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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   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城市工业品贸易中心联合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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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插座用计量芯片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能插座用计量芯片技术要求 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智能插座用计量芯片技术要求的生产和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7215.321—2021 电测量设备（交流） 特殊要求 第21部分：静止式有功电能表（1级和2级） 

GB/T 17626.2—201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3—201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4—201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智能插座用计量芯片：一种集成在智能插座中，用于对交流电的电压、电流、功率、电能等参数进

行测量和计算的专用集成电路芯片。 

电能计量准确度：计量芯片测量电能值与真实电能值之间的偏差程度，通常用相对误差表示。 

启动电流：使计量芯片能够开始准确计量电能的最小输入电流值。 

频率响应范围：计量芯片能够准确测量和计量的交流电频率范围。 

4 技术要求 

（一）基本性能要求 

测量参数：应能准确测量交流电的电压有效值、电流有效值、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功

率因数、电能（有功电能和无功电能）等参数。 

测量范围 

电压测量范围：应覆盖[X]V - [Y]V（根据实际应用场景确定，如常见的[110 - 240]V）。 

电流测量范围：应满足智能插座所连接负载的电流需求，一般至少应覆盖[A]mA - [B]A（例如[10 

- 16]A）。 

频率响应范围：应适应[45 - 65]Hz的交流电频率范围。 

电能计量准确度：在规定的测量范围内，有功电能计量准确度应不低于[具体等级，如1级]，无功

电能计量准确度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二）功能要求 

数据存储与通信：应具备数据存储功能，能够存储一定时间内的电能计量数据。同时，应支持与智

能插座的主控芯片进行通信，将测量数据传输给主控芯片进行处理和显示。 

校准功能：应具备校准功能，可通过软件或硬件方式对芯片的测量参数进行校准，以保证测量精度。 

过载保护：当输入电压或电流超过芯片的额定测量范围时，芯片应具备过载保护功能，防止芯片损

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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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适应性要求 

工作温度范围：应在[-10 - 60]℃的温度范围内正常工作，且在规定的温度范围内，计量准确度应

无明显变化。 

存储温度范围：应在[-25 - 85]℃的温度范围内长期存储，且存储后芯片的性能应不受影响。 

湿度适应性：在相对湿度不超过[具体百分比，如95%]的环境中应能正常工作，且表面不应出现凝

露现象。 

（四）电磁兼容性要求 

静电放电抗扰度：应能承受GB/T 17626.2规定的接触放电[具体等级，如4kV]和空气放电[具体等

级，如8kV]的静电放电试验，试验后芯片的功能和性能应正常。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应能承受GB/T 17626.3规定的[具体频率范围和场强等级]的射频电磁场

辐射试验，试验后芯片的功能和性能应正常。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应能承受GB/T 17626.4规定的[具体电压等级和重复频率]的电快速瞬

变脉冲群试验，试验后芯片的功能和性能应正常。 

5 试验方法 

（一）基本性能试验 

使用标准电压源和标准电流源，按照规定的测量范围和测量点，对计量芯片的电压、电流、功率、

电能等参数进行测量，并与标准值进行比较，计算测量误差。 

通过改变输入信号的频率，测试芯片的频率响应范围。 

（二）功能试验 

对芯片的数据存储与通信功能进行测试，检查芯片是否能够正确存储和传输测量数据。 

进行校准试验，按照芯片的校准方法对芯片进行校准，然后再次测量相关参数，验证校准效果。 

施加超过芯片额定测量范围的电压或电流，检查芯片的过载保护功能是否正常。 

（三）环境适应性试验 

将芯片放置在恒温恒湿试验箱中，按照规定的工作温度范围和存储温度范围进行温度循环试验，试

验后检查芯片的性能。 

在高湿度环境下，观察芯片表面是否出现凝露现象，并测试芯片的功能和性能。 

（四）电磁兼容性试验 

按照GB/T 17626.2、GB/T 17626.3和GB/T 17626.4规定的试验方法和试验等级，对芯片进行静电放

电、射频电磁场辐射和电快速瞬变脉冲群试验，试验后检查芯片的功能和性能。 

6 检验规则 

（一）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二）出厂检验 

每批产品均应进行出厂检验，检验项目包括基本性能试验中的部分项目（如电压、电流测量误差）、

功能试验中的数据存储与通信功能等。 

出厂检验采用抽样检验方法，抽样方案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合格质量水平（AQL）应根据产品的

质量要求确定。 

（三）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定型鉴定时；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正常生产时，每[具体时间]进行一次； 

停产[具体时间]以上，恢复生产时；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规定的全部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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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检验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样品，样品数量应根据检验项目的要求确定。 

（四）判定规则 

出厂检验中，若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型式检验中，若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则判定该次型式检验不合格。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一）标志 

每个芯片的包装上应标明产品型号、生产批次、生产厂家、生产日期、有效期等信息。 

外包装箱上应标明产品名称、型号、数量、毛重、净重、体积、防潮、防震等标志。 

（二）包装 

芯片应采用防静电包装材料进行包装，以防止静电对芯片造成损坏。 

包装应牢固可靠，能够承受运输过程中的振动、冲击等外力作用。 

（三）运输 

运输过程中应避免剧烈振动、冲击和雨淋，防止芯片受潮、损坏。 

应选择合适的运输工具和运输方式，确保芯片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 

（四）贮存 

芯片应贮存在干燥、通风、无腐蚀性气体的环境中，温度应控制在[具体温度范围]℃之间，相对湿

度应不超过[具体百分比]。 

贮存期限应符合产品说明书的规定，超过贮存期限的产品应重新进行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