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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简介 
1.1 概述 

国家对智能电网的投入力度越来越大，做为智能电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

变电站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大规模的数字变电站的建设和运营就涉及到很多数字

智能设备的运维检修。合并单元（MU）作为数字变电站的重要设备，它承载着电

力系统二次设备前端数据采集、合并、转换的重要功能，故对合并单元（MU）的

功能及性能的有效测试，成为了智能站测试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TMU-1000 就

是针对这种客观需求而进行研发的，它让智能变电站的建设和维护变得更加的简

便、稳定、可靠。 

 1.2 主要功能 
1. 精度测试 

完成 MU 输出的所有电压、电流通道的幅值误差、相位误差、频率误差

的测试。 

2. 采样延迟测试 

测试采样报文的绝对延迟和额定延迟时间。 

3. 采样值、GOOSE 报文异常分析及统计 

可对采样值丢包、错序、重复、失步、采样序号错、品质异常等情况进

行实时分析及统计。可对 GOOSE 变位次数、TEST 变位次数、Sq 丢失、Sq

重复、St 丢失、St 重复、进行实时分析及统计。 

4. 对采样报文的离散度进行分析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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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每个报文打上高准确度的时间戳，对每个报文的绝对时间和报文

与报文之间的相对时间进行分析。 

5. 对时性能测试 

可以和 MU 一起同时接收外部时钟对时测试 MU 的对时精度和守时精度，

也可以当主时钟给 MU 授时测试 MU 的对时精度和守时精度。 

6. 电压并列、切换功能测试 

可通过 GOOSE 报文或硬接点发送刀闸位置，完成合并单元的电压并列、

电压切换功能的测试。 

7. 采样值报文波形实时显示 

对采样值报文可绘制成实时波形，用于分析电流、电压的幅值、相位等。 

8. 采样值报文、GOOSE 报文离线解析 

对合并单元输出的采样值报文、GOOSE 报文进行解析，可以统计报文的

离散度，是否有丢点等相关信息，支持标准 PCAP 格式的报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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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硬件视图 
放大器输出端口 

 

 

 

1. 本设备放大器输出为：4V+3I，具体参数如下： 

 

电压放大器 

设置  各相输出电压幅值，频率和相位独立可调 

幅值  4×125V/相 

准确度  ±0.05%（4V～125V）,±2mV(0.5V～4V) 

分辨力  1 mV（0.2V～10V），10 mV（10V～125V） 

最大输出功率

Pmax 
≥60VA/相，  4×125V/相时 

电压上升下降时

间 
<100µs 

THD%  ≤0.05% (10V～125V) 

 

立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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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设备提供一组辅助直流输出独立接口，输出范围：DC 0—250V。 

 

正面视图：操作按键、显示屏 

 

频率  1Hz～1kHz 

输出时间  额定条件下，连续输出 

组件安全  过载、短路自动检测并告警 

电流、电压同步

误差 
≤10µs 

电流放大器 

设置  各相输出电流幅值，频率和相位独立可调 

幅值  3×30A/相 

准确度  ±0.05%（0.2A～30A），±0.1mA(0.05A～0.2A) 

分辨力  1mA 

最大输出功率

Pmax 
3×30A/相时，≥300VA/相       

电流上升下降时

间 
<100µs 

THD%  ≤0.05%(0.2A～30A) 

频率  1Hz  ～1kHz 

输出时间 
＜10A/相，连续输出；10A～15A/相，＞

100s；30A，>20S 

异常工况报警  过载、开路自动检测并告警 

10.4

寸

大

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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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面为合并单元测试仪的用户输入键盘、轨迹球鼠标、工控机 USB 接口以及

工控机的网口。 

2. 键盘提供了数字键和基本的功能键，为非全功能键盘，当用户需要全功能键

盘输入时可以使用软件界面提供的软键盘输入。 

3. 轨迹球鼠标可以全部模拟传统鼠标的左右键、点击、滚动等功能，用户也可

以通过 USB 接口连接传统鼠标对仪器进行控制。 

4. USB 接口为标准为 2.0 接口，可以连接 USB 相关操作设备和存储设备。 

 

 

 

背面视图：数字输入输出端口 

 

 

 
 

 

1. 背面风扇的用途为：给电流放大器和电压放大器散热，当放大器为输出状态

时风扇转速会增加，风扇的声音也会随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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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1—ST8为测试仪 FT3 报文输出接口，包括国网公司 22 通道协议、12通道

标准 FT3协议、单项互感器协议、三项电流互感器协议、三项电压互感器协

议和三项电流电压互感器协议。 

3. SR 接口为 FT3接收接口，可以接收国网 22 通道协议、12通道标准 FT3协议。 

4. ETH1—ETH8位 9‐1、9‐2、GOOSE的收发接口，这 8个接口遵循 100M以太网

接口标准，输入和输出可以随意配置在 ETH1—ETH8的任意接口。 

5. B码/PPS接口：输出为 B码输出接口，可以输出标准 IRIG‐B协议；输入则可

以接收 B码/PPS输入，用来为本设备对时。 

6. SMA射频接口为 GPS天线接口，用来为本设备内置 GPS对时。 

 

 

侧面视图：小信号、开关量输入输出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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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信号输出接口提供 12路小信号输出，输出方式为电压输出，具体参数如下： 

 

 

 

 

 

 

 

 

 

2. 本设备提供 8组硬接点开关量输出，全部为空节点方式开出，其中 1—4为普

通开出，5—8为快速开出。 

3. 本设备提供 10组硬接点开入，可以承受 0—250V DC 开入，其中 1—8组为不

分极性开入节点，9—10组为有极性开入节点。 

4. 本设备提供 PPS输入输出硬接点接口，为用户提供除光 PPS外的另外一种选

择。 

 

 

 

 

 

小信号输出 

输出通道  12路 

设置范围  AC:0～7Vrms（有效值） 

最大输出电流  10mA 

准确度 
＜0.1mV（0.01～0.2Vrms） 

＜0.1%（0.2～7 Vrms） 

分辨力  250µ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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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软件使用说明 
3.1 PC 软件和硬件设备的通信连接 
    PC 软件对硬件设备的控制有两种方式：第一是通过背板上的联机网口外接

电脑控制，第二是使用仪器本身的工控机来控制。两种方式是互斥关系，只能同

时使用其中一种方式，当联机网口插上网线时，工控机不能控制，当联机网口没

有插网线时，则工控机可以控制。外接电脑联机时，需通过“网上邻居”等方式

设置电脑的 IP 地址为 192.168.3.188。工控机联机时，出厂时会将工控机 IP 地

址设置为 192.168.3.188，使用中如不慎修改为错误的 IP 地址，则可能会联机

失败，需要设回正确的 IP 地址。 

启动主界面如果系统通信正常，下面会有相应的测试仪序列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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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系统通信不正常，则测试仪序列号处显示未联机，此时可以关闭主界面，重

新启动尝试联机，如下： 

 
 3.2 系统配置 

系统配置模块主要功能有：SCD 文件导入、系统参数配置、IEC61850-9-2 报

文配置、IEC60044-7/8 报文配置、goose 订阅配置、goose 发布配置等功能，主

界面如下图。点击左上角的“文件”按钮，可将本次配置的参数作为文件保存下

来，以备下次使用。也可通过该按钮打开上次保存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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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SCD 文件导入 
SCD 软件导入：点击“系统配置”模块界面左上角的“SCD”字样图标后，

弹出 SCD 文件选择窗口，选择需要打开的 SCD 文件后，点击“打开”按钮即可打

开对应的 SCD 文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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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SCD 文件后，可以选择要导入的控制块。以导入 SMV 为例，GOOSE 的导

入与其类似。步骤：点击 IED（如 PL1140）后，点击“SMV 输入”。在待选控制

块区域勾选要导入的控制块。勾选后，在已选控制块区内，可以看到哪些控制块

已选。点击相关控制块可以看到控制块数据集信息与连接关系。最后点击“确定”

即可到导入到“系统配置”的主界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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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系统参数配置 
9-2 输出变比设置：9-2 报文为一次值。当测试软件界面使用二次值时，软

件利用设置的二次值与变比运算后，输出 9-2 报文（一次值）。与被测设备变比

一致即可。 

小信号变比设置：当测试软件界面使用一次值时，小信号按照该变比输出（可

理解为二次值）。与被测设备一致即可。 

注意：所有参数设置完成后，应先点击右下角的“保存”按钮，再点击“确定”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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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IEC61850-9-2 报文 
以 APPID 为 0160 的控制块为例。该控制块可通过 SCD 文件导入，无 SCD 文

件时也可通过手动配置。多个控制块存在时，可以勾选部分控制块输出，未勾选

的不输出。每个控制块的报文按照“系统参数设置”处设置的变比输出，通常先

配置好 9-2 报文后再进行系统参数的设置。 

SCD 文件导入后，通常只需要选择输出光口和映射输出通道。如需测试品质

因数，可点击对应通道的品质因数一栏进行设置。其余信息一般不做修改。 

手动配置，在 IEC61850-9-2 报文处点击鼠标右键，弹出“新增”按钮后点击即

可手动添加控制块。点击右下角的“打开键盘”或者外接键盘输出相应的控制块

信息即可。 

映射输出通道，点击“输出选择”下的栏目后，弹出“通道列表浮窗”。点

击“通道列表浮窗”内相应的通道，则该通道名显示到“输出选择”下对应的栏

目中，则通道映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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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所有参数设置完成后，应先点击右下角的“保存”按钮，再点击“确定”

按钮。 

 
 

 

 3.2.4  IEC60044-7/8 报文 
IEC60044-7/8 报文与 IEC61850-9-2 报文，基本类似，可参考 IEC61850-9-2

报文来配置。 

注意：所有参数设置完成后，应先点击右下角的“保存”按钮，再点击“确定”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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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goose 订阅 
Goose 控制块可从 SCD 文件导入，也可手动添加。方式与 9-2 报文一样。导

入或手动添加后，一般只需要选择输出光口和映射通道。 

映射节点，点击下图左边列表中的相应节点后，再点击向右的箭头，可看到

右边列表中出现该节点的相关信息，即映射成功（也可以双击节点编号自动映射

到右边）。如需取消，点击下图右边列表中的相应节点，再点击向左的箭头，该

列表中的节点信息消失则取消该节点映射。（也可以双击左边界面的节点名称取

消映射）右边列表中的“界面节点”序号对应测试软件模块内的开入序号。 

注意：所有参数设置完成后，应先点击右下角的“保存”按钮，再点击“确定”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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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goose 发布 
Goose 发布与 goose 订阅配置方式基本一样，唯一不同的时 goose 发布对应

的是测试模块界面的开出。 

注意：所有参数设置完成后，应先点击右下角的“保存”按钮，再点击“确定”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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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精度测试 

精度测试模块主要功能有：采样精度测试、时钟同步测试、采样延时测试和

谐波含量测试。测试完成后可生成相应的测试报告。模块主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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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通用概念 
文件：可将本次界面的相关参数保存下来，以备下次使用。也可打开以前保

存的相关文件。另外，可从此处直接进入“系统配置”模块。 

 

输出选择：可选择 9-2 输出、FT3 输出、放大器输出、小信号输出。除放大

器输出外，9-2 输出、FT3 输出、小信号输出与“系统配置”信息有关系。

如输出不对应仔细检查“系统配置”是否正确。 



 

20 
 

 

一次/二次：选择界面电压、电流显示方式。9-2 输出、小信号输出可选择界

面为一次值或二次值显示。应注意它们与变比的换算。FT3 输出、放大器输

出与则默认为二次值（不可选）。 

 

对时设置：可选择手动输出、同步输出，后者又包括本机作为主时钟和本

机作为从时钟两种方式。手动输出，无对时要求，点击“开始输出”后，

直接就输出。本机作为主时钟，测试仪作为主时钟给被测设备对时，同时

测试仪按照自身时钟在下一整秒开始输出。本机作为从时钟，外部时钟装

置给测试仪与被测设备分别对时，同时测试仪按照外部时钟信号在下一整

秒开始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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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显示：显示当前时钟时间，以及触发时间。 

 

 

 

 

 

开入状态：显示开入量状态，如断开状态为黑色，闭合状态为绿色。 

 

 

 

 

同步状态与联机状态：本机作为从时钟时，显示是否已经同步。未同步为黑

色，同步为绿色。联机状态，显示模块是否联机成功。 

 

 

 

 

 

开出：显示 goose 发布的映射关系，并控制开关量输出（包括硬接点开出

和 GOOSE 发布）。 

 



 

22 
 

 
 

 

开入：显示 goose 订阅的映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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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采样精度测试 
试验举例：为了更加贴近实际操作，现以实际试验为例进行讲解。被测合并

单元为放大器信号输入（传统模拟量），数字信号输出（9-2 信号）。对时方式

选择本机作为主时钟。 

第一步：将放大器信号（模拟量）接入合并单元的输入端，将合并单元 9-2

信号输出光口连接到测试仪的光口（如光口 1），将测试仪 B码输出口接入合并

单元 B码输入口，将合并单元的 PPS 输出口接入测试仪的 PPS 输入口。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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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机作为主时钟 

如对时方式选择本机作为从时钟，则将外部时钟装置的 B码输出口分别接入

合并单元与测试仪的 B码输入口，其余内容一样，故后面不再详述。如下图： 

 

本机作为从时钟 

第二步：进入精度测试模块后，先选择接入测试仪的 9-2 采样光口，点击“MU

列表”下的“MU 探测导入”按钮，探测出该合并单元输出到测试仪光口的 9-2

报文信息（如下图的 APPID 为 4052 的控制块）。如输入到本测试仪的接口协议

为 FT3 方法类似，只是探测前应该将输入端口选择为 SR 口。如有 Scd 文件，也

可通过 Scd 文件导入该控制块。点击“通过 Scd 导入”按钮即可，方法与“系统

配置”内的 SCD 文件导入一样。应注意采样光口与实际接入光口同样应一致。建

议使用探测的方式来获取控制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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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通道匹配。点击探测或导入的控制块（如点击 4052），软件右下

角会显示该控制块的通道列表。通过探测方式得到的控制块，各个通道输出为电

压还是电流是未知的，故通道列表内的内容全为 None，后期需要通过抓报文（报

文监视）的方式来确定其通道对应为电压还是电流。通过 SCD 文件导入控制块，

可通过通道名等信息来判断其各个通道到底对应电压还是电流，通道匹配相对简

单，但要确保该 SCD 文件相关信息准确、相关名称通用性强，否则可能仍为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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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测方式通道匹配： 

1. 将放大器信号（模拟量）接入合并单元输入端，并输出模拟量信号。如

电压 A、B、C三相分别输出 10V、20V、3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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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开软件主界面的“报文监视”模块，选择“监视测试仪接收”，

并选择 ETH1（采样光口接入为光口 1），并点击“开始监视”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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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报文监视模块可以看到只有通道 31、32、33 有波形，且大致 10：

20：30 的比例。则可判断 31、32、33 通道为电压通道。电流通道

的判断使用一样的方式即可。给定一定规律，也可将电压、电流一

次性全部判断出来。通过一样的方法，确定被测合并单元第 2到 7

同道均为电流。 

 

4. 通道匹配。点击“通道名设置”下对应的 None，弹出通道窗口。然

后点击通道窗口对应的通道，则该通道被匹配到该“通道名设置”

栏中。如点击序号 2对应的“通道名设置”处的 None 后，再点击

Ia1，则序号 2通道被匹配成 Ia1。如下图所示为匹配好的示例。通

道属性设置、准确级设置则需要根据该合并单元的具体情况来设置，

其不影响测试精度的测试过程，也不影响测试结果中定量部分（数

值部分），但影响测试结果定性部分（合格或不合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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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注意：通道窗口内的通道为测试仪实际对应的输出通道。如该测试

仪放大器只有 3个电流，则只能对应 Ia1，Ib1，Ic1，其余的则不

能使用。如该合并单元为 FT3 输入，则所有的通道则都能使用。 

 

二、SCD 文件导入：可根据导入后的字面信息来匹配通道，如 SCD 文件信息  

不全，不能准确匹配，同样可使用抓报文的方式来匹配。 

第四步：采样变比设置。应根据合并单元的实际变比设置。如该合并单元

PT 变比为 220KV/100V，CT 变比为 3KA/1A。 

注意：变比组别应与通道匹配所匹配的通道一致。否则测试结果会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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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选择测试方法。分为同步法与查值法。无论选择哪种方式，“对时

设置”都要设置为“同步输出”。 

 

 
 

第六步、在电压、电流界面设置相应的电压、电流后，点击“开始输出”按

钮，测试仪开始输出放大器信号（模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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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点击“采样精度测试”项目下的“测试”按钮，即可测试出相应的

比差、角差及复合误差。测试结果包括测试总结与第 N次测试结果。最终测试报

告为测试总结。通过“导出报告”按钮可以导出测试报告，测试报告可为 RTF 格

式（推荐，速度快且极好的支持 WORD）或者 DOC 格式。整个精度测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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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合并单元输入端为 FT3，输出端为 9-2 报文，则通过“系统配置”配置

相应的 ST 口输出 FT3。“精度测试”模块输出选择“FT3 输出”，其余的与前面

所述基本一样。如果合并单元输入端为为放大器信号，输出端为 FT3，则采样光

口需选择 SR 口，报文监视时，测试仪监视 FT3 输入也必须选择 SR 口。 

3.3.3  时钟同步测试 
测试接线：本机作为主时钟时，将测试仪 B码输出，接入合并单元 B码输入。

将合并单元 PPS 输出接入测试仪的 PPS 输入。PPS 分为光 PPS 与电 PPS，具体根

据合并单元使用哪种来选择。本机作为从时钟，将外部时钟装置的 B码输出分别

接入合并单元与测试仪。将合并单元 PPS 输出接入测试仪的 PPS 输入。PPS 分为

光 PPS 与电 PPS，具体根据合并单元使用哪种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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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对时精度时直接点击“测试”，自动生成并保存报告；时钟同步测试时

首先测试一次对时精度，然后断开被测设备 B码对时，过一段时间后再测试一次

对时精度，比较前后两次的差即可知道守时精度。 

 

 

 3.3.4  采样延迟测试 
采样延迟测试测试有两个指标，一个是额定延迟时间，另一个是实际延迟时

间。可在完成“采样精度测试”后再一起测试。如单独测试则按照以下步骤测试。 

第一步：将放大器信号（合并单元为模拟量输入）或 FT3 信号（合并单元为

FT3 输入）接入合并单元的输入端，将合并单元 9-2 信号输出光口连接到测试仪

的光口（如光口 1）或 SR 口（合并单元输出为 F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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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时方式选择本机作为主时钟时：将测试仪 B码输出口接入合并单元 B码输

入口，将合并单元的 PPS 输出口接入测试仪的 PPS 输入口。PPS 分为光 PPS 与电

PPS，具体根据合并单元使用哪种来选择。 

对时方式选择本机作为从时钟：则将外部时钟装置的 B码输出口分别接入合

并单元与测试仪的 B码输入口，将合并单元的 PPS 输出口接入测试仪的 PPS 输入

口。PPS 分为光 PPS 与电 PPS，具体根据合并单元使用哪种来选择。 

第二步：进入精度测试模块后，点击“MU 列表”下的“MU 探测导入”按钮，

探测出该合并单元输出到测试仪光口的 9-2 报文信息（如下图的 APPID 为 4052

的控制块）。如输出为 FT3 方法类似。如有 Scd 文件，也可通过 Scd 文件导入该

控制块。点击“通过 Scd 导入”按钮即可，方法与“系统配置”内的 SCD 文件导

入一样。应注意采样光口与实际接入光口同样应一致。注意 FT3 采样光口为 SR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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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直接点击“开始输出”，放大器信号（合并单元输入端为模拟量）

或 FT3 信号（合并单元输入端为模拟量）输入合并单元输入端。然后点击“采样

延时测试”项目下的“测试”按钮，即可测试。与“采样精度测试”不同的是，

不需要通道匹配、不需要设置 9-2 采样变比。 

 

3.3.5  谐波含量测试 
谐波含量测试，所有步骤与“采样精度测试”一致，唯一不同在于在测试过

程中叠加有谐波分量。具体步骤详见“采样精度测试”所述。下面只介绍如何将

谐波叠加到各个通道中去。 

第一步：在“开始测试”之前点击“谐波”页面。如要在某个通道叠加谐波，

则点击该通道名称（如下图的 Va1、Vb1、Ia1），点击后变成深色，说明该通道

被选中叠加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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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点选某通道出谐波后，“谐波”二字变成红色。提示当前设置有谐波

叠加，如要进行“采样精度测试”，必须关闭所有谐波通道。谐波会影响采样精

度测试的准确性。 

第二步；点击“谐波含量设置”图标 ，可打开谐波含量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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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谐波含量设置。勾选需要叠加的谐波次数。谐波幅值、百分数、谐

波初始角均可手动输入。可点击向上、向下箭头，按照步长改变谐波幅值大小、

相角大小。如图设置 Va1 基波幅值为 57.735 叠加 15V 的 4 次谐波 

 

 

 
 

再点击“谐波含量设置”图标 ，可看到叠加谐波后的理论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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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点击“精度测试”模块主界面的“开始输出”按钮，即可输出基波

与谐波。最后点击“谐波含量测试”界面的“测试”即可测试谐波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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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报文监视 
该模块主要功能有：监视测试仪9-2报文、FT3报文的输出与输入，监视Goose

报文的输入。可实时显示 9-2 报文、FT3 报文的幅值、相位、频率，可实时反映

Goose 报文的变位情况。9-2 报文输出监视，监视光口应选择实际输出光口，9-2

报文输入监视，监视光口应选择实际输入的光口。FT3 报文输出监视，监视光口

应选择实际输出光口，FT3 报文输入监视，报文只能接入 SR 口，然后监视 SR 口。 

监视 SMV 输出：点击“监视对象选择”后，再点击“监视测试仪输出”，最

后选择要监视的 SV 报文（如 APPID 为 0160），选择后点击“开始监视”按钮即

可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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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 SMV 输入：点击“监视对象选择”后，再点击“监视测试仪接收”，最

后选择要监视的光口，选择后点击“开始监视”按钮即可监视。注：FT3 接收只

能接入 SR 口，同时监视 SR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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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 goose 报文输入：与监视 SMV 输入一样，点击“监视对象选择”后，再

点击“监视测试仪接收”，最后选择要监视的光口，选择后点击“开始监视”按

钮即可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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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文记录：在报文监视过程中，可以将数据手动记录保存为 PCAP 文件。设

定报文记录时长，点击“开始记录”按钮即可开始记录报文。“文件列表”下所

列的文件，即为每次记录的报文，点击后可以通过报文分析模块打开该报文。 

 

 

监视软件还具有在线分析功能，如能分析 9-2 报文丢帧，序号跳变，序号重

复，离散度异常，GOOSE 节点变位等等，并能自动记录信息点前后的报文，让用

户有充分的数据分析信息点。 3.5 报文分析软件 
该软件主要用于离线分析标准 PCAP 格式的 9-2、 GOOSE、 FT3 报文，能够显示

他们的报文类型、报文结构、有无异常（如丢帧、离散度异常、同步标示异常等）、

波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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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采样报文的电流电压波形： 

 

 

分析采样报文的树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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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采样报文的异常信息： 

 
 

 

统计采样报文间的时间间隔（离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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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GOOSE 报文的树形结构： 

 

 

统计 GOOSE 报文的变位及异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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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动作时间 
本装置提供三种方式测试智能终端动作时间：GOOSE 输出—GOOSE 输入、 硬

接点开出—GOOSE 输入、 GOOSE 输出—硬接点开入。如下图所示。 

名称解释： 

最长输出时间：勾选时，在最长输出时间内如未接受到动作信号，最长时间

达到后，停止测试。如在最长输出时间内接受到动作信号，接受到信号后，马上

停止测试。未勾选时，等到有动作信号，才停止测试，否则一直测试。 

开关量触发条件：勾选判断动作的开入节点，测试中必须勾选，且应与实际

接入接点一致（goose 与映射节点一致）。 

动作逻辑：或，勾选多个节点时，任意一个动作就得到测试结果，停止测试。

与，勾选多个节点时，所有勾选的节点全部动作才得到测试结果，停止测试。 

 

下面以 GOOSE 出—GOOSE 入为例进行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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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测试接线，将两组光纤线分别接入测试仪的两个光口（如光口 1和

光口 2），将光口 1（发出 goose 信号给智能终端）一组光纤线另一端接入智能

终端的输入端（接收测试仪发出的 goose 信号），将光口 2（接收智能终端发出

的 goose 信息）一组光纤线另一端接入智能终端的输出端（发出 goose 信号给测

试仪）。 

第二步：在系统配置处，配置 goose 信息。光口 1配置 goose 发布（配置

goose 输出信息），在光口 2配置 goose 订阅（配置 goose 输入信息）。最后，

点击“保存”与“确定”按钮，完成配置下载。 

Goose 发布： 

 

 

 

Goose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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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进入“动作时间”模块。将开出 1置为“true”后，再点击“开始

测试”，测出动作时间。 

 

动作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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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se 出—硬入：测试方法与 goose 出—goose 入类似。不同的是：测试输

入为硬接点输入，不必配置 goose 订阅，只需将智能终端的开出端口接入测试仪

的开关量输入端口即可。 

硬出—goose 入：测试方法与 goose 出—goose 入类似。不同的是：测试输

出为硬接点输出，不必配置 goose 发布，只需将测试仪的开关量输出端口接入智

能终端的开入端口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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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输出到 MU 前端的数字协议标准 
 

该接口标准引自 GB/T 20840.8—2007 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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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精度测试合格与否误差评定条件 
A. 测量用电流通道误差评定条件 

下表中的准确级是以该准确级在额定电流下所规定最大允许电流误差的百

分数来标称。 

 

在额定频率下的电流误差、相位误差（角差），应不超过下表所列值。 

准确

级 

电流误差（±%） 

在下列额定电流（%）时 

相位误差（±′） 

在下列额定电流（%）时 

1 5 20 100 120 1 5 20 100 120 

0.1 — 0.4 0.2 0.1 0.1 — 15 8 5 5 

0.2S 0.75 0.35 0.2 0.2 0.2 30 15 10 10 10 

0.2 — 0.75 0.35 0.2 0.2 — 30 15 10 10 

0.5S 1.5 0.75 0.5 0.5 0.5 90 45 30 30 30 

0.5 — 1.5 0.75 0.5 0.5 — 90 45 30 30 

1 — 3.0 1.5 1.0 1.0 — 180 90 60 60 

 

 

 

对 3 级和 5级，在额定频率下的电流误差应不超过下表所列数值： 

准确级 电流误差（±%） 

在下列额定电流（%）时 

相位误差（±′）

 

50 100 不规定 

3 3 3 

5 5 5 

B. 保护用电流通道误差评定条件 
下表中的准确级是以该准确级在额定准确限值一次电流下所规定最大允许

复合误差的百分数来标称，其后标以字母“P”（表示保护）或字母“TPE”（表

示暂态保护电子式互感器准确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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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额定频率下的电流误差、相位误差（角差）、复合误差，应不超过下表所

列值。 

 

 

 

准确级 电流误差（±%）

在额定一次电流

时 

相位误差（±′）

在额定一次电流

时 

复合误差（%） 

在额定准确限值

一次电流时 

5TPE 1 60 5 

5P 1 60 5 

10P 3 — 10 

C. 测量用电压通道误差评定条件 
下表中的准确级是以该准确级在额定电压下所规定最大允许电压误差的百

分数来标称。 

在 80%~120%的额定电压及功率因数为 0.8（滞后）的 25%~100%的额定负荷

下，在额定频率时，电压误差和相位误差，不超过下表规定的限值。 

 

准确级 电压误差（±%） 

在下列额定电压（%）时 

相位误差（±′） 

在下列额定电压（%）时 

80~120 80～120 

0.1 0.10 5.0 

0.2 0.2 10 

0.5 0.5 20 

1 1.0 40 

3 3.0 不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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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保护用电压通道误差评定条件 
下表中的准确级是以该准确级在 5%额定电压至额定电压因数（额定电压因

子为 1.2、1.5 或 1.9）相对应的电压下所规定的最高允许电压误差的百分数来

标称。 

 

准确级 在下列额定电压 Up/Upr 下 

2% 5% x%(额定电压因数下)

电压误差

（±%） 

相位误差

（±′）

电压误差

（±%） 

相位误差

（±′）

电压误差

（±%） 

相位误差

（±′）

3P 6 240 3 120 3 120 

6P 12 480 6 240 6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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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成都市高新区高朋大道 11 号 F 座一楼 

服务热线：028-8608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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