高、功能全、使用方便受到电力、冶金、铁路等系统用户的普遍欢迎。 
 

二、功能和特点 
1．主要功能 

稳态电能质量分析：谐波、间谐波、频率、三相不平衡度、电压偏差、闪变。 

暂态电能质量分析：电压暂升、电压暂降、电压短时中断。 

功率和电抗分析：基波和各次谐波的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功率因数、电抗。 

事件录波和回放：电能质量超标录波、手动录波、开关量跳变录波(扩展配置)。 

2．主要特点 
精度高：符合国标 A级仪器要求。 

同时监测 6个网点:同时监测 3路电压母线和 3路电流线路（每路含 A、B、C三相）。 

容量大：硬盘容量 120G以上，一般可存储 8年以上的数据。 

通讯线路兼容：具有以太网口、USB接口。 

 

三、技术指标与规格 
1．测量范围 

额定交流电压：  57.7V，100V，220V，380V。 

额定交流电流：  1A ，2A，5A，15A。电流环可定制。 

频率：  42.5～57.5Hz。 

2.  测量精度 
电网频率误差：  ≤0.002Hz。 

电压偏差误差：  ≤0.2％。 

三相电压不平衡度误差：  ≤0.2％。 

闪变误差：  ≤ 5％。 

谐波误差： 符合国标 A级仪器的要求 

 

等级 被测量 条     件 允许误差 

A 

电压 
Uh ≥1% UN  

Uh < 1% UN 

5％Uh 
0.05％UN 

电流 
Ih ≥3% IN 

Ih < 3% IN 

5％Ih 

0.15％IN 

注： ①UN 为标称电压，Uh为谐波电压；IN 为额定电流，Ih 为谐波电流。 

���� ② A级仪器频率测量范围为 0～2500Hz，用于较精确的测量，仪器的相角测量误差不 

大于±2°或±2°*h，h 为谐波次数。 
3.  工作环境及外形尺寸 

工作电源：交流输入：100-264V～，1.5A，50－60Hz，功率：≤30W。 

工作温度：－20°C～50°C 

外形尺寸： 330 mm×224mm×9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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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仪器简介  
1．仪器组成 

主机、键盘、鼠标、电源适配器、三组测试导线（每组四根）、三组电流钳（每组三把）、

说明书、包装箱等。 

2．主机前面板简介 

 

1——TFT 彩色液晶屏；2——电源指示灯；3——工作指示灯； 
 

3．主机左侧面板和右侧面板 

 
左侧面板：1——电压Ⅰ网点信号接入端子；2——电流Ⅰ网点信号接入端子；3——电压Ⅱ

网点信号接入端子；4——电流Ⅱ网点信号接入端子；5——电压Ⅲ网点信号接入端子；6—
—电流Ⅲ网点信号接入端子； 
右侧面板：1——电源适配器接线端子；2——RS232 串口；3——网口；4——USB1；5——

USB2；6——电源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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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装和接线 
将主机及附件从包装箱中取出，放置在稳固平整的台面上。将键盘和鼠标插入主机的右

侧面板相应接口，电流钳和电压测试导线插入主机的左侧面板相应接口，请注意，电流钳和

电流钳接口是有编号的，应Ⅰ、Ⅱ、Ⅲ对应，不可插错。 

1．星形电压母线和电流出线接线示例 
对于星形接法的电压母线，请将主机侧面板的 Ua、Ub、Uc、Un通过四根电压测试导线

和接线铲或鳄鱼夹，分别接到 PT 二次侧的 Ua、Ub、Uc、Un。 

对于星形接法的电流出线，请将主机侧面板的 A相、B相和 C相电流钳，分别夹到 CT

二次侧的 Ia、Ib 和 Ic。 

下图是 PS-8电能质量分析系统监测一电压母线和一电流出线的星形接线示意图，多电

压母线和多电流出线的接法照此类推。 

 
2．三角形或 V 形接法电压母线和电流出线接线示例 

对于三角形或 V形接法的电压母线，请将主机后面板的 Ua、Ub、Uc通过三根电压测试

导线的接线铲或鳄鱼夹，分别接到 PT二次侧的 Ua、Ub、Uc。   

对于三角形或 V形接法的电流出线，请将主机后面板的 A相和 C相电流钳，分别夹到

CT二次侧的 Ia、Ic。B相电流钳不用夹，空置就行了，实时报表中的 B相电流是算出来的，

是 A相和 C相电流的失量和的反相。 

下图是 PS-8电能质量分析系统监测一电压母线和一电流出线的三角形或 V 形接线示意

图，多电压母线和多电流出线的接法照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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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电流钳是有方向的，被测电流的方向应与电流钳上标示的方向相同，不可夹

错。 

提示：上述操作应认真检查，防止接错。通常情况下，如果相序接错，或电流钳夹反，

会导致电压三相不平衡度或负序电流数据异常，以此可以判断电压和电流是否正确连接。 

 

六、测试 
1．启动测试分析软件 

运行桌面 PQCenter电能质量监测分析软件,进入如下界面: 

 
显示区划分为两个区域：左边的导航区以树形结构的形式显示单位、变电站、电压母线、

电流回路等信息，使用方法类似于 Windows资源管理器；右边的工作区用于测量日志和各种

报表和及图形显示。 

2．新建一个监测点 
点击菜单／文件／新建一个监测点，弹出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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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设置信息中，一类是站点概要，一类是测试电压电流网点信息。 

在算法与设置中，数据存储间隔指每隔多少秒存储一组电能质量测试数据，应该设置为

3 秒的整数倍，一般数据存储间隔设为 30 秒或更大。这样查看趋势图和分析报表时数据量

不会太大，缩短显示时间。 

仪器支持的最小电压值、最小电流值是指 PT、CT 原边小于设定值时，各项电能参数视

为零值。 

 

3．设置电压网点 
电压Ⅰ、Ⅱ、Ⅲ对应于仪器左侧面板电压接线端子Ⅰ、Ⅱ、Ⅲ。设置信息中：选中 “启

用本网点”令本网点接入测试生效。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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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默认国标值按钮,软件自动计算电压谐波含有率限值, 电压谐波含有率限值只跟

电压原边等级有关。 最小短路容量、供电设备容量这两个参数是供计算电压母线下电流谐

波限值。“录波”选项打勾，超标触发录波。 

 

4．设置电流网点 
电流Ⅰ、Ⅱ、Ⅲ对应仪器左侧面板电流接线端子Ⅰ、Ⅱ、Ⅲ。电流Ⅰ、Ⅱ、Ⅲ对应母线可

以是电压Ⅰ，也可以是电压Ⅱ，也可以是电压Ⅲ，选中 “启用本网点”令本网点接入测试

生效。如下图所示： 

 

突变限值：默认值等于原边电流，意即：电流半波有效值的变化达到突变限值时，被视

为电流突变，触发录波事件。 

点击“默认值”按钮,根据电压等级、最小短路容量、供电设备容量、用户协议容量来

计算谐波电流含量上限。 

注：同一公共连接点的每个用户向电网注入的谐波电流允许值按此用户在该点的协议

容量与其公共连接点的供电设备容量之比进行分配。最小短路容量、供电设备容量、用户

协议容量也可在测试后输入，不影响电能参数实测值，只影响限值和报表中合格率及结果

判断。说明书后附基本国标限值参考 。 
5．修改监测点信息 

在导航区选中要修改监测点，鼠标右击，选择“属性”，弹出相应信息，进行修改。修

改最小短路容量、供电设备容量、用户协议容量后需点击“默认国标值”按钮，重新计算限

值后保存。 

6．查看实时报表、实时波形、实时频谱图、实时矢量图、实时间谐波报表 
在导航区选中电压或电流网点，鼠标右击选择实时报表或点击工具栏“实时”按钮,显

示实时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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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屏幕右侧▲ ▇“开始/暂停”按钮，继续或暂停刷新数据； 

使用“回路切换”切换查看不同网点的实时报表。 

注：查看实时报表中有无异常数据，比如三相不平衡度特别大，看网点相序及电流方向是

否正确，以保证获取现场实际数据。 

点击实时波形切换查看实时波形 

                                                                       

同上，可以切换查看实时矢量图、实时频谱图、实时间谐波、实时间谐波报表、实时间谐波

频谱图。 

7．保存与查看实时波形  
点击工具栏“录波”按钮，弹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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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要录波的电压和电流网点，点击“确定”按钮录波。生成的波形，点击工具栏“波

形”查看。 

 

点击工具栏上“保存”按钮，将波形图片保存为 JPG格式的文件。点击界面中“导出”

按钮，将波形的三相数据和各点时刻保存为 txt格式的文件，供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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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数据分析 
生成趋势图、统计报表、测试报表，查看所有暂态事件记录及变化趋势。 

1．生成趋势图 
双击测量日志中的测量记录，在导航区选择电压网点或电流网点，点击工具栏“趋势”

按钮。弹出如下界面： 

 

选择要分析的电能参数类形、开始时间和终止时间，点击“显示”按钮，出现电能参数

随时间变化的图形。移动游标显示当前位置的时刻和实测值。 

切换网点查看：在左侧导航区选中不同网点，点击“显示”按钮，无需关闭当前的趋势

分析窗口。 

放大趋势图：按住鼠标左键，从左上至右下选取部分趋势图，松开鼠标。 

缩小趋势图：按住鼠标左键，从右下至左上选取部分趋势图，松开鼠标。 

拖放趋势图：按住鼠标右键从拖放到任一区域。 

上述操作方法适用于本软件所有图形功能。 

保存：点击工具栏上“保存”按钮，趋势图保存类形为 JPG格式。 

打印：趋势图、统计报表、测试报表、暂态图、波形图均有打印功能,下文不在叙述。 

2．生成统计报表 
在导航区或测量日志中选择电压网点或电流网点，鼠标右击、点击工具栏或测量日志“统

计”按钮，弹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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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要统计的开始时间、终止时间、内容(电压报表、电流报表、电抗报表、功率报表)，

点击“确认”按钮生成统计报表。 

保存：点击工具栏上“保存”按钮，报表保存格式为 Excel。 

3．生成测试报表 
在导航区或测量日志中选择电压网点或电流网点，鼠标右击、点击工具栏或测量日志“测

试”按钮，弹出界面： 

 
a) 设置时间范围,点击 “查询”，查看这段时间内的测试时间点。 

b) 用鼠标切换“发生时间”，查看相应时间测试报表，报表时间间隔为分析数据存储

间隔。 

4．查看暂态事件记录及变化曲线 
点击菜单“功能”下的“波形”。选中“半波有效值变化”，弹出的窗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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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时间范围,点击“波形”选项，显示该暂态事件发生时刻电压电流实时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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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国标限值 
物理

 
国标限值 

频率 49.8Hz~50.2Hz 

供电电压

允许偏差 

35KV 及以上供电电压正，负偏差的绝对值之和不超过额定电压的 10%。(如供电

电压上下偏差同号(均为正或负)时，以较大的偏差绝对值作为衡量依据) 

10KV 及以下三相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额定电压的±7% 
220V 单相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额定电压的-10%~7% 

公用电网谐波电压（相电压）限值表 

电网 
标称电压 KV 

电压 
总谐波畸变率％ 

各次谐波电压含有率％ 
奇次 偶次 

0.38 5.0 4.0 2.0 
6 

4.0 3.2 1.6 
10 
35 

3.0 2.4 1.2 
66 
110 2.0 1.6 0.8 

最小短路容量等于基准短路容量时的谐波电流允许值（2-13 次谐波） 

标称 

电压 

KV 

短路 

容量 

MV

A 

谐波次数及谐波电流允许值 A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0.38 10 78 62 39 62 26 44 19 21 16 28 13 24 

6 100 43 34 21 34 14 24 11 11 8.5 16 7.1 13 

10 100 26 20 13 20 8.5 15 6.4 6.8 5.1 9.3 4.3 7.9 

35 250 15 12 7.7 12 5.1 8.8 3.8 4.1 3.1 5.6 2.6 4.7 

66 500 16 13 8.1 13 5.4 9.3 4.1 4.3 3.3 5.9 2.7 5.0 

110 750 12 9.6 6.0 9.6 4.0 6.8 3.0 3.2 2.4 4.3 2.0 3.7 

最小短路容量等于基准短路容量时的谐波电流允许值（14-25 次谐波） 

标称 

电压 

KV 

短路 

容量 

MV

A 

谐波次数及谐波电流允许值 A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0.38 10 11 12 9.7 18 8.6 16 7.8 8.9 7.1 14 6.5 12 

6 100 6.1 6.8 5.3 10 4.7 9.0 4.3 4.9 3.9 7.4 3.6 6.8 

10 100 3.7 4.1 3.2 6.0 2.8 5.4 2.6 2.9 2.3 4.5 2.1 4.1 

35 250 2.2 2.5 1.9 3.6 1.7 3.2 1.5 1.8 1.4 2.7 1.3 2.5 

66 500 2.3 2.6 2.0 3.8 1.8 3.4 1.6 1.9 1.5 2.8 1.4 2.6 

110 750 1.7 1.9 1.5 2.8 1.3 2.5 1.2 1.4 1.1 2.1 1.0 1.9 

 注：220KV 基准短路容量取 2000M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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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最小短路容量不同于基准短路容量时，�按下式修正 

(I 式)      Ih=Sk1*Ihp/Sk2 

式中： Sk1 ── 公共连接点的最小短路容量，MVA； 

���� Sk2 ── 基准短路容量，MVA； 

 Ihp ── 表 2中的第 h次谐波电流允许值，A； 

������ Ih ── 短路容量为 Sk1时的第 h次谐波电流允许值。 

(II式)     Ihi=Ih*(Si/St)1/a� 

式中： Ih ─── 按(I式)换算的第 h次谐波电流允许值，A； 

�������� Si ─── 第 i个用户的用电协议容量，MVA； 

     St ─── 供电设备容量，MVA； 

�������� α ─── 相位迭加系数，按下表取值。 

 

h 3 5 7 11 13 其余次 

α 1.1 1.2 1.4 1.8 1.9 2 

实现方法：由于算法较为复杂，在提取各类报表的软件中编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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