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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仪器可测量的项目
本仪器可测量的项目如下所列。关于如何确定测量功能的值的详情，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附录 1。
关于术语测量功能、输入单元和接线组的说明，请查阅“什么是测量功能？”

点击此处。

各测量功能表中引用的输入单元和接线组如下所列。但是，您可以测量的输入单元和接线组因本仪器中安装的输
入单元数量而异。
• 输入单元：单元 1~单元 7
• 接线组：ΣA、ΣB、ΣC
• 电机编号：电机 1~电机 4

常规测量使用的测量功能
电压

功能 说明 输入单元 接线组
Urms 电压真有效值 ○ ○
Umn 校准到有效值的整流平均电压 ○ ○
Udc 简单平均电压 ○ ○
Urmn 整流平均电压 ○ ○
Uac 交流电压分量 ○ ○
Ufnd 基波电压分量 ○ ○
U+pk 最大电压 ○ ×
U−pk 最小电压 ○ ×
CfU 电压峰值因数 ○ ×

电流
功能 说明 输入单元 接线组
Irms 电流真有效值 ○ ○
Imn 校准到有效值的整流平均电流 ○ ○
Idc 简单平均电流 ○ ○
Irmn 整流平均电流 ○ ○
Iac 交流电流分量 ○ ○
Ifnd 基波电流分量 ○ ○
I+pk 最大电流 ○ ×
I−pk 最小电流 ○ ×
CfI 电流峰值因数 ○ ×

功率
功能 说明 输入单元 接线组
P 有功功率 ○ ○
S 视在功率 ○ ○
Q 无功功率 ○ ○
λ 功率因数 ○ ○
Φ 相位差 ○ ○
Pfnd 基波有功功率 ○ ○
Sfnd 基波视在功率 ○ ○
Qfnd 基波无功功率 ○ ○
λfnd 基波功率因数 ○ ○
Φfnd 基波相位差 ○ ×
Pc 修正功率 ○ ○
P+pk 最大功率 ○ ×
P−pk 最小功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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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
功能 说明 输入单元 接线组
fU 电压频率 ○ ×
fI 电流频率 ○ ×
f2U 电压频率 ○ ×
f2I 电流频率 ○ ×
fPLL1 PLL1的频率 × ×
fPLL2 PLL2的频率 × ×

积分功率（瓦时）
功能 说明 输入单元 接线组
ITime 积分时间 ○ ×
WP 正负瓦时之和 ○ ○
WP+ 正 P值之和 ○ ○
WP− 负 P值之和 ○ ○
q 正负安时之和 ○ ○
q+ 正 I值之和 ○ ○
q− 负 I值之和 ○ ○
WS 伏安时 ○ ○
WQ 乏时 ○ ○

效率
功能 说明
η1 ~ η4 效率

用户自定义功能
功能 说明
F1~F20 用户自定义功能

用户自定义事件
功能 说明
Ev1~Ev8 用户自定义事件

1  本仪器可测量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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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波测量功能
功能 说明 输入单元 接线组
U(k) k次谐波的电压有效值 ○ ○
I(k) k次谐波的电流有效值 ○ ○
P(k) k次谐波的有功功率 ○ ○
S(k) k次谐波的视在功率 ○ ○
Q(k) k次谐波的无功功率 ○ ○
λ(k) k次谐波的功率因数 ○ ○
Φ(k) k次谐波的电压和电流之间的相位差 ○ ×
ΦU(k) 基波电压 U(1)和谐波电压 U(k)之间的

相位差
○ ×

ΦI(k) 基波电流 I(1)和谐波电流 I(k)之间的相
位差

○ ×

Z(k) 负载电路的阻抗 ○ ×
Rs(k) 负载电路的串联电阻 ○ ×
Xs(k) 负载电路的串联电抗 ○ ×
Rp(k) 负载电路的并联电阻 ○ ×
Xp(k) 负载电路的并联电抗 ○ ×
Uhdf(k) 谐波电压谐波畸变率 ○ ×
Ihdf(k) 谐波电流谐波畸变率 ○ ×
Phdf(k) 谐波有功功率谐波畸变率 ○ ×
Uthd 电压总谐波谐波畸变率 ○ ×
Ithd 电流总谐波谐波畸变率 ○ ×
Pthd 有功功率总谐波谐波畸变率 ○ ×
Uthf 电压的电话谐波因数 ○ ×
Ithf 电流的电话谐波因数 ○ ×
Utif 电压的电话影响因数 ○ ×
Itif 电流的电话影响因数 ○ ×
hvf 谐波电压因数 ○ ×
hcf 谐波电流因数 ○ ×
K−系数 K系数 ○ ×
ΦUi−Uj1 单元 i的基波电压 Ui(1)和单元 j基波电

压 Uj(1)之间的相位差
× ○

ΦUi−Uk1 Ui(1)和单元 k基波电压 Uk(1)之间的
相位差

× ○

ΦUi−Ii1 Ui(1)和单元 i基波电流 Ii(1)之间的相
位差

○ 2 ○

ΦUj−Ij1 Uj(1)和单元 j基波电流 Ij(1)之间的相
位差

× ○

ΦUk−Ik1 Uk(1)和单元 k基波电流 Ik(1)之间的相
位差

× ○

1 i、j和 k是输入单元编号。例如：当接线组 ΣA中输入单元的数量是六，且单元 1、2和 3的接线方式为三相
4线制时，i为 1，j为 2，k为 3。ΦUi – Uj代表ΦU1 – U2，单元 1基波电压信号 U1(1)和单元 2基波电压
信号 U2(1)之差。同样，ΦUi – Uk、ΦUi – Ii、ΦUj – Ij和ΦUk−Ik分别代表ΦU1 – U3、ΦU1 – I1、ΦU2 – 
I2和ΦU3 – I3。

2 将 i设置为输入单元，与将 k设置为Φ(k)中的 1相同。

 当数据更新周期设置为 10ms时，不执行谐波测量。

1  本仪器可测量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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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波测量功能次数
您可以指定的谐波次数如下所示。

输入单元谐波测量功能
测量功能 括号中的字符或数字

总值 0(DC) 1 k
U(  ) ○ ○ ○ 2~500
I(  ) ○ ○ ○ 2~500
P(  ) ○ ○ ○ 2~500
S(  ) ○ ○ ○ 2~100
Q(  ) ○ 始终为零 ○ 2~100
λ(  ) ○ ○ ○ 2~100
Φ(  ) ○ × ○ 2~500
ΦU(  ) × × × 2~500
ΦI(  ) × × × 2~500
Z(  ) × ○ ○ 2~100
Rs(  ) × ○ ○ 2~100
Xs(  ) × ○ ○ 2~100
Rp(  ) × ○ ○ 2~100
Xp(  ) × ○ ○ 2~100
Uhdf(  ) × ○ ○ 2~500
Ihdf(  ) × ○ ○ 2~500
Phdf(  ) × ○ ○ 2~500
Uthd ○ × × ×
Ithd ○ × × ×
Pthd ○ × × ×
Uthf ○ × × ×
Ithf ○ × × ×
Utif ○ × × ×
Itif ○ × × ×
hvf ○ × × ×
hcf ○ × × ×
K系数 ○ × × ×

带有括号的功能将根据其括号中包含以下哪些内容而产生不同值。
• Total：总值（从最小次数到 N的所有谐波成分的总值。* 关于如何确定值的信息，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附录 1。）
• 0(DC)：直流值
• 1：基波值
• k：从 2到 N的任一次数的值。*

* N是最大可测量次数。最大可测量谐波次数是下例三个次数的最小值。
• 指定的最大可测量谐波次数
• 根据 PLL源频率自动确定的值（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 6.7节）
• 当数据更新周期为 50ms或自动时，最大可测量谐波次数为 100。

1  本仪器可测量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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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组谐波测量功能（Σ功能）
测量功能 括号中的字符或数字

总值 1
UΣ(  ) ○ ○
IΣ(  ) ○ ○
PΣ(  ) ○ ○
SΣ(  ) ○ ○
QΣ(  ) ○ ○
λΣ(  ) ○ ○

带有括号的功能将根据其括号中包含以下哪些内容而产生不同值。
• Total：总值
• 1：基波值

Delta运算功能
功能 说明
ΔU1 通过 Delta运算功能返回的值因指定的 Delta运算类

型而异。ΔU2
ΔU3
ΔUΣ
ΔI
ΔP1
ΔP2
ΔP3
ΔPΣ

关于 Delta运算功能的详情，请查阅“Delta运算（Δ测量）”。
点击此处。

电机评价功能（选件）
功能 说明 电机编号 输入单元
转速 电机转速 ○ ×
扭矩 电机扭矩 ○ ×
同步 同步转速 ○ ×
滑差 滑差 (%) ○ ×
Pm 电机的机械输出（机械功率） ○ ×
EaM1U,
EaM1I

电角度：U1~I7基波的相位角，通过电机
评价功能的 Motor1 (MTR1) Z端子接收到
信号的上升沿作为参考（指定输入单元）。

× ○

EaM3U,
EaM3I

电角度：U1~I7基波的相位角，通过电机
评价功能的 Motor3 (MTR2) Z端子接收到
信号的上升沿作为参考（指定输入单元）。

× ○

辅助输入测量功能（选件）
功能 说明
Aux1~8 辅助输入 1~8

1  本仪器可测量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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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谐波测量功能 (选件 )
IEC谐波测量中的 U (k)和 I (k)中包含的谐波成分取决于 IEC 61000−4−7版本编号。

版本 说明
1.0 不需要
2.0 需要
2.0 A1 需要

适用于二次和更高次的谐波。

对于间谐波群组，请查阅“电压 /电流群组”。

IEC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功能 (选件 )
在 IEC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模式中，只能测量以下测量功能。

功能 说明
Un 额定电压
FreqU 电压频率
dc 相对稳态电压变化
dmax 最大相对电压变化
Tmax 相对电压变化超过阈值电平的持续时间 l
Pst 短期闪变值
Plt 长期闪变值
Pinst* 瞬时闪变视感度
CPF* 累积概率函数

* 只能通过通信输出获取数据。

测量量程
功能 说明 输入单元 电机编号
RngU 电压测量量程 ○ ×
RngI 电流测量量程 ○ ×
RngSpd 转速测量量程 × ○
RngTrq 扭矩测量量程 × ○
RngAux1~8 辅助测量量程 × ×

对于测量量程功能，可使用以下方法获取数据。
• 通过设置用户自定义功能
• 通过存储或通过保存数值数据
• 通过通信输出

时间标记
功能 说明
TS Date 更新周期开始时间的日期
TS Time 更新周期开始时间的时间
TS Subsec 更新周期开始时间的子秒数部分

对于时间标记功能，可以使用以下方法获取数据。
• 通过通信输出
• 将时间标记保存为存储时间

1  本仪器可测量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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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测量功能？
测量功能
由本仪器测量和显示的物理量（如电压有效值、电流平均值、功率、相位差等）和测量量程及其他测量信息被称为
测量功能。由各物理量相对应的符号显示各测量功能。例如：“Urms”对应电压有效值。

单元
单元是指一组可以接收 1相被测电压和电流的输入端子。本仪器最多可以装载 7个单元，编号为 1~7。对于本仪
器所显示的测量数据，由于测量功能符号后面紧跟单元编号，因此可以判断出数据属于哪个单元。例如：“Urms1”
对应单元 1的电压有效值。

接线方式
您可以在本仪器上指定 6种接线方式，使用 3电压 3电流表法测量各种单相、三相输电方式的功率：单相 2线制、
单相 3线制、三相 3线制、三相 4线制和三相 3线带电压或电流（3V3A或 3V3AR）。

接线组
接线组是一组相同接线方式的 2个或 3个输入单元，组成一组以测量三相功率。最多可以有三个接线组：ΣA、ΣB
和 ΣC。

点击此处。

Σ功能
接线组的测量功能称为 Σ功能。
例如，“UrmsΣA”对应分配到接线组 ΣA的输入单元电压的平均。平均值表示真有效值。

点击此处。

三相 
3线
ΣA

1
单元编号

接线方式
接线组

电压输入

电流输入

2 3 4 5 6 7

三相 
3线
ΣB

三相 
4线
ΣC

测量区间
关于用于运算测量功能的测量区间的信息，请查阅“测量区间（同步源）”。

点击此处。

1  本仪器可测量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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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置菜单
本节介绍以下设置：
• 导航
• 设置菜单（设置，SETUP）
• 电流传感器菜单 (电流传感器设置 )

导航
启动仪器时，出现导航窗口。选择以下任意项目 :
• 显示设置菜单并配置仪器。
• 显示电流传感器菜单并配置电流传感器。
• 轻触右上方的  按钮切换到测量屏幕。
• 也可以在下一次启动时不显示导航窗口。

设置菜单（设置，MENU(SETUP)）
根据使用仪器的方式配置或执行以下项目。
• 测量模式（测量模式）
• 输入设置（基本测量条件，输入（基本））
• 输入设置（高级 /选件，输入（高级 /选件））
• 运算 /输出（运算 /输出）
• UTILITY（UTILITY）
• 初始化设置（初始化设置）
• 导航窗口 (导航 )
• 文件列表（文件列表）
• 保存设置（保存设置）
• 加载设置（加载设置）

测量模式（测量模式）
从以下选项中选择测量模式 :
• 常规测量 (常规 )
• IEC谐波测量 (IEC谐波 )
• IEC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 (IEC闪变 )

初始化设置（初始化设置）
您可以将仪器设置重置为其出厂默认值。取消所有已输入的设置或重新执行测量时，此功能有效。

关于如何初始化设置的信息，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 3.7节。

导航窗口 (导航 )
显示导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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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列表（文件列表）
您可以执行文件操作，如在存储设备上创建文件夹，删除和复制文件和更改文件名称。

文件列表中显示的存储设备
点击此处。

 在文件列表中最多可以显示 512个文件和文件夹。如果给定文件夹中的文件和文件夹总共多于 512个，该文件
夹的文件列表将仅显示 512个文件和文件夹。无法设置将显示哪些文件和文件夹。

显示格式
选择是否在单列列表、双列列表中或使用缩略图显示文件列表。

文件列表排序
您可以按照文件名、大小或日期和时间对文件列表排序。

选择文件类型
选择要在文件列表中显示的文件类型。

选择文件 (选择 )

选择要操作的文件或文件夹。批量同时选择文件对于同时复制或删除多个文件非常有用。

统一选择文件
• 选择所有文件
 当光标在文件列表中的设备或文件夹上时，请选择 ALL Set选择光标上设备或文件夹内的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 取消选择所有文件
 取消选择所有所选文件和文件夹。

生成文件夹（新文件夹）
您可以生成文件夹。您可以在文件夹名称中使用与文件名中相同的字符。

复制（复制）
您可以将所选文件和文件夹复制到其他存储设备或文件夹。您可以同时复制多个文件。

移动（移动）
您可以将所选文件和文件夹移动到其他存储设备或文件夹。您可以同时移动多个文件。

重命名（重命名）
您可以重命名所选文件或文件夹。

保护（保护）
您可以设置或解除所选文件的保护。

删除（删除）
您可以删除所选文件和文件夹。

2  设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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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设置数据（保存设置，SAVE(SETUP)）
您可以将本仪器的设置数据保存到指定的存储设备。不保存日期、时间和通信设置参数。
 扩展名为 .SET。

文件列表（文件列表）
在文件列表上，指定保存路径。您可以执行文件操作，如在存储设备上创建文件夹，删除和复制文件和更改文件名称。

点击此处。

自动命名（自动命名）
OFF

自动命名功能禁用。将使用您指定的名称。如果保存路径文件夹中存在名称相同的文件，您无法保存数据。

自动编号（编号）
本仪器在使用文件名设置指定的通用名之后自动添加 0000~0999四位数字并保存文件。

日期（日期）
保存文件时的日期和时间用作其名称。将忽略对文件名设置指定的文件名。

年
月
日
时
分
秒

20180130_121530_0   (2018/01/30 12:15:30)
当同时保存多个文件时的 
序号（0 ~ 9，然后 A ~ Z）（秒）

当同时（秒）保存多个文件时，将在日期和时间之后附加序号。序号从 0开始，每次添加文件时增加 1。序号 9加
上字母。

文件名（文件名）
您可以设置关闭自动命名功能时或自动命名功能设置为编号时使用的通用文件名。您可以对文件名和文件夹名使
用的最大字符数量为 32个字符。应用以下限制。
• 在屏幕上出现的键盘上的这些字符中，可以使用的字符为 0-9、A-Z、a-z、_、–、=、(,)、{,}、[,]、#、$、%、&、

~、!、`和 @。不能连续输入 @。
• 由于MS-DOS的限制，以下精确字符串不可用：
 AUX, CON, PRN, NUL, CLOCK, LPT1, LPT2, LPT3, LPT4, LPT5, LPT6, LPT7, LPT8, LPT9, COM1, COM2, 

COM3, COM4, COM5, COM6, COM7, COM8, COM9
• 将完整路径名（来自根文件夹的绝对路径）保持在 255个字符内。如果超过此范围，当执行文件操作（保存、复制、
重命名、创建文件夹等）时将出错。当正在文件夹上执行操作时，完整路径直到文件夹的名称。当正在文件上执
行操作时，完整路径直到文件的名称。

当您使用文件名自动命名功能时，将应用以下附加限制。
• 如果将自动命名设置为编号，文件名将包含您对文件名输入的字符和四字符序号。
• 如果将自动命名设置为日期，将不使用您对文件名输入的字符。文件名将仅包含日期信息。

2  设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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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注释）
保存文件时，您可以添加最多30个字符组成的注释。并非必须输入注释。您可以使用键盘上显示的所有字符和空格。

与其他菜单共享的设置
以下设置由保存设置数据、存储数据、保存数据的菜单共享。
• 文件列表显示和保存路径设置（文件列表）
• 自动文件命名设置（自动命名）
• 文件名（文件名）

注释设置（注释）由保存设置数据和存储数据的菜单共享。

保存（Save Exec）
将数据以指定的文件名保存到指定保存路径。

加载设置数据（加载设置，LOAD(SETUP)）
在文件列表上，指定要从其中加载设置数据的文件。扩展名为 .SET。关于如何配置文件列表显示及如何操作文件
和文件夹的信息，请查阅“文件列表（文件列表）”。

点击此处。

加载（执行加载）
加载指定文件的数据。

• 如果通过使用 PC或一些其他设备更改保存数据文件的扩展名，仪器将不再能够加载。
• 当从文件加载设置数据时，各键的设置数据将更改以匹配加载设置，且无法恢复。建议您在加载不同设置数
据前保存当前设置。

• 不保存日期、时间和通信设置参数。因此即使从文件加载设置数据，日期、时间和通信设置也不会改变。
• 本仪器无法加载由不兼容固件版本产品保存的设置数据。
• 本仪器无法加载由不同单元配置、不同选件等的仪器保存的设置数据。

2  设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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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传感器菜单 (电流传感器设置 )
设置电流传感器项目。如果仅需配置电流传感器相关设置时，非常便捷。
此菜单显示当前正在使用的电流传感器设置。

开始电流传感器设置 (开始设置 )
开始按顺序设置下列项目的导航。
• 电流测量端子 /CT传感器、输入电阻 (端子 /CT传感器、输入电阻）
• 接线方式 (接线 )
• CT变比、输出电压变比、外部电流传感器转换比 (CT变比、输出电压变比、传感器变比 )
• 电流幅度校正、电流相位校正 (电流幅度校正、电流相位校正 )
• 电流量程 (电流量程 )
还可以通过轻触屏幕左侧的设置项目选项卡来设置每个项目。

电流测量端子、CT传感器 (端子、CT传感器 )
设置以下项目。
• 电流测量端子 (端子 )
• CT预设 (CT预设 )
• 输入电阻 (输入电阻 )
• 探头预设 (探头预设 )
• 外部电流传感器打开 /关闭（外部传感器）

接线方式（接线）
设置以下项目。
• 量程 Σ Link (量程 Σ Link)
• 接线方式 (接线 )
 图中显示所选接线方式的接线图。

CT变比、输出电压比、外部电流传感器转换比 (CT变比、输出电压比、传感器比 )
设置以下项目。
• CT变比预设 (CT预设 )
• 比例 (比例 )
• CT变比 (CT变比 )
• 输出电压比 [V/A] (输出电压变比 )
• 外部电流传感器转换比 (传感器变比 )

电流幅度校正、电流相位校正 (电流幅度校正、电流相位校正 )
设置以下项目。
• 电流幅度校正打开 /关闭 (电流幅度校正 )
• 校正比例 (校正比例 )
• 相位校正打开 /关闭 (电流相位校正 )
• 频率 (频率 )
• I/O间相位差 (I/O间相位差 )
 计算指定频率下 I/O间的时间差 (I/O间的时间差 )以及输入输出间的相位差并显示。

2  设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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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量程 (电流量程 )
设置以下项目。
• 电流量程显示格式 (电流量程显示格式 )
• 峰值因数 (峰值因数 )
• 量程配置 (量程配置 )
• 自动电流量程 (电流自动量程 )
• 电流量程 (电流量程 )

统一设置
如果您选择列表最左列中的一个单元格，则可以在所有输入单元上统一设置该项目。

电流传感器状态显示 (传感器状态 )
到电流传感器 (CT系列 )的电源状态显示在屏幕左上角的传感器状态指示器中。轻触传感器状态指示器显示详情
窗口。

电流传感器状态 说明
 (无 CS单元 ) 安装 701903以外的输入单元时。
 (无连接 ) 终端设置为传感器，但未连接 CT。
 (连接电源 ) 端子设置为传感器，连接电流传感器 (CT系列 )，电源供电。

还可以使用电流传感器 (CT系列 )的 NORMAL OPERATION
指示灯来检查是否存在电源。

 (过流 /总过流 ) 检测到过流。
详情请检查显示的错误信息。

 (探头 ) 端子设置为探头。

如果在任何电流传感器单元中检测到过流，则电流传感器状态显示如下，并停止向所有传感器和探头供电。

如果总输出电流变大并且检测到过流，则电流传感器状态显示如下，并停止向所有传感器和探头供电。

如果检测到电源错误，则会显示一条错误信息。关闭该信息后，如果错误又持续 10秒钟，则会再次显示该错误信
息。根据信息迅速采取适当措施。

要恢复供电，请找到产生过流的原因，然后重启仪器。如果重启仪器后传感器状态指示灯仍然显示“过流 /总过流”，
则需要维修仪器。

检测 CT系列
如果将电流传感器 (CT系列 )连接到 760903 (电流传感器单元 )时重启仪器，仪器将检测电流传感器 (CT系列 )的
CT-ID (型号 )。
检测到的 CT-ID显示在传感器状态指示器的详情窗口中。
• 对于 CT1000/CT200/CT60会显示为“未知”，因为它们无法检测。
• 请勿将信号线连接到传感器 ID引脚，因为这样会导致检测错误。

2  设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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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设置（基本测量条件）

输入设置（基本测量条件，输入（基本））
可以指定以下项目。
• 接线方式（接线）
• 选择设置测量量程的单元（单元 1~7，1~7 (ELEMENTS)）
• 电压量程（电压，电压量程）
• 自动电压量程（自动（电压），AUTO）
• 电流量程（电流，电流量程）
• 自动电流量程（自动（量程），AUTO）
• 外部电流传感器打开 /关闭（外部传感器）
• 外部电流传感器转换比（传感器比）
• 比例（比例）
• 线路滤波器（线路滤波器）
• 频率滤波器（频率滤波器）
• 测量区间（同步源）

接线方式（接线）
以下 6种接线方式可用于本仪器。可选接线方式取决于安装的输入单元数。
• 1P2W：单相 2线制
• 1P3W：单相 3线制
• 3P3W：三相 3线制
• 3P4W：三相 4线制
• 3P3W(3V3A)：3电压 3电流表法
• 3P3W(3V3AR)：3电压 3电流表法

接线组
接线组是组成一组的 2个或 3个相同接线方式的输入单元。最多可以定义三个接线组：ΣA、ΣB和 ΣC。
• 当有一个接线组时，单位为 ΣA。无法使 ΣB或 ΣC成为第一个接线组。
• 当有两个接线组时，单位为 ΣA和 ΣB。无法使 ΣC成为前两个接线组之一。
• 当有三个接线组时，单位为 ΣA、ΣB和 ΣC。
• 当有多个接线组时，以升序分配单元编号。单元编号分配为 ΣA、ΣB，然后分配到 ΣC。
• 接线组由彼此相邻的输入单元组成。接线组不能包含非彼此相邻的输入单元。
• 接线组不能包含不同类型的输入单元。
• 当量程 Σ Link启用时，不能使用以下设置不同的 760903 (电流传感器单元 )来配置接线组。

• CT预设
• 输入电阻

 要配置接线组，请禁用量程 Σ Link或使以上设置相同。

Σ 功能
接线组的测量功能称为 Σ功能。
例如，“UrmsΣA”对应分配到接线组 ΣA的输入单元电压的平均。平均值表示真有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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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方式组合
您可以配置符合上述接线组条件的任何模式。
关于接线方式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确定测量功能的值的详情，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附录 1。

 选择接线方式以匹配实际连接的测量回路。决定 Σ功能（接线组测量功能）的方法因接线方式而异。如果选择的
接线方式与实际回路的接线不符，就会得到错误的测量与运算结果。

接线方式的显示
接线方式设置显示在屏幕右侧输入信息区域中的单元选项卡上。下图显示安装有七个输入单元的型号的接线方式
显示示例。

当单元 1~7的接线方式 
被设置为单相 2线制时

当单元 1、2和 3的接线方式被设置为三相 4线制且  
单元 5和 6的接线方式设为三相 3线制时

接线组和方式

组成接线组的单元 
显示在框中。 

接线组和方式

组成接线组的单元 
显示在框中。 

设置组成接线组的单元
当各输入单元的测量量程、有效测量量程或同步源设置不同时，如果选择 1P2W以外的接线方式，这些设置将按
下述方式改变：
• 当量程 Σ Link设置为打开时，测量量程设置为分配到相同接线组的输入单元的最大测量量程。外部电流传感器
输入量程优先于直接输入电流量程。

• 当量程 Σ Link设置为打开时，自动量程打开 /关闭设置匹配测量量程最高的输入单元的设置。如果多个输入单
元设置为同样的最大测量量程，优先选用输入单元编号最小的输入单元的设置。

• 当量程 Σ Link设置为打开时，在有效测量量程的设置中启用所有测量量程（选定）。
• 同步源、线路滤波器、频率滤波器和谐波测量输入单元组设置为分配到相同接线组的输入单元中编号最小的输
入单元的设置。

在按下 1~7（ELEMENTS）选择想要设置电压或电流量程的单元的同时，已分配到相同接线组的输入单元的键点亮。

3  输入设置（基本测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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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图 (接线图 )
显示以下信息。

接线图 (接线 )

图中显示指定接线方式的接线图。
输入单元类型显示如下 :
• 30A: 760901 (30A高精度单元 )
• 5A: 760902 (5A高精度单元 )
• CS: 760903 (电流传感器单元 )

接线方式 (接线 )

点击此处。

外部电流传感器打开 /关闭 (外部传感器 )

点击此处。

选择设置测量量程的单元（单元 1~7，1~7 (ELEMENTS)）
以下方法可用于选择用于设置测量量程的单元。
• 1~7（ELEMENTS）键
• 快捷菜单 (量程 )的单元 1~7
当量程 Σ Link设置为打开时，所选单元将根据接线方式对各接线组进行切换。

3  输入设置（基本测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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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量程（电压，电压量程）
电压量程可固定（当自动量程设置为关闭时）或自动确定（当自动量程设置为打开时）。

固定量程
当电压量程固定时，您可以从可用选项中选择量程。电压量程选定后，不再随输入信号大小的变化而切换。根据
输入信号的有效值设置量程。

760901 (30A高精度单元 )，760902 (5A高精度单元 )，760903 (电流传感器单元 )

• 峰值因数设为 CF3时
 1.5V、3V、6V、10V、15V、30V、60V、100V、150V、300V、600V、1000V

• 峰值因数设置为 CF6或 CF6A时
 0.75V、1.5V、3V、5V、7.5V、15V、30V、50V、75V、150V、300V、500V

自动量程
点击此处。

• 根据输入信号的有效值设置量程。例如，如果应用 100Vrms的正弦信号，将量程设为 100V。
• 测量正弦波以外的信号（如失真波形）时，通过选择不会引起以下任一条件的最小测量量程可以实现精确测量。

• 屏幕上方的输入峰值超量程指示灯亮起红灯或闪变。
• 电压和电流测量值显示为过载值（“-OL-”）。

• 峰值超量程指示灯不点亮或不闪变的情况。
• 脉宽小，本仪器的采样率（约 10MS/s）捕捉不到波形峰值。
• 受本仪器测量回路带宽的限制，脉冲波形的高频成分减弱，波形峰值比峰值超量程检测电平小。

• 当 VT（电压互感器）的二次输出施加到电压输入端子时，根据 VT输出的最大值设置电压量程。然后使用比例
功能设置 VT变比。

3  输入设置（基本测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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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电压量程（自动（电压），自动（电压量程））
当自动量程打开时，量程根据输入信号的振幅如下所述自动更改。自动量程中使用的不同量程和固定量程中可用
的相同。

760901 (30A高精度单元 )，760902 (5A高精度单元 )，760903 (电流传感器单元 )
量程升档
符合以下任一条件时，测量量程将增加。
• 峰值因数设置为 CF3或 CF6且测量功能 Urms或 Irms的数据超过测量量程的 110%。
• 峰值因数设置为 CF6A且测量功能 Urms或 Irms的数据超过测量量程的 220%。
• 峰值因数设置为 CF3且 Upk*或 Ipk*的数据超过测量量程的 310%。
• 峰值因数设置为 CF6或 CF6A且 Upk*或 Ipk*的数据超过测量量程的 620%。

* 即使零值功能打开，也会如同关闭时确定值。
• 当接线组已经设置时，如果接线组中的任一单元满足量程升档的上述条件，接线组内的所有输入单元的测量量
程均增加。

量程降档
符合以下所有条件时，测量量程降档。
• 当 Urms或 Irms的数据小于等于测量量程的 30%。
• 当 Urms或 Irms的数据小于等于下档量程的 105%。
• 峰值因数设置为 CF3且 Upk*或 Ipk*的数据小于等于下档量程的 290%。
• 峰值因数设置为 CF6或 CF6A且 Upk*或 Ipk*的数据小于等于下档量程的 580%。

* 即使零值功能打开，也会如同关闭时确定值。
• 当接线组已经设置时，如果接线组中的所有单元满足量程降档的上述条件，接线组内的所有输入单元的测量量
程均减小。

• 如果您在有效测量量程设置中禁用某个测量量程，该测量量程将被跳过，且自动量程功能工作，仅使用有效
测量量程。

• 当测量非周期性脉冲波形时，量程可能会发生改变。此时请选择固定量程。

3  输入设置（基本测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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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量程设置
电流量程设置取决于输入单元类型，如下 :

760901(30A高精度单元 )，760902 (5A高精度单元 )

• 电流量程 (电流量程 )
• 自动电流量程 (自动 )
• 外部电流传感器打开 /关闭 (外部传感器 )
• 外部电流传感器转换比 (传感器比 )

760903 (电流传感器单元 )

• 电流量程 (电流量程 )
• 自动电流量程 (自动 )
• 电流测量端子 (端子 )
• CT预设 (CT预设 )
• 输入电阻 (输入电阻 )
• 输出电压比 [V/A] (输出电压比 )

3  输入设置（基本测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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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量程（电流，电流量程）
电流量程可固定（当自动量程设置为关闭时）或自动确定（当自动量程设置为打开时）。

固定量程
当电流量程固定时，您可以从可用选项中选择量程。电流量程选定后，不再随输入信号大小的变化而切换。根据
输入信号的有效值设置量程。从以下选项选择。

760901 (30A高精度单元 )

• 峰值因数设置为 CF3时
 500mA、1A、2A、5A、10A、20A、30A

• 峰值因数设置为 CF6或 CF6A时
 250mA、500mA、1A、2.5A、5A、10A、15A

760902 (5A高精度单元 )

• 峰值因数设置为 CF3时
 5mA、10mA、20mA、50mA、100mA、200mA、500mA、1A、2A、5A

• 峰值因数设置为 CF6或 CF6A时
 2.5mA、5mA、10mA、25mA、50mA、100mA、250mA、500mA、1A、2.5A

760903 (电流传感器单元 )

• 电流测量端子设置为传感器 (电流传感器输入量程 )时
 • 峰值因数设置为 CF3时

• 输入电阻 : 1Ω

 10mA、25mA、50mA、100mA、250mA、500mA、1A
• 输入电阻 : 1.5Ω

 6.67mA、16.7mA、33.3mA、66.7mA、167mA、333mA、667mA
• 输入电阻 : 5Ω

 5mA、10mA、20mA、50mA、100mA、200mA
• 输入电阻 : 10Ω

 5mA、10mA、25mA、50mA、100mA

 • 峰值因数设置为 CF6或 CF6A时
• 输入电阻 : 1Ω

 5mA、12.5mA、25mA、50mA、125mA、250mA、500mA
• 输入电阻 : 1.5Ω

 3.33mA、8.33mA、16.7mA、33.3mA、83.3mA、167mA、333mA
• 输入电阻 : 5Ω

 2.5mA、5mA、10mA、25mA、50mA、100mA
• 输入电阻 : 10Ω

 2.5mA、5mA、12.5mA、25mA、50mA

• 电流测量端子设置为探头 (探头输入量程 )时
 • 峰值因数设置为 CF3时

 50mV、100mV、200mV、500mV、1V、2V、5V、10V

 • 峰值因数设置为 CF6或 CF6A时
 25mV、50mV、100mV、250mV、500mV、1V、2.5V、5V

自动量程
这与电压的自动量程功能相同。

点击此处。

3  输入设置（基本测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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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输出电流的 CT（电流互感器）或钳式电流传感器的二次输出施加到电流输入端子时，根据 CT或电流传感
器输出的最大值设置电流量程。然后，使用比例功能设置输出电流的钳式电流传感器的 CT变比或转换比。

• 如果将电流量程的显示格式设置为测量（变比后），则可根据电流传感器或 CT或探头输入范围来显示电流
量程。

自动电流量程（自动（电流），自动（电流量程））
这与电压的自动量程功能相同。

点击此处。

3  输入设置（基本测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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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电流传感器打开 /关闭（外部传感器）
当输入单元为 760901 (30A高精度单元 )或 760902 (5A高精度单元 )时，此设置可用。若要将产生电压的电流传
感器（如分流器和电流钳）的输出施加到单元的外部电流传感器输入端子（EXT）并执行测量，请将外部传感器设置为
打开。

外部电流传感器量程
根据外部电流传感器的输出设置外部电流传感器量程。
外部电流传感器量程可固定（当自动量程设置为关闭时）或自动确定（当自动量程设置为打开时）。

固定量程
当电流量程固定时，您可以从可用选项中选择量程。电流量程选定后，不再随输入信号大小的变化而切换。根据
输入信号的有效值设置量程。从以下选项选择。

760901（30A高精度单元），760902（5A高精度单元）
• 峰值因数设为 CF3时
 可以选择 50mV、100mV、200mV、500mV、1V、2V、5V和 10V。
• 当峰值因数设置为 CF6或 CF6A时
 可以选择 25mV、50mV、100mV、250mV、500mV、1V、2.5V和 5V。

自动量程
这与电压的自动量程功能相同。

点击此处。

3  输入设置（基本测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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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电流传感器转换比（传感器比）
设置转换比用于测量从产生电压的电流传感器通过外部电流传感器输入端子（EXT）接收到的信号。设置施加 1A电
流时电流传感器输出的mv值（转换比）。然后，输入信号可以换算为将电流直接输入电流输入端子后的对应数值
数据或波形显示数据。
使用产生电流的电流传感器时，将换算比当作 CT变比设置。

点击此处。

测量功能 转换比 转换前的数据 转换结果
电流 I E IS（电流传感器输出） IS/E
有功功率 P E PS PS/E
视在功率 S E SS SS/E
无功功率 Q E QS QS/E
最大 /最小电流 Ipk E IpkS（电流传感器输出） IpkS/E

可选范围：0.0001~99999.9999

外部电流传感器量程和转换比配置示例
使用电流1A换算输出10mV的电流传感器测量最大100A的电流时，产生的最大电压为10mV/A × 100A = 1V。因此，
如下所示配置设置。
• 外部电流传感器量程：1V
• 外部电流传感器转换比：10mV/A

• 当您想要将外部传感器输出除以转换比并直接读取测量电路的电流时，请关闭外部 VT/CT比例功能。如果
此功能打开，值会再乘以 CT变比。

• 测量正弦波以外的信号（如失真波形）时，通过选择不会引起以下任一条件的最小测量量程可以实现精确测量。
 • 屏幕上方的输入峰值超量程指示灯亮起红灯或闪变。
 • 电压和电流测量值显示为过载值（“-OL-”）。

3  输入设置（基本测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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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测量端子 (端子 )
当输入单元为 760903 (电流传感器单元 )时，此设置可用。
可以从以下选项选择电流测量端子。
• 电流传感器 (传感器 )
• 电流探头 (探头 )

 指定了电流测量端子 (端子 )时，以下设置被初始化，如下 :
• 选择电流传感器时
 打开比例功能。
 CT变比根据 CT预设来设置。
 电流量程被设置为最大量程。
• 选择电流探头时
 CT被设置为 1.0000。
 输出电压比 [V/A]根据探头预设来设置。

CT预设 (CT预设 )
当电流测量端子设置为传感器时，此设置可用。
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CT预设 :
CT2000A、CT1000A、CT1000、CT200、CT60、自定义

要使用其他传感器，请选择“自定义”。

根据所选的 CT预设来设置输入电阻和 CT变比。
CT预设 (CT预设 ) 输入电阻 (输入电阻 ) CT变比 (CT变比 )
CT2000A 1Ω 2000.0000
CT1000A 1Ω 1500.0000
CT1000 1.5Ω 1500.0000
CT200 5Ω 1000.0000
CT60 10Ω 600.0000
自定义 保留当前值 保留当前值

如果设置此项目，比例 ON/OFF (比例 )设置为 ON。

输入电阻 (输入电阻 )
当电流测量端子设置为电流传感器时，此设置可用。
从以下选项中选择输入电阻。
10Ω、5Ω、1.5Ω、1Ω

改变此项目时，CT预设为“自定义”。

探头预设 (探头预设 )
当电流测量端子设置为“探头”时，显示此设置。
探头预设固定为“自定义”。

3  输入设置（基本测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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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电压比 [V/A] (输出电压比 )
当电流测量端子设置为“探头”时，此设置可用。
设置转换比用于测量电压输出型电流探头通过电流探头输入端子接收到的信号。设置施加 1A电流时电流探头输出
的伏特值 (转换比 )。然后，可以使输入信号与电流直接加到电流输入端子得到的数值数据或波形显示数据相对应 。
在以下范围内设置输出电压比。
0.0001 ~ 99999.9999
改变此项目时，探头预设为“自定义”。

打开和关闭比例 (比例 )
可以选择是否将 VT变比、CT变比和功率系数应用到适用的测量功能。

点击此处。

CT变比 (CT变比 )
设置 CT变比（或电流输出型电流传感器的转换比） 。

点击此处。

功率量程
有功功率 (P)、视在功率 (S)、无功功率 (Q)的测量量程（功率量程）如下：

接线方式 功率量程
1P2W（单相 2线制） 电流量程 × 电压量程
1P3W（单相 3线制）
3P3W（三相 3线制）
3P3W（3V3A，3电压 3电流表法）
3P3W（3V3AR，3电压 3电流表法）

电压量程 × 电流量程 × 2
（接线组中单元的电压量程和电流量程设为相同量程时）

3P4W（三相 4线制） 电压量程 × 电流量程 × 3
（接线组中单元的电压量程和电流量程设为相同量程时）

• 当电压量程 ×电流量程的结果超过 1000W（VA或 var）时，显示单位变为 kW（kVA或 kvar）。
• 显示数字位数（显示分辨率）

点击此处。

关于所有单元电压或电流量程均相同时可用电压和电流量程组合和功率量程的详细列表，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附录 4。

 在自动量程模式下，因为电压和电流量程是根据各自升档和降档的条件进行切换的，所以即使功率值相同，设
置的功率量程也有可能不同。

3  输入设置（基本测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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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比例）
应用来自外部 VT（电压互感器）或 CT（电流互感器）的电压或电流信号时，可以设置系数。

打开和关闭比例（比例）
可以选择是否将 VT变比、CT变比和功率系数应用到适用的测量功能。
当使用 VT或CT（或电流传感器）直接读取测量值时，请选择ON。当您选择ON时，屏幕右侧输入信息区域中的“Sc”
指示灯点亮。

适用的测量功能
电压 (U)、电流 (I)、功率 (P、S、Q)、电压最大值和最小值（U+pk和 U-pk）、电流的最大值和最小值（I+pk和 I-pk）
• ON：上述测量功能乘以 VT变比、CT变比或功率系数。
• OFF：上述测量功能不乘以 VT变比、CT变比或功率系数。直接显示 VT、CT输出值。

VT变比（VT变比）
将 VT二次侧输出引入电压输入端子时，设置 VT变比。然后，根据最大 VT输出设置电压量程。
可选范围：0.0001~99999.9999

CT变比预设（CT预设）
当输入单元为 760901 (30A高精度单元 )或 760902 (5A高精度单元 )时，此设置可用。
• 当使用另售的 CT时
 从预设设置中选择 CT变比。从以下项目选择预设（CT名称）：

预设 CT变比（CT变比）
其他 使用数字设置框设置。
CT2000A 2000.0000
CT1000A 1500.0000
CT1000 1500.0000
CT200 1000.0000
CT60 600.0000

 如果设置此项目，比例 ON/OFF（比例）设置为 ON。

• 当使用其他传感器时
 选择其他。如果您选择其他，比例 ON/OFF和 CT变比不变。

CT变比（CT变比）
将 CT或电流输出型钳式电流传感器二次侧的输出引入电流输入端子时，设置 CT变比（或电流输出型电流传感器
的换算比）。然后，根据最大 CT或电流传感器输出设置电流量程。
可选范围：0.0001~99999.9999

3  输入设置（基本测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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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系数（SF比例，比例系数）
通过设置功率系数（SF），您可以在测量的有功功率、视在功率和无功功率乘以系数后进行显示。

测量功能 转换前的数据 转换结果
电压 U U2（VT的二次输出） U2×V V：VT变比
电流 I I2（CT的二次输出） I2×C C：CT变比
有功功率 P P2 P2×V×C×SF SF：功率系数
视在功率 S S2 S2×V×C×SF
无功功率 Q Q2 Q2×V×C×SF
最大 /最小电压 Upk Upk2（VT的二次输出） Upk2×V
最大 /最小电流 Ipk Ipk2（CT的二次输出） Ipk2×C

可选范围：0.0001~99999.9999

• 如果用测量值乘以 VT变比、CT变比或功率系数（比例系数）的结果值超过 9999.99M，数值数据显示框中将
出现“-OF-”。

• 为正确运算 Σ功能的功率和效率，在设置所有单元的功率系数时，要确保运算中所有功率单位的一致性。例
如：如果运算中使用的单元或接线组的功率单位不同，如W（瓦特）和 J（焦耳），则无法正确运算效率。若要
正确运算效率，请确保所有功率单位相同（全部为W或 J）。

复制 VT变比、CT变比或功率系数（Exec Copy Σ）
复制 VT变比（VT Ratio Copy Exec）
将所选输入单元的 VT变比复制到相同接线组中的其他输入单元。

复制 CT变比（CT Ratio Copy Exec）
将所选输入单元的 CT变比复制到相同接线组中的其他输入单元。

复制功率系数（SF Ratio Copy Exec）
将所选输入单元的功率系数复制到相同接线组中的其他输入单元。

 由于比例功能分别设置各输入单元，无论量程 Σ Link打开 /关闭设置如何，必要时执行复制。

3  输入设置（基本测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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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滤波器（线路滤波器）
本仪器共提供 2种输入滤波器，线路滤波器和频率滤波器。
由于 1MHz线路滤波器放置的位置如下图所示，其将影响常规测量、谐波测量和频率测量（详情请参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的附录 11中的结构图）。

电压 /
电流输入

常规测量
谐波测量

频率测量

线路滤波器

(1MHz)

频率滤波器

线路滤波器

(0.1kHz~ 
100.0kHz)

• 您可以通过指定输入设置（高级 /选件）中线路滤波器（线路滤波器）下的线路滤波器类型来设置线路滤波器类
型。

点击此处。

• 当输入设置（高级 /选件）中线路滤波器（线路滤波器）下的线路滤波器高级设置设为打开时，该滤波器功能启
用，且本节中所述的设置禁用。

点击此处。

打开和关闭线路滤波器（线路滤波器）
当打开线路滤波器时，测量值不包含高频成分。因此，可在消除高频成分时测量变频器波形、失真波形等的电压、
电流和功率。
将其关闭将禁用线路滤波器。

当线路滤波器打开时，测量带宽的精度和上限改变。详情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 6.15和 6.16节。

截止频率（截止）
在以下量程内设置截止频率。
0.1kHz~100.0kHz（0.1kHz步进值），1MHz
按照设置频率，线路滤波器功能如上图所示。

线路滤波器设置（关闭、或设置为打开时的截止频率）显示在输入信息区域的输入单元选项卡上。

IEC谐波测量模式下
在 IEC谐波测量模式中，线路滤波器设置如下 :
• 单元 1的线路滤波器设置适用于所有单元。
•  线路滤波器类型 : 固定为巴特沃斯

IEC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模式下
在 IEC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模式中，线路滤波器设置如下 :
• 所有单元相同
• ON/OFF: 固定为 ON
• 截止频率 : 选择 10kHz、5kHz、2kHz或 1kHz。
•  线路滤波器类型 : 固定为巴特沃斯
• 线路滤波器设置不在常规测量模式和 IEC电压波动 /闪变测量模式之间同步。每个模式可以单独设置。

3  输入设置（基本测量条件）



3-16 IM WT5000-01ZH

频率滤波器（频率滤波器）
打开和关闭频率滤波器（频率滤波器）
由于频率滤波器放置在下图所示位置，其将影响频率测量（请参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的附录 12中的结构
图）。

电压 /
电流输入

常规测量
谐波测量

频率测量

线路滤波器

(1MHz)

频率滤波器

此外，如果运算方法为同步源周期平均，对检测用于测量电压、电流和功率的测量区间也有影响。在此情况下，
频率滤波器可用于更加精确检测同步源信号的交叉点。不会在常规测量或谐波测量中插入频率滤波器。因此即便
打开频率滤波器，测量值内也将包含高频成分。

• 本仪器检测交叉点约有量程的 5%的迟滞。
• 频率滤波器设置（关闭、或设置为打开时的截止频率）显示在输入信息区域的输入单元选项卡上。
• 即使频率滤波器关闭，如果前述线路滤波器（1MHz）打开，线路滤波器（1MHz）将影响频率测量。
• 建议根据输入信号频率如下打开频率滤波器和设置截止频率。
输入信号频率 频率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100Hz或更小 0.1kHz
1kHz或更小 1kHz
100kHz或更小 100kHz

截止频率（截止）
在以下范围内设置截止频率。
0.1kHz~100.0kHz（0.1kHz步进值）

IEC谐波测量模式下
在 IEC谐波测量模式中，单元 1的线路滤波器设置适用于所有单元。

IEC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模式下
在 IEC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模式中，线路滤波器设置如下 :
• 所有单元相同
• ON/OFF: 固定为 ON
• 截止频率 : 选择 10kHz、5kHz、2kHz或 1kHz。
• 线路滤波器设置不在常规测量模式和 IEC电压波动 /闪变测量模式之间同步。每个模式可以单独设置。

3  输入设置（基本测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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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区间（同步源）
当运算方法为同步源周期平均时
常规测量功能的测量区间
测量区间由用作参考（同步源）的输入信号确定。在同步源与上升斜率（或下降斜率）上指定电平（默认为振幅中心）
交叉的第一点和同步源与上升斜率（或下降斜率）上指定电平交叉的最后一点之间的数据更新周期内设置测量区间。

数据更新周期

测量区间

同步源

上升
下降

如果数据更新周期内最多有一个交叉点时，测量区间为整个数据更新周期。

数据更新周期
测量区间

同步源

3  输入设置（基本测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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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峰值电压或峰值电流数值数据的测量区间始终在整个数据更新周期内。因此，通过电压和电流最大值求得的
测量功能的测量区间（U+pk、U-pk、I+pk、I-pk、CfU、P+pk、P-pk和 CfI）也是数据更新周期的整个跨度。
详情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附录 5。

谐波测量功能的测量区间
测量区间为从数据更新周期中的第一采样数据到 1024点或 8192点（通过 FFT点数设置选择），以谐波的采样频率
计数。

本仪器根据设为 PLL源的信号周期自动确定谐波采样频率。用于确定谐波测量功能值的采样数据和测量区间可能
与用于确定常规测量功能值的采样数据和测量区间不同。

同步源（同步源）
可以从下列选项中选择用作同步源的信号。可选项目因安装单元而异。当量程 Σ Link设置为打开时，相同接线组
中的单元具有相同的同步源。
U1、I1、U2、I2、U3、I3、U4、I4、U5、I5、U6、I6、U7、I7、Ext Clk（外部时钟）1、Z相位 1（Ch D）2、Z相位
3 （Ch H）2、无

1 当您选择 Ext Clk时，应用到后面板上外部时钟输入接口（EXT CLK）的外部信号用作同步源。关于 EXT CLK接
口规格的信息，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 4.3节。

2 安装电机评价 1或 2选件的机型

• 如果同步源设置为无
 数据更新周期里的所有采样数据全部用于求取数值数据。
 当您正在测量直流信号时，此方法可用于在检测测量区间时防止因噪声引起的错误。
• 当运算方法为同步源周期平均时，如果同步源未正确设置，则测量值可能会波动或不正确。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附录 5。

当运算方法为数字滤波器平均时
测量区间由数据更新周期和响应速度决定。无需设置同步源（同步源）。该设置显示为灰色。

3  输入设置（基本测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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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入设置（高级 /选件）

输入设置（高级 /选件，输入（高级 /选件））
您可以指定以下项目。
• 接线方式 (接线 )
• 测量量程 (量程 )
• 量程配置 (量程配置 )
• 线路滤波器 (线路滤波器 )
• 频率滤波器、整流器、电平 (频率滤波器 /整流器 /电平 )
• 零值功能 (零值 )
• 电机评价 /辅助输入 (电机 /辅助 )
• 传感器校正 (传感器校正 )

接线方式 (接线 )
此功能类似于接线图。

点击此处。

测量量程 (量程 )
您可以指定以下项目。
• 峰值因数 (峰值因数 )
• 量程 Σ Link (量程 Σ Link)
• 电流量程显示格式 (电流量程显示格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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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值因数（峰值因数）
峰值因数是波形峰值和有效值的比值。

峰值
有效值峰值因数 (CF) =

峰值

有效值

输入信号波形

在本仪器上，峰值因数是最大适用峰值与测量量程的比例。

可以输入的最大峰值
测量量程峰值因数 (CF) =

您可以将峰值因数设置为 CF3、CF6或 CF6A。
• CF3：峰值因数为 3。
• CF6：峰值因数为 6。
• CF6A：与峰值因数设置为 6时相比，测量量程的输入量程扩展如下。此项用于抑制自动量程模式中测量失真
波形时频繁的量程切换。
• 自动量程模式中增加量程的条件
 电压或电流超过当前设置测量量程的 220%。
• 造成过载指示的条件（“- - O L - -”）（详情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 1.3节）
 电压或电流超过当前设置测量量程的 280%。

可以测量的峰值因数如下：

{测量量程 × CF设置值（3或 6）}
测量值（有效值）峰值因数 (CF) =

* 但是，输入信号的峰值必须小于等于最大允许输入值。

当输入信号的峰值因数比本仪器规格中的峰值因数大时（基于额定输入的峰值因数），可以通过设置更大的测量量
程测量信号。例如，虽然 CF设为 3，但是当测量值（有效值）在量程的 60%以下时，可以对峰值因数大于等于 5
的信号进行测量。当 CF设为 3时，最小有效输入（量程的 1%）可以实现 CF=300的测量。
电压量程、电流量程、有效输入范围及测量精度取决于峰值因数的设置。详情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
中的第 6章。

• 当更改峰值因数时，所有单元的以下设置改变。
• 所有单元自动设置为其最大电压和电流量程。
• 在有效测量量程设置中，启用所有测量量程 (选定 )。

• 峰值因数设为 CF6或 CF6A时，则满足 IEC 62018要求的峰值因数 5以上的测量条件。
• 测量峰值因数小于等于 CF3时，峰值因数设为 3能实现更高精度的测量。

4  输入设置（高级 /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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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程 Σ Link（量程 Σ Link）
您可以统一或单独设置分配到接线方式设置中相同接线组的输入单元的测量量程。

打开和关闭量程 Σ Link

例如，假设 3输入单元机型接线方式的设置如下：
输入单元 1~3：三相 4线制（3P4W）。输入单元 1~3分配到单个接线组 ΣA。
• OFF
 可以单独设置同一接线组中每个输入单元的测量量程。
• ON
 输入单元 1~3的测量量程设为相同。此功能非常方便，因为当您测量三相设备时，您可以同时设置接线组中所
有输入单元的测量量程设置。

当量程 Σ Link设置为打开时输入单元之间共享的设置
• 测量量程（包含打开或关闭自动量程）
• 电流直接输入或外部电流传感器输入
• 有效测量量程

当量程 Σ Link从关闭变为打开时如何分配设置
当量程 Σ Link从关闭变为打开时，接线组（ΣA、ΣB或 ΣC）中各输入单元的测量量程、电流直接输入或外部电流传
感器输入和有效测量量程设置如下改变：
• 测量量程设置为分配到相同接线组的输入单元的最大测量量程。外部电流传感器输入量程优先于直接输入电流
量程。

• 自动量程打开 /关闭设置将匹配测量量程最高的输入单元的设置。如果多个输入单元设置为同样的最大测量量
程，优先选用输入单元编号最小的输入单元的设置。

• 在有效测量量程设置中，所有测量量程启用（选定）。

4  输入设置（高级 /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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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量程显示格式 (电流量程显示格式 )
可以从以下选项中选择电流量程显示格式。

760901(30A高精度单元 )，760902 (5A高精度单元 )
电流直接输入量程
• 直接输入值显示 (Direct)
 电流量程显示为一个不与 CT变比相乘的值。使用由电流输入端子接收的电流传感器 (CT)输出电流作为指导设
置直接输入量程时，此设置很有用。

• 测量量程显示 (Measure)
 比例功能设置为 ON时，电流量程显示为一个与 CT变比相乘的值。使用由电流传感器 (CT)测量的电流作为指
导设置直接输入量程时，此设置很有用。例如： 如果正在使用当接收 1000A (CT变比 : 1000)时输出 1A的 CT，
并且直接输入量程设置为 1A，则显示的电流量程为 1.00kA。

外部电流传感器量程
• 直接输入值显示 (Direct)
 外部电流传感器量程 (电压 )显示电流量程。当使用由外部电流传感器输入端子接收的外部电流传感器输出电压
作为指导设置外部电流传感器量程时，此设置很有用。

• 测量量程显示 (Measure)
 外部电流传感器量程除以外部电流传感器转换比，结果 (电流 )量程显示为电流量程。使用由外部电流传感器
测量的电流作为指导设置外部电流传感器量程时，此设置很有用。例如： 如果正在使用当接收 1A (外部电流传
感器转换比：10mV/A)时产生 10mV的电流传感器，并且外部电流传感器量程设置为 1V，显示的电流量程为
100A。

760903 (电流传感器单元 )
电流传感器输入量程
• 直接输入值显示 (Direct)
 电流量程显示为一个不与 CT变比相乘的值。当使用由电流传感器连接端子接收的电流传感器 (CT)输出电流作
为指导设置电流传感器输入量程时，此设置很有用。

• 测量量程显示 (Measure)
 比例功能设置为 ON时，电流量程显示为一个与 CT变比相乘的值。当您想要使用由电流传感器 (CT)测量的电
流作为指导设置电流传感器输入量程时，此设置很有用。例如，如果连接 CT2000A，将 CT预设为 CT2000A，
CT变比为 2000.0000，则当电流传感器输入量程设置为 1A时，显示的电流量程为 2.00kA。

探头输入量程
• 直接输入值显示 (Direct)
 探头输入量程 (电压 )显示为电流量程。当使用由电流探头输入端子接收的电流探头输出电压作为指导设置探头
输入量程时，此设置很有用。

• 测量量程显示 (Measure)
 探头输入量程除以输出电压比，显示结果 (电流 )量程。当使用由电流探头测量的电流作为指导设置探头输入量
程时，此设置很有用。例如：如果正在使用 720931 (2.5mV/A)并将探头输入量程设置为 500mV，则显示的电
流量程为 200A。

4  输入设置（高级 /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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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入设置（高级 /选件）

量程配置 (量程配置 )
可以指定以下项目。
• 有效测量量程 (有效测量量程 )
• 峰值超量程时切换测量量程 (峰值跳跃 )

点击此处。

设置量程配置的项目 (电压 /电流 )
从以下选项中选择设置量程配置的项目 :
• 电压量程 (电压 )
• 电流量程 (电流 )

设置电流量程的项目 (设置对象 )
从以下选项中选择设置电流量程的项目 :

• 使用中端子
 当前正在使用的输入端子。当前使用中的各单元的输入端子在表格顶部高亮显示。
• 方向 /传感器

• 760901 (30A高精度单元 )或 760902 (5A高精度单元 )的直接输入量程
• 760903 (电流传感器单元 )的电流传感器量程

• 外部传感器 /探头
• 760901 (30A高精度单元 )或 760902 (5A高精度单元 )的外部电流传感器量程
• 760903 (电流传感器单元 )的探头输入量程

有效测量量程 (有效测量量程 )
本仪器在启用的测量量程之间切换。禁用的测量量程被跳过。例如：当使用自动量程测量设备（工作时产生 2A，
待机时产生 100mA）的电流时，禁用 200mA、500mA和 1A量程。当设备待机时，量程将为 200mA。当设备开
始工作时，本仪器将跳过中间的 200mA、500mA和 1A量程并直接切换到 2A量程。

单元 1~单元 7

对于各输入单元或接线组，您可以将所有量程设置为有效测量量程（All ON）。

测量量程框（列表的左列）
对于各量程，您可以设置量程是（All ON）否（All OFF）对于所有输入单元均为有效测量量程。

峰值超量程时的切换测量量程（峰值跳跃）
您可以指定当自动量程功能启用且峰值超量程时的切换测量量程。所选测量量程的背景变为黄色。如果当此功能
禁用时出现峰值超量程，本仪器增加测量量程，在有效测量量程（已选复选框的测量量程）之间切换。

当电流量程显示格式设置为“测量”时，有效量程和出现峰值时的量程已经包含了电流传感器和 CT的变比 。

• 无法将所有测量量程设置为关闭。必须至少有一个有效量程。
• 出现峰值超量程时切换有效量程和测量量程的设置由接线组中的所有输入单元共享。
• 当量程 Σ Link打开且更改接线方式时，所有测量量程将启用（设置为其初始设置）。
• 当量程 Σ Link从关闭变为打开时，所有测量量程将启用（设置为其初始设置）。
• 如果将当前测量量程的有效量程设置为 OFF，本仪器将切换到下一个最高测量量程。如果没有测量量程高于
当前量程，本仪器将切换到下一个最低测量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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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入设置（高级 /选件）

线路滤波器（线路滤波器）
您可以详细设置线路滤波器。

当线路滤波器打开时，测量带宽的精度和上限改变。详情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 6.15和 6.16节。

 在以下测量模式中，输入 (高级 /选件 )的线路滤波器设置显示为灰色，无法设置。
• IEC谐波测量模式
• IEC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模式

高级线路滤波器设置（线路滤波器高级设置）
打开或关闭高级线路滤波器设置。

当高级线路滤波器设置为关闭时
线路滤波器如下图所示配置。这是常规测量和谐波测量的通用低通滤波器。

LPF

U
I

常规
测量

谐波
测量

线路滤波器类型（线路滤波器类型）
将线路滤波器类型设置为巴特沃斯或贝塞尔。
但是，如果截止频率设置为 1MHz，线路滤波器类型将固定为贝塞尔。

打开和关闭线路滤波器（线路滤波器）
这与在输入设置（基本测量条件）中打开和关闭线路滤波器相同。设置共享。

点击此处。

截止频率（截止）
这与在输入设置（基本测量条件）中的线路滤波器截止频率相同。设置共享。

点击此处。

统一设置所有输入单元
如果您选择表格中各项目的顶部单元格，您可以在所有输入单元上统一设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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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高级设置（线路滤波器）打开时
线路滤波器包含 HFR*、AAF、DLF(N)和 DLF(H)。可以对常规测量和谐波测量设置不同的线路滤波器。

AAF DLF(N)

DLF(H)

U
I HFR*

* 仅760903

常规
测量

谐波
测量

线路滤波器类型（DLF）（线路滤波器类型（DLF））
将 DLF(N)和 DLF(H)类型设置为巴特沃斯或贝塞尔。

高频抑制 (高频抑制 : HFR)

当输入单元为 760903 (电流传感器单元 )时，此设置可用。HFR (高频抑制 )是仅打开或关闭 AAF电流信号侧的
一项功能。应用此项时，HFR会消除电流信号中的谐波成分。它可用来去除电流信号中混合的任何谐波噪声。如
果启用 HFR的同时启用 AAF，则优先应用 AAF滤波器特性。

抗混淆滤波器（抗混淆滤波器：AAF）
打开或关闭抗混淆滤波器 (1MHz)。
当通过对重复波形执行 A/D 转换进行 FFT 时，会出现超过采样频率一半频率的频率分量被检测为低频分量的现象。 
这种现象称为混淆。

混淆信号 输入信号 采样点

如果使用 1MHz抗混淆滤波器，将去除约 1MHz及更高的谐波成分以防混淆。

数字线路滤波器（对于常规测量）（数字线路滤波器（常规）：DLF(N)）
设置常规测量的数字线路滤波器。

• 打开或关闭 DLF(N)（数字线路滤波器（常规））
 打开或关闭 DLF(N)。

• 截止频率（截止）
 在以下量程内设置 DLF(N)截止频率。
 0.1kHz~100.0kHz（0.1kHz步进值）

数字线路滤波器（对于谐波测量）（数字线路滤波器（谐波）：DLF(H)）
设置谐波测量的数字线路滤波器。

• 打开或关闭 DLF(H)（数字线路滤波器（谐波））
 打开或关闭 DLF(H)。

• 截止频率（截止）
 在以下量程内设置 DLF(H)截止频率。
 0.1kHz~100.0kHz（0.1kHz步进值）

统一设置所有输入单元
如果您选择表格中各项目的顶部单元格，您可以在所有输入单元上统一设置项目。

4  输入设置（高级 /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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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滤波器、整流器、电平（频率滤波器 /整流器 /电平）
您可以详细设置频率滤波器。
同步源和频率测量（同步源 /频率测量）
本仪器具有频率滤波器，用于检测同步源的交叉点和测量频率。
您可以设置高通滤波器（高通滤波器：HPF）、整流器、低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LPF）和电平，以去除不需要的低
频和高频并测量所需波形成分的频率。

点击此处。

第二频率测量（频率 2测量）
本仪器可以测量单个输入信号的两个频率。例如：如果单元 1的电压信号是叠加 1kHz信号的 50Hz信号，仪器可
以同时测量 50Hz作为频率和 1kHz作为频率 2。若要测量 50Hz频率，您将设置上述同步源和频率测量，若要测
量 1kHz频率，您将设置第二频率测量的频率滤波器。

点击此处。

同步源和频率测量（同步源 /频率测量）

 在以下测量模式中，输入 (高级 /选件 )的频率滤波器设置显示为灰色，无法设置。
• IEC谐波测量模式
• IEC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模式

高级频率滤波器设置（频率滤波器高级设置）
打开或关闭高级频率滤波器设置。

当高级频率滤波器设置为关闭时
频率滤波器包含高通滤波器和低通滤波器。

Sync Src
FreqU

Sync Src
FreqI

U

I
LPFHPF

• 频率滤波器（HPF）
 高通滤波器固定为打开。截止频率为 0.1Hz。

• 打开和关闭频率滤波器（LPF）（频率滤波器）
 这与在输入设置（基本测量条件）中打开和关闭频率滤波器相同。设置共享。

点击此处。

• 截止频率（截止）
 这与在输入设置（基本测量条件）中的频率滤波器截止频率相同。设置共享。

点击此处。

• 统一设置所有输入单元
 如果您选择表格中各项目的顶部单元格，您可以在所有输入单元上统一设置项目。

4  输入设置（高级 /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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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高级频率滤波器设置为打开时
频率滤波器包含高通滤波器、整流器、低通滤波器和交叉电平。

电平

电平

整流器

整流器

HPF

U

I

Sync Src
FreqU

Sync Src
FreqI

LPF

HPF

• 打开和关闭频率滤波器（HPF）（频率滤波器）
 打开或关闭频率滤波器（HPF）。

• HPF截止频率（截止）
 在以下量程内设置 HPF截止频率。
 0.1Hz、1Hz、10Hz、0.1kHz~100.0kHz（0.1kHz步进值）

• 电压整流器和电流整流器（电压整流器 /电流整流器）
 选择是否整流电压和电流（打开 /关闭）。
 *  如果整流器设置为 ON，无功功率 Q、相位差 Φ和 QΣ测量可能会改变。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
中的附录 1。

• 打开和关闭频率滤波器（LPF）（频率滤波器）
 这与在输入设置（基本测量条件）中打开和关闭频率滤波器相同。设置共享。

点击此处。

• LPF截止频率（截止）
 这与在输入设置（基本测量条件）中的频率滤波器截止频率相同。设置共享。

点击此处。

• 电压交叉电平和电流交叉电平（电压电平 /电流电平）
 您可以在以下量程内设置电压交叉电平和电流交叉电平。

• 当整流器关闭时：−100.0% ~ 100.0%
• 当整流器打开时：0.0% ~ 100.0%（绝对值）

• 统一设置所有输入单元
 如果您选择表格中各项目的顶部单元格，您可以在所有输入单元上统一设置项目。

4  输入设置（高级 /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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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频率测量（频率 2测量）
设置第二频率测量（频率 2测量）的频率滤波器。
频率滤波器包含高通滤波器和交叉电平。

电平

U

I

Freq2U

Freq2I

电平

HPF

• 打开和关闭频率滤波器（频率 2）（频率滤波器（频率 2））
 打开或关闭频率滤波器（频率 2）。

• HPF截止频率（截止）
 在以下量程内设置 HPF截止频率。
 0.1Hz、1Hz、10Hz、0.1kHz~100.0kHz（0.1kHz步进值）

• 电压交叉电平（频率 2）和电流交叉电平（频率 2）（电压电平（频率 2）/电流电平（频率 2））
 您可以在以下量程内设置电压交叉电平和电流交叉电平。

• 当整流器关闭时：−100.0% ~ 100.0%
• 当整流器打开时：0.0% ~ 100.0%（绝对值）

• 统一设置所有输入单元
 如果您选择表格中各项目的顶部单元格，您可以在所有输入单元上统一设置项目。

4  输入设置（高级 /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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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值功能（Null）
当测量电缆或外部传感器连接时，可以使用零值功能去除 DC偏移量。

配置零值设置的项目 (控制目标 )
轻触 Null或按 NULL选择要启用或禁用零值功能的输入信号。

电压（U）
• 全部（All）：对所有单元的电压信号同时启用或禁用零值功能。
• U1 ~ 7：对每个单元的电压信号单独启用或禁用零值功能。

电流（I）
• 全部（All）：对所有单元的电流信号同时启用或禁用零值功能。
• I1 ~ 7：对每个单元的电流信号单独启用或禁用零值功能。

电机 /辅助（选件）
• 全部（All）：对速度、扭矩和辅助信号同时启用或禁用零值功能。
• Speed1 ~ 4、Torque1 ~ 4、Aux1 ~ 8：对速度、扭矩和辅助信号单独启用或禁用零值功能。

更新零值 (零值更新 )
选择各输入信号的零值更新。
• ON：轻触 Null或按 NULL时，本仪器设置或更新零值。之后，零值用于修正测量功能值。
• 保持（Hold）：此键的功能因是否将要设置零值或已设置零值而异。

• 当要设置零值时
 启用零值功能时，本仪器设置零值。之后，零值用于修正测量功能值。即使在此条件下禁用零值功能，零值
也将存储在本仪器中。

• 当已设置零值时
 即使启用零值功能，零值也不会更新。上述保存的零值用于修正测量功能值。

 例如：如果打开电源后立即启用零值功能，零值尚未设置，因此测量的值用作零值。如果在此条件下禁用零值功能，
指定的零值也将存储在本仪器中。如果再次启用零值功能，零值也不会更新。上述保存的零值用于修正测量功
能值。

4  输入设置（高级 /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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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情况下，将清除保持的零值。
• 造成所有输入的零值被清除的操作

• 打开电源（当您关闭电源时，不会备份零值）
• 初始化设置
• 加载设置数据文件

• 造成设置已更改的输入的零值被清除的操作
• 在电流直接输入和外部电流传感器输入之间切换
• 更改速度或扭矩电机评价输入信号的感应类型设置

零值
启用零值功能时，以下测量值用作零值。
• Udc和 Idc（简单电压和电流平均）
• 速度、扭矩和辅助信号（在带有电机评价功能的机型上）

受零值功能影响的测量功能
所有测量功能都会受到零值影响。

• 如果 Udc、Idc、速度、扭矩或 Aux没有之前的测量值，例如因为在进行任何测量之前零值已打开，零值设 
置为零。

• 对于基于单元的电压和电流值计算的测量功能，从采样电压和电流值减去零值。
• 对于电机评价测量功能和辅助输入测量功能，从计算的数值数据减去零值。

零值提示信息 (零值提示信息 )
零值提示 (零值提示 )
如果零值功能设置为 OFF，选择是否在预热 (开机后 30分钟 )后显示提示“零值设置为 OFF。使用电流传感器时
请启用零值设置”。
• ON: 显示提示。如果使用了电流传感器、电流探头或CT等，并且不想忘记使用了零值功能，则建议您打开此设置。
• OFF:不显示提示。

 符合以下所有条件时显示零值提示。
• 安装了一个或多个 760903 (电流传感器单元 )时。
• 测量模式为常规测量时。
 在 IEC谐波测量模式中或 IEC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模式中，不显示零值提示。

开机时间 (开机时间 )
显示仪器打开时的时间。

提示 (提示时间 )
显示零值提示的显示时间 (开机 30分钟后 )。

4  输入设置（高级 /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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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和禁用零值功能（零值，NULL）
• 当您轻触 Null或按 NULL时，将启用零值功能。NULL键点亮。
 对于设置零值状态的项目 (控制目标 )，设置为 ON的单元、电机、AUX输入左侧的零值指示灯点亮。

零值指示

• 如果在零值功能启用时轻触 Null或按 NULL，NULL键指示灯和零值指示灯熄灭，且零值功能禁用。

• 为了精确测量，建议在启用零值功能前执行调零。
• 以下情况下，零值功能禁用：

• 电源打开。
• 初始化设置。
• 加载设置数据文件。
• 在电流直接输入和外部电流传感器输入之间切换。
• 更改速度或扭矩电机评价输入信号的感应类型设置。

• 如果在保持显示时启用或禁用零值功能，零值指示灯将点亮或熄灭，但保持数据将不受影响。此外，零值指
示灯将高亮显示。

• 将保持零值功能为 ON时零值基于的 DC值，但是当峰值因数设置为 CF3时，零值的上限为量程的 ±10%。
当峰值因数设置为 CF6或 CF6A时，零值的上限为量程的 ±20%。

• 当量程更改时，将由新量程确定零值上限。当量程由自动量程功能而减小时，也将调节零值上限。

4  输入设置（高级 /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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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校正 (传感器校正 )
可进行如下电流传感器校正设置。
• 电流增益校正
• 电流相位调整

电流幅度校正
•电流增益校正打开 /关闭 (电流幅度校正 )

选择是否校正电流幅度 (ON/OFF)。

校正率 (校正率 )

设置校正率。
可选范围 : 0.800000 ~ 1.200000

电流相位校正
要正确测量功率、阻抗、功率因数、瓦时、安时等，必须在保证信号间传输无时间差的情况下，将电压和电流信
号输入到仪器的信号输入端子。
但是，因为使用的传感器或电缆不同，两个信号间可能会产生传输时间差。
仪器可以通过校正两个信号间的传输时间差来测量。

相位校正打开 /关闭 (电流相位校正 )

选择是否校正电压和电流之间的传输时间差 (ON/OFF)。

频率 (频率 )

设置校正传输时间差的频率。
可选范围：50Hz、60Hz、0.1kHz ~ 999.9kHz (0.1kHz步进值 )、1MHz

I/O间相位差 (I/O间相位差 )

设置要使用的传感器或电缆输入输出间的相位差。
可选范围 : -180.000° ~ +180.000°*
* 可以在输入输出之间时间差为 ±10μs的范围内设置相位差。

设置传感器的相位校准值或传输延迟对应的相位差时，按以下方式设置符号 :
超前 : + 或无符号
滞后 : -

例如，进行 1°的滞后校正，指定 –1.000°。

统一设置所有输入单元
如果选择表格中各项目的最左侧单元格，可以在所有输入单元上统一设置项目。

I/O间时间差 (I/O间时间差 )

使用指定频率和输入输出间的相位差，按照以下公司计算校正值并显示。

相位差 [°]
360I/O间时间差 [s] = 

1
频率 [Hz]×

4  输入设置（高级 /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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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机评价和辅助输入（选件）

电机评价 /辅助输入（电机 /辅助）
电机评价功能
本仪器可测量电机转速、扭矩和输出。其使用与电机转速成比例的旋转传感器信号和与电机扭矩成比例的扭矩仪
信号进行测量。您可以将本仪器配置为从旋转传感器和扭矩仪接收模拟（直流电压）信号或脉冲信号。您还可以设
置电机极数并确定电机的同步转速和滑差。此外，您也可以使用本仪器测量的有功功率、频率和电机输出来计算
电机效率和总效率。
关于可通过电机评价功能进行测量的测量功能列表及其说明，请查阅“本仪器可测量的项目”下的“电机评价功能”。

点击此处。

辅助输入
您可以测量来自照度传感器、风速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等的信号并显示这些物理量。

点击此处。

电机 /辅助输入显示
电机 /辅助输入设置显示在屏幕右侧输入信息区域中的选件选项卡上。下图显示电机评价功能 1设定为单电机（旋
转信号，脉冲）和电机评价功能 2设定为辅助输入（Aux）时的显示实例。

电机评价功能 1设置

电机评价功能 2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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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R配置（MTR配置）
对电机评价功能 1和电机评价功能 2选择信号输入 Ch A ~ Ch H的功能。
• 单电机（旋转信号：脉冲）（单电机（转速：脉冲））
 旋转信号是相位 A、B和 Z的脉冲。

/MTR1 /MTR2 功能 信号
Ch A Ch E 扭矩 模拟 /脉冲
Ch B Ch F 转速 A 脉冲 A相位（用于转速测量）
Ch C Ch G 转速 B 脉冲 B相位（用于旋转方向检测）
Ch D Ch H 转速 Z 脉冲 Z相位（用于电角度参考基准测量）

 电机编号分配（电机 1，电机 3）
电机 3电机 1

• 单电机（旋转信号：模拟）（单电机（转速：模拟））
 旋转信号为模拟。

/MTR1 /MTR2 功能 信号
Ch A Ch E 扭矩 模拟 /脉冲
Ch B Ch F - 不使用
Ch C Ch G 转速 模拟
Ch D Ch H - 不使用

 电机编号分配（电机 1，电机 3）
电机 3电机 1

5  电机评价和辅助输入（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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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电机（双电机）
 您可以应用来自两个回路的扭矩和转速（脉冲）信号。

/MTR1 /MTR2 功能 信号
Ch A Ch E 扭矩 模拟 /脉冲
Ch B Ch F 转速 脉冲
Ch C Ch G 扭矩 模拟 /脉冲
Ch D Ch H 转速 脉冲

 电机编号分配（电机 1~4）

电机 3电机 1

电机 4电机 2

• 辅助输入 (Aux)（辅助）
 您可以测量来自照度传感器、风速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等的模拟电压信号或脉冲信号（例如频率）并显示这些物
理量。
/MTR1 /MTR2 功能 信号
Ch A Ch E 辅助 模拟 /脉冲
Ch B Ch F 辅助 脉冲
Ch C Ch G 辅助 模拟 /脉冲
Ch D Ch H 辅助 脉冲

 辅助编号分配（Aux 1~8）
Aux 5~8Aux 1~4

5  电机评价和辅助输入（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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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 /辅助设置（通道设置）
根据MTR配置设置以下项目。

当MTR配置设置为单电机（旋转信号：脉冲），单电机（旋转信号：模拟）或双电机时
• 比例系数（比例）
• 单位（单位）
• 输入信号类型（传感器类型）
• 模拟输入自动量程（模拟自动量程）
• 模拟输入量程（固定量程）（模拟量程）
• 手动设置模拟输入的线性比例（线性刻度 A、B）
• 从两点运算模拟输入的线性比例（计算）
• 线路滤波器（线路滤波器（巴特沃斯））
• 脉冲噪声滤波器（脉冲噪声滤波器）
• 同步源（同步源）
• 脉冲输入量程的上限和下限（脉冲上方量程、脉冲下方量程）
• 额定扭矩信号脉冲
• 每转旋转信号脉冲（脉冲 N）
• 电机极数（极数）
• 频率测量源（源）

当MTR配置设置为辅助输入（辅助）时
• 输入信号名称（辅助名称）
• 比例系数（比例）
• 单位（单位）
• 输入信号类型（传感器类型）
• 模拟输入自动量程（模拟自动量程）
• 模拟输入量程（固定量程）（模拟量程）
• 手动设置模拟输入的线性比例（线性刻度 A、B）
• 从两点运算模拟输入的线性比例（计算）
• 线路滤波器（线路滤波器（巴特沃斯））
• 脉冲噪声滤波器（脉冲噪声滤波器）
• 脉冲输入量程的上限和下限（脉冲上限量程、脉冲下限量程）

输入信号名称（辅助名称）
当您设置MTR配置辅助输入（辅助）时，设置输入信号名称。
• 字符数：最多八个
• 可用字符：空格和键盘上显示的所有字符

5  电机评价和辅助输入（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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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系数（比例）
当MTR配置设置为单电机（旋转信号：脉冲），单电机（旋转信号：模拟）或双电机时
设置比率系数用于缩放旋转信号
您可以设置系数用于缩放旋转信号。将系数设置为 0.0001 ~ 99999.9999的值。

• 当旋转信号类型为模拟时
 此设置用作模拟输入的线性比例公式中的比例系数。

• 当旋转信号类型为脉冲时
 此设置用作每转旋转信号脉冲数公式中的比例系数。

设置比率系数用于缩放扭矩信号
您可以设置系数用于对电机扭矩缩放扭矩信号。将系数设置为 0.0001 ~ 99999.9999的值。

• 当扭矩信号类型为模拟时
 此设置用作模拟输入的线性比例公式中的比例系数。

• 当扭矩信号类型为脉冲时
 此设置用作额定扭矩信号脉冲公式中的比例系数。

设置比率系数用于运算电机输出
您可以指定比例系数用于通过转速和扭矩运算电机输出（机械功率）。将系数设置为 0.0001 ~ 99999.9999的值。
公式如下所示。设置转速和扭矩的比例系数，因此转速的单位为min–1（或 rpm），且扭矩的单位为 N•m。当此处
指定的电机输出的比例系数为 1时，电机输出的单位是W。因为效率运算使用W作为 Pm的单位，建议设置每个
项目的比例系数，从而使 Pm的单位为W。

2π
60

电机输出 Pm = ×速度 ×扭矩 ×S

 转速：转速，通过每转脉冲数确定。
 扭矩：扭矩，通过额定扭矩信号脉冲确定。
 S：比例系数

当MTR配置设置为辅助输入（辅助）时
您可以设置系数用于缩放辅助信号。将系数设置为 0.0001 ~ 99999.9999的值。
此设置用作模拟输入的线性比例公式中的比例系数。

单位（单位）
• 字符数：最多八个
• 可用字符：空格和键盘上显示的所有字符

5  电机评价和辅助输入（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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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信号类型（传感器类型）
从以下两个类型中选择输入信号。
• 模拟（模拟）：当本仪器接收直流电压（模拟）信号时，选择此选项。
• 脉冲（脉冲）：当本仪器接收脉冲信号时，选择此选项。

不同输入信号类型的设置
如下所示，您需要配置的设置因输入信号类型而异。

与信号类型相关的设置
设置 信号类型

模拟 脉冲
模拟自动量程 ○ ×
模拟量程 ○ ×
线性刻度 A、B ○ ×
线路滤波器 ○ ×
脉冲噪声滤波器 × ○
同步源 * ― ―
脉冲量程 × ○
每转脉冲数量 * × ○

 ○：必须设置。
 ×：无需设置。
 ―：当同步源设置为无（默认设置）时，可以执行测量，但您可以通过指定同步源增加与功率测量的同步性。

与信号类型无关的通用设置
• 比例系数
• 单位
• 电机极数 *
• 同步转速频率测量源 *

 * 当MTR配置设置为辅助输入（辅助）时，请勿设置此项目。

5  电机评价和辅助输入（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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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输入量程
对类型已设置为模拟的输入信号设置模拟输入量程。对于类型已设置为脉冲的输入信号，无需设置模拟输入量程。

模拟输入自动量程（模拟自动量程）
选择是否打开或关闭自动量程。当自动量程打开时，本仪器根据输入信号的大小在以下量程之间自动切换。
20V、10V、5V、2V、1V

量程升档
• 当输入信号超过测量量程的 110%时，测量量程升档。
• 当输入信号的峰值超过测量量程的约 150%时，测量量程升档。

量程降档
当输入信号降至测量量程的 30%以下，且输入信号的峰值小于下档量程的 125%时，则测量量程降档。

 选择自动量程时，如果输入的波形是周期不定的脉冲波形，量程可能会发生改变。此时请选择固定量程。

模拟输入量程（固定量程）（模拟量程）
您可以选择以下输入量程之一。
20V、10V、5V、2V、1V

5  电机评价和辅助输入（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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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输入的线性比例
当输入信号类型设置为模拟时，设置输入信号斜率和偏移。
当MTR配置设置为辅助输入（AUX）且输入信号类型设置为脉冲时，也设置输入信号斜率和偏移。
有以下两种方法。
• 手动设置值。
• 指定两点，并使用这些点计算值。

手动设置模拟输入的线性比例（线性刻度 A、B）
您可以将输入信号的斜率 (A)和偏移 (B)设置为以下量程内的值。
斜率 (A)

• 当MTR配置设置为单电机（旋转信号：脉冲），单电机（旋转信号：模拟）或双电机时
 1.000m ~ 1.000M
• 当MTR配置设置为辅助输入（辅助）时
 −1.000M ~ 1.000M

 但是，A无法设置为零。

偏移 (B)

−1.000M ~ 1.000M

以下公式用于运算输入信号的测量值。

输入信号的测量值 = S(AX + B – NULL)

 当输入信号类型设置为模拟时
 S：比例系数
 A：输入信号斜率
 X：输入信号电压
 B：偏移
 NULL：零值

 当MTR配置设置为辅助输入（AUX）且输入信号类型设置为脉冲时
 S：比例系数
 A：脉冲系数
 X：脉冲频率
 B：偏移
 NULL：零值

当输入信号电压中没有偏移时
如果您将 A设置为 1并将 B设置为 0，线性比例设置不会影响运算，且之前公式变为：
输入信号的测量值 = S(X – NULL)
 当您将比例系数设置为每 1V输入电压的输入信号时，输入信号缩放。

当输入信号电压中存在偏移时
如果您将 S设置为 1，比例系数不会影响运算，且之前公式变为
输入信号的测量值 = AX + B – NULL
 当您将输入信号斜率 (A)设置为每 1V输入电压的输入信号并将偏移 (B)设置为偏移值时，输入信号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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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启用零值功能，然后更改输入信号斜率 (A)或偏移值 (B)，则零值修正将偏移。重置零值。

从两点运算模拟输入的线性比例（计算）
从两点运算输入信号斜率和偏移。
在输入信号的输入特性图上，您可以指定与两个输入电压值（Point1X和 Point2X）相关的两个测量的 rpm或 N•m
值（Point1Y和 Point2Y）。
 测量值（Point1X和 Point2X）：–1.000T ~ 1.000T
 运算值（Point1Y和 Point2Y）：–1.000T ~ 1.000T
选择执行，使用这四个值确定并设置输入信号斜率 (A)和偏移 (B)。

测量量程

Point1

Point2

Point1X Point2X

Point1Y

Point2Y

y = Ax + B

输入值

测量值

5  电机评价和辅助输入（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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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滤波器（线路滤波器（巴特沃斯））
通过将线路滤波器插入用于测量输入信号的回路，可以去除高频噪音。
可以从以下选项选择截止频率。滤波器类型为巴特沃斯。
OFF、100Hz、500Hz、1kHz
选择 OFF将禁用滤波器。

 线路滤波器设置应用到类型已设置为模拟的输入信号。对于类型已设置为脉冲的输入信号，无需配置此设置。

脉冲噪声滤波器（脉冲噪声滤波器）
通过将脉冲噪声滤波器插入用于测量输入信号的回路，可以去除高频噪音。
可以从以下选项选择截止频率。滤波器类型为巴特沃斯。
OFF、10kHz、100kHz、1MHz
选择 OFF将禁用滤波器。

 脉冲噪声滤波器设置应用到类型已设置为脉冲的输入信号。对于类型已设置为模拟的输入信号，无需配置此设置。

同步源（同步源）
当测量方法设置为同步源周期平均时
当MTR配置设置为单电机（旋转信号：脉冲），单电机（旋转信号：模拟）或双电机时，设置同步源。
• 当您正在测量模拟旋转和扭矩信号时，可以从以下选项中选择单元的输入信号用作同步源。可选项目因安装单
元而异。

 U1、I1、U2、I2、U3、I3、U4、I4、U5、I5、U6、I6、U7、I7、Ext Clk（外部时钟）*、Z相位 1 (Ch D)、Z相位 3 (Ch 
H)、无

* 关于 EXT CLK接口规格的信息，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 4.2节。
• 根据所选同步源的交叉点确定测量区间。本仪器使用测量区间测量模拟旋转和扭矩信号。
• 如果同步源设置为无
 数据更新周期里的所有采样数据全部用于求取转速和扭矩。
• 当旋转或扭矩信号为脉冲信号时，其值为平均测量区间的脉冲信号区间。根据同步源确定测量区间。如果脉冲信号
区间不在测量区间内，之前区间用于确定测量值。

• 若要达到稳定电机效率测量，建议您将用于电机效率测量的同步源设置为在基本测量条件下设置的相同同步源。
这可确保测量区间与测量功能（如电压、电流和有功功率）同步。

当测量方法设置为数字滤波器平均时
同步源设置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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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输入量程的上限和下限（脉冲上限量程、脉冲下限量程）
设置最大和最小输入信号值的合适量程。例如：当您测量转速为 120rpm ~ 180rpm且扭矩为 –18N•m ~ +18N•m
的信号时，将转速脉冲输入量程设置为 100rpm ~ 200rpm，并将扭矩脉冲输入量程设置为 –20N•m ~ +20N•m。

您可以在以下限值内设置各输入信号的脉冲量程。
• 扭矩信号：10000.0000~10000.0000[N•m]
• 旋转信号：-99999.9999~99999.9999[rpm]
• 辅助信号：−10.00M ~ 10.00M
当输入信号类型为脉冲时，波形显示上限和下限是此处设置的值。

在带有 D/A输出选项的机型上，额定 D/A输出值如下所示。
输入信号 D/A输出
脉冲上限量程的设置 +5V
脉冲上限量程的设置 × (–1) −5V

额定扭矩信号脉冲
当扭矩信号类型为脉冲时，请参考扭矩仪的规格设置其额定正值和负值。

额定扭矩信号正值和负值（额定上限，额定下限）
量程：–10000.0000~10000.0000(N•m)

正和负额定扭矩信号脉冲频率（额定频率（上限），额定频率（下限））
量程：1~100000000(Hz)

以下公式用于运算扭矩。
扭矩 = S(AX + B) – NULL

 S：比例系数 1

 A：扭矩脉冲系数 2

 X：脉冲频率
 B：扭矩脉冲偏移 2

 NULL：零值

1 如果扭矩信号为更改的信号，您可以设置比例系数确定更改前的扭矩。
2 通过额定扭矩信号脉冲确定扭矩脉冲系数和扭矩脉冲偏移，如下图所示。

5  电机评价和辅助输入（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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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矩信号脉冲输入量程和额定脉冲之间的关系
若要使用下图规格的扭矩仪测量 –20N•m ~ +20N•m的扭矩，请如下所示配置脉冲输入量程和额定脉冲设置。
• 脉冲输入量程的上限（脉冲上限量程）：20.0000
• 脉冲输入量程的下限（脉冲下限量程）：-20.0000
• 额定扭矩信号正值（额定上限）：50.0000
• 额定扭矩信号负值（额定下限）：–50.0000
• 正额定扭矩信号脉冲频率（上限额定频率）：15000
• 负额定扭矩信号脉冲频率（下限额定频率）：5000

扭矩传感器规格

斜率：扭矩脉冲系数（A）

扭矩脉冲偏移（B）输
出

脉
冲

数 15kHz

5kHz

–50N•m
输出轴

50N•m 扭矩输入

扭矩信号
对应–20N•m ~ +20N•m 的脉冲信号

D/A 输出信号至记录仪
±5V，对于 –20N•m ~ +20N•m

电机 负载

WT5000 记录仪

脉冲输出 
扭矩传感器

额定脉冲（正）：扭矩为 50N•m 时输出 15kHz
额定脉冲（负）：扭矩为–50N•m 时输出 5kHz

 脉冲输入量程设置应用到类型已设置为脉冲的输入信号。对于类型已设置为模拟的输入信号，无需配置此设置。

5  电机评价和辅助输入（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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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机评价和辅助输入（选件）

每转旋转信号脉冲（脉冲 N）
将每转脉冲数量设置为 1 ~ 9999的值。
以下公式用于运算转速。

X
N

转速 = S −NULL

 S：比例系数 *
 X：每分钟来自旋转传感器的输入脉冲数量
 N：每转脉冲数量
 NULL：零值

* 当比例系数为 1时，转速为每分钟转数（min–1或 rpm）。如果旋转信号为更改的信号，您可以设置比例系数
确定更改前的转速。

 指定每转旋转信号脉冲数量的设置适用于类型已设置为脉冲的输入信号。对于类型已设置为模拟的输入信号，
无需配置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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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转速（同步转速）
电机极（极）
将电机极数设置为 1 ~ 99的值。此数量用于运算同步转速。

频率测量源（源）
• 选择频率测量源用于从以下选项运算同步转速。此数量用于运算同步转速。可选项目因安装单元而异。

U1、I1、U2、I2、U3、I3、U4、I4、U5、I5、U6、I6、U7、I7
• 通常，您应选择应用到电机的电压或电流。如果选择未应用到电机的电压或电流的频率，可能无法正确确定同
步转速。

同步转速公式
同步转速单位固定为min–1或 rpm。

120×Fs
极

同步速度 （min−1） =

 Fs：频率测量源的频率 (Hz)
 极：电机极数

滑差公式
同步转速单位固定为min–1或 rpm。若要确定滑差，请配置转速比例系数，因而转速的单位也为min–1（或 rpm）。

滑差（%）= ×100
SyncSp−转速

SyncSp

 SyncSp：同步转速 (min–1)
 转速：转速 (min–1)

 将频率测量源设置为应用到电机和具有低失真和噪声的稳定电压或电流信号。

5  电机评价和辅助输入（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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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角度测量（电角度测量）

打开和关闭电角度测量
当MTR配置设置为单电机（旋转信号：脉冲）时，选择是否测量电角度。

 当数据更新周期为 10ms时，电角度测量被禁用。

谐波分析触发（谐波触发）
各输入单元可分为两组 Hrm1和 Hrm2，并且可以测量谐波。
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Hrm1和 Hrm2谐波分析触发。
• Z相位 1（Ch D）： 电机 1的相位 Z（通道 D）。当电机 1的电角度测量设置为打开时，出现此项作为选项。
• Z相位 3（Ch H）： 电机 3的相位 Z（通道 H）。当电机 3的电角度测量设置为打开时，出现此项作为选项。（安装

电机评价 2选件的机型）
• 无

谐波单元组（Hrm单元组）
各输入单元分为组 Hrm1和 Hrm2。

点击此处。

有效电角度测量项目（有效 EA项目）
这些是电角度测量项目。将根据谐波分析触发和谐波单元组设置自动设置。
示例：EaM1U1是M1（电机 1）和 U1（单元 1的电压）的电角度。

电角度修正（修正）
设置电角度修正值。

电角度修正（电角度修正）
将修正值设置为 –180.00° ~ 180.00°的数字。

自动修正输入（自动修正输入）
本仪器将修正值自动设置为修正值自动运算的电压或电流的相位和当前电角度相位之间的差值。

自动修正输入目标（目标）
选择电压或电流以自动输入校准值。可选项目因安装单元而异。
U1、I1、U2、I2、U3、I3、U4、I4、U5、I5、U6、I6、U7、I7

执行自动修正输入（执行）
将执行自动电角度修正输入。

5  电机评价和辅助输入（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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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电机效率和总效率
本仪器可以通过其测量的有功功率和电机输出来计算电机效率（消耗功率和电机输出的比例）和总效率。*您可以使
用 η公式设置来设置效率公式。

点击此处。

* 总效率是总消耗功率―不仅是电机的消耗功率，也是向电机提供电源的转换器的消耗功率―与电机输出的比例。

以下是如何运算的示例。

当电机输入接线至 ΣA时

×100
电机输出 Pm （W）

PΣA(W)
电机效率（%）

电机 电机输出 Pm电机功率消耗
PΣA

当转换器和电机输入分别接线至 ΣA和 ΣB时

×100
电机输出 Pm （W）

PΣB(W)
电机效率（%） =

×100
电机输出 Pm （W）

PΣA(W)
总效率（%） =

转换器
（变频器等） 电机 电机输出 Pm

PΣBPΣA
电机功率 

消耗
电机和转换器消耗功率

当转换器和电机输入分别接线至 ΣB和 ΣA时

×100
电机输出 Pm（W）

PΣA(W)
电机效率（%） =

×100
电机输出 Pm（W）

PΣB(W)
总效率（%） =

PΣB
电机和转换器消耗功率

转换器
（变频器等） 电机 电机输出 Pm

PΣA
电机功率 

消耗

 如果 ΣA和 ΣB为三相 3线（3P3W）制，您可以使用 Delta运算在 ΣA和 ΣB上执行 3P3W>3V3A转换。通过
3P3W>3V3A转换，您可以确定一个未测量线电压和一个未测量电流。

5  电机评价和辅助输入（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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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运算和输出配置

运算和输出（运算 /输出）
可以指定以下项目。
• 效率公式（效率）
• Delta运算（∆测量）
• 数据更新周期（更新率）
• 平均（平均）
• 谐波测量条件（谐波）
• 运算（测量）
• 显示（显示）
• 数据存储（存储）
• 数据保存（数据保存）
• 积分功率（瓦时，积分）
• D/A输出（D/A输出，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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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公式（效率）
可以通过组合测量功能符创建效率公式，本仪器可以使用测量功能的数值求出设备的能量转换效率。

η1 ~ η4

可以使用以下测量功能作为运算项，创建出 4个效率公式 (η1~η4)。
• 各单元的有功功率（P1~P7）
• Σ功能的有功功率（PΣA~PΣC）
• 电机输出（Pm1~Pm4，在带有电机评价 1或 2选件的机型上）
• Udef1, Udef2

Udef1, Udef2

若要添加有功功率和电机输出并将其用于 η1~η4，请使用 Udef1和 Udef2。最多可以添加由上述测量功能组成的
四个运算项。

公式示例
• 单相 2线制输入 /单相 2线制输出设备的效率
 输入：单元 1的功率 (P1)
 输出：单元 2的功率 (P2)
 效率公式：P2/P1 × 100 (%)

转换器
（变频器等）

输入功率：P1 输出功率：P2

• 单相 2线制输入 /三相 3线制输出设备的效率
 输入：单元 1的功率 (P1)
 输出：单元 2和 3的 Σ功率 (PΣA)
 效率公式：PΣA/P1 × 100 (%)

• 三相 3线制输入 /三相 3线制输出设备的效率
 输入：单元 1和 2的 Σ功率 (PΣA)
 输出：单元 3和 4的 Σ功率 (PΣB)
 效率公式：PΣB/PΣA × 100 (%)

• 单相 2线制输入电机 1的效率
 输入：单元 1的功率 (P1)
 输出：电机 1输出 (Pm1)
 效率公式：Pm1/P1 × 100 (%)

• 三相 3线制输入电机 1的效率
 输入：单元 1和 2的 Σ功率 (PΣA)
 输出：电机 1输出 (Pm1)
 效率公式：Pm1/PΣA × 100 (%)

 为正确运算效率，在设置所有单元的功率系数时，要确保所有用于效率运算的功率单位的一致性。例如：如果
运算中使用的单元或接线组的功率单位不同，如W（瓦特）和 J（焦耳），则无法正确运算效率。

6  运算和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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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运算（Δ测量）
接线组中各单元的电压或电流瞬时值（采样数据）的总和或差值可以用于求取差分电压和相电压等各种类型的数据。
此计算被称为Delta运算。

Delta运算的类型（Δ测量类型）
以下类型的 Delta运算可用：
• 差分电压和差分电流（差）
• 线电压和相电流 (3P3W > 3V3A)
• Star-delta转换 (Star>Delta)
• Delta-star转换 (Delta>Star)

您可以选择的 Delta运算类型因接线方式不同而有如下变化。
接线方式 Delta运算类型
1P3W 差、3P3W>3V3A
3P3W 差、3P3W>3V3A
3P4W Star>Delta
3P3W(3V3A，3V3AR) Delta>Star

• 差分电压和差分电流（差）
 可在单相 3线制或三相 3线制上计算两个单元之间的差分电压和差分电流。

 当您在接线组 ΣA上执行 Delta运算时，可用测量功能如下。
 ∆U1rms[UdiffA], ∆U1mn[UdiffA], ∆U1dc[UdiffA], ∆U1rmn[UdiffA], ∆U1ac[UdiffA]
 ∆Irms[IdiffA], ∆Imn[IdiffA], ∆Idc[IdiffA], ∆Irmn[IdiffA], ∆Iac[IdiffA]

* 在测量功能中，rms、mn(mean)、dc、rmn(r-mean) 和ac 为 Delta运算模式。A表示接线组。
点击此处。

• 线电压和相电流 (3P3W > 3V3A)

 您可以通过将三相 3线制的数据转换为 3电压 3电流表法（3V3A）的数据，运算未测量的线电压和相电流。

T

R

ST

R

S

 当您在接线组 ΣA上执行 Delta运算时，可用测量功能如下。
 ∆U1rms[UrsA], ∆U1mn[UrsA], ∆U1dc[UrsA], ∆U1rmn[UrsA], ∆U1ac[UrsA]
 ∆Irms[ItA], ∆Imn[ItA], ∆Idc[ItA], ∆Irmn[ItA], ∆Iac[ItA]

±

±

±

±

IR

ST

U

UI

N

I1

I2
U2

U1Urs

It

* 在测量功能中，rms、mn(mean)、dc、rmn(r-mean) 和ac 为 Delta运算模式。A表示接线组。
点击此处。

6  运算和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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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Delta转换 (Star>Delta)

 您可以使用来自三相 4线制的数据通过 Star连接的数据运算 Delta连接的数据。

R

ST

R

ST

 当您在接线组 ΣA上执行 Delta运算时，可用测量功能如下。
 ∆U1rms[UrsA], ∆U1mn[UrsA], ∆U1dc[UrsA], ∆U1rmn[UrsA], ∆U1ac[UrsA]
 ∆U2rms[UstA], ∆U2mn[UstA], ∆U2dc[UstA], ∆U2rmn[UstA], ∆U2ac[UstA]
 ∆U3rms[UtrA], ∆U3mn[UtrA], ∆U3dc[UtrA], ∆U3rmn[UtrA], ∆U3ac[UtrA]
 ∆UΣrms[UΣA], ∆UΣmn[UΣA], ∆UΣdc[UΣA], ∆UΣrmn[UΣA], ∆UΣac[UΣA]
 ∆Irms[InA], ∆Imn[InA], ∆Idc[InA], ∆Irmn[InA], ∆Iac[InA]

I

I

R

ST

U

U U
I

N

I1

I2

I3

U1

U2U3

UrsUtr

Ust

In

±

±

±±

±

±

* 在测量功能中，rms、mn(mean)、dc、rmn(r-mean) 和ac 为 Delta运算模式。A表示接线组。
点击此处。

• Delta-Star转换 (Delta>Star)

 使用来自三相 3线制的数据使用 3电压 3电流表法，您可以通过 Delta连接的数据运算 Star连接的数据。当您
想要观察没有中性线的对象的相电压，如电机时，此功能非常有用。Star连接的中心 N计算为 Delta连接的中心。
如果 Star连接的实际中心不符合 Delta连接的中心，将产生错误。

R

ST

R

ST

R

ST

3V3A 3V3AR

 当您在接线组 ΣA上执行 Delta运算时，可用测量功能如下。
 ∆U1rms[UrA], ∆U1mn[UrA], ∆U1dc[UrA], ∆U1rmn[UrA], ∆U1ac[UrA]
 ∆U2rms[UsA], ∆U2mn[UsA], ∆U2dc[UsA], ∆U2rmn[UsA], ∆U2ac[UsA]
 ∆U3rms[UtA], ∆U3mn[UtA], ∆U3dc[UtA], ∆U3rmn[UtA], ∆U3ac[UtA]
 ∆UΣrms[UΣA], ∆UΣmn[UΣA], ∆UΣdc[UΣA], ∆UΣrmn[UΣA], ∆UΣac[UΣA]
 ∆Irms[InA], ∆Imn[InA], ∆Idc[InA], ∆Irmn[InA], ∆Iac[InA]
 ∆P1[PrA]
 ∆P2[PsA]
 ∆P3[PtA]
 ∆PΣ[PΣA]

6  运算和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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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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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1

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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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I

I

R

ST

±U

UI

N

I1

I2

I3

U3

U2

U1Ur

Ut Us
In

±

± U

±

±
±

3V3A

3V3A

* 在测量功能中，rms、mn(mean)、dc、rmn(r-mean) 和ac 为 Delta运算模式。A表示接线组。
点击此处。

关于公式的信息，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附录 1。
关于测量区间的信息，请查阅“测量区间”。

点击此处。

Delta运算模式（Δ测量模式）
可以从以下选项中选择要显示为 Delta运算值的电压或电流模式：rms、mean、dc、r−mean、ac

• 建议您尽量精确设置进行 Delta运算的单元的测量量程和比例（VT/CT变比和系数）。使用不用测量量程或比
例会造成采样数据测量分辨率不同。这将导致错误。

• 紧跟 Delta运算测量功能符号后面的数字 (1、2和 3)与单元编号无关。从 ∆U1到 ∆PΣ的所有 Delta测量功
能的运算因接线方式和 Delta运算类型而异。详情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附录 1。

• 当本仪器上仅安装一个单元时，无法使用此功能，且其设置不会出现。
• 无法在单相 2线（1P2W）接线方式中执行 Delta运算。
• 当运算方法为数字滤波器平均时，不能进行 Delta运算。

6  运算和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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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更新周期（更新率）
数据更新周期是测量功能中所用数据采样的周期。

更新模式（更新模式）
从以下选项中选择用于更新数据的触发。
• 恒定周期（恒定）
• 触发（触发）

恒定周期（恒定）
在每个数据更新周期，数值数据将被更新、存储、通过通信接口传输，及转换和输出为模拟信号。
屏幕右上方的测量模式显示表示常规模式。
加快数据更新率，可以获取电力系统较快的负载变动。减慢数据更新率，可以测量低频信号。

触发（触发）
根据波形显示触发操作更新数值数据一次。
屏幕右上方的测量模式显示表示常规模式（Trg）。

如果更新模式设置为触发，在整个数据更新周期检测到触发后开始测量。本仪器消耗以下时间运算及显示测量数
据后，准备下次触发。
• 数据更新周期是 10ms~500ms时 :约 1s
• 数据更新周期是 1s~20s时 :数据更新周期 +500ms
此时，存储、通信输出以及 D/A输出动作与触发同步。
如果更新模式设为恒定间隔，存储、通信输出以及 D/A输出动作与数据更新周期同步。

• 如果您未正确设置触发电平，波形显示起始点（屏幕左边缘上的信号电平）可能不稳定，或者可能不会出现波
形。

• 在以下情况下，即使更新模式设置为触发，模式也将设置为恒定周期。
• 积分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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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更新周期（更新率）
从以下选项选择。
10ms、50ms、100ms、200ms、500ms、1s、2s、5s、10s、20s

数据更新周期设置显示在屏幕顶部。

• 显示更新周期
 数值数据显示

数据更新周期 显示更新周期
10ms 1s
50ms ~ 200ms 200ms
500ms ~ 20s 与数据更新周期相同

 数值数据之外的其他显示
 显示更新周期为 1s。

运算方法（测量方法）
将如何运算测量值设置为以下选项之一。

• 同步源周期平均（同步源周期平均）
 使用同步源周期平均法运算数据更新周期中的采样数据，以求得测量值。（但是，此项不包括积分功率WP和

DC模式时的积分电流 q。） 
 该方法要求精确检测出指定同步源信号的周期。检查是否按照操作手册 IM WT5000-02CN中 3.1和 3.4节中的
步骤正确测量同步源信号频率。

• 数字滤波器平均（数字滤波器平均）
 通过应用数字滤波器平均采样数据，以求得测量值。
 该方法不要求检测出输入信号的周期。

运算方法设置作为 SP或 DF显示在屏幕顶部。

响应速度（响应）
如果运算方法设置为数字滤波器平均，请将响应速度设置为以下选项之一。
根据响应速度如下设置测量频率下限。
• 快 (≥100Hz)：100Hz
• 中 (≥10Hz)：10Hz
• 慢 (≥1Hz)：1Hz
• 极慢 (≥0.1Hz)：0.1Hz
响应速度设置作为 F、M、S或 V显示在屏幕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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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触发设置）
如果将更新模式设置为触发，请设置触发。
当显示波形时确定触发。当满足触发条件且显示波形时，应“发生”触发。

触发模式（触发模式）
触发模式确定更新显示的条件。从以下选项选择。
• 自动（自动）
 如果在约 100ms超时前满足触发条件，本仪器在各触发发生时更新显示的波形。如果不满足，本仪器自动更新
显示波形。如果触发信号的周期大于 100ms，当上述两个条件交替时，显示更新。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将触发
模式设置为常规。

• 常规（常规）
 仅当满足触发条件时，本仪器才更新波形显示。如果未发生触发，则显示不更新。如果您想要查看本仪器无法
触发的波形，或如果您想要检查地电平，请将触发模式设置为自动。

触发源（触发源）
本仪器检查是否有触发条件的信号称为触发源。从以下选项选择。可选项目因安装单元而异。
U1、I1、U2、I2、U3、I3、U4、I4、U5、I5、U6、I6、U7、I7、Ext Clk（外部时钟）*

* 当您选择 Ext Clk时，应用到后面板上外部时钟输入接口 (EXT CLK)的外部信号用作触发源。关于 EXT CLK接
口规格的信息，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 4.3节。当 Ext Clk设置为触发源时，触发斜率和触发
电平设置如下：
• 触发斜率：下降。触发斜率设置将无效。
• 触发电平：0.0%触发电平设置将无效。

触发斜率（斜率）
斜率指信号由低电平向高电平（上升沿）或高电平向低电平（下降沿）变动。斜率作为一种触发条件时，称为触发斜率。
以下触发斜率设置可用于触发本仪器。
• :  上升沿 : 当触发源从低于触发电平的电平更改为高于触发电平的电平（上升）时，将检测到边沿。
• :  下降沿 : 当触发源从高于触发电平的电平更改为低于触发电平的电平（下降）时，将检测到边沿。
• : 本仪器在上升沿和下降沿均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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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电平（触发电平）
触发电平是确定触发斜率时的电平。如果触发源以上升沿或下降沿通过触发电平，触发发生。
• 您可以选择 0.0和 ±100.0%之间的值。
• 100%的值对应于波形显示高度的一半。如果输入信号的零电平设置为垂直轴的中心，100%对应于波形显示
的顶部，且 –100%对应于波形显示的底部。当峰值因数设置为 CF3时，波形显示的上限和下限对应于各单元
电压或电流测量量程的三倍。同样，当峰值因数设置为 CF6或 CF6A时，限值为六倍。

• 当 Ext Clk设置为触发源时，触发电平设置无效。

触发电平

触发源

当触发边缘设置为上升（   ）时， 
本仪器在此处（触发点）触发。

输入零值线（垂直轴的中心）

100% (300Vpk)

−100% (−300Vpk)

• 测量量程：当峰值因数设置为 CF3 时，100Vrms。
                       当峰值因数设置为 CF6 或 CF6A 时，50Vrms。
• 触发电平 : 25%

25% 触发电平 （75V)
T

触发电平

 如果您未正确设置触发电平，波形显示起始点（屏幕左边缘上的信号电平）可能不稳定，或者可能不会出现波形。

触发点
触发点是触发发生时的点。触发点始终显示在屏幕左端。
触发激活后，波形显示随着时间推移从屏幕左侧继续进行到屏幕右侧。
（下图中词语“触发点”下方的箭头仅为图示。实际显示时不出现箭头。）

触发点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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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防止噪声相关错误，当峰值因数设置为 CF3时，触发功能约有 1%的迟滞。例如：当触发斜率设置为  时，
如果输入信号电平下降至触发电平以下约 1%，然后通过上升沿上的触发电平，将发生触发。当峰值因数设
置为 CF6或 CF6A时，触发功能约有 2%的迟滞。

• 以下情况下，用于显示波形的触发功能不工作。
• 当更新模式设置为恒定周期时
• 积分期间

 因此，波形显示起始点（屏幕左边缘的信号电平）可能不稳定。此外，数值数据测量区间可能与波形数据测量
区间不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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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平均）
您可以取数值数据的指数或移动平均。平均功能在数值显示不稳定、读取困难的情况下有效。电源或负载的变动
较大或输入信号的频率较低时，会出现此类情况。

打开和关闭平均（平均）
常规测量使用的测量功能
您可以选择是否平均值。当您启用平均（ON）时，屏幕顶部的 AVG指示灯点亮。

谐波测量功能
• 如果平均打开且平均类型是指数平均，对谐波测量功能执行平均。*
• 即使平均打开，如果平均类型是移动平均，也不会对谐波测量功能执行平均。*

* 除谐波测量功能之外，平均也应用到 Ufnd、Ifnd、Pfnd、Sfnd、Qfnd、λfnd和 Φfnd。

平均类型（平均类型）
您可以使用指数（Exp）或移动平均（Lin）。

使用指数 (Exp)

通过指定的衰减常数，根据以下公式，数值数据为指数平均。

Dn =
(Mn−Dn−1)

K
Dn−1 + 

Dn：经过第 n次指数平均后显示的数值。（第 1次显示的数值，D1等于M1。）
Dn–1：经过第 n – 1次指数平均后显示的数值。
Mn：第 n次的测量数据。
K：衰减常数（从 2 ~ 64选择）

移动平均 (Lin)

指定平均计数用于根据以下公式运算移动平均。

Dn =
Mn−(m−1) + • • • Mn−2 + Mn−1 + Mn

m

Dn：第 n−(m−1)次到第 n次的m个数值数据值的简单平均
Mn–(m–1)：第 n–(m–1)次的数值数据
………………………………………………
………………………………………………
Mn–2：第 n – 2次的测量数据。
Mn-1：第 n – 1次的测量数据。
Mn：第 n次的测量数据。
m：平均计数（从 8到 64选择数字）

衰减常数或平均计数（平均计数）
• 如果平均类型为指数平均，请将衰减常数设置为以下量程内的值。
 2~64
• 如果平均类型为移动平均，请将平均计数设置为以下量程内的值。
 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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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平均处理的测量功能
下列测量功能是被直接平均的。而其它通过运算下列测量功能的数据而得到的测量功能会受平均影响。关于如何
确定测量功能的值的详情，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附录 1。

常规测量使用的测量功能
• Urms, Umn, Udc, Urmn, Uac, Irms, Imn, Idc, Irmn, Iac, P, S, Q, Ufnd, Ifnd, Pfnd, Sfnd, Qfnd, fU, fI, f2U, f2I
• ∆U1 ~ ∆PΣ（Delta运算）
• 扭矩、转速、Pm、Aux（安装电机评价 1或 2选件的机型）
• λ, Φ, λfnd, Φfnd, CfU, CfI, Pc, q, q+, q–和 η1~η4是使用 Urms, Irms, P, S和 Q的平均值运算而得。
• SyncSp是使用 fU或 fI的平均值运算而得（安装电机评价 1或 2选件的机型）。
• 滑差是使用速度的平均值运算而得（安装电机评价 1或 2选件的机型）。

谐波测量功能
• U(k), I(k), P(k), S(k), Q(k)
• λ(k)和 Φ(k)是使用 P(k)和 Q(k)的平均值运算而得。
• Z, Rs, Xs, Rp, Xp, Uhdf, Ihdf, Phdf, Uthd, Ithd, Pthd, Uthf, Ithf, Utif, Itif, hvf, hcf和 K因数使用 U(k), I(k)和 P(k)
的平均值运算而得。

 k：谐波次数

不执行平均的测量功能
以下测量功能不执行平均。

常规测量使用的测量功能
U+pk, U−pk, I+pk, I−pk, P+pk, P−pk, ITime, WP, WP+, WP−, WPΣ, WP+Σ, WP−Σ, WS, WQ

谐波测量功能
ΦU (k), ΦI (k), ΦUi−Uj, ΦUi−Uk, ΦUi−Ii, ΦUj−Ij, ΦUk−Ik, fPLL1, fPLL2, EaM1U, EaM1I, EaM3U, EaM3I
* k：谐波次数

常规和谐波测量使用的测量功能
F1~F20、Event1~Event8

• 打开平均后求取和显示的是多次测量的平均值。如果输入信号大幅改变，当使用平均时，测量值中反映改变
的时间将较长。

• 衰减常数（用于指数平均）或平均计数（用于移动平均）越大，测量值越稳定（响应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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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输出（D/A输出，选件）
可以从后面板 D/A输出端子输出数值数据（±5V FS直流电压信号）。最多可以设置 20个项目（通道）。

输出项目（项目）
此处出现在功能和单元 /Σ下选择的测量功能。

功能（功能）
• 您可以选择“本仪器可测量的项目”下所列任一测量功能。

点击此处。

• 若要通过 D/A转换输出积分值，请对积分 D/A输出设置额定时间。
点击此处。

• 也可以选择不输出测量功能（无）。已设置为无的通道的输出为 0V，因为没有对应的数值数据。
• 当 D/A输出量程模式设置为固定时，测量功能已设置为 Z、Rs、Xs、Rp、Xp、Utif、Itif或 F1~F20的通道的

D/A固定为 0V。当量程模式为手动时，通道产生电压。

单元（单元 /Σ）
• 当功能（功能）设置为转速、扭矩、Pm、滑差或 SyncSp以外的设置时

• 视功能而定，从以下选项中选择单元 /接线组，或者可能无需选择。可选项目因安装单元而异。
 单元 1、单元 2、单元 3、单元 4、单元 5、单元 6、单元 7、ΣA、ΣB、ΣC
• 如果所选接线组中的单元不存在，由于没有数据，输出为 0V。例如：如果单元分配到 ΣA，而非 ΣB，ΣB测
量功能的输出为 0V。

• 如果您将功能（功能）设置为转速、扭矩、Pm、滑差或 SyncSp，可以选择电机编号（电机 1、电机 2、电机 3或
电机 4）。

谐波次数（次数（k））
当您选择有谐波数据的功能时，可以在以下量程内设置显示的谐波次数。
Total（总值）或 0(DC)~500

可以指定的谐波次数因测量功能而异。详情请查阅“谐波测量功能次数”。
点击此处。

超过最大可测量次数的次数输出为 0V。关于最大可测量谐波次数的信息，请查阅“要测量的最大谐波次数（最大
次数）”。

点击此处。

D/A输出量程模式（量程模式）
可以从以下选项选择 D/A输出量程模式。

固定（固定）
当接收到测量功能的额定值时，输出 +5V。详情请查阅“输出项目和 D/A输出电压之间的关系”。

点击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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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手动）
您可以设置哪些测量功能值产生 -5V的 D/A输出，哪些产生 +5V的 D/A输出。
此项启用对每个通道缩放的 D/A输出（D/A缩放）。例如：如果您以 1A的测量量程测量在 0.6A和 0.8A之间波动
的电流，当 D/A输出量程模式为固定时，D/A输出电压将在 3.0V和 4.0V之间波动。当您想要更密切观察波动时，
可以使用 D/A缩放功能。如果您将 D/A输出量程模式设置为手动，并将最小值设置为 0.6，将最大值设置为 0.8，
当测量电流值为 0.6A时，本仪器将产生 –5V，当测量电流值为 0.8A时，将产生 +5V。

1.0A

0.8A

0.6A

5.0V

4.0V

3.0V

5.0V

时间 时间

测量电流 D/A输出 D/A输出
固定量程模式 手动量程模式

（D/A缩放）

–5.0V

最大 (Max)和最小 (Min)量程值
当 D/A输出量程模式为手动时，可以在以下量程内设置最大 (Max)和最小 (Min)值。
−9.999T ~ 9.999T

• 如果没有选择测量功能或没有数值数据，则输出为 0V。
• 如果 VT比、CT变比或功率系数应用到电压、电流或功率值且启用比例，当缩放测量值与缩放额定值（测量
量程 ×比例系数）相同时，本仪器产生 100%输出 (5V)。

• 对于 Σ功能，当测量值等于组中所有单元处于其额定值时测量的值时，本仪器产生 100%输出 (5V)。如果单
元具有不同的比例系数，当缩放测量值与缩放额定值（测量量程 ×比例系数）相同时，本仪器产生 100%输出
(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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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 D/A输出的额定时间（积分额定时间）
当通过 D/A输出来输出积分值时，将持续应用额定值（与测量量程相同的值），经过指定时间后的积分值为 100%，
且该点的 D/A输出为 5V。假定随着时间推移 D/A输出中将产生从积分值的 0%(0V)到积分值的 100%(5V)的变化，
且通过实际输入电平与此假定直线的比例求取 D/A输出值。
关于测量积分 D/A输出和电压之间的关系，请查阅“输出项目和 D/A输出电压之间的关系”。

设置积分 D/A输出的额定时间
• 您可以在以下范围内设置时、分和秒。
 00000:00:00 ~ 10000:00:00
• 以下积分模式中此设置有效。

• 手动积分模式
• 当积分定时器设置为 00000:00:00时，实时常规积分模式

• 在以下积分模式中，积分 D/A输出的额定时间设置为定时器设置的相同时间。
• 标准积分模式
• 连续积分模式
• 当积分定时器未设置为 00000:00:00时，实时常规积分模式
• 实时连续积分模式

 当积分 D/A输入的额定时间设置为 00000:00:00时，积分值的 D/A输出固定为 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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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项目和 D/A输出电压之间的关系
频率（图示简化）

D/A输出
约 7.5V

5.0V

0.5V
显示值

10Hz0.1Hz
1Hz 100Hz

1kHz
10kHz

100kHz
1MHz

10MHz
100MHz

1GHz
1.5GHz

用户自定义事件
• 当发生事件时（真）：+5V
• 当未发生事件时（假）：0V

积分值
D/A输出
约 7.0V

5.0V

0 积分时间

140%额定输入时

额定输入时

t0：手动积分模式中积分 D/A输出的额定时间。
常规或连续积分模式中的定时器时间。

t0

其他项目

显示值                输出  
 140% 约 7.0V
  100% 5.0V
 0% 0V
 –100% –5.0V
 –140% 约 –7.0V

D/A 输出
约 7.5V
约 7.0V

5.0V

0

−5.0V

−100
100

−140
140

约 –7.0V
约 –7.5V

显示值 （%）

• λ、Φ、EaM1U、EaM1I、EaM3U和 EaM3I不超过 ±5V。当 Φ的显示格式设置为 360°时，Φ的输出范围从
0V到 +5V。当 Φ的显示格式设置为 180°（滞后 180°~超前 180°）时，Φ的输出范围从 –5V到 +5V。超前 /滞
后的符号遵循相位极性 (相位极性 )设置。但是，当出错时，输出约为 7.5V。当出错时，仅 U–pk和 I–pk的输
出约为 –7.5V。

• η1~η4、Uhdf、Ihdf、Phdf、Uthd、Ithd、Pthd、Uthf、Ithf、hvf、hcf和 Slip*的输出为 100%时 +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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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扭矩达到输入量程 ×扭矩比例系数 ×输入信号斜率的值（此值为额定值）时，模拟扭矩信号的输出为 +5V。 
*例如：当输入量程为 10V时，如果比例系数设置为输入电压每 1V扭矩为 1N•m，当扭矩为 10N•m时，输出
为 +5V。

• 当扭矩达到对脉冲范围上限 × (–1)指定的值时，脉冲扭矩信号的输出为 –5V，当扭矩达到对脉冲范围上限指定
的值时，输出为 +5V。*

• 当转速达到输入量程 ×旋转比例系数 ×输入信号斜率的值（此为额定值）时，模拟转速信号的输出为 +5V。*例
如：当输入量程为 10V时，如果比例系数设置为 100rpm/1V输入电压，当转速为 1000rpm时，输出为 +5V。

• 当转速达到对脉冲范围上限 × (–1)指定的值时，脉冲转速信号的输出为 –5V，当转速达到对脉冲范围上限指定
的值时，输出为 +5V。*

• 当 SyncSp处于转速的额定值时，SyncSp的输出为 +5V。*
• 当 Pm达到从扭矩和转速额定值获得的电机输出值时，Pm的输出为 +5V。1

• 如果辅助信号为模拟，当Aux达到模拟信号输入量程的值×Aux的比例系数×辅助信号斜率的值（此为额定值）时，
Aux的输出为 +5V。*

• 如果辅助信号为脉冲，当辅助信号达到对脉冲范围上限 × (–1)指定的值时，Aux的输出为 –5V，当辅助信号达
到对脉冲范围上限指定的值时，输出为 +5V。*

* 应用到安装电机评价 1或 2选件的机型。

6  运算和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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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谐波测量条件

谐波测量条件（谐波）
在相对于基波的各谐波相位角上，使用谐波测量可以测量基于电压、电流和功率谐波及其谐波畸变率的功能。您
也可以运算电压和电流的谐波谐波畸变率。
关于可通过谐波测量进行测量的测量功能列表及其说明，请查阅“本仪器可测量的项目”下的“谐波测量功能”。

点击此处。

 当数据更新周期为 10ms时，谐波测量被禁用。

出现以下菜单项目。
• 输入单元组（单元）
• PLL源（PLL源）
• 测量谐波次数（最小次数 /最大次数）
• 谐波畸变率运算公式（Thd公式）
• FFT点数（FFT点数）

输入单元组（单元）
您可以将所有输入单元分为两组：Hrm1和 Hrm2，并使用频率不同的两个 PLL源测量谐波。您可以测量输入和输
出频率不同的 AC–AC转换器的输入和输出谐波。

单元 1~单元 7
将各单元的组设置为 Hrm1或 Hrm2。分配到相同接线组的输入单元被设置为相同组。

PLL源（PLL源）
对于要测量的谐波，必须确定将要用于分析谐波的基波周期（基波信号的周期）。确定基波周期的信号为 PLL（锁相
环路）源。

从以下选项中选择组 Hrm1和 Hrm2的 PLL源。可选项目因安装单元而异。
U1、I1、U2、I2、U3、I3、U4、I4、U5、I5、U6、I6、U7、I7、Ext Clk

* 如果您选择 Ext Clk，应用到后面板外部时钟输入接口 (EXT CLK)的信号的频率用作谐波测量的基波频率。关于
EXT CLK接口规格的信息，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 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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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与想要测量谐波的信号相同周期的信号。对于稳定谐波测量，选择失真和波动尽可能小的 PLL源的输入
信号。如果 PLL源的基波频率波动或如果因波形失真而无法测量基波频率，将无法获取正确的测量。当测量
项目为开关电源时且在电压信号的失真小于电流信号的失真等其他情况下，建议 PLL源设置为电压。

• 如果所有输入信号失真或振幅比测量量程小很多，可能无法符合规格。若要在高次谐波上实现稳定精确的测
量，请将 PLL源设置为外部时钟信号并将与输入信号相同周期的信号应用到外部时钟输入端子。

• 如果输入信号的基波频率小于以下频率且输入信号包含高频成分，建议打开频率滤波器并如下设置截止频率。
输入信号的基波频率 频率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100Hz或更小 0.1kHz
1kHz或更小 1kHz
10kHz或更小 10kHz
100kHz或更小 100kHz

• 如果应用到指定为 PLL源的单元的信号振幅电平小于测量量程，可能无法实现 PLL同步。如果峰值因数设置为
CF3，请设置测量量程，使 PLL源的振幅电平至少为 50%。如果峰值因数设置为 CF6或 CF6A，请设置测量量程，
使 PLL源的振幅电平至少为 100%。

• 如果 PLL源的频率改变，将在更改后四次数据更新时修正测量值。PLL源或其频率更改后，可能无法立即获
取正确的测量值，因为本仪器内的 PLL回路需要重新检测频率。

测量谐波次数（最小次数 /最大次数）
可对组 Hrm1和 Hrm2指定谐波测量范围。此处指定的谐波次数用于确定谐波畸变率的数值数据。

点击此处。

要测量的最小谐波次数（最小次数）
从以下选项选择。
• 0：当确定数值谐波波形数据时，将包括 0次（DC）成分。
• 1： 当确定数值谐波波形数据时，将不包括 0次（DC）成分。从 1次（基波）确定谐波测量输入（谐波波形数据）。

要测量的最大谐波次数（最大次数）
您可以选择 1和 500之间的值。
但是，最大可测量谐波次数是下列三个次数的最小值。
• 要测量的指定最大谐波次数
• 根据 PLL源频率自动确定的值（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 6.7节）
• 当数据更新周期为 50ms或自动时，最大可测量谐波次数为 100。
高于最大可测量谐波次数对应于谐波次数的数值数据显示为“-------”（无数据）。

• 如果要测量的最小谐波次数设置为 1，当确定谐波因数时，不包括 DC成分的数据。
• 对于 0 (DC) ~ 500次谐波的数值数据，没有过载值显示（“-OL-”）或零显示（强制归零）。关于常规测量中过载
值（“-OL-”）和零显示（强制归零）的信息，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 6.15和 6.16节。

• 当数据更新周期设置为 10ms时，不执行谐波测量。

7  谐波测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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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波畸变率运算公式（Thd公式）
当确定谐波测量功能 Uhdf、Ihdf、Phdf、Uthd、Ithd和 Pthd时，您可以选择使用其中一个下述分母作为公式的分母。
关于公式的信息，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附录 1。

1/Total（1/Total）
分母是从最小测量次数（0或 1次）到最大测量次数（谐波分析的上限内）的所有次数的测量数据。

1/基波（1/基波）
分母是基波信号成分（1次）的数据。

FFT点数（FFT点数）
将 FFT点数设置为 1024或 8192。

抗混淆滤波器
当对重复波形进行 A/D转换并进行 FFT运算时，频率超过采样频率一半以上的高频成分会被检测为低频成分。此
现象称为混淆现象。

混淆信号 输入信号 采样点

混淆将引起测量值误差增加且各谐波上相位角测量不正确等问题。抗混淆滤波器用于防止混淆并消除与谐波测量
无关的高频成分。
例如：当基波频率为 50Hz的输入信号测量高达 50次时，50次频率为 2.5kHz。因此，5-kHz抗混淆滤波器用于
消除与谐波测量无关的大于或等于约 5kHz的高频成分。

本仪器使用线路滤波器作为谐波测量的抗混淆滤波器。有关如何配置滤波器的信息，请查阅“线路滤波器（线路滤
波器）”。

点击此处。

当抗混淆滤波器（线路滤波器）打开时，测量带宽的精度和上限改变。详情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
6.15和 6.16节。

7  谐波测量条件



8-1IM WT5000-01ZH

8  运算

运算（测量）
可以指定以下项目。
• 用户自定义功能（用户自定义功能）
• 测量平均有功功率
• 最大值保持（最大值保持）
• 用户自定义事件（用户自定义事件）
• 视在功率的运算公式（S公式）
• 视在功率和无功功率运算类型（S、Q公式）
• 修正功率的运算公式（Pc公式）
• 相位差显示格式（相位）
• 主从机同步测量（同步测量）

用户自定义功能（用户自定义功能）
可以通过组合功能符号创建公式并使用组合功能的数值数据确定公式的值。

 用户自定义功能通过组合运算项可以求取测量功能以外的物理量。效率公式指定的测量功能固定为功率和电机
输出。但是，通过用户自定义功能可以制定包含功率和电机输出测量功能之外测量功能的公式，进而求取效率
以外的比率。

选择要配置的用户自定义功能
从以下选项中选择想要配置的用户自定义功能的编号。
• F1−F5：用户自定义功能 F1 ~ F5
• F6−F10：用户自定义功能 F6 ~ F10
• F11−F15：用户自定义功能 F11 ~ F15
• F16−F20：用户自定义功能 F16 ~ F20

打开或关闭用户自定义功能的运算
打开或关闭用户自定义功能的运算。

用户自定义功能名称（名称）
• 字符数：最多 8个
• 可用字符：空格和键盘上显示的所有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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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式（表达式）
操作类型
可以使用测量功能和单元编号（例如：Urms1）的组合作为运算项，以配置最多 20个公式（F1 ~ F20）。1个公式内
最多可以设置 16个运算项。
不同类型的运算项如下所列（测量功能：运算项）。

• 常规测量
电压、电流和功率

Urms: URMS( ) Irms: IRMS( ) P: P( ) Pfnd: PFND( )
Umn: UMN( ) Imn: IMN( ) S: S( ) Sfnd: SFND( )
Udc: UDC( ) Idc: IDC( ) Q: Q( ) Qfnd: QFND( )
Urmn: URMN( ) Irmn: IRMN( ) λ: LAMBDA( ) λfnd: LAMBDAFND( )
Uac: UAC( ) Iac: IAC( ) Φ: PHI( ) Φfnd: PHIFND( )
Ufnd: UFND( ) Ifnd: IFND( ) Pc: PC( ) −−−
U+pk: UPPK( ) I+pk: IPPK( ) P+pk: PPPK( ) −−−
U−pk: UMPK( ) I−pk: IMPK( ) P−pk: PMPK( ) −−−
CfU: CFU( ) CfI: CFI( ) −−− −−−
fU: FU( ) fI: FI( ) −−− −−−
f2U: F2U( ) f2I: F2I( ) −−− −−−

积分功率
Wp: WH( ) q: AH( ) ITime: ITIME( )
Wp+: WHP( ) q+: AHP( ) WS: SH( )
Wp−: WHM( ) q−: AHM( ) WQ: QH( )

效率
 η1: ETA1( ) ~ η4: ETA4( )

用户自定义功能
 F1: F1( ) ~ F20: F20( )

• 谐波测量
U(k):UK( , ) I(k):IK( , ) P(k):PK( , )
S(k):SK( , ) Q(k):QK( , ) λ(k):LAMBDAK( , )

ΦU(k):UPHI( , ) ΦI(k):IPHI( , ) Φ(k):PHIK( , )
Z(k):ZK( , ) Rs(k):RSK( , ) Xs(k):XSK( , )
−−− Rp(k):RPK( , ) Xp(k):XPK( , )
Uhdf(k):UHDF( , ) Ihdf(k):IHDF( , ) Phdf(k):PHDF( , )
Uthd: UTHD( ) Ithd: ITHD( ) Pthd: PTHD( )
Uthf: UTHF( ) Ithf: ITHF( ) −−−
Utif: UTIF( ) Itif: ITIF( ) −−−
hvf: HVF( ) hcf: HCF( ) −−−
fPLL1:PLLFRQ1( ) fPLL2:PLLFRQ2( ) Kfactor:KFACT( )

ΦU1−U2: PHIU1U2( ) ΦU1−U3: PHIU1U3( ) ΦU1−I1: PHIU1I1( )

ΦU2−I2: PHIU2I2( ) ΦU3−I3: PHIU3I3( ) −−−

8  运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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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ta运算
∆U1( ): DELTAU1( ) ∆I( ): DELTAI( ) ∆P1( ): DELTAP1( )

∆U2( ): DELTAU2( ) −−− ∆P2( ): DELTAP2( )

∆U3( ): DELTAU3( ) −−− ∆P3( ): DELTAP3( )

∆UΣ( ): DELTAUSIG( ) −−− ∆PΣ( ): DELTAPSIG( )

∆U1rms( ): DELTAU1RMS( ) ∆U1mean( ): DELTAU1MN( ) ∆U1rmean( ): DELTAU1RMN( )

∆U2rms( ): DELTAU2RMS( ) ∆U2mean( ): DELTAU2MN( ) ∆U2rmean( ): DELTAU2RMN( )

∆U3rms( ): DELTAU3RMS( ) ∆U3mean( ): DELTAU3MN( ) ∆U3rmean( ): DELTAU3RMN( )

∆UΣrms( ): DELTAUSIGRMS( ) ∆UΣmean( ): DELTAUSIGMN( ) ∆UΣrmean( ): DELTAUSIGRMN( )

∆U1dc( ): DELTAU1DC( ) ∆U1ac( ): DELTAU1AC( ) ∆Irms( ): DELTAIRMS( )

∆U2dc( ): DELTAU2DC( ) ∆U2ac( ): DELTAU2AC( ) ∆Imean( ): DELTAIMN( )

∆U3dc( ): DELTAU3DC( ) ∆U3ac( ): DELTAU3AC( ) ∆Irmean( ): DELTAIRMN( )

∆UΣdc( ): DELTAUSIGDC( ) ∆UΣac( ): DELTAUSIGAC( ) ∆Idc( ): DELTAIDC( )
−−− −−− ∆Iac( ): DELTAIAC( )

• Delta 谐波运算
Delta谐波电压 1基波：DELTAU1F()
Delta谐波电压 2基波：DELTAU2F()
Delta谐波电压 3基波：DELTAU3F()
Delta谐波电压 Σ基波：DELTAUSIGF()
Delta谐波功率 1基波：DELTAP1F()
Delta谐波功率 2基波：DELTAP2F()
Delta谐波功率 3基波：DELTAP3F()
Delta谐波功率 Σ基波：DELTAPSIGF()

• 电机评价（选件）
Speed: SPEED( ) Torque: TORQUE( ) Pm: PM( )
Slip: SLIP( ) SyncSp: SYNC( ) −−−
EaM1U: EAM1U( ) EaM1I: EAM1I( ) −−−
EaM3U: EAM3U( ) EaM3I: EAM3I( ) −−−

• 辅助输入（选件）
Aux1:AUX1( ) Aux2:AUX2( ) Aux3:AUX3( )
Aux4:AUX4( ) Aux5:AUX5( ) Aux6:AUX6( )
Aux7:AUX7( ) Aux8:AUX8( ) −−−

• 测量量程
RngU:RNGU( ) RngI:RNGI( )
RngSpd:RNGSPD( )1 RngTrq:RNGTRQ( )*

RngAux: RNGAUX1( ) ~ RNGAUX8( )*

* 安装电机评价 1或 2选件的机型

8  运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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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运算项的参数
需要输入的参数取决于功能后是否加上“( , )”或“( )”。

• ( , )标记
 在逗号左侧指定单元，在逗号右侧指定谐波次数。例如：（E1,OR2）。

• 表示单元的符号
 E1~E7：单元 1~7
 SA~SC：接线组 ΣA~ΣC
• 表示谐波次数（次数）的符号
 ORT：总值
 OR0：dc
 OR1：基波
 OR2~OR500：谐波次数 2~500

• 对加上“( )”的功能设置参数
• 对于速度、扭矩、Pm、滑差和 SyncSp以外的测量功能，视功能而定，设置表示单元的功能，或者可能无需设置。
例如：将其设置为 (E1)。关于可用于各运算项参数的符号信息，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附录6。

• 对于速度、扭矩、Pm、滑差和 SyncSp测量功能，设置表示电机编号的符号M1 ~ M4。例如：将其设置为 (M1)。

运算项的代入值
• ITIME( )的单位是秒。
• η1 ~ η4显示为百分比（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附录 1）。但是，在自定义功能中，ETA1 ~ 

ETA4以比例描述。
 例如：当 η1为 80%时，ETA1为 0.8
• PHIU1U2中的 U1表示在接线组（ΣA、ΣB或 ΣC）中单元编号最小的单元的电压信号。例如，如果输入单元 2、

3和 4组成接线组 ΣA，PHIU1U2是输入单元 2和 3的电压信号间的相位差。
• 用户自定义公式可使用其他较小编号的用户自定义公式作为运算项。例如：用户自定义功能 F3的公式可设置
为 F1( ) + F2( )。这样就能进行超过 50个字符的运算。例如：可通过在 F1和 F2中设置公式，然后在 F3中对
这两个公式进行相加护着相除。另外，这种方法也便于制定多个包含公共项的运算公式。例如，可以在 F1中
设置公共运算项，然后将 F4设置为 F3( )除以 F1( )，并将 F5设置为 F4( )除以 F1( )。但是，如果用户自定义
公式中输入的编号大于或等于公式自身编号，那么公式将无法进行正确运算。例如，假设将用户自定义功能 F3
设置为 F1( )+F3( )或 F1( )+F4( )，运算结果将显示为“-------”（没有数据）或“-OF-”（超量程）。

运算项
公式中可以使用以下运算项。

运算项 例如 : 说明
+, −, *, / U(E1,OR1)−U(E2,OR1) 基本算术
ABS ABS(P(E1,ORT)+P(E2,ORT)) 绝对值
SQR SQR(I(E1,OR0)) 平方
SQRT SQRT(ABS(I(E1,OR3))) 平方根
LOG LOG(U(E1,OR25)) 自然对数
LOG10 LOG10(U(E1,OR25)) 常用对数
EXP EXP(U(E1,OR12)) 指数
NEG NEG(U(E1,OR12)) 负数
SIN SIN(URMS(E1)) 正弦
COS COS(URMS(E1)) 余弦
TAN TAN(URMS(E1)) 正切
ASIN ASIN(URMS(E1)) 反正弦
ACOS ACOS(URMS(E1)) 反余弦
ATAN ATAN(URMS(E1)) 反正切

8  运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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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可用字符的数量和类型
• 字符数：最多 60个
• 可用字符：空格和键盘上显示的所有字符
 在键盘上，按  输入运算项和公式字符。您可以选择的字符如下所示。

ABS( NEG( CF HCF( MN(
SQR( SIN( ITIME( KFACT( RMN(
SQRT( COS( THD( EAM1U( DC(
LOG( TAN( THF( EAM1I( AC(
LOG10( PPK( TIF( PLLFRQ1( PC(
EXP( MPK( HVF( RMS(

公式示例
求输入单元 2电压信号的谐波成分的有效值的公式。

（总电压有效值）2 – （基波电压信号的有效值）2

       SQRT(SQR(U(E2,ORT))−SQR(U(E2,OR1)))

 无法求取运算公式中的运算项时，运算结果显示为“-------”（没有数据）。公式中包含 Delta运算测量功能而
Delta运算关闭时，或公式中存在未安装单元的测量功能时，将发生这种情况。

单位（单位）
• 字符数：最多 8个
• 可用字符：空格和键盘上显示的所有字符

加载预设 (预设 )
本仪器包含了旋转坐标电压、电流 (id、iq、vd、vq)等参数的预设公式，用于三相电机的矢量控制。在计算这些参数时，
可加载预设并根据需要调整公式。
有多种预设类型。例如，三相三线制 (三电压三电流法 )的预设如下：

编号 ON/OFF 名称 公式 单位
F1 ON id SQRT(3)*NEG(IK(E1,OR1)*SIN(EAM1I(E1)))
F2 ON iq SQRT(3)*IK(E1,OR1)*COS(EAM1I(E1))
F3 ON vd NEG(UK(E1,OR1)*SIN(EAM1U(E1)+30))
F4 ON vq UK(E1,OR1)*COS(EAM1U(E1)+30)
F5 ON omega 2*3.1415*FU(E1)
F6 ON Ld (F4()-111*F2()-F5()*222)/(F5()*F1())
F7 ON Lq (111*F1()-F3())/(F5()*F2())

8  运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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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用户自定义功能 (保存用户自定义 )
文件列表 (文件列表 )

在文件列表上，指定保存路径。可以执行文件操作，如在存储设备上创建文件夹，删除和复制文件和更改文件名称。

点击此处。

自动命名 (自动命名 )

这与保存设置数据的自动命名功能相同。
点击此处。

文件名 (文件名 )

这与保存设置数据的文件名称设置相同。

点击此处。

保存 (保存 )

将用户自定义功能以指定的文件名保存到指定保存路径。
当本仪器正在保存数据时，测量停止。本仪器结束保存或保存被取消后，测量继续。

加载用户自定义功能 (加载用户自定义 )
加载文件列表中指定文件的用户自定义功能。扩展名为 .TXT。关于如何配置文件列表显示及如何操作文件和文件
夹的信息，请查阅“文件列表 (文件列表 )”。

点击此处。

加载 (执行加载 )

加载指定文件的数据。
• 如果通过使用 PC或一些其他设备更改保存数据文件的扩展名，仪器将不再能够加载。
• 当从文件加载用户自定义功能时，用户自定义功能将改变为加载的功能，且无法恢复。建议从文件加载用户自
定义功能前保存当前用户自定义功能。

8  运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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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平均有功功率
可以对功率波动的间歇控制设备等设备运算平均有功功率。使用用户自定义功能指定用于运算平均有功功率的公
式。

积分功率
经过积分时间

平均有功功率 =

 例如，求单元 1的平均有功功率时，用户自定义功能的公式设置如下：

WH(E1)/(ITIME(E1)/3600)

ITIME( )的单位是秒。

最大值保持（最大值保持）
选择是否保持最大数值（最大值）（打开或关闭）。您可以使用用户自定义功能确定将保持最大值的测量功能。不同
类型的运算项如下所列（测量功能：运算项）。

Urms: MAXURMS( ) Irms: MAXIRMS( ) P: MAXP( )
Umn: MAXUMN( ) Imn: MAXIMN( ) S: MAXS( )
Udc: MAXUDC( ) Idc: MAXIDC( ) Q: MAXQ( )
Urmn: MAXURMN( ) Irmn: MAXIRMN( ) −−−
Uac: MAXUAC( ) Iac: MAXIAC( ) −−−
U+pk: MAXUPPK( ) I+pk: MAXIPPK( ) P+pk: MAXPPPK( )
U−pk: MINUMPK( ) I−pk: MINIMPK( ) P−pk: MINPMPK( )

若要保持单元 1的 Urms最大值，请在用户自定义功能的公式中输入MAXURMS(E1)，并启用保持最大值。

• 关于可用于各运算项参数的符号信息，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附录 6。
• 最大值保持功能运行时保持上述数据的最大值。
• 通过 D/A输出的数值数据列表输出和通信值均反映保持的最大值。

• 当保持最大值应用到具有正值和负值的测量功能时，本仪器比较绝对值以确定最大值。
• 若要重置保持的最大值，请关闭保持最大值，然后再次打开。

8  运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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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自定义事件（用户自定义事件）
用户自定义事件可用于触发数据存储。您最多可以定义八个用户自定义事件。

打开和关闭用户自定义事件
选择是否启用用户自定义事件。

用户自定义事件名称（名称）
• 字符数：最多 8个
• 可用字符：空格和键盘上显示的所有字符

判断条件（表达式）
设置判断条件。

判断方法（表达式类型）
从以下选项中选择判断方法。
• 量程（量程）：使用测量功能值的量程或与参考值的差值指定判断条件。
• 条件（条件）：使用用户自定义事件指定判断条件。

用户自定义事件发生的指示（指示）
设置字符串以显示用户自定义事件发生（真）及不发生（假）的时间。
• 字符数：最多 6个
• 可用字符：空格和键盘上显示的所有字符

范围（Range）
已将判断条件指定方法设置为范围时，在此处指定判断条件。
• 功能（功能）
 您可以选择“本仪器可测量的项目”下所列任一测量功能类型。

点击此处。

• 单元（单元 /Σ）
• 如果您选择速度、扭矩、Pm、滑差和 SyncSp以外的功能，视功能而定，从以下选项中选择单元 /接线组，
或者可能无需选择。可选项目因安装单元而异。

 单元 1、单元 2、单元 3、单元 4、单元 5、单元 6、单元 7、ΣA、ΣB、ΣC
• 如果功能（功能）选择速度、扭矩、Pm、滑差或 SyncSp，请从以下选项中选择电机编号。选项因安装的电机
评价功能选件而异。

 电机 1、电机 2、电机 3、电机 4

• 谐波次数（次数（k））
 此项与在数值数据显示的所有项目显示中设置谐波次数相同。

点击此处。

• 判断条件
 从以下选项中选择比较测量值和参考值的方法。
 OFF, <, <=, =, >, >=, !=（不等于）

• 参考值
 从 –9.9999T ~ 9.9999T中选择数值。

8  运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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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当 150 < 单元 1的测量功率值 < 160W时为真，否则为假的条件将如下所示配置。

条件（条件）
已将判断条件指定方法设置为条件时，在此处指定判断条件。

AND/OR/END规格框

判断条件反转
事件规格框

打开和关闭判断条件反转（反转）
您可以反转复选框右侧所示条件的判断（真或假）。

事件规格框
您可以选择编号小于当前配置的用户自定义事件的事件编号。例如：当您正在配置用户自定义事件 Ev3的条件时，
可以选择 Ev1或 Ev2。

AND/OR/END规格框
• AND, OR

 若要使用多个用户自定义事件配置条件，请将事件组合方法设置为逻辑AND或逻辑OR。当您选择AND或OR时，
AND/OR/END规格框右侧将出现事件规格框。您可以合并的用户自定义事件的编号如下所示。当您达到可组合
用户自定义事件的最大编号时，最后一个事件右侧将不会出现 AND/OR/END规格框。
• Ev1: 0。无法使用其他用户自定义事件作为条件。使用量程设置判断条件。
• Ev2: 1 (Ev1)
• Ev3: 2 (Ev1和 Ev2)
• Ev4: 3 (Ev1~Ev3)
• Ev5: 4 (Ev1~Ev4)
• Ev6: 5 (Ev1~Ev5)
• Ev7: 6 (Ev1~Ev6)
• Ev8: 7 (Ev1~Ev7)

• END

 选择 END以结束条件的定义。已设置为 END的 AND/OR/END规格框右侧不出现事件规格框。

 如果将事件判断条件设置为范围且判断条件的功能返回“-------”（没有数据）的值，由于无法执行判断，判断
结果为 FALSE。例如：当不执行积分时，如果事件 Ev1的功能设置为积分功率（WP）且判断条件为WH(E1)>0，
测量数据将显示为“-------”（没有数据），因此 Ev1的判断为 FALSE。此外，如果将判断条件指定方法设置为
条件且判断条件中包含无法判断的事件，则判断结果为 FALSE。例如：如果您设置事件 Ev2 ~ NOT(EV1())的判
断条件，如果由于上述示例中所述原因导致 Ev1的判断为 FALSE，Ev2的结果不是 TRUE，而是 FALSE。

8  运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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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在功率的运算公式（S公式）
可以从以下选项中选择电压和电流用于运算视在功率（电压 ×电流）。
• Urms*Irms
 电压和电流的真有效值的乘积
• Umean*Imean
 电压和电流校准到有效值的整流平均值的乘积
• Udc*Idc
 电压和电流的简单平均值的乘积
• Umean*Irms
 电压校准到有效值的整流平均值和电流真有效值的乘积
• Urmean*Irmean
 电压和电流整流平均值的乘积

8  运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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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在功率和无功功率运算类型 (S、Q公式 )
有 3种功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和视在功率。通常情况下，它们的定义式分别如下。
有功功率 P = UIcosΦ (1)
无功功率 Q = UIsinΦ (2)
视在功率 S = UI (3)
U = 电压有效值；I = 电流有效值；Φ = 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
这些功率的关系如下：
（视在功率 S）2 = （有功功率 P）2 + （无功功率 Q）2 (4)
 三相功率等于各相功率的总和。

这些定义式只适用于正弦波。但在测量失真波形时，根据上述公式的组合情况，视在功率和无功功率的测量值会
有所不同。并且，由于没有规定失真波形视在和无功功率的定义式，无法断言哪个公式更正确。因此，本仪器可
以选择视在功率和无功功率公式。
与视在功率和无功功率不同，有功功率直接从采样数据得出，因此不会出现因定义不同而产生的误差。

类型 1（类型 1）（传统WT系列功率表在常规测量模式下的方法）
本仪器使用公式 3计算各相位的视在功率，使用公式 2计算各相位的无功功率，并总计结果得出功率。
三相 4线制的有功功率 PΣ = P1 + P2 + P3
三相 4线制的视在功率 SΣ = S1 + S2 + S3 ( = U1 × I1 + U2 × I2 + U3 × I3)
三相 4线制的无功功率 QΣ = Q1 + Q2 + Q3

(= s1×   (U1×I1)2−P12 + s2×   (U2×I2)2−P22 + s3×   (U3×I3)2−P32   )

当电流相位超前电压时，s1、s2和 s3的符号为负 (-)；反之为正 (+)。

类型 2（类型 2）
本仪器使用公式 3计算各相位的视在功率，并总计结果得出三相视在功率。本仪器使用公式 4通过三相视在功率
和三相有功功率计算三相无功功率。
三相 4线制的有功功率 PΣ = P1 + P2 + P3
三相 4线制的视在功率 SΣ = S1 + S2 + S3 ( = U1 × I1 + U2 × I2 + U3 × I3)

三相 4线制的无功功率 QΣ =    SΣ2−PΣ2

类型 3（类型 3）（WT1600、WT3000和 PZ4000在谐波测量模式下的方法）
本仪器使用公式 2计算各相位的无功功率并使用公式 4计算三相视在功率。
三相 4线制的有功功率 PΣ = P1 + P2 + P3

三相 4线制的视在功率 SΣ =    PΣ2+QΣ2

三相 4线制的无功功率 QΣ = Q1 + Q2 + Q3

8  运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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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功率的运算公式（Pc公式）
某些标准要求当连接到变压器的负载非常小时修正变压器的有功功率。您可以选择公式用于此修正并指定系数。

适用标准（Pc公式）
从以下选项选择。
• 类型 1（类型 1）：IEC76−1 (1976)
• 类型 1（类型 2）：IEC76−1 (2011)

各适用标准的公式

P

P1 + P2
Urms
Umn

2Pc = P
Umn−Urms

Umn
1 +Pc =

类型 1：IEC76-1（1976） 类型 2：IEC76-1（2011）

Pc：修正功率
P：有功功率
Urms：电压真有效值
Umn：校准到有效值的电压整流平均值
P1、P2：适用标准规定的系数

系数（P1和 P2）
可以将系数 P1和 P2设置为 0.0001 ~ 9.9999范围内的值。

 IEEE C57.12.90-2010等式与 IEC761 (1976)相同。

8  运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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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位差极性 (相位极性 )
电压和电流间的相位差 φ，表示各单元的电压相对应的电流相位。
• 超前 (−) /滞后 (+)

超前 : -
滞后 : + 或无符号

• 超前 (+) /滞后 (−)
超前 : + 或无符号
滞后 : -

相位差显示格式（相位角）
• 180° （180°）
 如果电流相位位于电压的逆时针方向，则电流超前 (D)电压。如果电流相位位于电压的顺时针方向，则电流滞后 (G)
电压。相位差由 0和 180°之间的角度表示（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附录 2）。

• 360° （360°）
 以顺时针方向 0~360°显示相位差。

• 如果测量电压或电流值为 0，显示“Error”。
• 仅当电压和电流均为正弦波且输入与测量量程的比例在电压和电流之间差异不大时，可以正确显示超前
（Lead）和滞后（Lag）的相位差 Φ。

• 功率因数 λ的运算结果超过 1时，Φ显示如下：
• 当 1<功率因数 λ≤2，Φ返回 0。
• 当 λ>2，Φ返回错误（显示“Error”）。

• 谐波测量时，电压和电流的 1至 500次谐波的相位差 ΦU和 ΦI的显示格式通常为 0~180°（超前不带符号，
滞后带负号）。

8  运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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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从机同步测量（同步测量）
用BNC线（单独销售）连接主机和从机的外部开始信号输入 /输出端子（MEAS. START）。您可以同步测量两个仪器，
一个为主机，另一个为从机。主机输出测量开始信号，从机接收信号。
关于外部开始信号输入 /输出端子的规格，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 4.3节。

 在以下条件下，主从机测量不能同步：
• 主从机的数据更新周期不同。
• 在实时积分模式或实时存储模式期间。

 同步测量时，请按以下步骤执行保持。
• 保持显示：首先保持主机的显示。
• 取消保持显示：首先取消保持从机的显示。

• 要使用 IEEE 1588时间同步功能，请参阅“Utility > 系统配置 > IEEE 1588时间同步功能”。
点击此处。

• 即使在使用 IEEE 1588时间同步功能时，如果要在两个单元之间执行同步测量，请用 BNC电缆连接两个单元，
并执行主 /从同步测量。

8  运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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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显示

显示（显示）
单屏显示（全屏显示）
分屏显示
显示设置

单屏显示（全屏显示）
可以显示以下界面。

数值：数值显示

图形：图形显示

分屏显示
可以将屏幕分割为上下两半部分，并选择要在各半部分出现的显示。

数值：数值显示
图形：图形显示

定制显示
可以注册喜欢的屏幕配置。

Custom: 定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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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屏幕注册 (Custom)
点击此处。

显示设置
数值显示
每次按 NUMERIC，显示格式在所有项目、4个项目、8个项目、16个项目、矩阵、Hrm单列表、Hrm双列表和
自定义画面之间依次切换。

图形显示
每次按 GRAPH，屏幕在波形显示、趋势显示、棒图显示和矢量显示之间依次切换。

自定义显示
每次按 CUSTOM时，屏幕会在注册选项卡 1、2、3、4和 5中注册的屏幕配置之间改变。

9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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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数值数据显示

数值数据显示（NUMERIC）
按 NUMERIC使数值数据显示出现。
每次按 NUMERIC，显示格式在所有、4个项目、8个项目、16个项目、矩阵、Hrm单列表、Hrm双列表和自定
义画面之间依次切换。

数值数据显示格式
从以下选项中选择数值数据项目要同时显示的个数，或选择显示项目的列表。

所有显示（所有项目）
纵向表示测量功能、横向表示单元和接线组的符号的表格，显示数值数据。无法更改显示项目的顺序。显示项目
的个数取决于本仪器中安装的单元的数量。

点击此处。

4个数值显示（4项显示）
2列显示 4个数值数据。

点击此处。

8个数值显示（8项显示）
• 当显示格式为单屏显示（全屏显示）时，2列显示 8个数值数据。
• 当显示格式为分屏显示时，4列显示 8个数值数据。

点击此处。

16个数值显示（16项显示）
4列显示 16个数值数据。

点击此处。

矩阵显示
纵向表示测量功能、横向表示单元和接线组的符号的表格，显示数值数据。可以更改显示项目的顺序和列数。

点击此处。



10-2 IM WT5000-01ZH

谐波列表单项（Hrm单列表）
• 当显示格式为单屏显示时，2列显示 1种测量功能的 42个谐波次数数据项目。
• 当显示格式为分屏显示时，2列显示 1种测量功能的 22个谐波次数数据项目。

测量功能

各谐波的 
数值数据

测量功能显示区域
（与所有谐波相关的数据）

各谐波的谐波畸变率
（当所选测量功能为 U、I 或 P 时， 
显示 Uhdf、Ihdf 或 Phdf。）

谐波次数数据显示区域

点击此处。

谐波列表双项（Hrm双列表）
• 当显示格式为单屏显示时，2个单独列显示 2种测量功能的谐波次数数据项目，各包含最多 22个值。
• 当显示格式为分屏显示时，2个单独列显示 2种测量功能的谐波次数数据项目，各包含最多 12个值。

测量功能 1
测量功能 2

各谐波的 
数值数据

各谐波的谐波畸变率
（当所选测量功能为 U、I 或 P 时， 
显示 Uhdf、Ihdf 或 Phdf。）

测量功能显示区域
（与所有谐波相关的数据）

谐波次数数据显示区域

点击此处。

10  数值数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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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自定义画面 (用户自定义 )

可以使用来自 PC或其他设备的图片 (.BMP)作为显示画面的背景。可以在此背景的顶部排列数值数据框，创建用
户自定义显示。数值数据将显示在用户自定义显示中。

背景(.BMP) 显示项目(.TXT)

电源 电机变频器

电压

功率

电流

转换效率

机械功率
230.12

0.75342k

4.2615

228.76

0.59864k

3.2729

0.4523k

79.451 75.559

60.033总体转换效率
%

%

W

A

V

电源 电机变频器

电压

功率

电流

转换效率

机械功率

总体转换效率
%

%

W

A

V 230.12

0.75342k

4.2615

228.76

0.59864k

3.2729

0.4523k

79.451 75.559

60.033

显示

数值数据

切换显示页面（页面滚动）
可以切换显示页面并显示新的一组项目。
• 屏幕上的  或显示菜单上的 +：显示下一页。
• 屏幕上的  或显示菜单上的 –：显示上一页。
• 如果在  和  之间轻触，将根据轻触的位置显示页面。

在所有项目显示中
第一页始终显示在屏幕上半部分。您可以在 2页之间及屏幕下半部分后续页面之间切换。当显示为分屏且出现所
有项目显示时，您可以在包括第 1页在内的所有页面之间依次切换。

在 4个、8个和 16个数值显示中
可以在第 1至 12页之间切换并显示。

在矩阵显示中
可以在第 1至 9页之间切换并显示。

在谐波单列表屏幕或谐波双列表屏幕中
可以分别在测量功能显示（在屏幕左侧）和谐波次数数据显示（在屏幕右侧）的页面之间切换。当在显示菜单上通过
+和 –按钮滚动时，使用同一菜单上的标头 /列表按钮选择想要切换页面的显示。

显示数字位数（显示分辨率）
电压、电流、有功功率、视在功率、无功功率等的显示数字位数（显示分辨率）如下：
• 如果值 ≤600000：6位。
• 如果值 >600000：5位。
详情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附录 4。当指定量程的额定值（指定测量量程的额定值）时，电压、电
流、有功功率、视在功率、无功功率等的 Σ功能设置为接线组中显示数字（显示分辨率）最小的单元的小数位和单位。
关于积分期间显示分辨率的详情，请查阅“积分功率（瓦时）”下的“显示数字位数（显示分辨率）”。

点击此处。

10  数值数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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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项目（项目、数值）
显示项目选项因当前显示而异。
• 所有显示（所有项目）
• 4个、8个和 16个数值显示（4项显示 /8项显示 /16项显示）
• 矩阵显示（矩阵）
• 谐波单 /双列表（Hrm单 /双列表）

关于测量功能及其说明的列表，请查阅“本仪器可测量的项目”。
点击此处。

测量功能如何显示在数值数据显示中的示例
单元 1的电压真有效值

Urms1
单元 1
真有效值
电压

接线组 ΣA中单元的电流的简单平均

IdcΣA
接线组 ΣA 的 Σ 功能
简单平均
电流

单元 2的 20次谐波电压

U2(20)
20次谐波
单元 2
电压

接线组 ΣB中单元的基波电流的简单平均

IΣB(1)
1 次（基波）
接线组 ΣB 的 Σ 功能
电流

10  数值数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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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数值数据显示的注意事项
• 当没有选择测量功能或没有数值数据时显示“-------”。
• 若 Urms、Umn、Udc、Urmn、Uac、Irms、Imn、Idc、Irmn或 Iac超过量程的 140%，将显示“-OL-”（过载）。
• 如果电压或电流超过测量量程的 140%，相应的有功功率 P将显示“-OL-”（过载）。
• 测量 /运算结果在规定的小数点位置或单位无法完整显示时，显示“-OF-”（溢出）。
• 如果打开强制归零，当电压或电流测量满足以下测量量程相关条件，Urms、Umn、Urmn、Irms、Imn、Irmn
和其他基于这些测量功能的测量功能将显示为 0。λ和 Φ功能将返回错误（显示“Error”）。
• 峰值因数设为 CF3时
 Urms、Uac、Irms或 Iac为 0.3%或更小时。Umn、Urmn、Imn或 Irmn为 2%或更小时。
• 当峰值因数设置为 CF6或 CF6A时
 Urms、Uac、Irms或 Iac为 0.6%或更小时。Umn、Urmn、Imn或 Irmn为 4%或更小时。

• 如果由基波频率确定的分析窗口宽度（基波信号的周期数）小于数据更新间隔，将不会测量谐波数据，并且显示
“-------”（没有数据）。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请增加数据更新间隔。例如：如果 FFT点数为 1024，数据更新间
隔为 50ms且基波频率为 10Hz（周期为 100ms），分析窗口将为 1波宽（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 03ZH中
的 6.7节），且数据测量周期将为 100ms。在此情况下，谐波测量所需时间约为 150ms或更多（数据测量周期 
+ 数据处理时间）。若要测量和显示谐波数据，请将数据更新间隔设置为大于等于 200ms的值。

• 对于 0 (DC) ~ 500次谐波的数值数据，没有过载值显示（“-OL-”）或零显示（强制归零）。
• 如果测量频率超出测量量程，fU、fI、f2U、f2I、fPLL1或 fPLL2功能返回错误（显示“Error”）。
• 如果 λ大于 1或小于 -1，λ和 Φ显示如下。

λ Φ
1 < λ ≤ 2 1 0.0

−2 ≤ λ < −1 −1 180.0

λ < −2或 2 < λ Error Error

10  数值数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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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显示（所有项目）
此显示模式下无法更改单个测量功能。通过滚动页面更改显示。
显示页面的数量是 12。

谐波次数（次数（k））
在所有显示上，此设置在第 9和 10页上有效。在第 9和 10页上，屏幕左上方出现次数设置。
当您选择有谐波数据的功能时，可以在以下范围内设置显示的谐波次数。
Total（总值）或 0(dc)~500

可以指定的谐波次数因测量功能而异。详情请查阅“谐波测量功能次数”。
点击此处。

高于最大可测量谐波次数对应于谐波次数的数值数据显示为“-------”（无数据）。关于最大可测量谐波次数的信息，
请查阅“要测量的最大谐波次数（最大次数）”。

点击此处。

打开和关闭所有单元和接线组的数值数据显示（显示所有单元）
• OFF
 以七列显示数值数据。当单元和接线组的总数为 8或更多时，可以通过使用显示菜单上的  和  按钮水平滚
动屏幕。

• ON
 当单元和接线组的总数为 8或更多时，单元和接线组的所有数值数据以 10列小字体显示。当单元和接线组的
总数为 7或更少时，如果选择 ON，显示将与选择 OFF时相同。

10  数值数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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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8项和 16项数值显示（4项显示 /8项显示 /16项显示）
要设置的项目编号（项目编号）
选择想要配置的项目的编号。

功能（功能）
您可以选择“本仪器可测量的项目”下所列任一测量功能类型。

点击此处。

如果选择无，则不显示所选项目的测量功能。

单元（单元 /Σ）
• 当功能（功能）设置为转速、扭矩、Pm、滑差或 SyncSp以外的设置时

• 视功能而定，从以下选项中选择单元 /接线组，或者可能无需选择。可选项目因安装单元而异。
 单元 1、单元 2、单元 3、单元 4、单元 5、单元 6、单元 7、ΣA、ΣB、ΣC
• 如果所选接线组没有分配任何单元，因为没有数据，所以显示“-------”（没有数据）。例如：如果单元分配
到 ΣA，而非 ΣB，则 ΣB的测量功能显示为“-------”（没有数据）。

• 如果对功能（功能）选择速度、扭矩、Pm、滑差或 SyncSp，请从以下选项中选择电机编号。选项因安装的电机
评价功能选件而异。

 电机 1、电机 2、电机 3、电机 4

谐波次数（次数（k））
这和所有显示上的谐波次数功能相同。

点击此处。

重置显示项目（重置项目）
重置模式（重置模式）
可以从以下选项选择重置方法。
• 按单元重置（单元重置）
 各单元的数值数据显示在各页面上。排列数据的模式因安装的单元而异。
• 按测量功能重置（功能重置）
 各功能的数值数据显示在各页面上。排列数据的模式因安装的单元而异。
• 清除当前页面（清除当前页面）
 当前页面上的所有显示项目设置为无。
• 清除所有页面（清除所有页面）
 每个页面上的所有显示项目设置为无。

重置项目（重置项目执行）
重置项目。

10  数值数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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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显示（矩阵）
要设置的项目编号（项目编号）
这与 4个、8个和 16个数值显示中设置项目编号相同。

点击此处。

功能（功能）
这与 4个、8个和 16个数值显示中设置功能相同。

点击此处。

• 在矩阵显示中，如果您选择无需单元或接线组的测量功能（如 η1~η4、F1~F20、Ev1~Ev8等），数据将显示
在第一列。

• 如果功能（功能）设置为速度、扭矩、Pm、滑差或 SyncSp，数据将如下显示：
 列 1：电机 1数据
 列 2：电机 2数据
 列 3：电机 3数据
 列 4：电机 4数据

谐波次数（次数（k））
这和所有显示上的谐波次数功能相同。

点击此处。

重置显示项目（重置项目）
这与 4个、8个和 16个数值显示中重置显示项目相同。

点击此处。

列设置（列设置）
列数（列数）
将列数设置为 4或 7。

列编号（列编号）
选择想要配置的列的编号。

单元（单元 /Σ）
• 可以从以下选项选择单元 /接线组。可选项目因安装单元而异。
 无、单元 1、单元 2、单元 3、单元 4、单元 5、单元 6、单元 7、ΣA、ΣB、ΣC
• 如果选择无，则所选列中不显示测量数据。
• 如果所选接线组没有分配任何单元，因为没有数据，所以显示“-------”（没有数据）。例如：如果单元分配到
ΣA，而非 ΣB，则 ΣB的测量功能显示为“-------”（没有数据）。

重置设置（重置项目执行）
重置列设置。

10  数值数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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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波单 /双列表（Hrm单 /双列表）
对于各测量功能，您可以对 0 (DC)~500的谐波次数或两列中的所有谐波次数显示数值数据。

要设置的项目编号（列表项目编号）
• 您可以指定要在谐波次数数据显示区域（屏幕右侧）中显示的两个列表。选择想要配置的列表的编号：1或 2。

• 当选择谐波单列表界面时，以两列列出列表项目编号 1的数据。
• 当选择谐波双列表界面时，以一列列出列表项目编号 1的数据，另一列列出列表项目编号 2的数据。

• 您无法更改测量功能显示区域（屏幕左侧）中的单个项目。使用以下方法更改显示页面。
• 屏幕上的 ：显示下一页。
• 屏幕上的 ：显示上一页。
• 如果在  和  之间轻触，将根据轻触的位置显示页面。

功能（功能）
从以下选项中选择要在谐波次数数据显示中显示的测量功能。
U、I、P、S、Q、λ、Φ、ΦU、ΦI、Z、Rs、Xs、Rp、Xp

单元（单元 /Σ）
您可以选择要在谐波次数数据显示区域中显示的单元或接线组。这与 4个、8个和 16个数值显示中设置单元相同。

点击此处。

谐波
总值和 0 (DC)次数数值数据始终显示在谐波次数数据显示区域的顶部。若要在谐波次数 1~500数值数据的显示之
间切换，请使用屏幕上的 /  或 +/–。
当您更改页面时切换的谐波次数编号如下所示。

单屏显示 分屏显示
谐波单列表屏幕 第 40次 第 20次
谐波双列表屏幕 第 20次 第 10次

10  数值数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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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数值数据显示

用户自定义画面 (用户自定义 )
显示配置 (项目 )
要设置的项目编号 (项目编号 )

选择想要配置项目的编号。当数值数据显示格式为“用户自定义”时，可以在 1到 224之间设置项目编号。

功能 (功能 )

这与 4个、8个和 16个数值显示中设置功能相同。
点击此处。

如果选择“无”，则可以在数值数据框中显示字符串。选择“字符串”菜单项输入字符串。

单元 (单元 /Σ)

当功能设置为“无”时，此设置有效。这与 4个、8个和 16个数值显示中设置单元相同。
点击此处。

次数 (次数；选件 )

这与 4个、8个和 16个数值显示中设置次数相同。
点击此处。

如果将功能设置为“无”，则会出现一个用于输入字符串 (String)的菜单项。

字符串 (字符串 )

将功能设置为“无”时出现此菜单项。输入要在数值数据框中显示的字符串。字符串最多可以输入 15个字符。

X显示位置 (X位置 )

设置数值数据框左边缘在屏幕中出现的位置，设置范围为 0 (屏幕左边缘 )到 999(屏幕右边缘 )。

Y显示位置 (Y位置 )

设置数值数据框上边缘在屏幕中出现的位置，设置范围为 0 (屏幕顶部 )到 999(屏幕底部 )。

字号 (字号 )

从以下选项中选择字号。
14、16、20、24、32、48、64、96和 128

字体颜色 (颜色 )

从以下选项中选择字体颜色。
黄色、绿色、洋红色、青色、红色、橙色、浅蓝色、紫色、蓝色、粉红色、浅绿色、深蓝色、蓝绿色、浅橙色、中绿色、
灰色、白色、深灰色、蓝灰色和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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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数值数据显示

一般设置 (一般设置 )
项目总数量 (总项目 )

可以在 1到 224之间设置要显示的数值数据框总数量 *。

每页项目数 (每页项目 )

可以在 1到 224之间设置每一页中显示的数值数据框总数量 *。
页面的总数为“总项目数 /每页项目数”。

* “总项目数”和“每页项目数”的范围存在如下关系。
• 总项目数 : 每页项目数 ~ 每页项目数 × 12
• 每页项目数 : 总项目数 /12 ~ 总项目数

保存显示配置 (保存项目 )
可以将创建的显示配置保存到指定的存储介质中。扩展名为 .TXT。

显示文件列表和指定保存路径 (文件列表 )

在文件列表上，指定保存路径。关于如何配置文件列表显示及如何操作文件和文件夹的信息，请查阅“文件列表 (文
件列表 )”。

点击此处。

自动文件命名 (自动命名 )

这与保存设置数据的自动命名功能相同。
点击此处。

文件名 (文件名 )

这与保存设置数据的自动命名功能相同。
点击此处。

保存 (保存 )

保存显示配置。

• 请注意，如果在保存路径下已存在具有相同名称的文件，则会在无警告的情况下将其覆盖。
• 文件名没有大小写区分。

同步保存背景文件 (图像 )

选择在保存显示配置时是否同步保存背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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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数值数据显示

加载文件 (加载 )
加载显示配置文件 (加载项目 )

在文件列表上，指定要从其中加载显示配置数据的文件。扩展名为 .TXT。
关于如何配置文件列表显示及如何操作文件和文件夹的信息，请查阅“文件列表 (文件列表 )”。

点击此处。

加载背景文件 (加载位图 )

在文件列表中，指定要加载的背景文件。扩展名为 .BMP。
通过使用商用图形程序创建符合以下规格的图像，可以将图像加载到本仪器。
• 文件格式 : BMP
• 分辨率 : 1000 × 720像素
• 色标 : 16位高彩 (R: 5位、G: 6位、B: 5位 )或 24位真彩 (R: 8位、G: 8位、B: 8位 )
• 大小 : 约 1.4MB (16位 )或约 2MB (24位 )

点击此处。

• 如果尝试加载不符合以上规格的图像，图像将无法正确显示，或者会出现错误信息，无法加载。
• 正确加载显示配置文件和背景文件后，如果重启仪器并且同一位置没有同一配置文件，则背景将返回其默认
值。

同步加载显示配置文件和背景文件 (加载项目和位图 )

从文件列表中选择显示配置文件 (.TXT)并加载时，如果有带有 .BMP扩展名的背景文件并且文件名与显示配置文
件相同，则会加载该文件。

点击此处。

 如果在显示配置文件所在的同一目录下没有与其文件名相同的背景文件，则会发生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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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图形显示

图形显示（GRAPH）
按 GRAPH可显示以下输入信号的波形。
• 波形显示（波形）
• 趋势显示（趋势）
• 棒图显示（棒图）
• 矢量显示（矢量）
每次按 GRAPH，屏幕在波形显示、趋势显示、棒图显示和矢量显示之间依次切换。

波形显示（波形）
可以显示以下输入信号的波形。
• 输入单元的电压和电流
• 电机评价功能的（选项）转速、扭矩、辅助输入

波形显示示例

屏幕右边缘的时间
（屏幕中包含的时间量）

屏幕左边缘的时间
（固定为 0秒）

• 显示左右边缘之间的数据点数。
• “P-P”表示显示的波形已经过 P-P压缩。

刻度值
显示波形的电压或电流、单元和上限值

刻度值
显示波形的电压或电流、单元和下限值

触发电平

地电平

波形标签

U1     3.000kV

U1     −3.000kV
0.000s 50.000ms<< 2002  (p−p) >>

U1

 如果未正确设置触发电平，波形显示起始点（屏幕左边缘上的信号电平）可能不稳定，或者可能不会出现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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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组（组）
从 1~4选择想要显示的组。
对于各个组，使用显示项目（波形）设置想要显示的波形。例如：可以设置组 1显示变频器的输入波形，设置组 2
显示变频器的输出波形，设置组 3显示电机转速和扭矩。
如果在此条件下将显示更改为分屏显示，通过更改屏幕顶部和底部显示的组（1~3）可以在观察变频器和电机的输入
和输出波形之间轻松切换。

显示项目 (项目、波形 )
可以指定以下项目。
• 显示，波形映射 (显示 /映射 )
• 缩放，位置 (缩放 /位置 )

显示的项目预设 (显示的项目预设 )
全部 (全部 )

切换所有输入信号的波形显示开 /关状态。

电压 (U)

切换所有电压信号的波形显示开 /关状态。

电流 (I)

切换所有电流信号的波形显示开 /关状态。

ΣA/ΣB/ΣC (ΣA/ΣB/ΣC)

切换 ΣA/ΣB/ΣC电压或电流信号的波形显示开 /关状态。

显示 ON/OFF (显示 )

切换显示设置桌面上每个输入信号的波形显示开 /关状态。
• 能够打开和关闭每个单元的电压或电流信号的波形显示。
• 在电机评价 1或 2选件的机型上，可以打开和关闭转速、扭矩和辅助输入信号波形的显示。

波形映射模式 (波形映射模式 )
可以分配波形到屏幕上的窗口。选择以下一种分配波形到窗口的方法。
• 自动
 打开显示的波形按以下顺序被分配到分割屏幕。

• U1、I1、U2、I2、U3、I3、U4、I4、U5、I5、U6、I6、U7、I7
• Speed1、Speed2、Torque1、Torque2、Aux1~4 (安装电机评价 1选件的机型 )
• Speed3、Speed4、Torque3、Torque4、Aux5~8 (安装电机评价 2选件的机型 )

• 固定
 无论波形的显示是否打开，都会根据它们的单元编号按顺序分配波形，并且单元的电压波形 (U)在电流波形 (I)
之前。速度和 Aux1波形显示在顶部窗口 1、2中。扭矩和 Aux2波形出现在顶部窗口 1、2后面的第 2个窗口中。

• 用户自定义
 无论波形的显示是否打开，都可以选择哪些波形分配给哪些窗口。在显示设置表中，能使用数字 1 ~ 6选择显
示位置。数字 1对应于屏幕顶部的窗口，窗口编号从上到下依次增加。

垂直缩放（垂直缩放）
可以缩放每个显示的波形。可从以下缩放系数中选择其中的一个。
0.1, 0.2, 0.25, 0.4, 0.5, 0.75, 0.8, 1, 1.14, 1.25, 1.33, 1.41, 1.5, 1.6, 1.77, 2, 2.28, 2.66, 2.83, 3.2, 3.54, 4, 5, 8, 
10, 12.5, 16, 20, 25, 40,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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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位置（垂直位置）
查看电压和电流波形之间的关系时，或查看的波形部分未纳入显示框中时，此项很有用。
• 可以选择 0.000和 ±130.000%之间的值。
• 当缩放系数设置为 1时，100%的值对应波形显示的一半高度（显示量程）（当峰值因数设置为 CF3时为测量
量程的三倍，当峰值因数设置为 CF6或 CF6A时为测量量程的六倍）。屏幕上和下垂直显示限值为 100%和
–100%。

100%

−100%

位置移动 
 50%

位置移动 
 –50%

• 如下图所示，如果缩放系数设置为 1以外的值，当峰值因数设置为 CF3时，屏幕上和下显示限值不对应测量量
程的三倍（或 ±100%），当峰值因数设置为 CF6或 CF6A时，不对应测量量程的六倍（或 ±100%）。当设置波形
的位置时，必须将缩放系数考虑在内。在下图中，峰值因数设置为 CF3，电压量程为 100V，缩放系数为 2，且
垂直位置已偏移 –25%。波形偏移量与缩放系数设置为 1且垂直位置偏移 –50%时相同。

位置移动 –25%

150Vpk

300Vpk
(100%)

−150Vpk

−300Vpk

150Vpk

225Vpk

300Vpk
(100%)

−150Vpk

−75Vpk

–300Vpk

显示范围

(−100%) (−100%)

当您想要放大部分波形时，建议采取以下步骤。
1. 将缩放系数设为 1。
2. 按照本节中关于移动波形垂直位置的说明，将您想要查看的波形部分移至显示中心。
3. 设置垂直缩放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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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格式（形式、波）
您可以配置以下显示格式设置。
• 窗口数量（格式）
• 时间轴 (Time/div)
• 高级波形显示设置（高级）

窗口数量（格式）
您可以将屏幕等分为数个窗口，并将波形分配到这些窗口。当有很多波形且难以在单个显示中全部查看时，此功
能很有用。
您可以从以下选项中选择窗口数量：
• 单（单）：一个窗口
• 双（双）：两个窗口
• 三（三）：三个窗口
• 四（四）：四个窗口
• 六（六）：六个窗口

视窗口数量而定，各窗口中垂直显示的点数如下所述改变。
单：720点、双：360点、三：240点、四：180点、六：120点
当屏幕为分屏时，沿单个窗口的垂直轴的显示点数减半。

将波形分配到屏幕的方法
打开显示的波形按以下顺序被分配到分割窗口。
• U1、I1~U7、I7
• Spd1、Trq1~Spd4、Trq4
• Aux1~Aux8

时间轴 (Time/div)
用 Time/div（每格时间划分）设置时间轴。
1屏的时间以和数据更新周期相同的范围为限，可以 1、2或 5步进变更，从而设置时间轴。例如：当数据更新周
期为 500ms时，如果以此顺序更改每格划分时间：0.01ms > 0.02ms > 0.05ms > 0.1ms > 0.2ms > 0.5ms > 1ms 
> 2ms > 5ms > 10ms > 20ms > 50ms，1屏对应的时间以此顺序更改：100μs > 200μs > 500μs > 1ms > 2ms > 
5ms > 10ms > 20ms > 50ms > 100ms > 200ms > 500ms。

1格划分 = 10ms 1格划分 = 20ms

100ms
（观测时间）

200ms
（观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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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形采样数据和波形显示数据之间的差异
波形采样数据和波形显示数据虽然同为测量波形数据，但是它们之间存在以下区别。

• 波形采样数据：通过输入信号的 A/D转换获得的数据
 本仪器的 A/D转换率约为 10MS/s。因此，如果数据更新周期设置为 1s，那么在单次测量中单个输入信号采样
点的数据点数就约为 10 000 000（参照下图）。波形采样数据也称为采集数据 (Acquisition Data)或原始波形数
据 (Raw Wave Data)。

• 波形显示数据：本仪器屏幕上显示的波形数据（2002点）
 当本仪器显示波形时，（波形显示数据的）数据点显示在水平光栅中（沿时间轴）。光栅个数为 1001个。每个光
栅包含 2个波形显示数据，它们分别是波形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因此，单个输入信号的波形显示数据点数 
（屏幕上显示的点数）是 2002。

p-p压缩
p-p压缩是用于从波形采样数据获得波形显示数据的压缩方法。例如：如果以 1s的数据更新率测量 2Hz的正弦波，
为显示此波形，本仪将数据点数从约 10 000 000转换为 2002（1001对最大值和最小值）。即从约 10000点的波形
采样数据中抽取 2点（1对）波形显示数据。此方法称为 p-p（峰 -峰）压缩。p-p压缩率取决于数据更新周期和波
形显示水平刻度（时间轴）的比例。

1001个光栅
数据点数 : 

2002（1001对）

0 1000
时间轴

波形采样数据

波形显示数据（WT显示屏）

p-p压缩
压缩大约
10000点 
波形采样数据至 
2点
（提取最大 
和最小值 
并将其填到每个 
光栅中）

A/D转换数据

1s
数据点数 : 
约 10 000 000

打开显示插补

垂
直
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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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现象
如果采样率相对于输入信号的频率相对较低，信号的高频成分将丢失。根据 Nyquist采样定理，信号中的高频成
分被误读为低频成分。此现象称为混淆现象。

混淆信号 输入信号 采样点

垂直轴（振幅）
垂直轴的高度（显示量程）基于指定峰值因数和测量量程。
例如：如果峰值因数设置为 CF3且电压测量量程设置为 100Vrms，则显示量程设置为 ±300Vpk（±3 × 100Vrms），
零位线在中间。超出此量程的波形将被剪裁。
同样，如果峰值因数设置为 CF6或 CF6A且电压测量量程设置为 50Vrms，则显示量程设置为 ±300Vpk（±6 × 
50Vrms），零位线在中间。

1格 = 100V

当以 100Vrms的测量量程 
测量时

输入零位线

300Vpk

−300Vpk

1格 = 300V

当以 300Vrms的测量量程 
测量相同的信号时

900Vpk

−900V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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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波形显示设置（高级）
显示插补（插补）
时间轴采样数据不足 1000点时，显示点（光栅）不相互连接。1000以下的采样点数在插补范围内。显示插补是线
性连接点并使波形显示平滑的功能。您可以将插补方法设置为以下设置之一。
• ：不插补只显示数据点。
• ：数据点之间的空间以直线连接。

• 插补区域之外
 垂直连接点。如果数据点数为 2002或更多，仪器确定 P-P压缩值（指定间隔内最大和最小采样数据值），并显
示连接各对最大和最小 P-P压缩值的垂直线（栅格）。

• 在插补区域中

网格（格子线）
您可以将窗口网格设置为以下选项之一。
• ：以虚线显示网格。
• ：显示网格框。
• ：以十字丝显示网格。

打开和关闭刻度值显示（刻度值）
可以选择是否显示各波形的以下值。
• 垂直轴的上限和下限。
• 水平轴（时间轴）左边缘和右边缘的值。

打开和关闭波形标签的显示（波形标签）
选择是否显示波形标签。

光标测量（光标）
点击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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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显示（趋势）
您可以显示测量功能的趋势。

趋势显示示例
刻度值
显示趋势的趋势编号、测量功能、单元和上限 

刻度值
显示趋势的趋势编号、测量功能、单元和下限 

当保持显示时，趋势值的表现与数值相同。
当未保持显示时，将出现保持显示时的趋势数据。

每格划分的时间

趋势标签
T1 Urms1   99.60V
T2 P1          74.11W

<<   3sec/div   >>

T1

T2 P1          74.07W
T1 Urms1   99.20V

T2

显示组（组）
从 1~4选择想要显示的组。
若要将波形分配到各组（1~4），请设置显示项目（趋势）。

11  图形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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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项目（项目、趋势）
全部打开 /全部关闭（全部打开 /全部关闭）
可以统一显示或隐藏趋势 1(T1)~趋势 16(T16)。

要显示的趋势（显示）
对于趋势 1(T1)~趋势 16(T16)的趋势波形，您可以选择显示（选择复选框）或隐藏（不选择复选框）。

功能（功能）
您可以选择“本仪器可测量的项目”下所列任一测量功能。

点击此处。

单元 /Σ/电机（单元 /Σ/电机）
• 当功能（功能）设置为转速、扭矩、Pm、滑差或 SyncSp以外的设置时

• 视功能而定，从以下选项中选择单元 /接线组，或者可能无需选择。可选项目因安装单元而异。
 单元 1、单元 2、单元 3、单元 4、单元 5、单元 6、单元 7、ΣA、ΣB、ΣC
• 如果没有单元分配到所选接线组，因为接线组没有数据，其趋势显示在屏幕的顶部或底部。例如：如果单元
分配到 ΣA，而非 ΣB，则 ΣB的测量功能的趋势显示在屏幕的顶部或底部。

• 如果对功能（功能）选择速度、扭矩、Pm、滑差或 SyncSp，请从以下选项中选择电机编号。选项因安装的电机
评价功能选件而异。
 电机 1、电机 2、电机 3、电机 4

谐波次数（次数（k））
选择有谐波数据的功能时，可以在以下量程内设置显示的谐波次数。
Total（总值）或 0(DC)~500

可以指定的谐波次数因测量功能而异。详情请查阅“谐波测量功能次数”。
点击此处。

超过最大可测量次数的次数趋势显示在屏幕顶部或底部。关于最大可测量谐波次数的信息，请查阅“要测量的最
大谐波次数（最大次数）”。

点击此处。

• 没有对应数值数据的趋势显示在屏幕的顶部或底部。
• 如果选择显示用户自定义事件的趋势（Ev1~Ev8），当发生用户自定义事件（真）时，趋势显示将显示 1，当不
发生（假）时，将显示 0。

• 数据更新周期是 10ms时，可以使用趋势 1 (T1) ~ 趋势 8 (T8)。

趋势显示刻度
设置垂直刻度（比例）
可以设置趋势窗口的上限和下限。将设置模式设置为以下选项之一。
• 自动（自动）：趋势窗口的上限和下限根据最大和最小趋势显示数据值自动确定。
• 手动（手动）：可以手动设置上限和下限。

手动比例的上限和下限（上刻度和下刻度）
可以将上限和下限设置在 –9.999T~9.999T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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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格式（形式、趋势）
趋势显示窗口数量（格式）
从以下选项中选择窗口数量：
• 单（单）：单一窗口
• 双（双）：两个窗口
• 三（三）：三个窗口
• 四（四）：四个窗口
视窗口数量而定，各窗口中垂直显示的点数如下所述改变。
单：720点、双：360点、三：240点、四：180点
当屏幕为分屏时，沿单个窗口的垂直轴的显示点数减半。

波形分配
显示打开的趋势以数字顺序（T1~T16）被分配到分屏。

时间轴 (Time/div)
用 Time/div（每格时间划分）设置时间轴。可以在 3秒 ~1天的范围内设置每 1格对应的时间。
趋势数据更新周期由数据更新周期和时间轴 (Time/div)共同决定。例如：如果数据更新周期为 50ms并将 Time/
div设置为 3s/div，将每 1s更新趋势显示。如果将数据更新周期设置为 10s并将 Time/div设置为 3s/div，将每
10s更新趋势显示，且趋势数据显示为线形图，每点以 10s分隔。如果将 Time/div设置为 1day/div，将每 864s
更新一次趋势显示，而无论数据更新周期如何。

 趋势显示的 1格 (1div)等于 100栅格。例如：如果将 Time/div设置为 1day/div，1栅格为 864s（等于
1day/100），趋势数据更新周期为 864s，且显示数据为P-P压缩。关于栅格和P-P压缩的信息，请查阅“p-p压缩”。

点击此处。

重启趋势（清除趋势执行）
当重启趋势时，直到该点的趋势显示将被清除，并从屏幕右端重新启动趋势。
除了执行清除趋势执行时以外，在以下情况下，也将重新启动趋势：
• 更改趋势显示功能、单元或谐波设置。
• 更改趋势时间轴（水平轴）设置。

高级趋势显示设置（高级）
这些与高级波形显示设置相同。

点击此处。

 所有高级趋势显示设置均与高级波形显示设置共享。如果更改趋势显示中的高级设置，波形显示中的高级设
置也将改变。例如：如果在趋势显示中将刻度值的显示设置为 OFF，波形显示中刻度值的显示也将被设置为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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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标测量（光标）
点击此处。

测量显示（值）
您可以设置是否在趋势显示右边缘显示或隐藏当前测量（打开或关闭）。
当您将此设置设为打开（并显示当前测量）时，趋势波形显示将为 8div（800光栅）。不会显示当此设置设为关闭时
左边缘显示的最早的 2div（200光栅）。
无论此设置为打开还是关闭，时间刻度（Time/div）都不会改变。

测量值屏幕关闭

测量值屏幕打开

测
量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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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图显示（棒图）
您可以使用棒图显示谐波。谐波次数排列在水平轴上，而垂直轴表示各谐波的振幅。
您可以配置三个不同的棒图。

棒图显示示例
显示棒图的棒图编号、测量功能、单元和上限 

显示棒图的棒图编号、测量功能、单元和下限 

显示棒图的谐波次数范围
仅当使用对数坐标时才会出现 “ 对数刻度 ”。

• 当使用对数坐标（对数刻度）时，如果值为负，其绝对值以红色棒图显示。
• 如果由基波频率确定的分析窗口宽度（基波信号的周期数）小于数据更新间隔，将不会显示棒图。需设置更长
的数据更新周期。详情请查阅“数值数据显示的注意事项”。

点击此处。

• 不显示超过最大可测量次数的谐波次数的棒图。关于最大可测量谐波次数的信息，请查阅“要测量的最大谐
波次数（最大次数）”。

点击此处。

显示组（组）
从 1~4选择想要显示的组。
若要将波形分配到各组（1~4），请设置显示项目（棒图）。例如：如果您将单元 1、2和 3的功能分配到各组，只需
更改显示组，即可轻松切换棒图显示。

显示项目（项目、棒图）
棒图编号（项目编号）
从棒图的 1~3选择想要选择的编号。

功能（功能）
可以从以下选项选择要显示的测量功能。
U, I, P, S, Q, λ, Φ, ΦU, ΦI, Z, Rs, Xs, Rp, 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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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单元）
可以从以下选项选择单元。可选项目因安装单元而异。
单元 1、单元 2、单元 3、单元 4、单元 5、单元 6、单元 7

棒图显示刻度
设置垂直刻度模式（刻度模式）
可以设置棒图窗口的上限和下限。将设置模式设置为以下选项之一。
• 固定（固定）

• 当功能（功能）为 U、I、P、S或 Q时，比例为对数 (Log)。
• 当功能（功能）为 λ、Φ、ΦU、ΦI、Z、Rs、Xs、Rp或 Xp时，比例为线性（线性）。
• 棒图窗口的上限和下限根据最大和最小显示趋势数据值自动确定。λ的上限和下限为 –1和 1。对于 Φ、ΦU
和 ΦI，最小和最大值为 –180~180°。负值对应相位滞后，正值对应相位超前。

• 手动（手动）
 可以设置垂直刻度的类型、上限和 X轴位置。

垂直刻度类型（垂直刻度）
当垂直刻度模式设置为手动时，此设置有效。您可以将刻度类型设置为线性（线性）或对数（Log）。

上限（上刻度）
当垂直刻度模式设置为手动时，此设置有效。您可以设置 0和 9.999T之间的值。

X轴位置（X位置）
当您将垂直刻度模式设置为手动且垂直刻度类型设置为线性时，此设置有效。您可以将 Y轴坐标为 0的点设置为
底部（屏幕底部）或中间（屏幕中间）。

显示格式（形式、棒图）
棒图显示窗口数量（格式）
从以下选项中选择窗口数量：
• 单（单）：一个窗口。显示棒图（项目编号）1的数据。
• 双（双）：两个窗口。显示棒图（项目编号）1和 2的数据。
• 三（三）：三个窗口。显示棒图（项目编号）1~3的数据。

棒图显示量程（开始次数 /结束次数）
• 可配置谐波次数的量程显示在棒图中。
• 量程与棒图 1~3相同。

开始谐波次数（开始次数）
• 可选择 0和 490之间的值。但是，开始谐波次数不得小于结束次数 10次以上。
• 当棒图的测量功能为 Φ时，次数 0没有值，因此您无法在棒图中将其显示。
• 当棒图的测量功能为 ΦU或 ΦI时，次数 0和 1没有值，因此您无法在棒图中将其显示。

结束谐波次数（结束次数）
可以选择 10和 500之间的值。但是，结束谐波次数不得大于开始次数 10次以上。您无法显示包含大于最大可测
量次数的谐波次数的棒图（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 6.7节）。

光标测量（光标）
点击此处。

11  图形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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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量显示（矢量）
您可选择接线组以显示接线组中各单元中基波信号 U(1)和 I(1)的相位差和振幅（有效值）的矢量。正垂直轴设置为
零（角度零），并且显示各输入信号的矢量。

矢量显示示例
对于 3电压 3电流表法的 3P3W制
• U1（1）、U2（1）和 U3（1）为线电压。
• I1（1）、I2（1）和 I3（1）为线电流。

I1(1)

I3(1)

I2(1)

O

U1(1)
U3(1)

U2(1)

ΦU1-U2

ΦU2-U3

ΦU3-U1

外圆大小（范围）

U1(1)  102.60   V
I1(1)    3.5237   A
P1(1)   0.3562kW
S1(1)   0.3615kVA
Q1(1)  -0.0618kvar
λ1(1)    0.9853

U2(1)  101.45   V
I2(1)    3.5090   A
P2(1)   0.5542kW
S2(1)   0.6016kVA
Q2(1)   0.2342kvar
λ2(1)    0.9211

U3(1)  101.40   V
I3(1)    3.4990   A
P3(1)  -0.2128kW
S3(1)   0.5997kVA
Q3(1)  -0.5067kvar
λ3(1)   -0.3549

接线ΣA = 3P3W（3V3A）
PLL Src    =       U1
fPLL1       =   743.00 Hz
ΦU1-U2   =    57.67
ΦU1-U3   =  302.78
ΦU1-I1     =  315.35
ΦU2-I2     =    22.91 
ΦU3-I3     =  249.22 

300.0 V
6.000 A

对于 3P4W（三相 4线制）
• U1（1）、U2（1）和 U3（1）为相位电压。
• I1（1）、I2（1）和 I3（1）为线电流。

对于 3P3W（三相 3线制）
• U1（1）、U2（1）和 U3（1）为线电压。
• I1（1）、I2（1）和 I3（1）为线电流。
但是，实际并非对 3P3W制测量 
U3（1）和 I3（1）。矢量通过运算显示。

Φ2(1)

Φ1(1),
ΦU1-I1

Φ3(1)

ΦU1-U3

ΦU1-I2

U1(1)
I1(1)

I3(1)

U3(1)
I2(1)

U2(1)

ΦU1-U2

ΦU1-I3

I1(1)

I3(1)

I2(1)

O

U1(1)
U3(1)

U2(1)

ΦU1-U2

ΦU2-U3

ΦU3-U1

 如果由基波频率确定的分析窗口宽度（基波信号的周期数）小于数据更新间隔，将不会显示矢量。需设置更长的
数据更新周期。详情请查阅“有关数值数据显示的注意事项”。

点击此处。

显示组（组）
从 1~4选择想要显示的组。
若要将波形分配到各组（1~4），请设置显示项目（矢量）。

11  图形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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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项目（项目、矢量）
矢量编号（项目编号）
选择想要设置的矢量：1或 2。

矢量源（对象）
从以下选项中选择要显示的单元或接线组。可选项目因安装单元而异。
单元 1、单元 2、单元 3、单元 4、单元 5、单元 6、单元 7、ΣA、ΣB、ΣC

设置矢量缩放系数 (U Mag/I Mag)
您可以更改矢量的尺寸。您可以对基波 U(1)和 I(1)分别指定缩放系数。当您缩放矢量时，指示矢量显示外圆大小
的值因缩放系数而异。

设置基波波形 U(1) (U Mag)的矢量的缩放系数
您可以将缩放系数设置为 0.100和 100.000之间的值。

设置基波波形 I(1) (I Mag)的矢量的缩放系数
您可以将缩放系数设置为 0.100和 100.000之间的值。

 如果缩放系数过大，矢量将超过显示量程，并且不会正确显示。减小缩放系数，使矢量显示在显示量程内。

显示格式（形式、矢量）
矢量显示窗口数量（格式）
您可以从以下选项中选择窗口数量：
• 单（单）：一个窗口。显示矢量（项目编号）1的数据。
• 双（双）：两个窗口。显示矢量（项目编号）1和 2的数据。但是，在分屏显示中，将显示矢量 1的数据。

打开和关闭数值数据的显示（数值）
您可以选择是否显示（ON）或隐藏（OFF）数值数据。您可以显示各信号的大小和信号之间的相位差。关于相位差显
示格式的信息，请查阅“相位差显示格式”。

点击此处。

11  图形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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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定制显示

定制显示 (Custom)
可注册喜欢的屏幕配置。

定制屏幕注册 (Custom)

注册选项卡 (1 ~ 5)

从 1 ~ 5中选择与注册屏幕配置的编号。

注册名称 (Custom1 ~ Custom5)

设置屏幕配置的注册名称。
• 字符数：最多 14个
• 可用字符：键盘上显示的所有 ASCII字符

新注册 (注册 )

当选项卡没有注册屏幕配置时显示此项。当前屏幕配置注册为新配置。

保存 (覆盖 )

当选项卡已有注册屏幕配置时显示此项。旧的配置被当前屏幕配置覆盖。

清除 (清除 )

注册的内容被清除。

定制显示切换
每次按 CUSTOM时，屏幕在注册配置和注册选项卡 1/2/3/4/5之间有序切换。未注册的选项卡将被跳过。如果任
何一个注册选项卡中都没有注册屏幕配置，则屏幕不会切换到定制显示。

在注册选项卡中注册的屏幕配置内容保存在与仪器的设置数据分开的专用存储区域中。这样即使在初始化或加载
设置数据时，也不会清除这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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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保持测量值、执行单次测量和调零
您可以指定或执行以下项目。
• 保持测量值（保持，HOLD）
• 单次测量（单次执行，SINGLE）
• 调零（校准执行，CAL）

保持测量值（保持，HOLD）
保持操作停止各数据更新间隔的数据测量和显示操作并保持显示所有测量功能数据。通过 D/A输出的数值数据列
表输出和通信值均反映保持的数值数据。

 积分运行期间，将保持显示，但测量仍会继续进行，而不停止。
 关于在积分期间保持功能如何工作的信息，请查阅保持积分和解除保持的章节。

点击此处。

单次测量（单次执行，SINGLE）
保持显示时，在数据更新间隔时测量信号一次，然后重新保持数据。如果是在非保持显示时按 SINGLE，将从该时
间点重新开始测量。

使用外部信号保持测量值并执行单次测量（选件）
在安装 20通道 D/A输出选件的机型上，可以使用远程控制功能保持测量值并执行单次测量。关于远程控制功能的
详情，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附录 4.5节。

调零（校准执行，CAL）
调零是指通过本仪器内部电路创造一个输入信号为零的状态，并将此刻电平设为零电平的功能。执行时必须符合
本仪器的规格。
• 轻触 Cal Execute或按 CAL执行调零。
• 改变测量量程或输入滤波器后本仪器会自动执行调零。

• 为了精确测量，建议先让仪器预热 30分钟以上后再执行调零。此外，环境温度应稳定并在指定范围内（请查
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第 6章）。

• 如果测量量程和输入滤波器保持长时间不变，本仪器周围环境改变后零电平也会改变。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建议您执行调零。

• 本仪器有积分时自动调零的功能（积分自动校准）。
点击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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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积分功率（瓦时 /安时）

积分功率（积分，菜单（积分））
本仪器可以进行有功功率积分（瓦时）、电流积分（安时）、视在功率积分（伏安时）和无功功率积分（乏时）值。
关于积分功率（瓦时）相关测量功能及其说明的列表，请查阅“本仪器可测量的项目”。

点击此处。

更新模式和执行积分
• 当更新模式为固定周期时，您可以执行积分（开始、停止和重置）。
• 如果更新模式为触发且您执行积分，更新模式将自动变为固定周期。当积分重置时，更新模式变为触发。

设置以下项目。
• 积分模式（积分模式）
• 积分定时器（积分定时器）
• 实时积分的预约时间（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 启用或禁用独立积分（独立控制）
• 积分源单元（单元对象）
• 积分自动校准打开 /关闭（自动校准）
• 各极性的瓦时积分方式（WP ±类型）
• 电流积分的电流模式（q模式）
• 积分 D/A输出的额定时间（D/A输出额定时间；选件）
• 电源故障恢复时的积分恢复操作（恢复操作）
• 开始、结束和重置积分（开始 /结束 /重置）

积分相关显示
积分相关设置和条件显示在屏幕顶部。

积分重置时
积分值被重置和能开始积分时显示以下。
• 当独立积分关闭时：无显示
• 当独立积分打开时：单元编号处于重置模式

当积分正在运行时
当积分正在运行时，显示  和经过积分时间。

当积分暂停时
当积分暂停时，显示  和经过积分时间。
• 如果您轻触 Stop或按 STOP使积分暂停，将出现 。轻触 Start或按 START将继续进行积分。
• 如果积分模式为实时标准积分模式或实时连续积分模式，并且到达预约积分结束时间使积分自动暂停，将出现

。在此条件下，即使轻触 Start或按 START，也无法继续进行积分。若要开始积分，请先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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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分准备时
在实时积分模式中，轻触 Start或按 START键后，如果时间在预约积分开始时间之前，将显示  和预约积分开
始时间。

预约积分开始时间

在积分超时时
如果积分定时器到期，将自动结束积分，并显示  和经过积分时间。

错误
在以下情况下，积分将自动结束，并且将出现  和经过积分时间。
• 积分时间达到最大积分时间（10000小时）。
• 积分值达到其最大或最小显示值。
• 在积分运行状态下发生停电。即使发生停电，本仪器也会存储和保持积分结果。设置电源故障恢复时的积分恢
复操作，指定停电后电源恢复时将要采取的操作。

当积分时间设置为非零值时显示的示例
经过积分时间
积分定时器

当独立积分启用时显示的示例

各单元的积分状态
单元 1：运行
单元 2：运行
单元 3：重置
单元 4：停止
单元 5：运行
单元 6：停止
单元 7：停止

14  积分功率（瓦时 /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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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数字位数（显示分辨率）
积分值的显示数字位数（显示分辨率）为六（最大值为 999999）。当积分值达到 1000000计数时，小数点位置将自
动移动。例如，999.999mWh加上 0.001mWh后，显示成 1.00000Wh。

最大和最小可显示积分值
有功功率 (WP): ±999999MWh
电流 (q): ±999999MAh
视在功率 (WS): ±999999MVAh
无功功率 (WQ): ±999999Mvarh

积分溢出时的显示
如果满足以下任一条件，积分停止并保持积分时间和积分值。
• 积分时间达到最大积分时间（10000小时）。
• WP、q、WS或WQ的积分值达到上述的最大或最小可显示值。

最大值保持功能运行时的积分
本仪器通过将每个数据更新周期测得的值求和来确定和显示积分值，与最大值保持功能无关。

测量值超过测量限制时的积分
如果采样瞬时电流或电压超过 AD回路的最大或最小测量量程限制，将测量值作为最大或最小测量量程限制值。

输入小电流时的积分
如果打开近 0舍去，当电流输入满足以下测量量程相关条件时，将假设电流为 0执行积分。
• 峰值因数设为 CF3时
 Irms或 Iac为 0.3%或更小时。Imn或 Irmn为 2%或更小时。
• 当峰值因数设置为 CF6或 CF6A时
 Irms或 Iac为 0.6%或更小时。Imn或 Irmn为 4%或更小时。

采样率和积分有效频率范围
采样率约为 5MHz。积分的有效电压 /电流信号的频率如下所示：

积分项目 积分有效频率范围
有功功率 DC~约 2.5MHz
电流 当积分 Irms时 DC或由数据更新周期确定的频率下限 ~约 2.5MHz

当积分 Imn时 DC或由数据更新周期确定的频率下限 ~约 2.5MHz
当积分 Idc时 DC~约 2.5MHz
当积分 Irmn时 DC或由数据更新周期确定的频率下限 ~约 2.5MHz
当积分 Iac时 由数据更新周期确定的频率下限 ~约 2.5MHz

使用外部信号控制积分（选件）
在安装 20通道 D/A输出选件的机型上，可以使用远程控制功能，使用外部信号开始、停止和重置积分。关于远程
控制功能的详情，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 4.5节。

14  积分功率（瓦时 /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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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时改变设置的限制
积分时，不能更改某些设置，也不能执行某些功能。详情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附录 9。

积分时波形显示的限制
• 积分时，波形显示触发不起作用。因此，屏幕左端波形显示的信号电平可能不稳定。
• 积分时，波形数据更新周期最短为 1s。选择低于 1s的数据更新周期时，数值数据和波形数据将出现不同测量
区间的测量值。

14  积分功率（瓦时 /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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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模式（积分模式）
积分功能有以下 5种模式。

积分模式 开始 停止 重复
手动积分模式
（标准）

触摸面板 /键操作 触摸面板 /键操作 −−−

标准积分模式
（标准）

触摸面板 /键操作 按定时器时间停止 −−−

连续积分模式
（连续）

触摸面板 /键操作 触摸面板 /键操作 当定时器到期时重复

实时标准积分模式
(R−Normal)

日期和时间 日期和时间 −−−

实时连续积分模式
(R−Continuous)

日期和时间 日期和时间 当定时器到期时重复

手动积分模式
当您将积分模式设置为标准并将积分定时器设置为 00000:00:00时，本仪器以手动积分模式执行积分。积分开始后，
将继续直到轻触 Stop或按 STOP。但是，如果满足以下任一条件，积分停止并保持积分时间和积分值。
• 积分时间达到最大积分时间（10000小时）。
• 积分值达到其最大或最小显示值。

积
分
时
间

重置开始

积
分
值

停止 开始 重置

保持

保持
保持

保持

当达到最大 
积分值时

14  积分功率（瓦时 /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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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积分模式（标准）
您可以设置相关积分时间（设置定时器）。当您轻触 Start或按 START时，积分开始。满足以下条件之一时，积分
停止并保持积分时间和积分值。
• 经过指定定时器时间。
• 轻触 Stop按钮，或按 STOP键。
• 积分值达到其最大或最小显示值。

积
分
时
间

重置开始

积
分
值

保持

保持

定时器值

连续积分模式（连续积分；连续）
您可以设置相关积分时间。当您轻触 Start或按 START时，积分开始。指定定时器时间结束后，自动重置并重新
开始积分。积分重复，直到您轻触 Stop或按 STOP。但是，如果在指定时间段之前积分值达到其最大或最小可显
示值，积分停止，保持该点的积分时间和积分值。

开始 重置

积
分
时
间

积
分
值

保持

保持

定时器值 定时器值 定时器值

停止

14  积分功率（瓦时 /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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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标准积分模式 (R–Normal)

设置积分开始和结束时及积分期间的日期和时间。在预约开始时间开始积分。满足以下条件之一时，积分停止并
保持积分时间和积分值。
• 到达预约停止时间。
• 经过指定定时器时间。
• 积分时间达到最大积分时间（10000小时）。
• 积分值达到其最大或最小显示值。

积
分
时
间

积
分
值

保持

保持

开始
日期和时间

停止
日期和时间

重置

 在实时积分模式中，当您将积分时间设置为 00000:00:00时，在预约开始时间开始积分。满足以下条件之一时，
积分停止并保持积分时间和积分值。
• 到达预约停止时间。
• 轻触 Stop按钮，或按 STOP键。
• 积分时间达到最大积分时间（10000小时）。
• 积分值达到其最大或最小显示值。

14  积分功率（瓦时 /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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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连续积分模式（连续积分；R-Continuous）
设置积分开始和结束时及积分期间的日期和时间。在预约开始时间开始积分。指定定时器时间结束后，自动重置
并重新开始积分。如果满足以下任一条件，积分停止并保持积分时间和积分值。
• 到达预约停止时间。
• 轻触 Stop按钮，或按 STOP键。
• 积分值达到其最大或最小显示值。

积
分
时
间

积
分
值

保持

保持

定时器值 定时器值 定时器值

开始
日期和时间

停止
日期和时间

重置

积分定时器（积分定时器）
您可以在以下范围内设置时、分和秒。
00000: 00: 00~10000: 00: 00

当独立积分禁用时
您上述指定的积分定时器应用到每个单元。

当独立积分启用时
• 设置（设置）
 您可以从以下选项选择设置积分定时器的方法。

• 每个 (Each)：分别对每个输入单元设置。
• 全部 (All)：同时对所有输入单元设置。

• 单元 1~单元 7

 您可以对上述范围内的每个单元设置积分定时器。

14  积分功率（瓦时 /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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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积分的预约时间（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在实时标准积分模式和实时连续积分模式中，此设置有效。
您可以设置积分开始和结束时间的年、月、日、时、分和秒。确保对积分开始时间之后的时间设置积分结束时间。
您可以在以下范围内设置值。
• 年：任一四位数公历值
• 时 :分 :秒 : 00:00:00~23:59:59
• 复制当前时间（复制当前时间）：预约积分开始时间设置为当前时间。
• 复制开始时间（复制开始时间）：预约积分开始时间被复制为预约积分结束时间。

当独立积分禁用时
您上述指定的预约时间应用到每个单元。

当独立积分启用时（预约时间：实时控制）
• 设置（设置）
 您可以从以下选项选择设置预约时间的方法。

• 每个 (Each)：分别对每个输入单元设置。
• 全部 (All)：同时对所有输入单元设置。

• 单元 1~单元 7

 您可以对上述范围内的每个单元设置预约时间。

• 复制当前时间（复制当前时间）
 预约积分开始时间设置为当前时间。

• 复制开始时间（复制开始时间）
 预约积分开始时间被复制为预约积分结束时间。

• 您可以将二月中预约开始或结束时间的日期最大设置为第 31天的值。如果进行此操作，当您开始积分时，
将出现错误信息。重置预约结束时间。

• 本仪器在执行积分操作时识别闰年。
• 在实时标准积分模式和实时连续积分模式中，在您轻触 Start或按 START之后且本仪器进入积分准备状态时，
可能无法立即更新数值数据。这是因为数值数据与本仪器的时钟同步更新。这确保数值数据与预约积分开始
时间同时更新，且积分时间精确。

14  积分功率（瓦时 /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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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积分功率（瓦时 /安时）

启用或禁用独立积分（独立控制）
您可以选择是否同时在所有单元上或分别开始、结束和重置积分。
• OFF：同时控制所有单元。
• ON：积分因量程 Σ Link设置而异。

• 当量程 Σ Link启用时
 单独控制接线方式为 1P2W的单元。对于接线方式不是 1P2W的单元，将对同一接线组中的所有单元同时
开始、结束和重置积分。

• 当量程 Σ Link禁用时
 分别控制各单元的积分。

 当独立积分启用时，量程 Σ Link禁用，且对同一接线组中的单元分别控制，因为单元的积分期间不同，这些单
元的 Σ功能（处理接线组积分的功能，如积分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功能）返回错误。

积分源单元（单元对象）
当独立积分启用时，此设置有效。
• 通过选择单元的复选框，您可以选择要开始、结束和重置积分的单元。
• 全部打开（全部打开）：控制所有单元。
• 全部关闭（全部关闭）：不控制单元。

 即使您启用独立积分，当量程 Σ Link禁用时，无论是否选择单元的复选框，均同时控制同一接线组中单元的积分。
 例如 :

• 单元 1、2和 3作为三相 4线制被分配到接线组 ΣA。
• 在单元对象下，将选择单元 1的复选框，而非单元 2和 3的复选框。

 如果您在以上条件下开始或结束单元 1的积分，未选择复选框的单元 2和 3的积分也会开始或结束。
 若要独立控制被分配到同一接线组的输入单元的积分，您必须启用独立积分并禁用量程 Σ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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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自动校准打开 /关闭（自动校准）
当测量量程或线路滤波器更改时，将发生普通调零，但您也可以在积分时自动调零。
• ON：积分时约每小时将自动发生一次调零。
• OFF：积分时不会自动发生调零。

 打开积分自动校准后，执行调零，此时将对刚测得的功率和电流值进行积分。

各极性的瓦时积分方式（WP ±类型）
设置（设置）
您可以从以下选项选择设置积分方法的方法。
• 每个 (Each)：分别对每个输入单元设置。
• 全部 (All)：同时对所有输入单元设置。

单元 1~单元 7

将积分方法设置为以下选项之一。
• 充电 /放电（充电 /放电）：按照极性测量 DC瓦时（对于每个采样数据项目）。
• 售 /买（Sold/Bought）：按照极性测量 AC瓦时（对于每个采样数据项目）。
关于各方法中使用的公式的信息，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附录 1。

电流积分的电流模式（q模式）
设置（设置）
您可以从以下选项选择设置电流模式的方法。
• 每个 (Each)：分别对每个输入单元设置。
• 全部 (All)：同时对所有输入单元设置。

单元 1~单元 7

可以从以下选项选择电流模式。关于各电流模式中使用的公式的信息，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附
录 1。
• rms：真有效值
• mean：校准到有效值的整流平均值
• dc：简单平均
• r-mean：整流平均值
• ac：交流成分
当电流模式为 dc时，将显示极性（+或 -）。

14  积分功率（瓦时 /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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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故障恢复时的积分恢复操作（恢复操作）
您可以设置当本仪器因电源故障或断电而关闭再重新打开时如何恢复积分操作。

重新开始（开始）
将存储电源关闭时的积分结果。当电源恢复时，积分自动开始（继续）。

停止（停止）
将存储电源关闭时的积分结果。电源恢复后，以积分停止状态显示电源关闭前的积分结果。您可以开始（继续）积 
分。

错误（错误）
将存储电源关闭时的积分结果。电源恢复后，以积分错误状态显示电源关闭前的积分结果。您可以通过重置开始
积分。当积分重置时，测量结果显示为“-----”（没有数据）。如有必要，请记录重置前直到该点的积分结果。

14  积分功率（瓦时 /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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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停止、重置积分
您可以使用触摸面板按钮、前面板键或通信命令开始、停止和重置积分。积分和开始、停止、重置之间的关系如
下所示。

积分值

积分时间

超时

定时器值

开始 停止 开始 停止 重置 开始 重置

开始积分（开始，START）
• 根据积分模式在以下所示的不同条件下开始积分。

• 手动积分模式、标准积分模式和连续积分模式
 积分立即开始。
• 实时标准积分模式和实时连续积分模式
 本仪器进入积分准备状态。在到达预约开始时间时开始积分。

• 当积分开始时，START键点亮，且积分状态显示 。
• 当本仪器进入积分准备状态时，START键闪烁，且积分状态显示 。

停止积分（停止，STOP）
• 您可以强制积分停止。保持积分时间和积分值。
• 当强制积分停止时，STOP键闪烁，且积分状态显示 。轻触 Start或按 START将继续进行积分。但是，在稍
后讨论的积分自动停止后，您无法轻触 Start或按 START继续积分。

积分自动停止
• 根据积分模式在以下所示的不同条件下积分自动停止。保持积分时间和积分值。积分自动停止后，您无法通过
轻触 Start或按 START继续。若要开始积分，请先重置。
• 当积分模式为手动积分模式、标准积分模式或实时标准积分模式时
 经过指定定时器时间后，积分自动停止。STOP键点亮，且积分状态显示 。
• 当积分模式为实时标准积分模式或实时连续积分模式时
 当到达预约积分结束时间时，积分自动停止。STOP键点亮，且积分状态显示 。

14  积分功率（瓦时 /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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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积分（重置，RESET）
重置积分时间和积分值。STOP键熄灭。积分相关功能的显示变为“-----------”（没有数据）。

 当出现积分错误时，ERROR指示灯闪烁，且积分状态显示 。

保持积分和解除保持
保持积分
当您轻触 Hold或按 HOLD时，其点亮，并且保持积分结果的显示和通信输出。无论是否保持显示，积分都将继续。

解除保持积分
如果您在保持积分时轻触 Hold或按 HOLD，HOLD键灯熄灭，且数值数据显示更新。当显示保持时，您可以通过
轻触 Single或按 SINGLE执行单次测量来更新显示。

保持功能和开始、停止操作的关系如下：
• 保持显示时，如果开始积分，显示和通信输出都不会变。当您解除保持功能（关闭）或进行单次测量时，将显示
并传输该点的积分结果。

ON
HOLD
OFF

显示值

积分时间

（虚线是积分值。）

开始 停止 重置

• 保持显示时，如果停止积分，显示和传输值都不会变。当您解除保持功能（关闭）或进行单次测量时，将显示并
传输积分停止时的积分结果。

积分时间

（虚线是积分值。）

SINGLE
（单次测量）

OFF

ON
HOLD

执行 执行 执行

显示值

开始 停止 重置

14  积分功率（瓦时 /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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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光标测量

光标测量（光标）
可以将光标放置在显示的波形、趋势和棒图上并在光标位置显示值。

波形显示中的光标示例

Y

+

光标 1

光标 2

可以指定以下项目。
• 打开和关闭光标测量（光标）
• 通过光标 1 (+)测量的波形（C1+ 波形）
• 光标 1 (+)的位置（C1+ 位置）
• 光标 1 (+)的位置（C1+ 次数）
• 通过光标 2 (x)测量的波形（C2x 波形）
• 光标 2 (x)的位置（C2x 位置）
• 光标 2 (x)的位置（C2x 次数）
• 光标路径（光标路径）
• 链接光标移动（链接）

打开和关闭光标测量（光标）
• ON：执行光标测量。
• OFF：不执行光标测量。

通过光标 1 (+)测量的波形（C1+ 波形）
此项目仅出现在波形和趋势显示中。而不出现在棒图显示中。

在波形显示中
可以从以下选项选择要通过光标 1 (+)测量的波形。可选项目因安装单元而异。
• U1、I1、U2、I2、U3、I3、U4、I4、U5、I5、U6、I6、U7、I7
• Speed1、Speed2、Torque1、Torque2、Aux1~4（安装电机评价 1选件的机型）
• Speed3、Speed4、Torque3、Torque4、Aux5~8（安装电机评价 2选件的机型）

在趋势显示中
可以将要使用光标 1(+)测量的趋势设置为 T1 ~ T16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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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标 1 (+)的位置（C1+ 位置）
将光标 1(+)的位置设置为以下范围之一内的值。
• 波形显示：0（屏幕左边缘）~1000 （屏幕右边缘）
• 趋势显示：0（屏幕左边缘）~2001 （屏幕右边缘）

光标 1 (+)的位置（C1+ 次数）
对于棒图显示，将光标 1(+)的位置设置为 0 (DC)~500（500次）范围内的值。

通过光标 2 (x)测量的波形（C2x 波形）
可以选择要通过光标 2 (x)测量的波形。选项与光标 1 (+)（C1+ 波形）的选项相同。

点击此处。

光标 2 (x)的位置（C2x 位置）
设置光标 2 (x)的位置。您可以设置位置的范围与光标 1 (+)（C1+ 位置）的范围相同。

点击此处。

光标 2 (x)的位置（C2x 次数）
对棒图显示设置光标 2 (x)的位置。您可以设置位置的范围与光标 1 (+)（C1+ 次数）的范围相同。

点击此处。

光标路径（光标路径）
因为本仪器在采样数据上使用 P-P压缩，所以在每个时间轴点显示两个值（最大值和最小值）。您可以从以下选项
选择光标移动通过的路径和通过光标测量的数据点。
• 最大（最大）：光标沿时间轴移动并测量最大值。
• 最小（最小）：光标沿时间轴移动并测量最小值。
• 中（中）：光标移动通过时间轴上最大值和最小值的中间值，并测量最大值和最小值的中间值。
此项目仅出现在波形显示中。而不出现在趋势或棒图显示中。

链接光标移动（链接）
将链接设置为 ON可移动光标 1 (+)和光标 2 (x)，而不会更改两者之间的距离。通过设置 C1+位置设置光标的位 
置。

15  光标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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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项目
在波形显示中

Y+ 光标 1 (+)的垂直轴（Y轴）值
Yx 光标 2 (x)的垂直轴（Y轴）值
∆Y 光标 1 (+)与光标 2 (x)的垂直轴（Y轴）值之差
X+ 光标 1 (+)的水平轴（X轴）值
Xx 光标 2 (x)的水平轴（X轴）值
∆X 光标 1 (+)与光标 2 (x)的水平轴（X轴）值之差
1/∆X 光标 1 (+)与光标 2 (x)的水平轴（X轴）值之差的倒数

在趋势显示中
Y+ 光标 1 (+)的垂直轴（Y轴）值
Yx 光标 2 (x)的垂直轴（Y轴）值
∆Y 光标 1 (+)与光标 2 (x)的垂直轴（Y轴）值之差
X+ 光标 1 (+)的水平轴（X轴）值

当屏幕的左边缘变为 0秒时，将显示距离屏幕左边缘的时间。
Xx 光标 2 (x)的水平轴（X轴）值

当屏幕的左边缘变为 0秒时，将显示距离屏幕左边缘的时间。
∆X 光标 1 (+)与光标 2 (x)的水平轴（X轴）值之差
D+ 光标 1 (+)位置的日期和时间

测量日期和时间以此格式显示：年 /月 /日 时 :分 :秒。
Dx 光标 2 (x)位置的日期和时间

测量日期和时间以此格式显示：年 /月 /日 时 :分 :秒。

• 存在无法测量的数据时，测量值显示区域显示“***”。
• 即使光标的单位不同，也可以测量 ∆Y。测量结果将不会有单位。

在棒图显示中
Y1+ 棒图 1的光标 1 (+)的垂直轴（Y轴）值
Y1x 棒图 1的光标 2 (x)的垂直轴（Y轴）值
∆Y1 棒图 1的光标 1 (+)与光标 2 (x)的垂直轴（Y轴）值之差
Y2+ 棒图 2的光标 1 (+)的垂直轴（Y轴）值
Y2x 棒图 2的光标 2 (x)的垂直轴（Y轴）值
∆Y2 棒图 2的光标 1 (+)与光标 2 (x)的垂直轴（Y轴）值之差
Y3+ 棒图 3的光标 1 (+)的垂直轴（Y轴）值
Y3x 棒图 3的光标 2 (x)的垂直轴（Y轴）值
∆Y3 棒图 3的光标 1 (+)与光标 2 (x)的垂直轴（Y轴）值之差

15  光标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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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标移动
在波形显示中
• 光标沿被选波形移动。
• 光标移动的单位为一个屏幕中所含时间量 ÷ 1000。

• 存在无法测量的数据时，测量值显示区域显示“***”。
• 即使光标的单位不同，也可以测量 ∆Y。测量结果将不会有单位。
• 当峰值因数设置为 CF3时，可使用光标测量的垂直轴量程在 ±300%以内，当设置为 CF6或 CF6A时，量
程在 ±600%以内。

在趋势显示中
• 光标沿被选趋势移动。
• 当左边缘为 0点且右边缘为 2001点时，您可以通过点设置屏幕左边缘对应的光标位置。
• 您可以一次一点通过显示的数据。

在棒图显示中
• 各图形（图形 1~图形 3）显示两个光标（+和 x）。
• 您可以依次设置光标位置。
• 棒图显示指示各光标位于哪个谐波次数。例如：

• 光标 1 (+)的位置以此格式表示：“次数 +：2”。
• 光标 2 (x)的位置以此格式表示：“次数 x：55”。

• 1~3每个棒图表示光标 1 (+)和 2 (x)位置的次数相同。

 存在无法测量的数据时，测量值显示区域显示“***”。

15  光标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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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IEC谐波测量 (选件 )

IEC谐波测量功能
将此模式与单独销售的谐波 /闪变测量软件进行组合，可以执行符合 IEC 61000-3-2标准的谐波测量。使用此模
式可检查家用电器和办公自动化设备的谐波是否符合 IEC标准。

连接到谐波 /闪变测量软件
关于连接本仪器到谐波 /闪变测量软件的详情，请查阅谐波 /闪变测量软件的操作手册。

使用谐波 /闪变测量软件时，本仪器被设置为远程模式，仪器上的所有按键操作和触摸面板操作都变为无效。后
面介绍的设置自动进行设置，或者从软件的设置屏幕中设置。

 使用谐波 /闪变测量软件操作本仪器时，请勿解除本仪器的远程模式，否则会妨碍符合 IEC标准的谐波测量。
如果解除本仪器的远程模式，请关闭谐波 /闪变测量软件。

功能和测量功能限制
IEC谐波测量模式执行与其他测量模式不同的内部运算，以满足符合 IEC标准的测量。因此，在该测量模式
下，某些功能 (例如屏幕中的波形或棒图显示、存储功能、电机评价功能 (选件 ))无法使用。此外，有些测量功
能 (例如峰值测量、积分和效率运算 )无法执行。关于受限功能和无法测量的测量功能列表，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附录 9和 10。

常规测量模式下与其他谐波测量的区别
• 常规测量模式中的谐波测量
 积分、波形显示、趋势显示和效率运算等不同功能可与谐波测量同时使用。此外，rms电压和电流是测量频率
带宽中所有频率成分 rms值的总值。此 rms值和谐波可以同时测量。

* 此谐波测量不符合 IEC 61000-3-2或 IEC 61000-3-12标准。

• IEC谐波测量模式
 将此模式与单独销售的谐波 /闪变测量软件进行组合，可以执行符合 IEC 61000-3-2或 IEC 61000-3-12标准的
谐波测量。使用此模式可检查家用电器和办公自动化设备的谐波是否符合 IEC标准。

与谐波测量有关的其他功能介绍
• 谐波测量功能
• 谐波测量功能的测量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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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EC谐波测量中，本仪器对输入信号执行傅立叶变换，并将信号划分为以下频率成分 :

间谐波
如果输入信号为 50Hz，则以 5Hz分辨率分解 10个周期的波形。因此，将谐波次数之间划分为 10个区间。各谐
波次数之间的成分称作间谐波。

100 150

间谐波

Rms成分

频率[Hz]
50 100 150 200dc

2次谐波 3次谐波 4次谐波基波

2次谐波 3次谐波

基波信号为50Hz时

如果输入信号为 60Hz，则以 5Hz分辨率分解 12个周期的波形。因此，各谐波次数之间的区域被划分为 12个区间。

Rms成分

频率[Hz]
60 120 180dc

2次谐波 3次谐波基波

基波信号为60Hz时

16  IEC谐波测量 (选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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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波子群
谐波和 2个相邻的间谐波统称为谐波子群。组合谐波及其两个相邻间谐波的运算方法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各成
分平方和的平方根。

基波信号为50Hz时

谐波子群

谐波群
谐波和相邻的间谐波统称为谐波群。组合成分的运算方法与谐波子群一样，为各成分平方和的平方根。两次谐波
正中间的间谐波振幅的一般被计算在内。

谐波群 包含振幅的一半

基波信号为50Hz时

谐波群

基波信号为60Hz时

IEC谐波测量中的谐波群
IEC谐波测量中有三类谐波分组。计算谐波 rms值振幅的方法取决于分组方法。

分组功能关闭 (关闭 )

只有频率是基波整数倍的成分才被认为是谐波，因此不包括间谐波成分。

分组类型 1

谐波子群被当作对应谐波次数的成分。因此，与分组关闭时相比，当输入信号中包含谐波子群时，谐波值较大。

分组类型 2

谐波群被当作对应谐波次数的成分。因此，与分组关闭时相比，当输入信号中包含谐波群时，谐波值较大。

16  IEC谐波测量 (选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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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类型 2示例
例如，通过对以下频率成分的平方和进行平均，来确定 50Hz输入信号的 3次 ((150Hz)谐波成分。

• 125Hz成分的 1/2 其他的 1/2包含在 2次 (100Hz)成分中。
• 130Hz成分
• 135Hz成分
• 140Hz成分
• 145Hz成分
• 150Hz成分 3次谐波
• 155Hz成分
• 160Hz成分
• 165Hz成分
• 170Hz成分
• 175Hz成分的 1/2 其他的 1/2包含在 4次 (200Hz)成分中。

2
100

3
150

4
200

谐波次数
频率[Hz]

第 2次和第 50次谐波之间各次谐波的成分按照上述原则确定。1次 (基波 )谐波成分的运算与上面的方法不同。

1次 (基波 )谐波成分
在测量和运算 1次 (基波 )谐波成分时，无论分组设置如何，都不包含间谐波。

谐波次数
频率[Hz]

210
dc 50 100

也就是说，1次 (基波 )谐波成分中不包含诸如 40Hz/45Hz/55Hz/60Hz这样的成分。然而，在计算谐波失真时，
根据分组设置，在 1次 (基波 )谐波成分中包含有间谐波成分。

16  IEC谐波测量 (选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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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IEC谐波测量模式
将测量模式 (测量模式 )设置为 IEC谐波 (IEC Harmonic)。

如果使用谐波 /闪变测量软件，则本仪器会自动切换到 IEC谐波测量模式。

在以下条件下，本仪器无法切换到 IEC谐波测量模式。
• 主 /从同步测量设置设为“从”时。
• 积分开始或停止时。
• 执行存储操作时。
• 正在访问存储介质时。

谐波测量条件 (谐波 )
• 测量源 (对象 )
• PLL源 (PLL源 )
• 测量谐波次数 (最小次数 /最大次数 )
• 谐波畸变率运算公式 (Thd公式 )
• IEC 61000−4−7版本 (IEC 61000−4−7)
• 电压 /电流群组 (U群组 /I群组 )

测量源 (对象 )
• 可以从以下单元 /接线组中选择测量源。根据安装的单元选择项目。
 单元 1、单元 2、单元 3、单元 4、单元 5、单元 6、单元 7、ΣA、ΣB、ΣC
• 如果没有分配给所选接线组的单元，则没有数值数据。在此情况下将显示 [-------] (没有数据 )。例如 : 如果有
单元分配到 ΣA，无单元分配到 ΣB，则 ΣB的测量功能显示为 [-------] (没有数据 )。

PLL源 (PLL源 )
这和常规测量的 PLL源功能相同。但是，在 IEC谐波测量模式下，请选择测量目标的 PLL源 (对象 )，而不是常
规测量下选择的输入单元组 (Hrm1、Hrm2)。

测量谐波次数 (最小次数 /最大次数 )
这和常规测量的测量谐波次数功能相同。但是，在 IEC谐波测量模式下，请选择测量目标 (对象 )的测量谐波次数，
而不是常规测量下选择的输入单元组 (Hrm1、Hrm2)。
关于 IEC谐波测量模式下测量谐波次数的上限，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 6.7节。

谐波畸变率运算公式 (Thd公式 )
这和常规测量的谐波畸变率运算公式功能相同。

16  IEC谐波测量 (选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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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1000−4−7版本 (IEC 61000−4−7)
可以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IEC 61000-4-7版本。
• 1.0版
• 2.0版
• 2.0 A1版

IEC 61000-4-7定义了测量仪器的要求。关于详细信息，请查阅以下手册。
• WT5000谐波测量软件 (符合 IEC 61000-3-2标准 )操作手册、IM D024-01EN第 14章
• WT5000谐波测量软件 (符合 IEC 61000-3-12标准 )操作手册、IM D024-04EN第 14章

电压 /电流群组 (U群组 /I群组 )
IEC谐波测量中的谐波由谐波各次成分和谐波次数间的间谐波确定。您可以从以下选项中选择谐波的运算公式。
• 关闭
 只有频率是基波整数倍的成分才被认为是各谐波次数的谐波成分。不包括间谐波成分。
• 类型 1
 谐波子群被当作对应谐波次数的谐波成分。
• 类型 2
 谐波群被当作对应谐波次数的谐波成分。

改变设置和执行功能限制
在 IEC谐波测量模式中，以下项目可能与常规测量模式不同。
• 设置选项可能不同。设置选项可能有限制。
• 设置可能是固定的。
• 功能可能无法执行。
关于以下功能的详情，请查阅参考资料。

线路滤波器 (线路滤波器 )
点击此处。

频率滤波器 (频率滤波器 )
点击此处。

关于其他功能的详情，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附录 9。

16  IEC谐波测量 (选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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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IEC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 (选件 )

IEC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功能
此功能可执行符合 IEC 61000-3-3标准的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如果使用单独销售的谐波 /闪变测量软件，则可
以打印测量判断结果的报告。

连接到谐波 /闪变测量软件
关于连接本仪器到谐波 /闪变测量软件的详情，请查阅谐波 /闪变测量软件的操作手册。

使用谐波 /闪变测量软件时，本仪器被设置为远程模式，仪器上的所有按键操作和触摸面板操作无效。以下部分
中的设置是自动设置的，或者从软件的设置屏幕中设置。

 使用谐波 /闪变测量软件操作本仪器时，请勿解除本仪器的远程模式，否则会妨碍符合 IEC标准的电压波动和
闪变测量。如果解除本仪器的远程模式，请关闭谐波 /闪变测量软件。

测量项目 (测量功能 )
测量项目 限制 *1

额定电压 Un –
电压频率 Freq –
相对稳态电压变化 dc ≤3.3%
最大相对电压变化 dmax ≤4%*2

≤6%*2

≤7%*2

相对电压变化超过阈值电平的持续时间 Tmax*3 ≤500ms*4

短期闪变值 Pst ≤1.0
长期闪变值 Plt ≤0.65
瞬时闪变视感度 (Pinst)*5 –
累积概率函数 (CPF)*5 –

*1 该限值仅针对 230V/50Hz定义。
*2 该限值因 EUT而异。
*3 Tmax用于 IEC 61000-3-3 Ed3.0，d(t)用于 IEC 61000-3-3 Ed2.0。
 本章介绍了将 IEC 61000-3-3版本号设置为 Ed3.0的示例。IEC 61000-3-3版本号设置为 Ed2.0时，请将本章
中的 Tmax替换为 d(t)。

*4 阈值电平的限值为 3.3%。
*5 无法在本仪器屏幕中显示。可以在谐波 /闪变测量软件的屏幕中显示此值。

测量方法
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方法有以下两种。
• 常规闪变测量
 计算 dc、dmax、Tmax、Pst和 Plt的所有值，并与预设的限值进行比较，作出总的判断。

• 手动切换引发的 dmax测量
 当手动打开和关闭 EUT开关时，测量最大相对电压变化 dmax，确定 24次测量的平均值，并与限限值行比较
和判断。



17-2 IM WT5000-01ZH

数据更新周期
IEC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模式下的显示更新周期为 2秒。

功能和测量功能限制
在 IEC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模式中，内部运算与其他测量模式不同，以满足符合 IEC标准的测量。因此，在该测
量模式下，某些功能 (例如屏幕中的波形或棒图显示、存储功能、电机评价功能 (选件 ))无法使用。此外，有些测
量功能 (例如积分和效率运算 )无法执行。关于受限功能和无法测量的测量功能列表，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附录 9和 10。

保存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数据
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数据无法保存在本仪器中。使用谐波 /闪变测量软件，将数据保存到 PC中。

关于测试电源、测试条件和术语的详情，请查阅 IEC 61000-3-3。

术语
 闪变
 闪变是指由光的强度或光谱分布波动引起的、肉眼所感知的不稳定现象。它表示人体因亮度波动而受到的刺激。

 稳态条件
 每个半周期的 rms电压稳定 1s或更长的条件。

 相对稳态电压变化 dc

 单次电压波动前后两个稳态电压之差除以额定电压所得的值，以%表示。例如，对于 230V额定电压的电源，
如果波动前的稳态电压为 231V，波动之后的稳态电压为 229V。则相对稳态电压变化如下所示。

× 100 (%) = 0.87%
229 - 231

230

• 如果在测量期间没有发生电压波动，则 dc为零。
•  IEC 61000-4-15规定，如果在测量周期内未出现稳态条件，则认为存在波动状态。dc的测量值显示为

Undef (未定义，IEC 61000-4-15 Ed1.1)或 0 (IEC 61000-4-15 Ed2.0)，判断结果显示为 Error (IEC 61000-
4-15 Ed1.1)或 Pass (IEC 61000-4-15 Ed2.0)。

 最大相对电压变化 dmax

• 对于 IEC 61000-4-15 Ed1.1
 将单个电压波动 * 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除以额定电压所得的值，用百分比表示。
• 对于 IEC 61000-4-15 Ed2.0
 在单个电压波动中，比较两个绝对值，一个是最大值与前一个稳态条件下的值之差的绝对值，另一个是最小
值和前一个稳态条件下的值之差的绝对值。* dmax是将这两个值中的较大值除以额定电压所得的值，用百
分比表示。

* 两个稳态之间的状态。

17  IEC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 (选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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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电压变化超过阈值电平的持续时间 Tmax

 单个电压波动周期内相对电压变化超过阈值电平的时间。

dc、dmax和 Tmax间的关系
• 对于 IEC 61000-4-15 Ed1.1

dmax

dc

Tmax

阈值电平

稳态条件

相
对
电
压
变
化

• 对于 IEC 61000-4-15 Ed2.0

阈值电平

稳态条件

Tmax

dmax
dmax +

dmax -

dc

前一个稳态条件 

相
对
电
压
变
化

dmax +: 最小值和前一个稳态条件下的值之差。
dmax –: 最大值与前一个稳态条件下的值之差
dmax: dmax +和dmax-绝对值中的较大者 

17  IEC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 (选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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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显示示例

1s 1s 1s 1s

dcA

dcB
dcC

dcD

t1

dcB

t2

0 0 dcA 0 dcC dcC(dcC>dcD)
dcB0 Undef dcA Undef dcC dcC(dcC>dcD)IEC 61000-4-15 Ed1.1

IEC 61000-4-15 Ed2.0

t1: 观察周期01
t2: 观察周期02

相对电压变化
稳态条件

dc显示

 短期闪变值 Pst

 使用闪变仪是 IEC 61000-3-3 中的标准方法。关于闪变仪的详情，请查阅 IEC 61000-4-15。Pst的常规观测周
期为 10分钟。

 长期闪变值 Plt

 长期闪变值通常使用下面的公式，从 12个 Pst值来确定。常规观测周期为 2小时。如果 Pst观测周期数小于
运算公式中的常数 N (12)，则未观察到的 Pst值被计算为 0.0。

第1个10分钟的Pst

第2个10分钟的Pst

第12个10分钟的Pst

17  IEC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 (选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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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IEC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 (选件 )

闪变测量状态
有以下五个闪变测量状态。
显示 含义

测量值复位，可以执行初始化。
正在初始化
等待开始：已初始化并准备开始测量
正在测量。右侧显示经过的时间。
完成

在 IEC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模式中更改设置和执行操作的限制
有一些功能的设置无法改变，或者无法在 IEC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模式下执行，如下。
设置项目 闪变测量状态

Reset Init.
(初始化中 )

Ready Start Cmpl
(完成 )

测量方法
测量条件
初始化
测量开始
复位
判断 *
重新测量 *
显示单元
判断条件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否
是
是

查看
查看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查看

查看
查看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查看

查看
查看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查看

查看
查看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 可以改变设置，并且可执行该功能。
否 : 不能改变设置，并且不能执行该功能。
查看 : 设置可以查看但不能改变，并且不能执行该功能。

*  仅手动切换引发的 dmax测量

关于更改设置和执行操作的其他限制，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附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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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IEC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 (选件 )

选择 IEC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模式
将测量模式 (测量模式 )设置为闪变 (闪变 )。

如果使用谐波 /闪变测量软件，则本仪器会自动切换到 IEC电压波动和闪变模式。

在以下条件下，本仪器无法切换到 IEC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模式。
• 主 /从同步测量设置设为“从”时。
• 积分功能开始或停止时。
• 执行存储操作时。
• 正在访问存储介质时。

测量条件 (测量设置 )
测量模式 (测量模式 )
从以下两种方法中选择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方法。
• 闪变 (常规闪变测量 )
 从 dc、dmax、Tmax和 Pst判断是否符合 IEC标准。
• dmax (手动切换引发的 dmax测量 )
 手动开启被测设备（EUT），测量由于开启电源时流过的浪涌电流的影响而产生的电压波动，从 dmax的平均值
判断是否符合 IEC标准。

IEC 61000-4-15版本号 (IEC 61000-4-15)
选择 IEC 61000-4-15的版本号。
• 1.1版
• 2.0版
IEC 61000-4-15规定了对测量仪器的要求。

IEC 61000-3-3版本号 (IEC 61000-3-3)
选择 IEC 61000-3-3的版本号。
• 2.0版
• 3.0版
IEC 61000-3-3规定了电压波动和闪变。

测量单元 (单元对象 )
设置要执行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的单元。最多可以指定 3个单元。

额定电压的获取方式 (Un模式 )
可以从以下选择额定电压获取方法。
• 自动
 电压波动 /闪变测量开始时的测量电压自动获取为额定电压。
• 设置
 设置额定电压。

默认额定电压 (Un设置 )
额定电压的获取方式为“设置”时有效。可以在 0.01 ~ 999.99V的范围内设置额定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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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IEC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 (选件 )

频率 (频率 )
可以将测量目标频率设置为 50Hz或 60Hz。
此设置会影响闪变仪的传递函数，因此请正确设置此参数。

 该限值仅针对 230V/50Hz定义。不作其他定义。

如果测量方法设置为闪变 (常规闪变测量 )，则必须设置电压、单个观测周期、测量次数和稳态范围。

电压 (电压 )
当版本为 IEC 61000-4-15 Ed2.0时，可以将测量目标电压设置为 230V或 120V。
根据此设置，闪变仪的传递函数会发生变化。 请正确设置测量源电压。

稳态范围 (dmin)
在 0.10 ~ 9.99%的范围内设置稳态范围 (dmin: 被视为稳态的相对电压变化允许范围 )

单观测周期 (周期 )
可以在以下范围内，以分钟和秒为单位设置短期闪变值 Pst的单个观测周期。
00:30 ~ 15:00 (秒的设定步进值为 2s。)

测量次数 (次数 )
在 1 ~ 99的范围内设置短期闪变值 Pst的测量次数。

 只有当闪变测量状态为“重置（Reset）”时，才能更改测量条件。

更改设置和执行功能的限制
在 IEC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模式中，以下项目可能与常规测量模式不同。
• 设置选项可能不同。设置选项可能有限制。
• 设置可能是固定的。
• 功能可能无法执行。
关于以下功能的详情，请查阅参考资料。

线路滤波器 (线路滤波器 )
点击此处。

频率滤波器 (频率滤波器 )
点击此处。

关于其他功能的详情，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附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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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IEC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 (选件 )

判断条件 (限值设置 )
相对稳态电压变化 (dc)
打开 /关闭相对稳态电压变化 dc的判断
可以选择在闪变测量判断中是否包含相对稳态电压变化 dc。
• ON:包含 dc。
• OFF:不包含 dc。

相对稳态电压变化 dc的限值 (Limit)

在 1.00 ~ 99.99%的范围内设置限值。

最大相对电压变化 (dmax)
打开 /关闭最大相对电压变化 dmax的判断 (判断 )

可以选择在闪变测量判断中是否包含最大相对电压变化 dmax。
• ON:包含 dmax。
• OFF:不包含 dmax。

最大相对电压变化 dmax的限值 (限值 )

在 1.00 ~ 99.99%的范围内设置限值。

相对电压变化超过阈值电平的持续时间 (Tmax)
打开 /关闭相对电压变化超过阈值电平的持续时间的判断 (判断 )

选择在闪变测量判断中是否包含相对电压变化超过阈值电平的持续时间 Tmax。
• ON:包含 Tmax。
• OFF:不包含 Tmax。

相对电压变化超过阈值时的时间 Tmax的限值 (限制时间 )

在 1 ~ 99999ms的范围内设置限值。

阈值电平 (限制阈值 Lv)

在 1.00 ~ 99.99%的范围内设置阈值电平。

短期闪变值 (Pst)
打开 /关闭短期闪变值 Pst的判断 (判断 )

可以选择在闪变测量判断中是否包短期闪变值 Pst。
• ON:包含 Pst。
• OFF:不包含 Pst。

短期闪变值 Pst的限值 (限值 )

在 0.10 ~ 99.99的范围内设置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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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闪变值 (Plt)
打开 /关闭长期闪变值 Plt的判断 (判断 )

可以选择在闪变测量判断中是否包长期闪变值 Plt。
• ON:包含 Plt。
• OFF:不包含 Plt。

长期闪变值 Plt的限值 (限值 )

在 0.10 ~ 99.99的范围内设置限值。

长期闪变值 Plt运算公式的常数 N (N值 )

在 1 ~ 99的范围内设置常数 N。

 使用以下公式计算长期闪变值 (Plt)。

count

 公式中的变量 count为短期闪变值 (Pst)的测量次数。
 公式中的变量 N为长期闪变值 (Plt)运算公式的常数。
 通常，将 count和 N设置为相同的值。
 如果设置 N大于 count，则按照 count指定的次数测量短期闪变值。未测量的短期闪变值在上面的公式中用零
代替来计算长期闪变值 (Plt)。例如当测量源在指定的测量时间内自动停止时，将 N设置成大于 count的值。

 只有当闪变测量状态为“重置（Reset）”或“完成（Complete）”时，才能更改判断条件。

17  IEC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 (选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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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常规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
可以使用触摸屏幕按钮或通信命令初始化、开始和重置常规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
测量操作 (闪变测量状态的转换 )、初始化、开始以及重置之间的关系显示如下。

取消初始化
[重置]

中止测量
[重置]

中止测量
[重置]

重新测量
[重置]

重置
Reset

改变判断条件
并重新判断 

初始化测量
[执行初始化]

初始化完成

开始测量
[开始]

测量完成

初始化中
Initializing

准备就绪
Ready

完成
Complete

测量中
Start

操作的触摸屏幕按钮显示在括号中。

改变测量条件
改变判断条件

初始化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 (执行初始化 )
• 初始化需要大约 30s的时间。
• 与重置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时一样，当闪变测量状态显示为 Init.(初始化中 )时，Rms电压 Un和电压频率 Freq
每 2s更新一次。

• 当闪变测量状态显示 Init.(初始化中 )或 Ready时，将要测量的电源电压保持在稳态条件下。

开始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 (开始 )
在已初始化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并且闪变测量状态显示 Ready后开始测量。完成所有测量周期的测量后，电压波
动和闪变测量会自动停止。将显示结果和判断。

17  IEC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 (选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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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 (Reset)
要初始化并重启测量，可以在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已完成并且闪变测量状态显示“完成”后执行重置。无法在“完
成”状态下初始化或开始测量。
重置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以更改以下设置。
• 测量量程和其他测量条件
• 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的测量条件

额定电压 Un和电压频率 FreqU
• 如果额定电压的获得方式为“自动”，则测量开始时的 rms电压被用作额定电压 Un。根据额定电压 Un计算测
量数据。

• 如果额定电压的获得方式为“设置”，则额定电压设置显示为 Un(Set)。
• 闪变测量开始后，额定电压 Un和电压频率 FreqU被固定为第一个测量值，并且不更新。

切换显示测量数据的单元 (显示单元 )
可以从以下选项选择单元。可选项目取决于安装的单元。
单元 1、单元 2、单元 3、单元 4、单元 5、单元 6和单元 7

 如果将未测量的单元分配给显示目标单元，则单元编号显示 <OFF>，并且所有测量数据和判断都显示为空白。

滚动屏幕页面 (页面 )
每个页面显示12个观测周期测量数据和判断的列表。如果测量次数超过12，数据将显示在多个页面中。在此情况下，
可以滚动切换显示的页面。
只能在以下情况下滚动页面 :
• 闪变测量状态为 Reset或 Complete
• 打开测量保持 (Hold)

17  IEC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 (选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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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由手动切换引发的 dmax测量
使用触摸屏幕按钮或通信命令初始化、开始和重置由手动切换引发的 dmax测量。
测量操作 (闪变测量状态的转换 )、初始化、开始以及重置之间的关系显示如下。

取消初始化
[重置]

中止测量
[重置]

中止测量
[重置]

重新测量
[重置]

重置
Reset

改变要测量的观测周期编号

测量完成。判断 [判断]

改变判断条件
并重新判断

初始化测量
[执行初始化]

初始化完成

开始测量
[开始]

一个观测周期的测量完成

初始化中
Initializing

准备就绪
Ready

完成
Complete

测量中
Start

操作的触摸屏幕按钮显示在括号中。

改变测量条件
改变判断条件

初始化由手动切换引发的 dmax测量 (执行初始化 )
• 初始化需要大约 30s的时间。
• 与重置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时一样，当闪变测量状态显示为 Init. (初始化中 )时，Rms电压 Un和电压频率

Freq每 2s更新一次。
• 当闪变测量状态显示 Init. (初始化中 )或 Ready时，将要测量的电源电压保持在稳态条件下。

开始由手动切换引发的 dmax测量 (开始 )
可以在已初始化由手动切换引发的 dmax测量并且闪变测量状态显示 Ready后开始测量。当完成一个观测周期 
(1分钟 )的测量后，闪变测量状态改变为 Ready。请测量 24次 dmax。

17  IEC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 (选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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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测量由手动切换引发的 dmax测量 (Move Period)
如果给定观测周期的测量未正确执行，则可以更改要测量的观测周期并重新测量。如果开始重新测量，则 Count
中显示的测量次数和条形图显示数会减“1”。此外，已使用的总测量时间会减少一个观测周期。重新测量完成后，
星号移动到未测量的观测周期编号。

完成由手动切换引发的 dmax测量并显示判断 (判断 )
手动切换引发的dmax测量完成。闪变测量状态改变为Complete，表示完成所有观测周期的dmax数据并显示判断。

重置由手动切换引发的 dmax测量 (重置 )
要初始化并重启测量，可以在由手动切换引发的 dmax测量已完成并且闪变测量状态显示 Complete后执行重置。
无法在 Complete状态下初始化或开始测量。
重置由手动切换引发的 dmax测量以更改以下设置。
• 测量量程和其他测量条件
• 由手动切换引发的 dmax测量的测量条件

额定电压 Un和电压频率 FreqU
• 如果额定电压的获取方式为 Auto，则第一个测量开始时的 rms电压被用作额定电压 Un。针对额定电压 Un计
算测量数据。

• 如果额定电压的获取方式为 Set，则额定电压设置显示为 Un(Set)。
• 由手动切换引发的 dmax测量开始后，额定电压 Un和电压频率 FreqU被固定为第一个测量值，并且不更新。

切换显示测量数据的单元 (显示单元 )
可以从以下选项选择单元。可选项目取决于安装的单元。
单元 1、单元 2、单元 3、单元 4、单元 5、单元 6和单元 7

 如果将未测量的单元分配给显示目标单元，则单元编号显示 <OFF>，并且所有测量数据和判断都显示为空白。

17  IEC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 (选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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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数据存储

数据存储（存储，菜单（存储））
可以将数值数据以二进制格式存储到内部存储器或 USB存储设备。您可以按照数据更新周期或指定时间周期存储
数据（如果波形显示启用且更新模式设置为触发时，数据更新周期取决于触发操作）。您可以将存储的二进制数据
转换为 ASCII(.csv)格式。您可以在 PC上分析转换的数据。您无法使用本仪器调用存储的数据。

存储相关显示
当存储状态为重置以外的任何状态时，屏幕顶部出现存储状态和存储计数。

储存状态 存储计数

REC 

存储正在进行。

PAUSE 

存储暂停。

READY 

存储模式为实时存储模式、积分同步存储模式或事件同步存储模式，且本仪器准备开始存储。

Cmpl（完成）
• 本仪器已完成指定数量的存储操作。
• 本仪器处于实时存储模式且预约存储停止时间已到。

当存储重置时，屏幕顶部将不显示存储状态。

存储时改变设置的限制
正在存储数据时，不能更改某些设置，也不能执行某些功能。详情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附录 9。

存储条件
以下存储配置菜单可用。
• 存储控制
• 存储项目
• 文件保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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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控制
存储模式（存储模式）
您可以从以下开始和暂停存储的方法中选择。

• 手动（手动）
 当您轻触 Rec或按 REC时，将以存储计数指定的次数在存储周期存储数值数据。

• 实时控制（实时）
 在您轻触 Rec或按 REC且到达预约存储开始时间之后开始存储。您可以按照存储周期存储数值数据，直到到
达存储停止时间（或仅存储计数）。

• 积分同步（积分同步）
• 在您轻触 Rec或按 REC且积分开始之后开始存储。您可以按照存储周期存储数值数据，直到到达积分停止
时间（或仅直到到达存储计数）。

• 即使通过积分定时器重置积分，存储也继续。当积分定时器重置时，存储周期定时器也重置。

• 当独立积分启用时，无法在积分同步存储模式中执行存储。

• 事件同步（事件）
 在您轻触 Rec或按 REC之后开始存储，测量数据更新且发生用户自定义事件。每次更新测量数据时可以存储
数值数据，直到达到存储计数。

• 单次（单次）
 每当轻触 Rec或按 REC时，将存储数值数据。您可以存储数值数据，直到达到存储计数。

18  数据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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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计数（存储计数）
• 存储计数可以设置为无限或 1和 9999999之间的值。
• 当存储计数设置为无限时，它将被设置为 9999999。
• 如果存储路径超出可用存储器或存储数据大小超过最大值 (1GB)，将在指定存储计数之前停止存储。

查看和优化最大存储计数（优化计数）
• 根据存储项目设置中选择的数值数据的数量，计算并显示可以存储在指定路径的最大存储计数。
• 可以将存储计数设置为从 0到最大运算存储计数的值。
• 可以选择 Set将最大存储计数设置为当前存储计数。但是，如果当前存储计数为 0，则无法进行此操作。

• 当开启自动 CSV转换并将存储数据保存到 U盘时，最大存储数以 U盘可用空间的 20%作为存储数据的有
效容量（*.WTS和 * .HDS 文件） 。

• 如果最大存储计数显示为 0，则存储路径上的可用空间不足。通过删除文件等方式，使更多空间可用。
• 设置存储计数后，如果更改“项目设置”中指定的存储项目的数量，最大存储计数将改变，并且要重新设置
存储计数。

18  数据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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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周期（周期）
您可以设置数值数据存储的周期。
• 您可以在以下范围内设置时、分和秒。如果您将周期设置为 00:00:00，将以数值数据更新周期存储数值数据。
 00: 00: 00~99: 59: 59
• 当存储模式设置为积分同步时，即使通过积分定时器重置积分，存储也继续。当积分定时器重置时，存储周期
定时器也重置。

• 当存储模式设置为事件或单次时，此设置无效。
• 如果更新模式设置为触发，数据更新周期取决于触发操作。

点击此处。

实时存储模式的预约存储时间（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仅当存储模式设置为实时控制时，这些设置才有效。您可以设置存储开始和结束时间的年、月、日、时、分和秒。
确保对存储开始时间之后的时间设置存储结束时间。您可以在以下范围内设置值。
• 年：任一四位数公历值
• 时：分：秒：00:00:00~23:59:59
• 复制当前时间：预约存储开始时间设置为当前时间。
• 复制开始时间：预约存储开始时间被复制为预约存储结束时间。

• 您可以将二月中预约开始或结束时间的日期最大设置为第 31天的值。如果进行此操作，当您开始存储时，
将出现错误信息。重置预约结束时间。

• 本仪器在执行存储操作时识别闰年。

事件同步存储模式的触发事件（触发事件）
仅当存储模式设置为事件时，此设置才有效。您可以选择发生时导致存储开始的用户自定义事件。如果您选择禁
用的用户自定义事件，则无法开始存储。
关于配置用户自定义事件的信息，请查阅“用户自定义事件”。

点击此处。

存储开始时存储数值数据（开始时存储）
• 选择是否在存储开始时存储数值数据。
• 在以下情况下，您可以配置此设置：

• 存储模式设置为手动，且存储周期不是 00:00:00。
• 存储模式设置为实时控制，且存储周期不是 00:00:00。
• 存储模式设置为积分同步。

18  数据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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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项目
您可以设置要存储的数值数据项目。

存储项目（存储项目）
此项固定为所选项目（所选项目）。

所选项目（所选项目）
您可以选择要存储的数值数据的类型。若要选择要存储的数值数据的类型，请使用项目（选择存储项目）。

选择存储项目（选择存储项目）
如果您将要存储的数值数据项目设置为所选项目，您可以选择要存储的数值数据的类型。

全部打开（全部打开）
存储所有测量功能的数据。

全部关闭（全部关闭）
不存储任何测量功能的数据。

预设 1（预设 1）
对所有单元和接线组存储以下测量功能的数据。*
Urms, Irms, FreqU, FreqI, P, S, Q, λ, Φ

预设 2（预设 2）
对所有单元和接线组存储以下测量功能的数据。*
WP, WP+, WP−, q, q+, q−, ITime, WS, WQ

单元（单元 /Σ）
若要选择想要存储数据的单元或接线组，请选择或清除其复选框。可以从以下选项选择。
单元 1、单元 2、单元 3、单元 4、单元 5、单元 6、单元 7、ΣA、ΣB、ΣC

* 如果配置接线方式设置（接线）而使某个接线组不存在，将不存储该接线组的功能的数据。例如：如果 ΣC不存在，
将不存储 ΣC的数据。

电机编号（电机）
通过选择或清除其复选框，选择是否存储电机输入 1~4的数据。

辅助输入（辅助）
通过选择或清除其复选框，选择是否存储辅助输入 1~8的数据。

18  数据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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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存储的数据
通过选择或清除复选框，选择是否存储数据。
• 电压、电流、功率、频率（电压 /电流 /功率 /频率）
• 积分功率、效率（积分 /效率）
• 用户自定义功能、用户自定义事件（用户功能 /用户 /事件）
• 谐波（谐波）
• Delta运算（∆测量）
• 电机 /辅助输入（电机 /辅助）
• 测量量程（量程）
您可以选择“本仪器可测量的项目”下所列任一测量功能类型。

点击此处。

• 对于有功能限制、或者根据设置条件被禁用的测量功能 (例如谐波测量、电机评价和辅助输入测量 )，即使在“选
择存储项目”中选定的数值项目，数据也不会被保存。

•  例如，当数据更新周期为 10ms时，谐波测量禁用。因此，即使选择该复选框，也不会存储与谐波有关的测
量功能数据。

选择存储时间 (存储时间戳 )
可以从以下选项中选择获取二进制格式 (.WTS)存储数据文件存储时间的时间点 :

• 存储 (存储 )

 存储时间可设置为将数据保存到内存的时间。
 这与 3.01和更早固件版本的WT5000所用的时间格式相同。
 数据转换为 CSV文件 (ASCII格式 )时使用的时间格式如下 :

 示例 : 日期 ,           时间
            2021/01/01, 23:59:59

• 测量 (测量 )

 存储时间被设置为数据更新周期开头的时间戳 (测量期间 )。
 小于一秒的时间数据也保存在存储数据文件 (二进制格式 )中。
 以下为数据转换为 CSV 文件 (ASCII 格式 ) 时使用的时间信息格式 ( 包括小于 1 秒 [μs] 的时间数据 ) :

 示例 : TS期 ,        TS时间 ,  TS亚秒 [usec]
           2021/01/01, 23:59:59, 123456

18  数据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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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保存条件
• 存储数据时，将创建两种类型的二进制文件：*.WTS和 *.HDS。
• 存储测量数据以二进制格式存储到存储数据文件 (.WTS)。
• 测量条件、设置和存储信息以二进制格式存储到存储头文件 (.HDS)。
• 自动添加文件扩展名。
• 最大存储数据文件 (.wts)大小为 1GB。
• 无法使用本仪器加载存储的数据。

点击此处。

文件列表（文件列表）
在文件列表上，指定保存路径。可以从以下选项选择路径存储设备（驱动器）。
• 内部存储器（用户）
• USB存储设备（USB−0/USB−1）
无法存储到网络驱动器。

点击此处。

 如果路径存储设备设置为 USB存储设备（驱动器）而您将其移除，路径存储设备将自动变为内部存储器。

自动命名（自动命名）
这与保存设置数据的自动命名功能相同。

点击此处。

用于因用户自定义事件所致存储的保存路径文件夹
在从文件列表指定的驱动器中，文件夹按照其名称根据日期（年、月和日）自动创建，并且数据保存到通过自动命
名功能指定名称的文件夹中的文件。如果保存路径文件夹中文件的数量超过 1000，将按照其名称根据日期和递增
序号（000~999）自动创建新文件夹，且数据将继续保存在新文件夹中。

文件名（文件名）
这与保存设置数据的文件名称设置相同。

点击此处。

注释（注释）
这与保存设置数据的注释设置相同。

点击此处。

自动 CSV转换（自动 CSV转换）
您可以选择是否从存储结束或重置时保存的存储数据文件（.wts）和头文件（.hds）自动创建 ASCII格式存储数据文
件（.csv）。
CSV文件保存在与存储数据文件相同的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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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转换为 CSV格式（将WTS转换为 CSV）
您可以将文件列表中所选的存储数据转换为 ASCII格式（.csv）。当您按文件列表显示文件列表时，将出现此菜单
项目。
CSV文件保存在与您正在转换的存储数据文件相同的文件夹中。

• 以下情况下，数据存储可能会失败。当发生此情况时，存储状态指示中将出现星号。存储计数包括丢失的存
储数据。
• 当您在设置菜单中执行连续操作时。
• 当本仪器接收到连续通信命令时。
• 当您通过 FTP操作本仪器时。

• 如果在上一个操作完成前开始新的数值数据存储操作，某些数值数据可能会丢失。当发生此情况时，存储状
态指示中将出现星号。存储计数包括丢失的存储数据。您可以通过以下方法避免在存储期间丢失数值数据：
• 设置更长的数据更新周期。
• 减少存储数据类型的数量。
• 使用更快的 USB存储设备。

• 将数据写入 USB存储设备所需时间较长时，可能会强制停止存储，并且可能无法保存某些数据。当发生此
情况时，存储状态指示为“Error”。

• 转换为 ASCII格式 (.csv)使用一对包含名称相同的存储数值数据文件 (.wts)和头文件 (.hds)的文件。请勿将
不同数据组的存储数值数据（.wts）和头（.hds）文件的名称更改为相同名称。如果进行此操作，当您将数据转
换为 ASCII格式 (.csv)时，本仪器可能会故障且 USB存储器可能会损坏。

• 在 CSV文件达到 2GB之前可以一直进行 CSV 转换。 转换过程中超过 2GB 时，在添加存储数据之前停止
转换。

• 如果在存储期间您移除 USB存储器且存储状态指示为“Error”，存储数据文件可能不完整或损毁。如果发生
此情况，将无法将数据转换为 ASCII格式 (.csv)。确保在存储重置或已完成（Cmpl）时移除 USB存储器。

• 请注意，您可以写入 USB存储器的次数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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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暂停和结束存储记录
开始存储记录（记录，REC）
• 当您轻触 Rec或按 REC时，视存储模式而定，下述条件之一下存储开始。

• 手动（手动）
 存储立即开始。
• 实时控制（实时）
 本仪器进入存储准备状态。在到达预约存储开始时间时开始存储。
• 积分同步（积分同步）
 本仪器进入存储准备状态。当积分开始时，存储开始。
• 事件同步（事件）
 本仪器进入存储准备状态。当用户自定义事件发生时，存储开始。
• 单次（单次）
 存储立即开始。每当轻触 Rec或按 REC时，将存储数值数据。

• 当存储开始时，REC键点亮且屏幕顶部出现“Rec”。
• 当本仪器处于存储开始状态时，REC键闪烁且屏幕顶部出现“Ready”。
• 重置存储后，当再次开始存储时，将创建存储数据文件 (.wts)和头文件 (.hds)。
• 当存储暂停 (Pause)时，您可以重启存储。当您重启存储时，存储数据将从存储暂停之前继续被写入文件。
• 当存储已完成 (Cmpl)时，您无法重启存储，直到您结束存储 (END)。您结束存储然后开始之后，将创建并写入
新的存储数据文件。

暂停存储（暂停，PAUSE）
• 轻触 Pause或按 PAUSE可暂停存储操作。
• 当存储暂停时，PAUSE键点亮且屏幕顶部出现“PAUSE”。
• 当存储计数为 0且本仪器处于存储准备状态（Ready），并且您轻触 Pause或按 PAUSE，存储结束。*存储数据
文件（.wts）和存储头文件（.hds）被删除。

* 当您轻触 Rec或按 REC，但预约存储开始时间尚未到达（存储操作未开始）时，此状态可在实时存储模式中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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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完成
• 视存储模式而定，以下条件之一下存储自动停止且存储状态变为“Cmpl”。

• 手动（手动）
 存储继续，直到到达存储计数。
• 实时控制（实时）
 存储继续，直到存储计数或预约存储停止时间。
• 积分同步（积分同步）
 存储继续，直到达到存储计数，然后存储完成（Cmpl）。当积分停止时，将出现以下情况。

• 如果不重置就无法重启积分，存储将暂停（Pause）。
• 如果不重置就可以重启积分，存储状态将变为“Ready”。

• 事件同步（事件）
 存储继续，直到到达存储计数。
• 单次（单次）
 存储继续，直到到达存储计数。

• 存储完成后，将出现以下情况。
• PAUSE键点亮，并且屏幕顶部出现“Cmpl”。
• 写入存储数据文件 (.wts)和头文件 (.hds)完成，并且文件关闭。
• 当自动 CSV转换（自动 CSV转换）启用时，将创建 ASCII格式存储数据文件 (.csv)。

 如果存储路径超出可用存储器或存储数据大小超过最大值 (1GB)，将在指定存储计数之前停止存储。

结束存储（结束，END）
• 轻触 End或按 END可结束存储操作。存储状态指示消失。
• 如果您在存储暂停（Pause）时结束存储，写入存储数据文件 (.wts)和头文件 (.hds)完成，并且文件关闭。当自
动 CSV转换（自动 CSV转换）启用时，将创建 ASCII格式存储数据文件 (.csv)。

• 当存储已完成 (Cmpl)时，存储数据文件 (.wts)和头文件 (.hds)已关闭，因此当结束存储时不执行文件操作。
• 如果存储记录正在进行 (Rec)且您结束存储，存储将暂停，然后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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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存储模式中的存储操作
手动（手动）

时间

REC键

状态 Rec

REC
常亮

Cmpl

存储计数

PAUSE
常亮

END键

实时控制（实时）

时间

预约 
开始时间

REC
闪烁

REC键

状态 就绪 Rec

REC
常亮

Cmpl

预约 
停止时间或
存储计数

PAUSE
常亮

END键

积分同步（积分同步）
当积分停止前达到存储计数时

时间

积分开始

REC
闪烁

REC键

状态 就绪 Rec

REC
常亮

Cmpl

存储计数

PAUSE
常亮

END键

当达到存储计数前积分停止时（积分开始后操作图示）

时间

REC
闪烁

状态 就绪Rec

REC
常亮

暂停

积分重置

PAUSE
闪烁

END键积分开始 积分停止

• 如果您在积分停止后重置积分，存储状态将变为完成 (Cmpl)。写入存储数据文件 (.wts)和头文件 (.hds)完成，
并且文件关闭。

• 如果您在积分停止后重启积分，存储状态将变为记录 (Rec)。存储数据将从存储暂停之前继续被写入文件。

事件同步（事件）

时间

事件发生

REC
闪烁

REC键

状态 就绪 Rec

REC
常亮

Cmpl

存储计数

PAUSE
常亮

END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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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次（单次）

时间

REC键

状态 Rec

REC
常亮

Cmpl

存储计数

PAUSE
常亮

END键

当正在进行的存储暂停时执行的存储操作
重启存储
当您开始记录时，暂停记录，然后开始记录。

时间

状态 Rec

REC
常亮

暂停

REC键

PAUSE
闪烁

REC键 PAUSE键

Rec

REC
常亮

结束存储
当您开始记录时，暂停记录，然后结束记录。

时间

状态 Rec

REC
常亮

暂停

END键

PAUSE
闪烁

REC键 PAUSE键

当存储周期不是数据更新周期的整数倍时的存储操作
此处将使用数据更新周期为 5s而存储周期为 7s作为示例。执行存储的方法根据存储模式如下改变。
当存储模式未设置为积分同步时
根据存储周期执行存储。

时间 [s]

数据 
更新

存储

时间 [s] 0              5              10            15            20             25            30            35

0                    7                     14                   21                   28                    35

当存储模式为积分同步且积分模式不是连续或实时连续时
存储周期经过之后，在第一次数据更新时执行存储。

时间 [s]

数据 
更新

存储

时间 [s] 0              5              10            15            20             25            30            35

0                    7                     14                   21                   28                    35

18  数据存储



18-13IM WT5000-01ZH

当存储模式为积分同步且积分模式为连续或实时连续时
存储周期经过之后，在第一次数据更新时执行存储。即使通过积分定时器重置积分，存储也继续。当积分定时器
重置时，存储周期定时器也重置。下图是当积分定时器设置为 20s时的示例。

时间 [s]

数据 
更新

存储

时间 [s] 0              5              10            15            20              5             10             15

0                    7                     14                   20                 7                     14 

• 当存储开始时存储数值数据（开始时存储）启用时，当时间为 0s（存储开始）时存储开始。
• 当积分模式为连续积分模式或实时连续积分模式，积分定时器时间到达且积分值重置时，执行存储。在以上
示例中，积分定时器设置为 20s，因此在经过 20s后存储数据，然后积分值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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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值时的操作
当正在进行存储记录时，如果您按 HOLD，将保持显示值，且如下所示执行存储。
• 当存储模式设置为手动且存储周期为 00:00:00时，当存储模式设置为实时控制且存储周期为 00:00:00时，或
当存储模式设置为事件同步时存储操作停止，但积分不停止。

• 当存储模式设置为单次时
 存储保持的显示值。即使在积分期间，也存储保持的显示值。
• 所有其他情况下
 存储保持的显示值。积分期间，存储正在测量的值。

• 仅当本仪器在存储开始时创建文件并在存储完成或结束时关闭文件时，介质访问指示灯才点亮，但本仪器实
际始终访问存储设备。在创建和关闭文件之间的期间内，请勿移除 USB存储器或关闭电源。否则可能会损
坏存储设备或损坏其数据。

• 当某一点没有数值数据时，将存储 NAN、OL、OF、ERROR或空白。包含空白的地方在测量功能中，如
ΦU和 ΦI的 0次（DC）和 1次谐波次数，屏幕显示也为空白。

• 根据您在数据运算设置中选择的 Delta运算类型存储功能 ∆U1~∆PΣ。
• 当存储期间本仪器自动更改量程时，由于测量数据不更新，所以存储操作暂停且不存储测量数据。本仪器结
束更改量程后，存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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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保存数值数据、波形数据和屏幕图像

保存数据（数据保存，菜单（数据保存））
您可以将数值数据、波形数据和屏幕图像保存到 USB存储设备、内部存储器或网络驱动器。
关于保存设置数据的信息，请查阅“保存设置数据”。

点击此处。

您可以将设置数据从存储设备加载到本仪器。请查阅“加载设置数据”。
点击此处。

您也可以重命名、复制和删除数据文件。

将数值数据、波形数据和屏幕图像加载到 PC

本仪器 PC

联机 1

脱机 2

ASCII格式（.csv）

二进制格式（.wts/.hds）

保存

CSV 转换

USB存储器 /内部存储器

数值数据

数值数据

波形数据

波形数据

存储

屏幕图像

屏幕图像

数值数据 微软 Excel

1 使用 USB、以太网或 GP-IB获取数据
2 使用 USB存储器获取数据

BMP格式（.bmp）
PNG格式（.png）
JPEG格式（.jpg）

ASCII格式（.csv）
数值数据

波形数据

屏幕图像

BMP格式（.bmp）
PNG格式（.png）
JPEG格式（.jpg）

WTViewerE

数值数据

波形数据

二进制格式（.wtw）
波形数据

联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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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设备
本仪器可以访问以下三种类型的存储设备进行保存和加载数据。

内部存储器（用户）
本仪器的内部存储器。

USB存储设备（USB−0/USB−1）
连接到本仪器 USB端口的 USB存储设备。兼容 USB大容量存储器类版本 1.1的 USB 2.0大容量存储设备可连接
到本仪器。

网络驱动器（网络）
网络上的存储设备。您可以通过将本仪器连接到以太网来使用网络存储设备。

 关于使用 USB设备的注意事项
• 将 USB存储设备直接连接到外围设备（类型 A）的 USB端口，而非通过 USB集线器。
• 使用兼容 USB大容量存储器类版本 1.1的便携式 USB存储设备。
• 您无法使用受保护的 USB存储设备（如包含加密内容的设备）。
• 请不要将 USB键盘、鼠标或 USB存储器以外的 USB设备连接到 USB外围设备接口。
• 请不要重复插拔多个 USB设备。在移除和连接之间提供至少 10秒间隔。
• 在打开仪器到按键可用的过程中（约 20~30秒），请不要连接或移除 USB设备。
• 本仪器最多可以使用两个 USB存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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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项目（保存对象）
从以下项目中选择要保存的数据类型：
• 数值数据（数值）
 可以将本仪器已测量的数值数据保存到 ASCII格式 (.csv)的文件。

点击此处。

• 波形数据（波）
 可以将本仪器已测量的波形数据保存到 ASCII格式 (.csv)的文件。保存所有波形。

• 本仪器保存的波形数据不是在本仪器采样率下捕获的采样波形数据。*波形数据是通过对采用波形数据应用
P-P压缩以显示波形而获取的 2002点。

 * 采样率：约 10MS/s，但积分期间约 5MS/s。
• 在带波形数据流选件的机型上，可以使用通信命令将波形流数据加载到 PC中。关于数据流命令的详情，请
查阅通信接口操作手册 IM WT5000-17EN。

• 屏幕图像（图像）
 您可以将屏幕图像数据保存到 BMP、PNG和 JPEG格式的文件。

点击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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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数值数据的条件
您可以将本仪器已测量的数值数据保存到 ASCII格式 (.csv)的文件。

保存数值项目（保存数值项目）
从以下项目中选择要保存的项目类型：
• 显示数值项目（显示数值项目）
• 所选项目（所选项目）

显示数值项目（显示数值项目）
保存的项目根据显示如下变化。
• 当数值以 4个、8个或 16个数值显示或矩阵显示时
 开始保存时显示的页面上的所有测量功能均以显示的顺序保存。
• 当数值显示在谐波单列表屏幕或谐波双列表屏幕中时
 除上述数据外，屏幕上未显示的谐波数据最多保存至最大可测量次数（最大次数）。
• 当数值显示在所有显示中时
 无法保存数据。如果您尝试保存数据，将显示错误信息。
• 在非数值显示（如波形显示、趋势显示）中
 不保存数值数据。

所选项目（所选项目）
您可以选择要保存的数值数据的类型。

选择要保存的数值项目（选择保存的数值项目）
如果您选择所选项目，请选择要保存的数值数据。

全部打开（全部打开）
保存所有测量功能的数据。

全部关闭（全部关闭）
不保存任何测量功能的数据。

预设 1（预设 1）
对所有单元和接线组保存以下测量功能的数据。*
Urms, Irms, FreqU, FreqI, P, S, Q, λ, Φ

预设 2（预设 2）
对所有单元和接线组保存以下测量功能的数据。*
WP, WP+, WP−, q, q+, q−, ITime, WS, WQ

单元（单元 /Σ）
若要选择想要保存数据的单元或接线组，请选择或清除其复选框。可以从以下选项选择。
单元 1、单元 2、单元 3、单元 4、单元 5、单元 6、单元 7、ΣA、ΣB、ΣC

* 如果配置接线方式设置（接线）而使接线组不存在，将不保存该接线组的功能的数据。例如：如果 ΣC不存在，
将不保存 ΣC的数据。

电机编号（电机）
通过选择或清除其复选框，选择是否保存电机输入 1~4的数据。

辅助输入（辅助）
通过选择或清除其复选框，选择是否保存辅助输入 1~8的数据。

19  保存数值数据、波形数据和屏幕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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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存的数据
通过选择或清除复选框，选择是否保存数据。
• 电压、电流、功率、频率（电压 /电流 /功率 /频率）
• 积分功率、效率（积分 /效率）
• 用户自定义功能、用户自定义事件（用户功能 /用户 /事件）
• 谐波（谐波）
• Delta运算（∆测量）
• 电机 /辅助输入（电机 /辅助）
• 测量量程（量程）
您可以选择“本仪器可测量的项目”下所列任一测量功能类型。

点击此处。

• 当您保存数值数据而某一点没有数值数据时，将保存 NAN、OL、OF、ERROR或空白。包含空白的地方在
测量功能中，如 ΦU和 ΦI的 0次（DC）和 1次谐波次数，屏幕显示也为空白。

• 如果在使用传感器校正，则保存偏移校正数据。

保存屏幕图像的条件
您可以将屏幕图像数据保存到 BMP、PNG和 JPEG格式的文件。

屏幕图像数据的格式（图像文件格式）
可以从下列选项中选择要保存的格式。
• 扩展名为 .BMP。黑白模式的文件大小约为 130KB，颜色模式约为 2MB。
• PNG：扩展名为 .PNG。黑白模式的文件大小约为 30KB，彩色模式约为 100KB。
• JPEG：扩展名为 .JPG。彩色模式的文件大小约为 200KB。

 此处列出的文件大小供参考。实际文件大小将因保存的图像而异。

屏幕图像颜色（图像颜色）
可以从下列选项中选择要保存的颜色格式。
• 黑白（黑白）：以黑白保存数据。
• 颜色（颜色）：以 65536彩色保存数据。
• 反转（反转）：以 65536彩色保存数据。图像背景将为白色。
• 灰阶（灰色）：以 16灰阶级保存数据。

19  保存数值数据、波形数据和屏幕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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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保存数值数据、波形数据和屏幕图像

文件保存条件
文件列表（文件列表）
在文件列表上，指定保存路径。您可以执行文件操作，如在存储设备上创建文件夹，删除和复制文件和更改文件名称。

自动命名（自动命名）
这与保存设置数据的自动命名功能相同。

点击此处。

文件名（文件名）
这与保存设置数据的文件名称设置相同。

点击此处。

注释（注释）
这与保存设置数据的注释设置相同。

点击此处。

保存（保存执行，EXEC）
将数据以指定的文件名保存到指定保存路径。
• 本仪器保存数据需要数秒至数十秒时间，具体视正在保存的波形数量、数据更新间隔和数据传输到路径存储设
备的速度而定。当保存很多波形或数据更新间隔长时，本仪器保存数据的时间将更长。

• 当本仪器正在保存数据时，测量停止。本仪器结束保存或保存被取消后，测量继续。
• 若要在数据更新间隔为 20s时保存数据，请启用保持功能、执行单次测量，然后在单次测量的数据更新完成后
保存数据。

 因为本仪器保存的头文件使用横河测量设备通用的格式，所以其包含本仪器不使用的某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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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以太网通信

以太网通信（网络）
可以配置 TCP/IP参数并使用选购的以太网接口执行以下任务。

TCP/IP

用于连接到以太网的 TCP/IP设置。
设置 IP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

点击此处。

FTP服务器（FTP/Web服务器）
可以将本仪器作为 FTP服务器连接到网络。
可以从同一网络上的 PC连接到本仪器并检索设置数据、数值数据、波形显示数据和屏幕图像数据。

点击此处。

Web服务器 (FTP/Web服务器 )

可以将本仪器作为Web服务器连接到网络。
可以通过同一网络上的 PC连接到本仪器，并通过 PC监视仪器显示。

点击此处。

网络驱动器（网络驱动器）
可以将本仪器的设置数据、数值数据、波形显示数据和屏幕图像数据保存到网络驱动器。您也可以将设置数据从
网络驱动器加载到本仪器。

点击此处。

SNTP

可使用 SNTP设置本仪器时钟。当本仪器打开时，日期和时间自动设置。
点击此处。

 若要将 PC连接到本仪器，请使用集线器或路由器，并连接到网络。请勿将 PC直接连接到本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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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IP(TCP/IP)
配置本仪器需要连接到网络的设置。

DHCP
DHCP是暂时分配 PC需要连接到互联网的设置的协议。
若要连接到带有 DHCP服务器的网络，请打开 DHCP设置。当 DHCP打开时，可在本仪器连接到网络时自动获
取 IP地址。（不需要手动设置。）
当 DHCP关闭时，必须对网络设置正确的 IP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

DNS
DNS是用于以 IP地址关联互联网主机名和域名的系统。如果是 AAA.BBBBB.com，AAA为主机名，BBBBB.com
为域名。您可以使用主机名和域名访问网络，代替使用仅为数字的 IP地址。本仪器可通过名称代替 IP地址来指
定主机。设置域名和 DNS服务器地址（默认为 0.0.0.0）。详情请咨询网络管理员。

DNS服务器（DNS服务器 1/DNS服务器 2）
最多可以指定两个 DNS服务器地址：主和副。如果主 DNS服务器询问失败，副 DNS服务器自动用于查找主机名
和域名对 IP地址的映射。

其他域名：域后缀 1/域后缀 2

域后缀是仅使用部分域名对 DNS服务器进行询问时自动添加的一条信息。例如：如果 BBBBB.co.jp注册为其他
域名且使用“AAA”进行询问，将搜索域名“AAA.BBBBB.co.jp”。
最多可以指定两个其他域名：域后缀 1和域后缀 2。
最多可以设置 127个字符。您可以使用的字符为 0~9、A−Z、a−z和破折号。

应用设置（绑定）
轻触对话框中的绑定时或下次打开本仪器时，将应用 TCP/IP设置。

20  以太网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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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P服务器（FTP/Web服务器）
可以将本仪器作为 FTP服务器连接到网络。
设置网络上设备用来访问本仪器的用户名和密码。此外，设置访问超时值。

用户名（用户名）
设置用于从 PC访问本仪器的用户名。如果将用户名设置为 anonymous，您可以不输入密码而连接到仪器。
• 字符数：最多 32个
• 可用字符：键盘上显示的所有 ASCII字符

密码（密码）
设置用于从 PC访问本仪器的密码。
• 字符数：最多 32个
• 可用字符：键盘上显示的所有 ASCII字符

超时（超时）
如果在此处指定的时间段内无法在本仪器和 PC之间建立连接，本仪器将中止连接流程。
可以将超时时间设置为 30s和 3600s之间的值。

 若要应用您指定的设置，请按输入。

FTP服务器概览
当本仪器作为 FTP服务器连接到网络时，以下功能可用。
FTP服务器功能
可以从 PC查看存储在本仪器存储设备（内部存储器或其连接的存储设备）中文件的列表并检索文件。

20  以太网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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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服务器 (FTP/Web服务器 )
可以将本仪器作为Web服务器连接到网络。
设置网络设备用来访问本仪器的用户名和密码。此外，设置访问超时值。

用户名 (用户名 )

设置用于从 PC访问本仪器的用户名。如果将用户名设置为 anonymous，则可以不输入密码而连接到仪器。
• 字符数：最多 32个
• 可用字符：键盘上显示的所有 ASCII字符

密码 (密码 )

设置用于从 PC访问本仪器的密码。
• 字符数：最多 32个
• 可用字符：键盘上显示的所有 ASCII字符

• 超时是 FTP服务器功能使用的一项设置。Web服务器功能无此设置。
• 若要应用指定的设置，请按输入。

Web服务器概述
当本仪器连接到网络用作Web服务器时，可以在 PC上显示本仪器的屏幕，并通过以太网网络控制本仪器。

侧边导航
可以使用以下项目。

主页 (Home)

显示关于仪器的信息。

LAN配置 (LAN Configuration)

可以改变本仪器的 TCP/IP设置。
按“提交”应用变更。
* 根据设置，可以断开与仪器的连接。

远程查看 (Remote View)

显示仪器 LCD和按键面板的状态。不能在此屏幕中进行远程控制。
可以在显示屏幕中执行如下操作。
• sec/frame: 设置显示屏幕的刷新周期。可选择关闭、200毫秒、500毫秒、1秒、3秒、5秒。
• Update: 更新显示画面。
• Save: 将 LCD显示画面作为 png格式 (.png)的图像文件保存到 PC中。
• FullScreen: 在全屏图像 (1280×800)选项卡上打开 LCD显示画面。
• Draw: 在图像选项卡上打开 LCD显示画面。可以绘图和插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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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控制 (Remote Control)

可以在远程屏幕中显示仪器的 LCD和按键面板状态，并进行远程控制。
可以在显示屏幕中执行如下操作。
• 通过鼠标控制 LCD和按键面板显示屏幕，可以执行与直接操作仪器时相同的操作。

* 使用鼠标控制 LCD时，只能进行简单的轻触操作。不能执行放大和缩小等操作。
• sec/frame: 设置显示屏幕的刷新周期。可选择关闭、200毫秒、500毫秒、1秒、3秒、5秒。
• Update: 更新显示画面。
• Save: 将 LCD显示画面作为 png格式 (.png)的图像文件保存到 PC中。
• FullScreen: 在全屏图像 (1280×800)选项卡上打开 LCD显示画面。
• Draw: 在图像选项卡上打开 LCD显示画面。可绘图和插入文字。

文件下载 (File download)

仪器内部存储器中的文件可以保存到 PC中。

链接 (Link)

访问链接页面。

推荐浏览器
Internet Explorer 11
Google Chrome (最新版本 )

环境
启用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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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驱动器（网络驱动器）
可以将本仪器的设置数据、数值数据、波形显示数据和屏幕图像数据保存到网络驱动器。您也可以将设置数据从
网络驱动器加载到本仪器。

FTP服务器（FTP服务器）
指定网络上 FTP服务器的 IP地址。您可以将数值数据、波形显示数据和屏幕图像数据保存到服务器并从中加载设
置数据。在带有 DNS服务器的网络中，您可以指定主机名和域名代替 IP地址。

登录名（登录名）
指定登录名。
• 字符数：最多 32个
• 可用字符：键盘上显示的所有 ASCII字符

密码（密码）
指定与登录名对应的密码。
• 字符数：最多 32个
• 可用字符：键盘上显示的所有 ASCII字符

FTP被动模式（FTP被动）
打开或关闭 FTP被动模式。
在被动模式中，FTP客户端设置数据传输的端口号。当您已设置外部 FTP服务器作为网络驱动器时或当您正在通
过防火墙访问 FTP服务器时，启用被动模式。

超时（超时）
如果本仪器在一定时间段内无法传输文件，将从 FTP服务器中断开连接。
可以将超时时间设置为 1和 3600之间的值。

连接到网络驱动器（连接 /断开）
按下连接时，本仪器连接到指定的网络驱动器。当您按下断开连接时，网络驱动器断开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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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TP(SNTP)
可使用简单网络时间协议（SNTP）设置本仪器时钟。当本仪器打开时，日期和时间自动设置。

SNTP服务器（SNTP服务器）
指定本仪器将要使用的 SNTP服务器的 IP地址。在带有 DNS服务器的网络中，您可以指定主机名和域名代替 IP
地址。

超时（超时）
如果本仪器在一定时间段内无法连接到 SNTP服务器，则中止操作。
您可以将超时时间设置为 1s和 60s之间的值。

电源打开时自动调节（电源打开时调节）
您可以配置本仪器，在本仪器打开并连接到网络时，使其时钟与 SNTP服务器时钟自动同步。

与格林威治时间的时差 (Time Difference From GMT)

这与日期和时间设置中的“设置与格林威治时间的时差 (Time Difference From GMT)”设置相同。
点击此处。

 与格林威治时间时差 (Time Difference from GMT)的设置与日期和时间设置（日期 /时间）中 SNTP中的设置相
同。如果在以太网通信（网络）设置中更改了此设置，日期和时间设置中的与格林威治时间时差 (Time Difference 
from GMT)的设置也将随之改变。

执行时间调整（调整）
仪器时钟与 SNTP服务器时钟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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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UTILITY

Utility (Utility, UTILITY）
可指定以下设置。

仪器信息（系统概览）
可查看本仪器的系统和设置数据。

点击此处。

系统配置（系统配置）
可设置日期和时间、时间同步、菜单和信息语言、LCD强度、打开或关闭背光、环境设置和 USB键盘语言。

点击此处。

远程控制（远程控制）
可选择将 PC连接到本仪器进行控制的方法。

点击此处。

网络（网络）
可配置 TCP/IP、FTP服务器、网络驱动器和 SNTP设置。

点击此处。

自检（自检）
可测试键盘和存储器操作。

点击此处。

消息日志显示 (消息日志 )
列出过去出现的信息。

点击此处。

电流传感器状态显示 (传感器状态 )
显示到电流传感器的电源状态。

点击此处。

升级 (升级 )
可升级仪器的固件并添加选件。

点击此处。



21-2 IM WT5000-01ZH

仪器信息（系统概览）
您可以显示关于本仪器的以下信息。

项目 说明
Model 机型编号
Suffix 后缀代码
No. 仪器序列号和MAC地址
Version 固件版本
Element Configuration 输入单元类型
Options 选件
Link Date 固件日期
Product ID 分配到各仪器的唯一编号

（此编号在购买附加选件时必需。）

21  U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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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配置（系统配置）
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 日期和时间
• 语言
• LCD调节
• 环境设置（偏好）
• USB键盘语言

日期和时间（日期 /时间）
仪器日期和时间。

显示 ON/OFF（显示）
设置是否在本仪器上显示日期和时间。

设置方法（设置方法）
将设置日期和时间的方法设为以下选项之一。
• 手动（手动）：手动设置日期和时间。
• SNTP：使用 SNTP服务器设置时间（当正在使用以太网通信时有效）。

日期和时间（日期 /时间）
此设置在日期和时间设置方法设为手动时有效。
设置本仪器所在区域的日期和时间。
• 设置日期
 设置日期的格式为 YYYY/MM/DD（年 /月 /日）。按照公历使用年的最后两位数设置年。
• 设置时间
 设置时间的格式为 HH:MM:SS（时 :分 :秒）。时可以设置为 0 ~ 23的值。

时区 (时区 )

设置世界标准时间 (UTC)和本仪器使用地之间的时差，设置范围如下。
 –12小时 00分 ~ 13小时 00分
 例如，日本标准时间 (JST)比 UTC时间早 9个小时。此时，将小时设为 9，将分钟设为 00。

 确认标准时间
 请按照以下方法确认本仪器使用地的标准时间。

• 请通过所用 PC的“时钟、语言和区域”确认。
• 请通过以下网址确认 :http://www.worldtimeserver.com/

• 本仪器不支持夏令时。如要设置夏令时，请重置与格林威治时间的时差。
• 日期和时间已通过内置锂电池进行备份。即使切断电源，设置也不会改变。
• 本仪器有闰年信息。
• 时区设置与以太网通信 (Network)的 SNTP设置中与格林威治时间时差 (Time Difference from GMT)的设
置相同。如果在日期和时间设置中更改了此设置，以太网通信 (Network)中的与格林威治时间时差 (Time 
Difference from GMT)的设置也将随之改变。

• 时区设置与 IEEE 1588时间同步功能相同。

21  U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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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1588时间同步功能 (IEEE1588)
IEEE1588是一种用于在局域网 (LAN)中进行精确时间同步的标准协议。
本仪器作为 IEEE1588从设备运行，可以通过从主设备接收精确时间协议 (PTP)数据包来同步时间。
 关于数据包格式和协议的详情，请查阅 IEEE1588规格。

打开 /关闭 IEEE1588时间同步功能 (IEEE1588 )

可以选择是否使用基于 IEEE1588 PTP数据包 (ON/OFF)的时间同步。

在启用 IEEE1588时间同步功能前，设置以下延迟机制、网络层和域地址。

 延迟控制机制 (延迟机制 )

 可以将时差计算方法设置为 E2E (端到端 )或 P2P (点对点 )。建议使用 E2E，它从主设备产生的偏移量相对较小。

 网络层 (网络层 )

 将要接收的数据包类型设置为第 2 层（以太网）或第 3 层（UDP/IPv4） 。

 域地址 (域地址 )

 设置同步目标设备的域地址。
 设置范围 : 0 ~ 255

 信息 (信息 )

 显示 IEEE1588时间同步信息。
• 主时钟标识
 显示主时钟 ID (64位标识符 )。
 显示格式 : 16个字符 (十六进制 )
• 本地时钟标识
 显示本地时钟 ID (64位标识符 )。
 显示格式 : 16个字符 (十六进制 )
• 端口状态
 显示端口状态 (IEEE 1588-2008定义的状态 )。

Off IEEE 1588时间同步功能关闭。
Unlock 未与主设备建立通信的状态
Lock 与主设备建立通信并调整时间的状态
Stable 与主设备建立时间同步的状态
Unstable 与主设备建立时间同步后已至少执行一次时间调整 (锁定 )的状态
SyncErr 与主设备建立时间同步失败的状态
Initializing
Faulty
Disabled
Listening
Uncalibrated
Slave

IEEE 1588-2008中定义的状态

• 本地时间
 显示本地时间。
• 到主设备的偏差
 显示到主设备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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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同步状态
时间同步功能具有以下四个状态。

 (未锁定 ) 时间未同步。
 (锁定 ) 正在正常接收时间同步信号。转换到锁定状态几分钟后，仪器转换到稳定状态。
 (稳定 ) 仪器的内部时钟和时间同步信号同步在 1μs以内。

 (不稳定 ) 时间已经同步过一次，但是现在不同步。

 如需获得高精度时间测量，请在时间同步状态稳定之后再开始测量。即使只出现过一次不同步状态，状态也会
变为“不稳定”，但这不是错误。如果 IEEE1588信息端口状态不稳定 (从设备 )，则会进行时间同步。要清除
此不稳定状态，关闭一次时间同步，然后重新打开。

• 由“到主设备的偏移”指示的时间是基于数据包时间戳计算的值，因此它是一个近似值。
• 与主设备的时间同步稳定后再执行测量。
• 稳定后，仪器在测量期间不同步日期或时间。
• 在“稳定”或“不稳定”状态下执行以下任何操作时，会再次执行与主设备的时间同步。

• 测量模式 (测量模式 )
• 运算方法 (测量方法 )
• 初始化设置 (初始化设置 )
• 加载设置数据 (加载设置 )

• 要重置“稳定”、“不稳定”或“同步错误”状态，请关闭 IEEE 1588时间同步功能，然后重新打开。
• 当 IEEE 1588时间同步功能打开后，在仪器处于“稳定”或“不稳定”状态之前，无法执行以下操作。

• 开始积分
• 初始化电压波动和闪变测量
• 打开波形数据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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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语言）
设置用于设置菜单和信息的语言。

菜单语言（菜单语言）
可以用以下任一语言选择显示菜单。
• 英文
• 日文
• 中文
• 德文

信息语言（信息语言）
发生错误时，屏幕将显示错误提示信息。可以从以下语言中选择提示信息和帮助信息的语言。无论哪种语言，错
误信息的错误代码是一样的。关于错误信息的详细说明，请查阅操作手册 IM WT5000-02CN中的附录。
• 英文
• 日文
• 中文
• 德文

 即使将菜单语言或信息语言设为英文以外的语言，某些用语还是用英文显示。

LCD (LCD)
您可以关闭 LCD并调节其亮度。

关闭屏幕（LCD关闭）
您可以关闭 LCD。当 LCD关闭时，您可以通过按下按键重新打开。

自动关闭屏幕（自动关闭）
当给定时间段内没有按键操作时，LCD自动关闭。当您按下按键时，LCD重新打开。

直到屏幕自动关闭的时间（自动关闭时间）
您可以将 LCD自动关闭时间设置为以下范围内的值。
1分钟 ~60分钟

亮度（亮度）
您可以在 1（最暗）~10（最亮）的范围内调节亮度。通过减小 LCD亮度或在无需查看时关闭 LCD，可以延长 LCD使
用寿命。

网格密度（网格密度）
您可以将网格（网格）密度设置为从 1（最暗）~8（最亮）的值。

21  UTILITY



21-7IM WT5000-01ZH

环境设置（偏好）
低频输入的频率显示（低频时的频率显示）
当输入信号的频率低于本仪器可以测量的频率时，您可以选择将频率显示为“0”或“Error”。

低频脉冲输入的MTR显示（低脉冲频率时的MTR显示，选件）
当扭矩或转速输入信号和辅助输入（Aux）的脉冲频率低于本仪器可以测量的频率时，您可以选择将电机评价测量功
能的值显示为“0”或“Error”。

CSV文件的小数点格式（CSV文件的小数点格式）
当您以 ASCII格式（.csv）保存数据时，可以选择要使用的小数点类型及如何分隔数据。
• 句点（句点）：小数点是句点，且分隔符是逗号。
• 逗号（逗号）：小数点是逗号，且分隔符是分号。

强制归零（强制归零）
• ON
 当电压或电流的测量值为相对于测量量程的以下值之一时，Urms、Umn、Urmn、Irms、Imn、Irmn以及基于
这些测量参数求取的其他测量参数将显示并输出为 0。λ 或 Φ显示并输出为错误 [Error]。
• 峰值因数设为 CF3时
 Urms、Uac、Irms或 Iac为 0.3%或更小时。Umn、Urmn、Imn或 Irmn为 2%或更小时。
• 当峰值因数设置为 CF6或 CF6A时
 Urms、Uac、Irms或 Iac为 0.6%或更小时。Umn、Urmn、Imn或 Irmn为 4%或更小时。

• OFF

 测量值按原样显示并输出。

USB键盘语言（USB键盘）
选择输入文件名、注释等时使用的 USB键盘语言。可以使用以下符合 USB Human Interface Devices (HID) Class 
Ver. 1.1规格的键盘。
• 英语：104键盘
• 日语：109键盘
关于本仪器的键如何映射到 USB键盘上键的详情，请查阅入门指南 IM WT5000-03ZH中的附录 7。

21  UTILITY



21-8 IM WT5000-01ZH

远程控制（远程控制）
从 PC控制本仪器的通信接口。GP-IB、USB和网络是可用通信接口。
详细说明请查阅通信接口操作手册 IM WT5000-17EN。

• 仅使用一个通信接口：GP-IB、USB或网络。如果您同时从多个通信接口发送命令，仪器将不会正确执行命令。
• 当本仪器正在远程模式下与 PC通信时，前面板上的 REMOTE指示灯点亮。远程模式中禁用除 UTILITY 

(LOCAL)之外的所有键。

网络 (VXI-11)（网络 (VXI-11)
使用以太网将本仪器连接到 PC。

IP地址（IP地址）
显示您在以太网通信设置中指定的 TCP/IP设置。

点击此处。

超时（超时）
如果在此处指定的时间段内无法在本仪器和 PC之间建立连接，本仪器将中止连接流程。
您可以将超时时间设置为无穷大或 1s和 3600s之间的值。

 您必须设置 TCP/IP参数才能将本仪器连接到以太网。
点击此处。

 关于连接的注意事项
• 若要将本仪器连接到 PC，确保使用直连电缆并通过集线器或路由器连接。不保证使用交叉电缆进行一对一
连接可以正确工作。

• 使用符合网络传输速度的以下类型的网线之一。
 UTP（非屏蔽双绞）线
 STP（屏蔽双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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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IB
使用 GP-IB将本仪器连接到 PC。

地址（地址）
• 您可以选择 0和 30之间的值。
• 通过 GP-IB连接的各个设备在 GP-IB系统中具有自身唯一的地址。该地址用于在不同设备之间区分。因此，将
本仪器连接到 PC或其他设备时，必须将唯一地址分配到仪器。

 当控制器正在通过 GP-IB与本仪器或其他设备通信时，请勿更改地址。

 关于连接的注意事项
• 多个电缆可用于连接多个设备。但是，单个总线上可以连接不超过 15个设备，包括控制器。
• 当连接多个设备时，必须将唯一的地址分配到各个设备。
• 使用不超过 2m长的电缆连接设备。
• 确保所有电缆的总长不超过 20m。
• 当设备正在通信时，请打开总线上至少三分之二的设备。
• 若要连接多个设备，请使用星链或菊链配置。不允许环路和并联配置。

USB(USB−TMC)
使用 USB将本仪器连接到 PC。
若要通过 USB端口将本仪器连接到 PC，请执行以下步骤。
将横河 USB驱动程序安装到 PC上。关于如何获取横河 USB驱动程序的信息，请与最近的横河经销商联系。您
也可以访问横河 USB驱动程序下载网页并下载驱动程序 (https://tmi.yokogawa.com/library/)。

WT兼容命令类型（命令类型）
使用其他WT系列仪器的通信命令可以控制本仪器的许多功能。
详细说明请查阅通信接口操作手册 IM WT5000-17EN。

解除远程模式（UTILITY）
按 UTILITY将远程模式（REMOTE指示灯点亮）切换到本地模式（前面板操作键可用）。当本仪器处于本地锁定模
式时，此键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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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键（KEY LOCK）
启用锁键时，本仪器表现如下。可以使用锁键防止意外操作。
• 所有键操作禁用，电源开关和 KEY LOCK除外。
• KEY LOCK键点亮。

 即使电源关闭后，锁键也保持打开或关闭。

触摸锁（TOUCH LOCK）
启用触摸锁时，本仪器表现如下。可以使用锁键防止意外操作。
• 触摸面板操作禁用。
• TOUCH LOCK键点亮。

 即使电源关闭后，触摸锁也保持打开或关闭。

自检（自检）
可以测试键盘和存储器操作。

测试项目（测试项目）
可以执行以下测试。

存储器（存储器）
测试内部存储器是否正确工作。如果是，则出现“Pass（通过）”。如果出错，则出现“Failed（失败）”。测试完成后，
将出现“Test Completed（测试完成）”。

键测试（键盘）
• 测试前面板的操作键是否正常工作。如果显示所按操作键的名称，则键正常工作。
• 如果前面板上的指示灯以按下左右光标键的顺序点亮和熄灭，则正常工作。
• 按 2次 ESC后，退出操作键测试。

键盘（软键）
当您将测试项目设置为键盘时，出现此测试。您可以测试屏幕上显示的键盘是否正确工作。如果您键入的字符正
确出现在键盘输入框中，则键盘正确工作。

测试执行（测试执行）
所选自检开始。

如果自检期间出错
如果即使执行自检多次后仍出错，请与最近的横河经销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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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日志显示 (消息日志 )
列出过去出现的消息。
关于错误代码 (代码 )的详细说明，请查阅操作手册 IM WT5000-02ZH中的附录。

消息日志图标
如果有未读消息，则会在屏幕左上角的消息日志图标中显示未读消息的数量。
轻触消息日志图标时，将出现“消息日志”菜单并显示所有已读和未读消息。

清除消息日志 (清除所有消息 )
清除消息日志。

电流传感器状态显示 (传感器状态 )
点击此处。

升级 (升级 )
升级仪器的固件并添加选件。

升级固件 (固件 )
升级固件。
访问横河网站固件下载页面 (https://tmi.yokogawa.com/library/)，下载固件。关于固件升级步骤，请查阅下载文
件中附带的手册。

选件许可 (选件许可 )
输入选件许可密钥来添加或删除本仪器的选件。要订购选件许可，请与横河公司联系。

历史
可以使用通信命令将最新 100组数值数据的历史还原到 PC中。
关于与历史有关的通信命令的详情，请查阅通信接口操作手册 IM WT5000-17EN。

波形数据流 (选件 )
以指定采样率获取的波形流数据可以使用通信命令加载到 PC中。关于数据流命令的详情，请查阅通信接口操作
手册 IM WT5000-17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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