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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IJ 1=1 

本标准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 2010 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

[2010J74 号文)和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关于转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0 年

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的通知川中石化联质发[2010J222 号文)的要求，由中国石油和

化工勘察设计协会委托全国化工自动控制设计技术中心站组织修订。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过程测量与控制仪表的功能标志及图形符号 >>HG/T 20505-2000 。

本标准经编制组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充

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完成修订。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第 1 部分为仪表功能标志，包括仪表功能标志于母和其在应用中的组

合形式、仪表回路号和仪表位号的组成;第 2 部分为仪表罔形符号，包括仪表设备与功能图形符号，

检测仪表罔形符号，仪表线型符号，最终控制元件图形符号，信号处理功能罔形符号，二进制逻辑图

形符号、电气元{牛仔l形符号租图形符号尺寸比例;第 3 部分为图形符号应用示例，包括检测系统罔形

符号示例，控制、联锁系统图形符号示例。

本标准与 HG/T 20505-2000 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1.增加了"术语"章节。

2. 在"仪表功能标志"章节，增加了仪表回路号的相关内容，对仪表位号组成部分的描述进行了

修改。

3. 在"仪表功能标志字母与常用缩写"章节，增加了用于安全仪表系统的标识，补充了仪表功能

标志宇母在应用中的组合形式句删除["字母 Y 的附加功能符号"一节。

4. 在"仪去图形符号"幸节，对"正方形内置圆"和"正方形内置菱形"图形符号的含义进行了修

改;增加了"信号处理功能图形符号"、"二进制逻辑图形符号"、"电气元{1'阁形符号"和"佟l形符号尺

寸说明"四节，调整和补充了部分仪表的图形符号。

5. 在"图形符号应用示例"章节，修改和删减了部分水例。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的技术内容由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负责解释。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租建议，

请与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联系(地址:成都市天府大道中段 279 号成达大厦，邮政编码 :610041) ，

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主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 4

主要起草人:戴武 在海亮 尚野麟苏文刚

主要审查人:陈鹏孙建文高欣赵柱马恒平徐继荣于锋

最:萍王秋红林洪俊王发兵张!司科何蓉张济航

张建一张晋红吴天一高文革周一呜孙菊霞周江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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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为了统一过程测量与控制仪表的功能标志及图形符号在化工行业的应用及要求，推进过程

测量与控制仪表的功能标志及图形符号在工程设计中的规范化，制订本标准。

1. O. 2 本标准适用于化工自控专业设计中仪表回路号、仪表位号的编制以及仪表图形符号的规定

及应用。

1. O. 3 过程测量与控制仪表的功能标志及图形符号除应符合本标准要求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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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可接近的 accessible 

设备或功能的一种特性，交互共享系统功能的一种特性，或操作员以实现控制操作为目的可进

行使用或观察的一种特性。

2.0.2 基本过程控制系统 basic process control system 

对来自过程的、与该系统相关设备的以及操作员的输入信号进行响应，并产生输出信号使过程

及与该系统相关设备按要求方式运行的系统。

2.0.3 计算机系统 computer system 

通过在基本过程控制系统中操作设定点，与生产过程相结合的系统，包括但不限于过程控制器、

过程优化器、统计过程控制系统、前期模型过程控制系统、分析控制器、商务计算机、生产制造系统。

2.0.4 单台(仪表设备或功能) discrete 

指以硬件为基础、可与其他仪表设备或系统相连接或不连接的独立仪表设备或功能，包括但不

限于变送器、开关、继电器、控制器以及控制阀。

2.0.5 分散型控制系统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 

一种控制功能分散、操作显示集中，采用分级结构的智能站网络。其目的在于控制或控制管理

一个工业生产过程或工厂。

2.0.6 可编程序控制器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一种电子控制器，其功能可以作为一个程序保存在控制单元中。控制器的组态和布线与控制器

系统功能无关。

2.0.7 共享控制 shared control 

控制设备或功能的一种特征，含有预先设置的算法程序，这些算法可检索、可配置、可连接，允许

用户自定义控制策略和功能。经常被用来描述 DCS ，PLC 或基于其他微处理器的系统的控制特征。

2.0.8 共享显示 shared display 

操作员接口装置，可能是屏幕、发光二极管、液晶或其他显示单元。用于根据操作员指令显示来

自若干信息源的过程控制信息。经常被用来描述 DCS、 PLC 或基于其他微处理器的系统的显示

特征。

2.0.9 安全仪表系统 safety instrumented system 

用于实现一个或几个安全仪表功能的仪表系统。安全仪表系统由传感器、逻辑运算器、最终元

件以及相关软件组成。

2.0.10 软件 software 

与数据处理系统的操作有关的计算机程序、过程、规则以及有关的文件集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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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仪表功能标志

3. 1 功能标志构成

3. 1. 1 仪表功能标志由首位字母(回路标志字母)和后继字母(功能字母、功能修饰字母)构成。

3. 1. 2 仪表功能标志字母的选用应符合本标准第 4. l. 1 条的规定。

3. 1. 3 仪表功能标志字母的排列顺序应按照本标准表 4. l. 1 中第 1 列到第 5 列(从左到右)的排列

顺序排列。

3. 1. 4 仪表功能标志应使用一个读出功能或一个输出功能去标识回路中的每个设备或功能。

3. 1. 5 描述仪表设备和仪表功能的功能特性时，仪表功能标志字母的个数不宜超过 8 位。

3. 1. 6 功能修饰字母对被测变量/引发变量会引发的动作或功能 cì卖出功能/输出功能)的含义进行

说明。

3. 1. 7 允许的功能字母组合形式应符合本标准第 4. l. 4 条和第 4. l. 5 条的规定。

3.2 仪表回路号

3.2.1 仪表回路号应是唯一的，被赋予每个监测回路、控制回路，用以标志被监测、检测或控制的

变量。

3.2.2 仪表回路号应至少由回路的标志字母和数字编号两部分组成。前缀、后缀和间隔符应根据

需要选择使用，典型的仪表回路号形式示例见本标准表 4. l. 20 

3.2.3 仪表回路号的标志字母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标志字母的选用应符合本标准第 4. l. 1 条的规定。可以仅为一个被测变量/引发变量字母，

如:分析 (A) 、流量 (F) 、物位 (L) 、压力 (P) 、温度 (T) 等;也可以是一个被测变量/引发变量字母附带

修饰字母(仅当修饰字母适用时) ，如:分析 (A) 、物位(L)、累计流量 CFQ) 、压力 CP) 、压差 (PD) 、温度

(T) 、温差 CTD)等。

2 标志字母的选择应与被测变量或引发变量相应，不应与被处理的变量相应。如:通过操作进

出容器的气体流量来控制容器内压力的回路应为压力 CP) 回路，而不是流量 (F) 回路;通过孔板测量

计算得出流量的回路应为流量 CF) 回路，而不是压力 CP)或压差 CPD) 回路;通过压差来检测容器内流

体界面的回路应为物位(L)回路，而不是压力 (P)或压差 (PD) 回路。

3.2.4 仪表回路号的编制宜符合下列要求:

1 仪表回路号的数字编号方式，宜从以下方法中选择:

1)并列方式:相同的数字序列编号用于每一种回路标志字母;

2)连续方式:使用单一的数字序列编号而不考虑、回路标志字母。

2 仪表回路号的数字编号宜大于等于 3 位数字，如长 01，并 00 1，关 0001 等，其中头号可以是

0 到 9 的任何数字，也可以是与单元号、罔纸号或设备号等相关的数字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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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并 00 ，关 000 ，祷。000 等数字编号应仅用于特殊、重大、关键的回路， 000 ， 0000 ， 00000 等数字

编号不宜被使用。

4 仪表国路号的编制方式宜符合以下所列编制方式的一种:

1)回路标志字母仅为→个被测变量/引发变量字母，数字编号采用并列方式;

2) 回路标志字母为一个被测变量/引发变量字母附带修饰字母(仅当修饰字母适用时) ，数

字编号采用并列方式;

3) 回路标志字母仅为一个被测变量/引发变量字母，数字编号采用连续方式;

的回路标志字母为一个被测变量/引发变量字母附带修饰字母(仅当修饰字母适用时) ，数

字编号采用连续方式。

5 任何形式序列的数字编号中可留有空号。

6 典型的回路标志字母组合与数字编号方式示例见本标准表 4. 1. 3 。

3.2.5 仪表回路号的前缀可以是数字或字母或数字和字母的任意组合，放置在回路标志字母前去

标志回路所在位置，如联合体、工艺装置或单元。例如位于拌 l 工艺装置的一个流量回路，可以表示

为 001F-00l 或 PP1-F-OOl 。

3.2.6 仪表回路号的后缀应符合本标准第 3.4 节的规定。

3.2.7 间隔符应符合本标准第 3. 5 节的规定。

3.3 仪表位号

3.3.1 仪表位号应是唯一的，用以定义组成监测或控制回路的每一个设备和/或功能的用途。

3.3.2 仪表位号通过在仪表回路号的标志字母后增加变量修饰字母(如果需要)和增加后继字母形

成。后缀和间隔符根据需要选择使用，典型的仪表位号形式示例见本标准表 4. 1. 20 

3.3.3 仪表位号的后缀应符合本标准第 3. 4 节的规定。

3.3.4 间隔符应符合本标准第 3. 5 节的规定。

3.4 仪表回路号和仪表位号的后缀

3.4.1 当相同工艺单元的同样设备以设备号加后缀来区别时，则→个仪表团路号的后缀可以添加

到相关仪表团路号里，用以识别相同工艺单元同样设备的同样回路。

3.4.2 仪表回路号的后缀可以是字母或数字，应添加在仪表回路号的后面。

3.4.3 仪表位号的后缀用于指明两个及以上类似的仪表设备或功能。

3.4.4 当出现两个及以上类似的仪表设备或功能又有重复的情况时，宜添加附加后缀。

3.4.5 仪表回路号和仪表位号后缀的示例见本标准表 4. 1. 6 0 

3.5 间隔符

3.5.1 下列位置宜使用隔离符，见黑体字部分:

1 检测变量/引发变量字母与回路号数字部分之间.如 :10F喃0010

2 字母形式的仪表回路号前缀与检测变量/引发变量字母之间，如 :ÅB-F-OOl 。

3 网路号数字编号与数字形式的仪表回路号后缀之间，如 :AB-F-001-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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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下列位置可使用隔离符，见黑体字部分:

1 数字形式的仪表回路号前缀与检测变量/引发变量字母之间，如: 10-F-001 0 

2 回路号数字编号与仪表位号后缀之间，如 :10于铃 -OOI-AIA 或 10-F 祷。01-IAC

3 回路号后缀与仪表位号后缀之间，如: 10-F 铃 -OOlA-A 或 10-F 头 -001-1-A 。

3.5.3 下列位置不宜使用隔离符，见黑体字部分:

1 回路号数字编号与字母形式的仪表回路号后缀之间，如: 10F-OOIA 。

2 仪表位号后缀与附加仪表位号后缀之间，如: 10FT-001A-AIA 。

3.5.4 斜划线一般在文字性文件中描述多功能仪表设备时使用，其位置在功能标志字母之间，如:

TR/TSH-OOl o 

3.6 多变量、多功能和多点回路

3.6.1 回路包含一个以上输入和/或输出时，可有以下几种划分方式:

1 多变量:两个及以上类型相同或不同的检测变量/引发变量产生一个输出和一个或多个读出

功能。

2 多功能:一个检测变量/引发变量产生两个及以上输出或读出功能。

3 多变量/多功能:两个及以上类型相同或不同的检测变量/引发变量产生两个及以上输出或

读出功能。

4 多点:两个及以上类型相同或不同的检测变量/引发变量产生两个及以上读出功能。

3.6.2 对于多变量回路可对其各子回路编制独立的回路号并说明其复杂回路美系。多变量控制系

统图形符号示例见本标准第 6.2.3 条。

3.6.3 对于多变量r多功能回路可对其各子回路编制独立的回路号并说明其复杂回路关系。多变

量/多功能控制系统图形符号示例见本标准第 6.2.3 条。

3.6.4 多点回路的回路号可根据以下两种情况进行编制:

1 第 1 种情况:类型相同的检测变量/引发变量。以温度 (T)为示例:回路号: T-Oll 0 

2 第 2 种情况:类型不同的检测变量/引发变量。以压力 (P) 和温度 (T) 为示例:回路号 :PT

011 或 U-001 o

3. 7 就地仪表、辅助仪表设备和附属仪表设备

3.7.1 就地仪表，如流量视镜、液位计、压力表、温度计宜用 FG ， LG ， PG ， TG 表示。就地流量指示

仪表可用 FI 辅助以相应的测量元件图形符号表示。

3.7.2 辅助仪表设备，宜用变量字母与输出字母 Y 表示，如流量回路中的电磁阀，用 FY 表示。

3.7.3 附属仪表设备，以压力变送器 PT-007 的吹扫用转子流量计为示例说明:宜作为就地仪表单

独编号: FI-OOl 0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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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仪表功能标志字母与常用缩写

4. 1 仪表功能标志字母

4. 1. 1 仪表功能标志字母应符合表 4. 1. 1 的规定。

表 4. 1. 1 标志字母(表中上角数字为注释编号)

首位宁母l 后继字母1 ，

第 3 列 第 4 列 第 5 歹IJ

i实 lli 功能 输出功能 修饰词

报警

供选用5 供选用5 供选用5

控制 关佼川

←一一 偏差28

检测元件_"次元件

第 1 9 1J 第 2 列

被测变量或引发变量 | 修饰词

A1 分析 1

B| 烧嘴、火焰2

C 电导率

ID 密度 I ~ll ， .IO ， 

E 电压(电动势严

Fl 流量 比率12b

(; I 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 I 视镜、观察 1"

H l 子动 2

Il 电流， I 指示
J I 功率2 川 f 描 18
←十 l 斗←一
KI 时间、时间程序变f七速率 1?-e ， 13

÷←一一一

L| 物位 I 灯U

M| 水分或温度
NI 供选用S

高 2川川29

操作器24

低川.28 ， ~ ~ 

中、中间 27c.28.29

供选用 5 供选用= 供选用 5

开位h。1 供选用 I 川L 饭、限制
L←一十一一二一一一一 ! 一一→→→←一斗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I p I FIi力 2 I 连接或测试点

飞数量 I 积1累积 1 h 积算、累积

率
-

r
-

频
一

射

-
J
7

辐
二
度
工
度

核
一
速
一
泪

R-S-T 
记录20

安全M 汗关2 油

Jé行

停止

Ul 多变量2.6 多功能21

传送(变送)

多功能

阀/风i'J/百叶窗 Z:{ç.Z 仆械
-
J

态
中
叫

→一一←十一一→一~一
套管.取样器

又轴 11 ， I 附属设备巴.未分类R 未分类8 未分类8

Y 轴 11 ， 辅助设备2:~d.25 ， 26

zl 位置、尺俨 Z 轴>o(SIS)
驱动器、执行元件，未分

类的最终控制元件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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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首位字母"可以仅为一个被测变量/引发变量字母，也可以是一个被测变量/引发变量字母附带修饰字母。

2 被测变量/引发变量列中的"A" 、吧"、 hC" 、 hD" 、 "E" 、 "F" 、 "G" 、 "H" 、" 1" 、叮"、 "K" 、 "L" 、 "M" 、 "P" 、 '"Q" 、 "R" 、

"S" 、"丁"、 "U" 、 "V" 、 "W" 、 "Y" 、 "Z" ，不应改变己指定的含义。

3 被测变量/引发变量中的"A" 用于所有本表中未予规定分析项目的过程流体组分和物理特性分析。分析仪类

型和具体需要分析的介质内容，应在表示仪表位号的图形符号外注明。

4 被测变量/引发变量中的"八"不应用于机器或机械七振动等类型变量的分析。

5 .，供选用"指此字母在本表的相应栏日中未规定其含义，使用者可根据需要确定其含义。"供选用"字母可能在

被测变量/引发变量中表示一种含义，在"后继字母"中表示另外→种含义，但分别只能具有一种含义。例如，

"N" 作为被视g变量/引发变量表示"弹卡饨主系数

6 被测变量/引发变量中"多变量 (U)"定义了需妻多点输入来产生一点或多点输出的仪表或回路，例女划日一台

PLC，接收多个压力和温度信号后.去控制多个切断阀的开关。

7 被测变量/引发变量中的"V"仅用于机器或机械上振动等类型变量的分析。

8 "未分类 (X)"表示作为首位字母或后继字母均未规定其含义，它在不同的地点作为首位字母或后继字母均可

有任何含义，适用于一个设计中仅一次或有限次数使用。在使用"X"时，应在表示仪表位号的图形符号外注

明"X"的含义，或在文件中备注"X"的含义。例如"XR-2"可以是应力记录， "XX-4"可以是应力示波器。

9 被测变量/引发变量中"事件、状态 (Y)" 表示由事件驱动的控制或监视响应(不同于时间或时间程序驱动) ，亦

nI表示存在或状态。

10 被测变量/引发变量字母和修饰字母的组合应根据测量介质特性如何变化来选择。

11 直接测量变量.应认为是回路编号中的被测变量/引发变量，包括但不仅限于:

(a) 差(D)、压羞 (PD)或温差(TD);

( b) 累积 CQ) ，流量累积器 (FQ) ，例如当直接使用容积式流量计测量时;

(c) x 轴 (X) 、 y 轴 CY) 、 z 轴 (Z)'振动 (VX) 、 (VY) 、 (VZ) ，应力 (WX) 、 (WY) 、 (WZ) ，或位置(ZX) 、 CZYl 、 (ZZ) 。

12 从其他直接测量的变量推导或计算出的变量，不应被认为是回路编号中的被 ì~IJ 变量/引发变量，包括但不仅

限于:

( a) 差(0)、温差(TD)或重量美 (WD);

( b) 比率 (Fl 、流量比率 (FF) 、压力比率 (PF) 或温度比率(TF) ; 

(c) 变化速率( K) 、压力变化速率(PK) 、温度变化速率 CTK)或重量变化速率(WK) 。

13 变化速率"K" 在与被测变量/引发变量字母组合时.表示测量或引发变量的变化速率。例如，"WK"表示豆茧

变化速率。

14 修饰字母"安全 (S)"不用于直接测量的变量，而用于自驱动紧急保护一次元件和最终控制元件，只应与"流量

( F)" 、"压力 (Pl" 、"温度 CT)"搭配。 "FS" 、 "PS"和 "TS"应被认为是被测变量/引发变量:

Ca) 流量安全阀 (FSV) 的使用日的是防止 :H 现紧急过流或流量紧急损失。压力安全阀 (PSV) 和温度安全阀

(TSV) 的使用目的是防止出现压力和温度的紧急情况。安全阀、减压阀或安全减压阀编号原则应贯穿阀门

制造至阀门使用的整个过程。

(b) 内驱动压力阀门如果是通过从流体系统中释放出流体来阻止流体系统中产生高于需要的压力，则被称为"背

压调节阀(PCV)" ，如果是防止出现紧急情况来对人员和/或设备进行保护，则应被认为是"压力安全阀

(PSV)" 。

( c) 压力爆破片(叩PS芷E)和温度熔丝(TSE)用来防止 i山扫现压力和温度的紧急急、情况 O

(ωd)尸‘"咆‘S"不能用于安全仪表系统和组{件牛的编号'参见注"30"

1日5 后纠绑~今字母的含义司以在需要时更改，例女如如i口1 ，'‘..指示(门Ilγ"可以被认为是"指示仪"或"指示"'"变送 (T)"勺TI可1可I 川被认

为是"变送器"或"变送"。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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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读出功能字母"G"用于对工艺过程进行观察的就地仪表，如=就地液位计、压力表、就地混度计和流量视

镜等。

17 读出功能"指示(1)"用于离散仪表或 DC5 系统的显示单元中实际测量或输入的模拟量/数字量信号的指示。

在手操器中， "1"用于生成的输出信号的指示，例如"HTC"或"HIK" 。

18 i卖出功能"扫描0)"用于指示非连续的定期读数或多个相同或不同的被测变量/引发变量，例如多点测温或

压力记录仪。

19 读出功能"灯(L)"用于指示正常操作状况的设备或功能，例如电机的启停或执行器位置，不用于报警指示。

20 读出功能"记录(R)"用于信息在任何永久或半永久的电子或纸质数据存储媒介上的记录功能，或者用于以

容易检索的方式记录的数据。

21 ì卖出功能和输出功能"多功能 (U)"用于:

(a) 具有多个指示/记录和控制功能的控制回路;

(b) 为了在图纸上节省空间而不用相切圆形式的阁形符号显示每个功能的仪表位号;

(c) 如果需要对多功能进行阁边说明，则应在图纸上提供各个功能的注释。

22 读出功能"附属设备(X)"用于定义仪器仪表正常使用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硬件或设备，不参与测量和控制。

23 在输出功能"控制 (C)" 、"开关 (5)"、"阀、风门、百叶窗 (V)"和"辅助设备(Y)"的选择过程中，应注意:

(a) "控制 (C)"用于自动设备或功能接收被测变量/引发变量产生的输入信号，根据预先设定好的设定值，为达到

正常过程控制的日的，生成用于调节或切换"阀 (V)"或"辅助设备(Y)"的输出信号;

(b) "ff 关 (5)"是指连接、断开或传输一路或多路气动、电子、电动、液动或电流信号的设备或功能;

(c) ..阀、风门、百叶窗 (V)"是指接收"控制 (C)" 、"开关 (S) "和"辅助设备 (Y)"产生的输出信号后，对过程流体进

行调整、切换或通断动作的设备;

(dl ..辅助设备 (Yl"是指由"控制 (C)" 、"变送 (T)"和"开关(剖"信号驱挠的设备或功能，用于连接、断开、传输、计

算和/或转换气功、电子、电动、液动或电流信号;

(e) 后继字母"CV"仅用于自力式调节阀。

24 输出功能"操作器(K)"用于:

(a) 惜自动控制器的操作器，操作器上不能带有可操作的自功/子动和控制模式切换开关;

( b) 分体式或现场总线控制设备，这比设备的控制器功能是在操作站远程运行的;

25 输 11\ 功能"辅助设备(y)"包括但不仅限于电磁阀、继动器、计算器(功能)和转换器(功能)。

26 输出功能"辅助设备(Y)"用于信号的计算戎转换等功能时，应在附纸中的仪表图形符号外标注其具体功能;

在文字性文件中进行文字描述。

27 修饰词"高(日)"、"低(L)"、"中 (M)"用于阀门或其他开关设备位置指示时，应注意:

(a) ..高 (H)" ，阀门已经或接近全开位置，也可用"开到位 (0) "替换;

(b) "低 (L)" ，阀门已经或接近全关位置，也可用"关到位 (C)"替换;

(c) "巾 (M)" ，阀门的行程或位置处于全开和全关之间。

28 修饰词"偏差(误差)(D)"与i卖出功能"报警 CA)"或输出功能"开关 (5)"组合使用时，代表一个测量变量与控

制器或其他设定{亩的偏差(误差)越出了预期。如果涉及重要参数，功能字母组合中应分别增加"高 (H)"或

"{~CL)" ，代表正向偏差或反向偏差。

29 修饰词"高( H)" 、"低 CL) "、"中 (M)"应与被测量值相对应，而并非与仪表输出的信号值相对应。在同一测量

过程中指示多个位置时，需组合使用，例如"高(日)"和"高高(HH)"、"低 CL)"和"低低 CLL)"或"高低(HL)" 。

30 修饰词 "Z"用于安全仪表系统时不表示直接测量变量，只用于标识安全仪表系缆的组成部分。 "2"不能用于

注"14"中涉及的安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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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2 典型的仪表回路号和仪表位号形式示例见表 4. 1. 20 

表 4. 1. 2 典型的仪表回路号和仪表位号形式

示例:温度回路号

典型的被测变量/引发变量回路号: 10 T 诀。lA

10 T 祷。l A 仪表回路号

A A 仪表回路号后缀

抖。1 祷。 I 仪表回路号的数字编号

ruJ 隔符

T T 被测变量/引发变监字母

间隔符

10 10 仪表回路号前缀

示例 g 温差回路号

典型的被测变量/引发变量附带修饰词回路号 :AB-TD- 祷。1A

AB T D 兴。 1 A 仪表团路号

A A 仪表团路号后缀

祷。1 祷。 1 仪表网路号的数字编号

间隔符

D D 变量修饰字母

T T 被测变量/引发变量字母

T D TD 被测变量/引发变量字母'附带修饰字母

间隔符

AB AB 仪表囚路号前缀

水例:温差低报警仪表{Îi.号

典型的仪表位号 :10-TDAL 畴。1A-1A1

10 T D A 赘 01 A I A1 仪表位号

Al 附加仪表位号妇缀

1 1 第一仪表位号后缀

问隔符

八 A 仪表回路亏后缀

头 01 祷。 1 仪表团路号的数字编号

间隔符

L 功能修饰字时

A A 功能字母

A L 八L 后继宇每

D D 变量修饰字母

T T 被ìlJl~变量/引发变量字母

T D A L TDAL 仪表功能标志字母
卜一一一一

间隔符

10 10 仪表阳路号前缀

注:祷号为 0~9 的数字或多位数字的组合。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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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3 典型的回路标志字母组合与数字编号方式示例见表 4. 1. 3 0 

表 4. 1. 3 典型的回路标志字母组合与数字编号方式(表中上角数字为注释编号)

编制方式 l 编制方式 2 编制方式 3 编制为式 4
首位字母i

并列方式2 连续方式z
被测变量/引发变量

被测变量/引发变量
带和不带修饰词 1 1，

被测变量/引发变量

不带修饰词 带修饰词 不带修饰词 带修饰词

A 分析 A…兴 01 A 祷。 1 A 并 1
A- 养 01 A 兴 01

AZ 分析(S1S)3 AZ 铃 02 AZ 矢。 1 AZ 资 2

B 烧嘴、火焰 B 奖。 1 巳~祷。1 B一头 3
B 祷。1 B-祷。2

13Z 烧嘴、火焰 (S1S) 3 BZ 祷 02 BZ 悦。 1 BZ 铸 4

C 电导率 C 兴 01 C 祷。 1 C 铃 5
c- 祷。1 (飞兴 03

CZ 电导率 (S1S)3 CZ 头 02 CZ 兴。 1 CZ 赘 6

D 密度 D-铃 01 D-头。1 D-祷 7
D 祷。1 D-兴 04

DZ 密度 (S1S)3 DZ- 祷。2 DZ 矢。l DZ一块 B

E 电压(电动势) E 诀。 1 E- 头 01 E 长 9
E- 祷。 1 E 头 05

EZ 电压(电动势) (S1S) 1 EZ 奖。2 EZ 祷。 1 EZ 头 10

F 流量 F- 祷。1 F- 祷。 1 F 长 11

FF 流量比率 FF- * 02 FF 祷。1 FF 兴 12

FQ 累积流量 F 持 01 FQ一祷。3 FQ一祷 01 F 矢。6 FQ 关 13

FS 流量安全二 FS 於 04 FS- 祷。 1 FS 头 14

FZ 流量(S1S)3 FZ 祷 05 FZ 诀。 1 FZ 关 15

G 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 G 祷 01 G 祷。 1 G 铃 16
G一铃 01 G 祷。7

GZ 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SIS) 1 GZ 祷。2 GZ 祷。 1 GZ 祷 17

H 子动 H 诀。1 H- 矢。 1 H 於 18
H 祷。1 H 铃 08

HZ 子动 (SIS) 3 HZ 长 02 HZ- 祷。1 HZ 兴 19

I 电流 I 祷。1 I 祷 01 I 头 20
I…诀。 1 I 头 09

IZ 电流(SIS) 3 1Z 兴 02 IZ- 祷。 1 IZ 长 21

功率 j 兴 ()J J 祷。 1 J 长 22
←一-一

JQ 功率累计 J一铃。1 JQ 兴 02 JQ- 祷。1 J 祷 10 JQ 兴 23

JZ 功率(SIS)3 JZ 势。3 J2 养 01 J2 兴 24

K 时间、时间程序 K 兴。 1 K- 兴 01 K 长 25
K 铃 01 K一於 11

KQ 时间累计 KQ 祷 02 KQ 奖。 l KQ 祷 26

物位 L- 祷 01 L- 祷。 1 L- 兴 27
L 祷。1 L- 於 12

LZ 物位 (S1S)3 LZ 拎 02 LZ 祷。 1 LZ→於 28

M 水分或湿度 M 持 01 M 关心 1 M 赞 29
M 沃 01 M 於 13

MZ 水分或温度 (SIS) 1 扎12 祷。2 岛1Z 铃 01 MZ 长 30

N 供选用如 N- 祷。 1 N- 祷。 1 N- 祷。 1 N 并 14 N 头 31

供选用4 ， 。-并 01 。一祷。 1 ()牛祷。 1 。铃 15 ()长 32
L___ __ 

」…一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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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1. 3

编制方式 1 编制方式 2 编制方式 3 编制方式 4

首位字母 1
并列方式2 连续方式少

被视ú变量/引发变量
被测变量/号|安变量

带和不带修饰词4h
被测变量/引发变量

不带修饰词 带修饰词 不带修饰词 带修饰i司

P 压力 P- 兴。 1 P 头 01 P 兴 33

PD I长差 PD-并 02 PD 祷。1 PD一并 34

PF 压力比率 PF 铃 03 PF- x 心 l PF 赞 3 马

P 提 01 P 养 16

PK 压力变化率 PK 铃 04 PK 祷。1 1'K- 兴 36

PS 压力安全} 1'S 祷。5 PS 祷。 1 1'S- 兴 37

PZ 压力 (SIS)3 PZ 提 05 PZ 祷。 1 PZ 兴 38

Q 数量 Q一矢。1 Q 祷。1 Q 铃 39

Q 祷。1 Q 长 17

QQ 数量累计 QQ- 兴 02 QQ 铃。 l QQ 长 40

R 核辐射 R 诀。1 R 祷。 1 R 兴 41

RQ 辐射累计 R 兴 01 RQ- 兴 02 RQ 兴川 R 兴 18 RQ 长 42

RZ 核辐射(SIS) { 1<Z 祷。3 RZ 兴。 1 RZ 兴 43

S 速度、频率 S 兴。1 S 诀。 1 S 头 44

S 长 01 S 祷 19

SZ 速度 (SIS)3 SZ- 兴 02 SZ- 势。l SZ 关 45

T 温度 T一兴 01 T一兴。 1 下l-…t二 4fì
TD 温差 TD-长 02 丁D-兴。 1

TF 温度比率 TF 诀。3 TF甲兴。 1 丁F 兴 48

T 祷。1 T- 养 2υ

TK 温度变化率 丁K- 兴。 1 TK 祷。 1 TK- 拎 49

TS 温度安全5 TS 并 05 TS 诞。 1 TS 头 50

TZ 温度 (SIS) 3 TZ- 诀。6 TZ 兴 01 TZ 兴 51

U 多变量 U 提 01 U 祷。] u一提 52

U 养 01 u- x- 21 
UZ 多变量 (SIS)3 UZ 长 02 uz 祷。1 UZ 兴 53

V 振动、机械监视 V 头。1 V 祷。1 V 兴 54

VZ 振动(S1S) 3.6, VZ 头。2 VZ 祷。 1 VZ 沃 55

vx X 轴振动 vx 关 03 vx 提 01 vx 长 56

VY Y 轴振动 VY 养 04 VY 长 01 VY 兴 57

V 祷。 1 飞f 并 22

VZ Z 轴振动 VZ 祷 05 VZ- 势。 1 VZ 并 58

VZX I X 轴振动 (SIS)3.的 VZX 兴 06 VZX 祷。 1 VZX 兴 59

VZy Y 轴振动。IS)3. 6L VZY 赞 07 VZY 兴。 1 VZY 铃 50

VZZ Z 轴振动 (SIS)3.6b VZZ 抖。8 VZZ 兴 01 VZZ 兴 61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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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1. 3 

编制方式 1 编制方式 2 编制方式 3 编制方式 4
首位字母l

并列方式2 连续方式2
被测变量/引发变量

被测变量/引发变量 被测变量/引发变量
带和不带修饰词4b

不带修饰词 带修饰词 不带修饰词 带修饰词

w 重量、力 W- 祷。1 W 提 01 W 铃 62

WZ 重量、力 (S1S)3.6' WZ 提 02 WZ 祷。1 WZ- 铃 63

WD 重量差 WD-提 03 WD-祷。1 WD-祷 64

WF 重量比率 WF 祷 04 WF- 祷。1 明TF 提 65

WK 重量变化速率 WK 养 05 WK- 椿 01 WK- 祷 66

WQ 累积重量
W- 提 01

WQ 替 06 WQ- 祷 01
W←铃 23

WQ- 祷 67

WX X 轴向力 WX 祷。7 WX 祷 01 WX- 铃 68

WY Y 轴向力 WY- 替 08 WY- 祷。1 WY 铃 69

WZ Z 轴向力 WZ 赞 09 WZ- 蕃 01 WZ 提 70

WZX X 轴向力 (S1S) 3.6 b WZX- 祷 10 明TZX 提 01 WZX 赘 71

WZY Y 轴向力 (S1S)3.6b WZy 提 11 WZY 祷 01 WZY 提 72

WZZ Z 轴向力 (S1S) 3.6b WZZ- 势 12 WZZ 祷。1 WZZ- 赞 73

X 未分类 X 祷 01 X- 铃 01 X 祷。1 X 祷 24 X 祷 74

Y 事件、状态 Y 普 01 Y- 赞 01 Y 祷 75
Y 祷。1 Y 祷 25

YZ 事件、状态 (S1S)3 YZ 祷 02 YZ- 棒 01 YZ- 祷 76

Z 位置、尺寸 Z 祷。1 Z 择。1 Z- 椿 77

ZZ 位置(S1S)3.6' ZZ 骨 02 ZZ- 提 01 ZZ 祷 78

ZX X 轴位 ZX 提 03 ZX 祷 01 ZX 替 79

ZY Y 轴位 ZY 铃 04 ZY- 祷 01 ZY 祷 80

ZZ Z 轴位 ZZ 祷 05 ZZ 祷。 1 ZZ 祷 81

ZZX X 轴位 (S1S)3.6b ZZX- 棒 06 ZZX 提 01 ZZX 长 82
Z- 祷 01 Z- 铃 26

ZZY Y 轴位(S1S)3.6b ZZY- 祷。7 ZZY- 祷。1 ZZY 祷 83

ZZZ Z 轴位(S1S)3.6b ZZZ 祷 08 ZZZ- 祷 01 ZZZ 餐 84

ZD 位置差 ZD-祷 09 ZD-替 01 ZD-祷 85

ZDX X 轴位置差 ZDX 提 10 ZDX 祷 01 ZDX- 禄 86

ZDY Y 轴位置差 ZDY 祷 11 ZDY 铃 01 ZDY 提 87

ZDZ Z 轴位置差 ZDZ- 铃 12 ZDZ 祷。1 ZDZ- 普 88

注: 1 表中的首位字母和组合形式没有包含所有的情况。

• 18 • 

2 祷号为 0~9 的数字或多位数字的组合。

3 安全仪表系统回路的回路标志字母是在变量字母后增加变量修饰字母 Z，应整体被认为是被测变量/引发变

量，如 :FZ 、 PZ 等。在行文中也可使用"S1S"字样作为前缀或后缀予以进一步明确，如 (S1S)FZ 祷 01 或 FZ- 祷

。1( S1S) 。

4 根据需要，用户可自定义 z

(a) 供选用字母 :N 、0 0

(b) 本标准表 4. L 1 第二列(修饰词)中未予以定义的字母 :A、B、C、E、G、 H ， 1 、 L 、M、N、0、P、R、T、U、V 和 Wo

5 修饰字母"安全(S)"不用于直接测量的变量，而用于自驱动紧急保护一次元件和最终控制元件，只应与"流量

(F)" 、"压力 (P)" 、"温度 (T)"搭配。 FS 、 PS 和 TS 应被认为是被测变量/引发变量。

6 当被测变量/引发变量"V" 、 "W"和"Z"用于仪表安全系统时:

(a) "VZ" 、 "WZ"和"ZZ"不用来表示轴向的被测变量/引发变量。

(b) 轴向的被测变量/引发变量用 "VZX" 、 "VZY" 、 "VZZ"和 "WZX" 、 "WZY" 、 "WZZ"和 "ZZX"、吃ZY"、吃ZZ"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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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户
可
自
定
义
:

(a
)
供
选
用
功
能
字
母

:
N

、0
。

(b
) 
7
1
>
:
标
准
表

4.
1.

 1
第
二
列
(
读

LH
功
能
)
中
未
予
以
定
义
的
字
母

:C
、D

、F
、H

，]
、
K

、M
、S

、T
、V

、Y
和

Z
。

( 
c)
本
标
准
表

4.
1.

1
第
五
列
(
修
饰
词
)
中
未
予
以
定
义
的
字
母

:
A

、E
、F

、G
、u

、K
、P

、Q
、T

、U
、V

、W
、Y
和

Z
。

读
什

l功
能
字
母

'.
G"
用
于
表
示
就
地
仪
表
，
如
视
镜
、
就
地
液
{
讨
十
、
压
力
表
、
温
度
计
和
位
置
指
示
表
等
。
注
意
，
有
时
读
出
功
能
字
母

"1
"
也
会
被
用
于
表
示
就
地
仪
表
。

压
力
爆
破
片

(
P
S
E
)
和
温
度
熔
丝

(
T
S
E
)
用
来
防
止
出
现
压
力
和
温
度
的
紧
急
情
况
。

注
:

1 2 3 4 5 
苍
白
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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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续
字
母
中
输
出
功
能
字
母
的
允
许
组
合
形
式
应
符
合
表

4.
1.

5
的
规
定
。

表
4.

1.
5
后
续
字
母
中
输
出
功
能
字
母
的
允
许
组
合
形
式

1.
抽
(
表
中
上
角
数
字
为
注
释
编
号
)

4.
1.

5 
t由 N

 

B
 

C
 

K
 

N
 

S 
T

 
U

 
V

 
X

 
Y

 
Z

 
首
位
字
母

2
功
能

传
送

指
示

记
录

被
测
变
量
/
引
发
变
量

供
选

控
制

指
示

记
录

控
制
阀

操
供
选

开
关

多
阀

辅
助

驱
动
器
、

带
和
不
带
修
饰
词

控
制

控
制

作
修
饰
词

(
变
送
)
传
送
/
变
送
传
送
/
变
送

功
风
门
未
分
类

执
行

用'
"

器
用

40
能

设
备

C
5 

1C
6 

R
C

6 
C

V
7 

S 
L
并

J3
.4

'
T

 
IT

 
R

T
 

百
叶
窗

元
件

A
 

分
析

A
C

 
A

1C
 

A
R

C
 

A
K

 
A
S
[
并
]

L
铃

J:
A

T
 

A
IT

 
A

R
T

 
A

U
 

A
V

 
A

X
 

A
Y

 
A

Z
 

A
Z

 
分
析

(S
1S

)
A

Z
C

 
A

Z
1C

 
A

Z
R

C
 

A
Z
S
[
提
]

功
能

A
Z

T
 

A
Z

U
 

A
Z

V
 

A
Z

Y
 

A
Z

Z
 

B
 

烧
嘴
、
火
焰

B
C

 
B

IC
 

B
R

C
 

B
K

 
B
S
[
祷
]

修
饰
词

B
T

 
B

1T
 

B
R

T
 

B
U

 
B

V
 

B
X

 
B

Y
 

B
Z 

B
Z 

烧
嘴
、
火
焰

(S
1S

)
B

Z
C

 
B

Z1
C

 
B

Z
R

C
 

B
Z
S
[
兴
]

如
下
:

B
Z

T
 

B
Z

U
 

B
Z

V
 

B
Z

Y
 

B
Z

Z
 

C
 

电
导
率

C
C

 
C

1C
 

C
R

C
 

C
K

 
C
S
[
兴
]

C
T

 
C

1T
 

C
R

T
 

C
U

 
℃
飞
J

C
X

 
C

Y
 

C
Z

 

C
Z

 
电
导
率

(S
1S

)
C

Z
C

 
C

Z1
C

 
C

Z
R

C
 

C
Z
S
[
头
]

无
C

Z
T

 
C

Z
U

 
C

Z
V

 
C

Z
Y

 
C

Z
Z

 

D
 

密
度

D
C

 
D

IC
 

D
R

C
 

D
K

 
D
S
[
赞
]

D
T

 
D

IT
 

D
R

T
 

D
U

 
D

V
 

D
X

 
D

Y
 

D
Z

 

D
Z 

密
度

(S
1S

)
D

Z
C

 
D

Z1
C

 
D

Z
R

C
 

D
Z
S
[
於
]

高
高

D
Z

T
 

D
Z

U
 

D
Z

V
 

D
Z

Y
 

D
Z

Z
 

E
 

电
压
(
电
动
势
)

E
C

 
E1

C
 

E
R

C
 

E
K

 
E
S
[

长
j

H
H

 
E

T
 

E
1T

 
E

R
T

 
E

U
 

E
X

 
E

Y
 

E
Z

 

E
Z

 
电
压
(
电
动
势
)

(S
1S

) 
E

Z
C

 
E

Z
1C

 
E

Z
R

C
 

E
Z
S
[

於
1

高
E

Z
T

 
E

Z
U

 
E

Z
X

 
E

Z
Y

 
E

Z
Z

 

F 
流
量
，
流
速

FC
 

F1
C

 
F

R
C

 
F

C
V

 
F

K
 

F
S
[
赞
]

H
 

F
T

 
F

IT
 

F
R

T
 

F
U

 
F

V
 

F
X

 
F

Y
 

F
F

 
流
量
比
率

F
F

C
 

FF
1C

 
F

F
R

C
 

F
F

K
 

F
F
S
[
祷
]

中
间

F
F

T
 

F
F

1T
 

F
F

R
T

 
F

F
U

 
F

F
V

 
F

F
X

 
F

F
Y

 

F
Q

 
累
积
流
量

F
Q

C
 

FQ
1C

 
F

Q
R

C
 

F
Q

C
V

 
F

Q
K

 
F
Q
S
[
头
]

M
 

F
Q

T
 

F
Q

IT
 

F
Q

R
T

 
F

Q
U

 
F

Q
V

 
F

Q
X

 
F

Q
Y

 

F
S

 
流
量
安
全

F
S

V
 

低
F

S
V

 

流
量

(S
1S

)
F
Z
S
[
祷
]

FZ
 

FZ
C

 
FZ

1C
 

F
Z

R
C

 
F

Z
T

 
F

Z
U

 
F

Z
V

 
F

Z
Y

 

G
 

可
燃
气
体
和
有
毒
气
体

G
C

 
G

1C
 

G
R

C
 

G
K

 
G
S
[
祷
]

低
低

G
T

 
G

1T
 

G
R

T
 

G
U

 
G

V
 

G
X

 
G

Y
 

G
Z

 
L

L
 

G
Z

 
可
燃
气
体
和
有
毒
气
体

(S
1S

)
G

Z
C

 
G

Z
1C

 
G

Z
R

C
 

G
Z
S
[
祷
]

G
Z

T
 

G
Z

U
 

G
Z

V
 

G
Z

Y
 

G
Z

Z
 

H
 

子
动

H
C

 
H

1C
 

H
R

C
 

H
C

V
 

H
S
[
头
]
开
到
位

H
U

 
H

V
 

H
X

 
H

Y
 

H
Z

 

H
Z

 
子
动

(
S
1
S
)

H
Z

C
 

H
Z

1C
 

H
Z

R
C

 
H
Z
S
[
祷
]

。
H

Z
U

 
H

Z
V

 
H

Z
Y

 
H

Z
Z

 

I 
电
流

1C
 

II
C

 
1R

C
 

1K
 

1S
[
头
]

关
到
位

1T
 

II
T

 
1R

T
 

IU
 

1X
 

1Y
 

1Z
 

1Z
 

电
流

(S
1S

)
1Z

C
 

1Z
1C

 
1Z

R
C

 
1
Z
S
[
美
]

C
 

1Z
T

 
1Z

U
 

IZ
X

 
1Z

Y
 

1Z
Z 

J 
功
率

JC
 

JI
C

 
JR

C
 

JK
 

J
S
[
养
〕

JT
 

JI
T

 
JR

T
 

JU
 

JX
 

JY
 

JZ
 

JQ
 

功
率
累
计

JQ
C

 
JQ

1C
 

JQ
R

C
 

JQ
K

 
J
Q
S
[
祷
]

i、
至~
1
-丁•

 
JQ

T
 

JQ
1T

 
JQ

R
T

 
JQ

U
 

JQ
X

 
JQ

Y
 

JQ
Z

 

JZ
 

功
率

(S
1S

)
JZ

C
 

JZ
1C

 
JZ

R
C

 
J
Z
S
[
兴
]

R
 

JZ
T

 
JZ

U
 

JZ
X

 
JZ

Y
 

JZ
Z

 
K

 
时
间
、
时
间
程
序

K
C

 
K

1C
 

K
R

C
 

K
K

 
K
S
[

兴
1

停
止

K
U

 
K

X
 

K
Y

 
K

Z
 

K
Q

 
时
间
累
计

K
Q

C
 

K
Q

1C
 

K
Q

R
C

 
K
Q
S
[
祷
]

S 
K

Q
U

 
K

Q
V

 
K

Q
X

 
K

Q
Y

 
K

Q
Z

 

L
 

物
位

L
C

 
L

IC
 

L
R

C
 

L
C

V
 

L
K

 
L
S
[
并
]

L
T

 
L

IT
 

L
R

T
 

L
U

 
L

V
 

L
X

 
L

Y
 

L
Z

 

L
Z

 
物
位

(
S
I
S
)

L
Z

C
 

L
Z

1C
 

L
Z

R
C

 
L
Z
S
[

兴
1
未
分
类

L
Z

T
 

L
Z

U
 

L
Z

V
 

L
Z

X
 

L
Z

Y
 

L
Z

Z
 

M
 

水
分
或
湿
度

M
C

 
M

1C
 

M
R

C
 

M
K

 
M
S
[
赞
]

X
 

M
T

 
M

IT
 

岛
1
R
T

M
U

 
M

V
 

M
X

 
M

Y
 

M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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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4.
1.

5

B
 

C
 

K
 

N
 

S 
T

 
U

 
V

 
X

 
Y

 
Z

 
首
位
字

GJ
:'

功
能

传
送

指
水

记
录

被
测
变
量
/
引
发
变
量

指
示

记
录

操
开
关

多
阀

驱
动
器
、

f共
选

控
制

控
制
阀

供
选

修
饰
词

(
变
送
)
传
送
/
变
送
传
送
/
变
送

辅
助

带
和
不
带
修
饰
词

用
h

控
制

控
制

作
用
"

功
风
门
未
给
类
设
备

执
行

c
' 

IC
' 

R
C

6 
C

V
7 

器
S 

[
长

J"
'I
'

T
 

1T
 

R
T

 
能

百
叶
窗

元
件

M
Z

 
水
分
或
湿
度

(S
1S

)
M

Z
C

 
M

Z
1C

 
岛
1
Z
R
C

M
Z
S
[
特
]

M
Z

T
 

M
Z

U
 

:'v
1Z

V
 

M
Z

Y
 

M
Z
χ
 

?斗
供
选
用

()
 

供
选
用

P 
压
力

PC
 

P1
C

 
P

R
C

 
P

C
V

) 
P

K
 

P
S
[
头
]

P
T

 
P

IT
 

P
R

T
 

P
U

 
P

V
 

P
X

 
P

Y
 

PZ
 

P
D

 
I+-

:差
P

D
C

 
PD

IC
 

P
D

R
C

 
P

D
C

V
 

P
D

K
 

P
D
S
[
头
]

P
D

T
 

P
D

IT
 

P
D

R
T

 
P

D
U

 
P

D
V

 
P

D
X

 
P

D
Y

 
P

D
Z

 

P
F

 
压
力
比
率

P
F

C
 

PF
1C

 
P

F
R

C
 

P
F

K
 

P
F
S
[
法
]

P
F

U
 

P
F

V
 

P
F

X
 

P
F

Y
 

P
F

Z
 

P
K

 
压
力
变
化
率

P
K

C
 

PK
1C

 
P

K
R

C
 

P
K

K
 

P
K
S
L
祷
]

P
K

U
 

P
K

V
 

P
K

X
 

P
K

Y
 

P
K

Z
 

P
S

 
压
力
安
全

P
S

V
 

P
S

V
' 

P
Z

 
压
力

(
S
1
S
)

P
Z

C
 

PZ
1C

 
P

Z
R

C
 

P
Z
S
[
养
]

P
Z

T
 

P
Z

U
 

P
Z

V
 

P
Z

X
 

P
Z

Y
 

P
Z

Z
 

Q
 

数
量

Q
C

 
Q

1C
 

Q
R

C
 

Q
K

 
Q
S
[
赘
]

Q
T

 
Q

1T
 

Q
U

 
Q

V
 

Q
X

 
Q

Y
 

Q
Z

 

Q
Q

 
数
量
累
计

Q
Q

C
 

Q
Q
1
C

、
Q

Q
R

C
 

Q
Q

K
 

Q
Q
S
[
於
]

Q
Q

T
 

Q
Q

IT
 

Q
Q

U
 

Q
Q

V
 

Q
Q

X
 

Q
Q

Y
 

Q
Q

Z
 

R
 

核
辐
射

R
C

 
R

IC
 

R
R

C
 

R
K

 
R
S
[
兴
]

R
T

 
R

1T
 

R
R

T
 

R
U

 
R

V
 

R
X

 
R

Y
 

R
Z

 

R
Q

 
辐
射
累
计

R
Q

C
 

R
Q

1C
 

R
Q

R
C

 
R

Q
K

 
R
Q
S
[

於
1

R
Q

T
 

R
Q

U
 

R
Q

V
 

R
Q

X
 

R
Q

Y
 

R
Q

Z
 

R
Z

 
核
辐
射

(S
1S
)

R
Z

C
 

R
Z1

C
 

R
Z

R
C

 
R
Z
S
[
袄
]

R
Z

T
 

R
Z

U
 

R
Z

V
 

R
Z

X
 

R
Z

Y
 

R
Z

Z
 

S 
速
度
、
频
率

SC
 

S1
C

 
S

R
C

 
S

C
V

 
S

K
 

S
S
[
兴
]

S
T

 
S1

T
 

S
R

T
 

S
U

 
S

V
 

SX
 

SY
 

SZ
 

SZ
 

速
度

(S
1S
)

SZ
C

 
SZ

1C
 

S
Z

R
C

 
S

Z
C

V
 

S
Z
S
[
祺
]

S
Z
丁

S
Z

U
 

S
Z

V
 

SZ
X

 
S

Z
Y

 
SZ

Z
 

T
 

温
度

T
C

 
T
1
(

、
T

R
C

 
T

C
V

 
T

K
 

T
S
[
并
]

T
T

 
T

IT
 

T
R

T
 

T
U

 
T

V
 

T
X

 
T

Y
 

T
Z

 

T
D

 
温
差

T
D

C
 

T
D

IC
 

T
D

R
C

 
T

D
K

 
1'
D
S
[
关
]

1
'D

1
' 

1
'D

I1
' 

1
'D

R
1

' 
T

D
U

 
T

D
V

 
1

'D
X

 
1

'D
Y

 
T

D
Z

 

1
'F

 
温
度
比
率

1
'F

C
 

1
'F

1C
 

T
F

R
C

 
T

F
K

 
1'
F
S
[
兴
]

1
'F

U
 

1
'F

V
 

1
'F

X
 

1
'F

Y
 

1
'F

Z
 

1
'K

 
温
度
变
化
率

丁
K
C

T
K

1C
 

T
K

R
C

 
1

'K
K

 
1'
K
S
[

关
j

T
K

U
 

1
'K

V
 

1
'K

X
 

1
'K

Y
 

1
'K

Z 

1
'S

 
温
度
安
全

1
'S

V
 

1
'S

V
' 

T
Z

 
温
度

(
S
1
S
)

1
'Z

C
 

1
'Z

1C
 

T
Z

R
C

 
1'
Z
S
[
书
]

1
'Z

1
' 

1
'Z

U
 

T
Z

V
 

T
Z

X
 

T
Z

Y
 

1
'Z

Z 

U
 

多
变
量

U
C

 
U

1C
 

U
R

C
 

U
S
[
头
]

U
U

 
U

V
 

U
X

 
U

Y
 

U
Z

 

U
Z

 
多
变
量

(S
1S
)

U
Z

C
 

U
Z

1C
 

U
Z

R
C

 
U
Z
S
[

祷
1

U
Z

U
 

U
Z

V
 

U
Z

X
 

U
Z

Y
 

U
Z

Z
 

V
 

振
动
、
机
械
监
视

V
C

 
V

1C
 

V
R

C
 

V
S
[
关
]

V
1

' 
V

IT
 

V
R

1
' 

V
U

 
V

X
 

V
Y

 

V
Z

 
振
动

(
S
1
S
)

V
Z

C
 

V
Z

1C
 

V
Z

R
C

 
V
Z
S
[
拎
]

V
Z

1
' 

V
Z

U
 

V
Z

X
 

V
Z

Y
 

V
X

 
X
轴
振
动

V
X

C
 

V
X

1C
 

V
X

R
C

 
V
X
S
[
拎
]

V
X

1
' 

V
X

IT
 

V
X

R
1

' 
V

X
U

 
V

X
X

 
V

X
Y

 

V
Y

 
Y
铀
振
动

V
Y

C
 

V
Y

1C
 

V
Y

R
C

 
V
Y
S
[
祷
]

V
Y

T
 

V
Y

IT
 

V
Y

R
1

' 
V

Y
U

 
V

Y
X

 
V

Y
Y

 

V
Z

 
Z
铀
振
动

vz
c 

i 
V

Z
IC

 
V

Z
.R

C
 

V
Z
S
[
供
」

V
Z

1
' 

V
Z

IT
 

V
Z

R
T

 
1 

V
Z

U
 

V
Z

X
 

V
Z

Y
 

V
Z

X
 

X
轴
振
动

(S
1S
)

V
Z

X
C

 
V

Z
X

1C
 V

Z
X

R
C

 
V
Z
X
S
[
并
]

V
Z

X
1

' 
V

Z
X

U
 

V
Z

X
X

 V
Z

X
Y

 

飞I
Z
Y

Y
轴
振
动
(

S1
S)

 
V

Z
Y

C
 ,

V
Z

Y
IC

 V
Z

Y
R

C
 

V
Z
Y
S
[
天
」

V
Z

Y
T

 
V

Z
Y

U
 

V
Z

Y
X

 V
Z

Y
Y

 

V
Z

Z
 

Z
铀
振
动

(S
1S

)
V

Z
Z

C
 

V
Z

Z
1C

 V
Z

Z
R

C
 

V
Z
Z
S
[
祷
]

V
Z

Z
T

 
V

Z
Z

U
 

V
Z

Z
X

 
V

Z
Z

Y
 

- N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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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4.
1.

5

B
 

C
 

K
 

N
 

S 
T

 
U

 
V

 
X

 
Y

 
Z

 
首
位
字
母

2
功
能

传
送

指
示

记
录

被
测
变
量
/
引
发
变
量

指
示

记
录

操
开
关

多
阀

驱
动
器
、

控
制

控
制
阀

供
选

修
饰
词

(
变
送
)
传
送
/
变
送
传
送
/
变
送

辅
助

带
和
不
带
修
饰
词

用
.1

a
控
制

控
制

作
用

41
1

功
风
门
未
分
类
设
备

执
行

c 
1C

" 
R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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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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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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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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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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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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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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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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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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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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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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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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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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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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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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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6 仪表同路号和仪表位号后f盔的示例见表 4. 1. 6 0

表 4. 1. 6 仪表回路号和仪表位号后缀1 (表中上角数字为注释编号)

仪表回路号后缀(黑体部分) 仪表 {JL号后缀(w F划线部分)

情况1:不同的用途2

f于国路 位于回路
两个仪表设备 四个仪表设备

后缀形 数字 标志
(对应不同的回路后缀形式) (对应不同的回路后缀形式)

编号后 字母后3

仪表位号后缀数字形式 仪表位号后缀和附加后缀

FV 兴 0]-1R
无 F 赞 01

FV 怜。 1-2A
FV 祷。 ]-2 卜一一←→ 一二=二一

FV 祷。 1-2R
8 一

FV 祷。1A 1 IFV-A 祷。 ]-1 1 TF V V x祷 O。 l IAA-Ii P U F V V AA 筑提 U()I l I I A IL 

F 畴。 1A F-A 诀。 1
FV 祷。 1A-2A FV-A 识。 1 2/\ 

|「FFhV养旧υ1B-] 
FV-A 势。 ]-2

FV 并 01A-2B FV-A 关心 ]-2B
字母形式

巴巳 01B-] 八 FV-B 奖。 1-1A
FV-B 诀。 1-]

FV 祷。 1B ]B FV-B•,- 01-]B 
F 兴。 18 F-8 奖。 1

FV 长门 1B 2A FV-B 兴。 1 2 八
FV 诀。 ]8-2 FV8 兴。 1-2

川头。18-2B1 FV H- 祷。川日

l 百FV7X O曰I :I 户I 八可!币FV工I 棒 。 1 1 八FV 兴。 ]-1-] FV-l 兴。 1-1
关 01-] B 

F 兴。 1 1 F-l 祷。 1 • 一一
FV 於 ü1-1-2AI FY-l 祷。 ]-2A

iFV 铃 01 1-2 
7币 1-2B|FV-l 长 012B

数字形式

M 川l l| 

一一二

FV 祷。 1- 2 1 
FV 关心 ]-2-1 气 L FV2 祷。 1-] 八
一一一一-一- 二

FV 01-2-1Bi FV2一养 O]-IR

FV 祷。 1-22A! FV 2 交 0]-2A
FV 孚 01-2-2

F飞7 兴() 1 2-2B i F飞'-2 兴。] 2B 

仪表罔路号后缀(黑体部分) 仪表位号后缀({fJ下划线部分)

情况 2 :相同的用途2

式I 位寸@j跻 位于国路
两个仪表设备 四个仪表设备

后缀形 数字 标志
(对应不同的回路后续形式) (耳Jtif.不同的 l川iJ j珞 1月才jf 形式)

编号后 字母后 3 一←
仪表位号后缀←字母形式 仪表位号后缀手I11吓I 力 11 后每

FV 铃 01 人 1 ! 
FV 兴 O]-A

FV 六。 1 A2 
元 F 祷。1

FV 怜。]-Bl
FV 祷。 l-B

FV 养。1A 町A
|F"V川)1A Al I FV-A 拼川 Al

FY-A- 头
FV 誉。 lA 主;u ~-Y-_2祷。1 八2

F 兴。 lA F-A 诀。 1

F飞J 长。 1A 巳l 「Fir飞VrA A 焚。 1 })1 
FV 祷。lA-ß二坛。]-B2

字母形式 卜一 一一一工=
FV B一祷 01 Al FY 关心1 日八]

FV-B 钊 01 rFv * 01ι27 FVB 势。 1 八2
F 祷。 18 F-B- 兴。 1 卜一

FV-B- 矢。 1-B FY 保 018 电I}lJ JFFγ V B 兴 01- Bl
FV 兴。 18 B2 i FY-B 兴()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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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1. 6 

仪表回路号后缀(黑体部分) 仪表位号后缀(带下划线部分)

情况 2:相同的用途2

位于回路 位于回路
两个仪表设备 四个仪表设备

后缀形式 数字 标志
(对应不同的回路后缀形式) (对应不同的回路后缀形式)

编号后 字母后3

仪表位号后缀一字母形式 仪表位号后缀和附加后缀

FV * 01-1-Al 
FV 养 01-1-A FV-l 铃 01-A

FV 祷。1-1-A2
F 铃 01-1 F-l 祷 01

FV 替 01-1-Bl
FV 祷 01-1-B FV-l- 赞 01-B

FV 赞 01-1-B2

数字形式
FV 畴。1-2-Al

FV 祷 01-2-A FV-2- 禄 01-A
FV 头 01-2-A2

F 提 01-2 F-2 提 01
FV 祷。1-2-Bl

FV 祷。 1-2-B FV-2 祷 01-B
FV 铸 01-2-B2

注: 1 赘号为 0-9 的数字或多位数字的组合。

2 表中情况 l 和情况 2 的编号方式可以互换，也可以只使用其中一种方式。

3 仅适用于业主或信息系统不允许将回路号后缀放置在回路数字编号后时。

4.2 仪表常用缩写字母

4.2.1 仪表功能标志以外的常用缩写字母见表 4.2.1 。

表 4.2.1 常用英文缩写表

序号 缩写 英文 中文

1 A Analog signal 模拟信号

2 AC Alternating current 交流电

3 ACS Analyzer control system 分析仪控制系统

4 A/D Analog/Digital 模拟/数字

5 A/M Automatic/Manual 自动/手动

6 AND AND gate "与"门

7 AVG Average 平均

8 BMS Burner management system 燃烧管理系统

9 BPCS Basic process control system 基本过程控制系统

10 CCS Computer control system 计算机控制系统

Compressor control system 压缩机控制系统

11 D Derivative control mode 微分控制方式

Digital signal 数字信号

12 D/A Digital/ Analog 数字/模拟

13 DC Direct current 直流电

14 DCS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 分散型控制系统

15 DIFF Subtract 减

16 DIR Direct-acting 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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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V-l 养 01-A1

FV-l- 提 01-A2

FV-l 祷。l-Bl

FV-l- 祷 01-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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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V-2 祷。 l-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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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2.1

序号 缩写 英文 中文

17 E Voltage signal 电压信号

Electric signal 电信号

18 ESD Emergency shutdown 紧急停车

19 FFC Feedforward control mode 前馈控制方式

20 FFU Feedforward Unit 前馈单元

21 GC Gas chromatograph 气相色谱仪

22 H Hydraulic signal 液压信号

High 高

23 HH High-High 高高

24 Electric current signal 电流信号

Interlock 联锁

Integrate 积分

25 IA Instrument air 仪表空气

26 IFO Internal orifice plate 内藏孔板

27 IN Input 输入

Inlet 入口

28 IP Instrument panel 仪表盘

29 Low 低

30 L-COMP Lag compensation 滞后补偿

31 LB Local board 就地盘

32 LL Low-Low 低低

33 M Motor operated actuator 电动执行机构

Middle 中

34 MAX Maximum 最大

35 MIN Minimum 最小

36 MMS Machine monitoring system 机器监测系统

37 NOR Normal 正常

NOR gate "或非"门

38 NOT NOT gate "非"门

39 ON-OFF Connect - disconnectCautomatically) 通断(自动地)

40 OPT Opti日üzing control mode 优化控制方式

41 OR OR gate "或"门

42 OUT Output 输出

Outlet 出口

43 P Pneumatic signal 气功信号

Proportional control mode 比例控制方式

Instrument panel 仪表盘

Purge flushing device 吹气或冲洗装置

44 PCD Process control diagram 工艺控制图

45 P&'IDCPID) Piping and instrument diagram |管道仪表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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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2.1

序号 缩写 英文 中文

46 PLC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可编程序控制器

47 P. T一 COMP Pressure tεmperal ure compensat lOn 压力温度补偿

48 R Reset of fail-locked device (能源)故障保位复位装置

Resistance( signa l} 电阻(信号)

49 REV Revers已 actmg 反作用(反向)

50 RTD Resistance temperature detector 热电阻

51 S Solenoid actuator 电磁执行机构

52 SIS Safety instrumented systcm 安全仪表系统

53 SP Set point 设定点

54 SQRT Square root 平方根

55 TC Thermocouple 热电偶

56 XR X-ray X 射线

缩写字母应用示例:

信号报警(高、低;高、高高、低、低低)。

4.2.2 

HL HHLL 
←
归
一
垒

'
1
1

卢
穹J
h( J 

1 

( GC 

气相色谱仪。2 

补偿单元。

压力~温度补偿单元:

3 

ER下COMP

国L川
分析滞后补偿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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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仪表图形符号

5. 1 仪表设备与功能图形符号

5. 1. 1 基本图形符号应符合以下规定:

1 首选或基本过程控制系统图形由细实线正方形与内切圆组成，图例如下:

口
2 备选或安全仪表系统图形由细实线正方形与内接菱形组成，因例如下:

u 
3 计算机系统及软件罔形为细实线正六边形，图例如下:

0 
4 单台仪表图形为细实线圆圈，图例如下:

。

HG/T 20505-2014 

5 联锁逻辑系统符号为细实线菱形，菱形中标注"1" ，在局部联锁逻辑系统较多时，应将联锁逻

辑系统编号，罔例如下:

o (}) 
注 :"1"为 lnterlock 的缩写。

6 信号处理功能图形为细实线正方形和短形，罔例如下:

口二
注:具体的图形符号应符合本标准第 5.5. 1 条的要求。

7 指示灯图形由细实线圆圈与四条细实线射线组成，图例如下:

。
注:如果需要表示安装位置和可接近性，阁例中的细实线困圈应由本标准表 5. 1. 2 中 "D"列中任何一种符号所取代。

8 处理两个或多个变量，或处理→个变量但有多个功能的复式仪表(同一壳体仪表)时，可用相

切的细实线圆圈表示，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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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C汇巳
注:也可以用单独的细实线圆圈分别表示。

9 当两个测量点引到一台复式仪表上，而两个测量点在图纸上距离较远或不在同一张图纸上

时，则分别用两个相切的实线圆圈和虚线圆圆表示，因例如下:

\ 
/ 

\、--

5. 1. 2 仪表设备与功能的图形符号应符合表 5. 1. 2 的规定。

/ 
表 5. 1. 2 仪表设备与功能的圄形符号(表中上角数字为注释编号)

共享显示、共享控制l C D 

A B 

序号 计算机系统
单台(单台 安装位置与可接近性z

首选或 备选或 仪表设备
基本过程 安全仪表 及软件

或功能)
控制系统 系统

位于现场

1 口 。 U C ·非仪表盘、柜、控制台安装

·现场可视

·可接近性二通常允许

位于控制室

2 曰 ~ 巳 已 ·控制盘/台正面

·在盘的正面或视频显示器上可视

可接近性→通常允许

位于控制室

日 囹 。 G 
·控制盘背面

3 ·位于盘后3 的机柜内

·在盘的正面或视频显示器上不可视

·可接近性一通常不允许

自 医王 § 9 
·位于现场控制盘/台正面

4 ·在盘的正面或视频显示器上可视

可接近性 通常允许

·位于现场控制盘背面

5 曰 囹 G e ·位于现场机柜内

·在盘的正面或视频显示器上不可视

·可接近性一通常不允许

注: 1 共享显示、共享控制系统包括基本过程控制系统、安全仪表系统和其他具有共享显示、共享控制功能的系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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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设备。

2 可接近性指通常是否允许包括观察、设定值调整、操作模式更改和其他任何需要对仪表进行操作的操作员

行为。

3 "盘后"广义上为操作员通常不允许接近的地方。例如仪表或控制盘的背面，封闭式仪表机架或机柜，或仪表

机柜间内放置盘柜的区域。

4 带仪表位号的图形符号示例:

(a) 5 个或少于 5 个字符 z

已
(b) 6 个或更多的字符，可对仪表图形符号进行加大或断线处理 z

~飞\

卜一一→
'-.._./ 

/产-....._

ABCDEFGHJKL如f

←一一→9876543210 
'--一/

f一一\ 'ABCDEFGHJKL如f

9876543210 

5 变迭器带控制功能的图形符号示例:

E 

6 调节阀带控制功能的图形符号示例:

囚
一L

7 集变送器、控制器和调节阀于一体的仪表设备的图形符号示例:

24VDC 24VDC 

8 多点记录仪的图形符号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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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序号

1 

2 

3 

• 32 • 

或

( FT \ 

\ 001 J 

! PT 飞

飞 011 J 

/一__..1号笔

f FR 飞

: \ 001 ) 
l \-/丁备注l

f FT \ 

飞 001 J 

~2号笔

f PR \ 

\ 011 J 
\γ/击备注l

! PT \ 

\ 011 J 

{ TT 

\ 00也/

/一--....3号笔

f TR \ 
一- - - --
\ 00咀 ) : 

~备注l ; 

! TT \ 

\ 008 J 

备注:记录仪位号 :FR一00ljPR←OlljTR-008 o

5.2 检测仪表图形符号

仪表一次测量元件与变送器通用图形符号应符合表 5.2.1 的规定。

表 5.2.1 仪表一次测量元件与变送器通用图形符号(表中上角数字为注释编号)

符号 描述

la ， 2且 .2b ·通用型一次元件(用细实线圆圈表示)

已)
·应从本标准表 5.2.2 中选取测量注释代替(铃)来标识元件类型

连接工艺过程或其他仪表的相关连接线图型符号应符合本标准表 5.3.1 、表 5. 3. 2 

的规定

l且 .2且 .2b ， 3 一体化变送器(用细实线圆圈表示)

已(*)
·应从本标准表 5.2.2 中选取测量注释代替仆)来标识元件类型

·连接工艺过程或其他仪表的相关连接线图型符号应符合本标准表 5.3.1 、表 5.3.2

的规定

la ,2a.2h.3 ·变送器与一次元件的分体安装型式(用细实线圆圈表示)

口T
·应从本标准表 5.2.2 中选取测量注释代替(兴)来标识元件类型

·连接工艺过程或其他仪表的相关连接线图型符号应符合本标准表 5.3.1 、表 5.3.2

的规定

口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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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2.1

序号 符号 描述

4 

5 

lb.3 一体化变送器，其一次元件直接安装在工艺过程管线或设备上〈用细实线圆圈和

? 
一次元件图例符号表示〉

·囡 z一次元件图例符号，应符合本标准表 5.2.3 的规定

·连接其他仪表的相关连接线图型符号应符合本标准表 5.3.2 的规定

lb.3 ·变送器与一次元件的分体安装型式(用细实线圆圈和一次元件图例符号表示)

t 
·回=一次元件图例符号，应符合本标准表口 3 的规定

·连接其他仪表的相关连接线图型符号应符合本标准表 5.3.2 的规定

注: 1 测量符号通过 2

(a) 细实线圆圈表示。

(b) 细实线圆圈和一次元件图形符号表示。

2 如果出现以下两种情况，这些图形符号应用于过程，设备测量的表示 z

(a) 一次元件图例符号不存在。

(b) 不使用一次元件图例符号。

3 表中以变送器(T)为例，也可以是控制器(C) 、指示仪(l)、记录仪 (R)或开关(白。

5.2.2 测量注释应符合表 5.2.2 的规定。

表 5.2.2 测量注释

项 注释符号及含义
目

CO 氧化碳 H, S 一硫化氢 OP 一浊度 VIS 一可见光

CO, 一二氧化碳 HUM 湿度 ORP 一还原氧 VISC 一粘度

COL 一颜色 IR 一红外 pH 氢离子

分 COMB 一易燃 LC 一液相色谱仪 REF 一折射计

析 COND 电导 MOIST 一湿度 RI 一折射率

DEN 一密度 MS 质谱仪 TC 一导热性

GC 一气相色谱 NIR 一近红外 TDL 可调二极管激光器

H, O 水 0 , 一氧气 UV 紫外线

CFR 一恒定流量调节器 OP 孔板 PT 一皮托管 VENT 文丘里管

CONE 锥体 OP-CT 一角接取压 PV 文丘里皮托管 VOR 一旋涡

COR 一科里奥利 OP-CQ 一四分之一圆 SNR 一声纳 WDG 模形

DOP 一多普勒 OP-E 一偏心 SON 一声波

流 DSON 一声学多普勒 OP-FT 一法兰取压 TAR 一靶式
量

FLN 流量喷嘴 OP-MH 一多孔 THER 一热式

FLT 一流量测量管 OP-P 一管道取压 TTS 一声时传播

LAM 层流 OP-VC 理论取压 TUR 一涡轮

MAG 一电磁 PD 一容积 US 一超声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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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2.2

项
注释符号及含义臼

CAP 电容 GWR 导波霄达 NUC 一核 US 超声波

物 d/p 差压 LSR 一激光 RAD 一雷达
位 DI 一介电常数 孔1AG 磁性的 RES 电阻

DP 差压 MS • 磁致伸缩 SON 一一声波

ABS f售1才 此1AN 压力汁 VAC 真空
压

AVG 平均 P-V 压力真空力

DRF 风压i十 SG 变形测量器

BM 双金属 RTD 热电阻 TCK K 型热电偶 TRAN ←晶体管

温 IR 红外 TC 热电偶 TCT 一 T 型热电偶
度 RAD 一辐射 TCE E 型热电偶 THRM 一热敏电阻

RP →辐射高温计 TC] 一 J 型热屯偶 丁MP 牛温差电堆

燃烧 位 数量 辐射

FR →火柱 CAP 电容 PE 光电 α 一← α 射线

IGN 点火器 EC 涡流 TOG 切换 R 十日射线

IR 一红外 IND 感应 Y γ 射线

TV 电视 LAS 一激光 n 核辐射

UV 紫外 MAG • 电磁

其 岛1ECH 一机械

他 OPT 光学

RAD -雷洁

速度 重量，力

ACC 加速度 LC 负载传感器

EC 涡流 SG 应变仪

PROX 一接近 WS 称重仪

VEL 速度

5.2.3 一次测量元件图形符号应符合表 5. 2. 3 的规定。

表 5.2.3 一次测量元件图形符号(表中上角数字为注释编号)

序号 符号l 描述

回
·电导，湿度等

1 
单传感探头

囚
pH ， ORP 等

2 
·双传感探头

曰
·光纤传感探头

3 

'\_; 
·紫外光火焰检测器

4 

火焰电视监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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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2.3

序号 符号 l 描述

1: I 

·流量孔板
5 

限流孔板

6 快速更换装置中的孔板

因
·同心圆孔板

7 
限流孔板

8 因 ·偏心因孔板

9 旦 1/4 困孔板

10 国 ·多孔孔板

用
·文丘里管，流量喷嘴，或者流量测量管

11 ·若不只一种类型的元件使用该符号，则应从本标准表 5.2.2 中选取测量

注释代替(铃)来标识元件类型

12 民 ·文丘里管

l3 口 ·流量喷嘴

14 仁习 ·流量测量管

15 囚 一体化孔板

16 E 标准皮托管

17 国 ·均速管

囚
涡轮流量计

18 
·旋翼式流量汁

19 E ·旋涡流量汁

20 巴 ·靶式流量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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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2.3

序号 符号1 描述

a) 曰 f矶们
·电磁流量计21 b) 11))11 

、JV..λ，

22 a) 凹 b) 巴 ·热式质量流量计

23 日 ·容积式流量汁

问
·锥形元件

24 
·环形节流元件

25 内 ·模形元件

26 出 ·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

回
·声波流量计

27 
·超声波流量计

28 日 ·可变面积式流量计

29 巴 ·明渠堪

30 口 ·明渠水槽

31 四 ·内浮筒液位计

同 ·安装在容器内的浮球
32 

·也可能在设备顶部安装

凹 ·单点核辐射液位计
33 

·声波液位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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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2.3

序号 符号1 描述

34 囚 ·多点或连续核辐射液位计

·汲取管或其他一次元件以及液位计导管
||| | 

35 111 ·可在设备侧面安装

111 可无液位计导管安装
→11一| 

·带导向丝的浮子液位汁

1!1!1川川川 I 
36 ·应标注指示表头位置:在地面、设备顶部或从梯子可接近的位置

·导向丝可取消

口
·插入式探头

37 
·也可能在设备顶部安装

38 m ·雷达

·应变仪或其他电子传感器

1月*)
·应从本标准表 5.2.2 中选取测量注释代替(兴)来标识元件类型

39 ·若需要表示具体的连接方式，则应选用本标准表 5.3.1 中 6 ， 7 ， 8 ， 9 栏的

连接线图形符号

·若与另一个仪表相连，细实线圆圈可省略

·无外保护套管的温度元件

|分/LT+JA*) 

·应从本标准表 5.2.2 中选取测量注释代替(兴)来标识元件类型

40 ·若需要表示具体的连接方式，则应选用本标准表 5.3.1 中 6 ， 7 ， 8 ， 9 栏的

连接线图形符号

·若与另一个仪表相连，细实线圆圈可省略

注: 1 在工程的相关文件，如设计规定、设计说明中应说明哪些符号被选用。

2 一次测量元件图形符号应用示例:

( a) 分析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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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就地仪表的图形符号应符合表 5.2.4 的规定。

表 5.2.4 就地仪表的图形符号(表中上角数字为注释编号)

序号 符号1 描述

1 -ð一 ·视镜(流量观察)

2 

2 ·差压式流量指示计

3 ----ð>一 ·转子流量汁

〔扣 ·整体安装在设备上的液位计
4 

·视镜(液位观察)

·安装在设备外或旁通管上的液位汁

[þ 
·对于需要多个液位计进行测量时，可以用一个细实线圆圈来表示，

5 也可以每个液位计用一个细实线圆圈内来表示

·若需表示具体的连接方式，则应选用本标准表 5.3.1 中 6 ， 7 ， 8 ， 9 栏

的连接线图形符号

」二
·压力表

6 ·若需要表示具体的连接方式，则应选用本标准表 5.3. 1 中 6 ， 7 ， 8 ， 9

栏的连接线图形符号

二二
·温度计

7 若需要表示具体的连接方式，则应选用本标准表 5.3. 1 中 6 ， 7 ， 8 ， 9

栏的连接线图形符号

注: 1 在工程的相关文件，如设计规定、设计说明中应说明哪些符号被选用。

2 差压元件的图形符号应根据本标准表 5.2.3 选取。

• 39 • 



HG/T 20505-2014 

5.2.5 辅助仪表设备和附属仪表设备的图形符号应符合表 5.2.5 的规定。

表 5.2.5 辅助仪表设备和附属仪表设备的图形符号(表中上角数字为注释编号)

序号 符号1 描述

β 
·法兰连接插入式取样探头

I ·法兰连接式取样短管

·若不采用法兰连接，则应选用本标准表 5.3.1 中 7 ， 8 ， 9 栏的连接线图形符号

二一
·法兰连接式样品处理单元或者其他分析仪附件

2 代表单个或多个设备

·若不采用法兰连接，则应选用本标准表 5.3.1 中 7 ， 8 ， 9 栏的连接线图形符号

3 E β 流量整流器

仪表吹扫或流体冲洗

4 o 仪表吹扫或设备冲洗

·需在图例符号图纸中显示组件装配细节

·隔膜密封.法兰、螺纹、承插焊或者焊接式连接

5 E捍 若需表示具体的连接方式，则应选用本标准表 5.3. 1 中 6 ， 7 ， 8 ， 9 栏的连接线

图形符号

6 由 ·隔膜密封，焊接式连接

·法兰连接式温度外保护套管

β ·法兰连接式测试外保护套管
7 

若连接到其他仪表，细实线圈圈可省略

·若不采用法兰连接，则应选用本标准表 5.3.1 中 7 ， 8 ， 9 栏的连接线图形符号

注: 1 在工程的相关文件，如设计规定、设计说明中应说明哪些符号被选用。

2 图形符号和测量注释应用示例:

I /"一____ TC ，，~...r 
I I AE \ -- . 
L.-.....l ←-白一一-…_，.. or

飞 *1、、

" v_ /_ . DRAIN 
J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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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仪表连接线图形符号

5.3.1 仪表与工艺过程的连接线图形符号应符合表 5. 3. 1 的规定。

表 5.3.1 仪表与工艺过程的连接线图形符号

序号 符号 应用

仪表与工艺过程的连接
1 

·测量管线

伴热(伴冷)的测量管线
2 一一一-(ST) 一一一一

伴热(伴冷)类型:电 (ET) 、蒸汽 (ST) 、冷水 (CW)等

·仪表与工艺过程管线连接的通用型式
3 

仪表与t艺过程设备连接的通用型式

伴热(伴冷)仪表测量管线的通用型式
4 

·工艺过程管线或设备可能不伴热(伴冷)

。
伴热(伴冷)的仪表

5 
仪表测量管线可能不伴热(伴冷)

、、一

士
·仪表与工艺过程管线的连接方式为法兰连接

6 
仪表与工艺过程设备的连接方式为法芝连接

仪表与工艺过程管线的连接方式为螺纹连接
7 Q_ 

仪表与工艺过程设备的连接方式为螺纹连接

·仪表与工艺过程管线的连接方式为承插焊连接
8 「寸

仪表与工艺过程设备的连接方式为承插焊连接

·仪表与工艺过程管线的连接方式为焊接连接
9 • 

·仪表与工艺过程设备的连接方式为焊接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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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仪表与仪表的连接线图形符号应符合表 5.3.2 的规定。

表 5.3.2 仪表与仪表的连接线图形符号(表中上角数字为注释编号)

序号 符号 应用

I • IA 也可换成 PA(装置空气) ， NS(氮气) ，或 GS(任何气体)
1 

IA ·根据要求注明供气压力，如 :PA~70kPa(G) ， NS~300kPaCG)等

l 
·仪表电源

2 ·根据要求注明电压等级和类型，如 :ES-220 VAC 
ES 

• ES 也可直接用 24 VDC ， 120VAC 等代替

l 
·仪表液压动力源

3 
HS ·根据要求注明压力，如 2 日S一 70kPa(G)

飞

2 
·未定义的信号

4 
L L 

·用于工艺流程图 CPFD)

7 7 
·用于信号类型无关紧要的场合

2 

5 
子 子

·气动信号
7 7 

2 

6 ·电子或电气连续变量或二进制信号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 ·连续变量信号功能图
7 

·示意梯形罔电信号及动力轨

。但

B ·液压信号

L L 

2 

9 

兴 兴
·导压毛细管

2 
·有导向的电磁信号

10 
F"\ r『、

·有导向的卢波信号
←一\J 飞二3

·光缆

、

·无导向的电磁信号，光，辐射，广播，声音，无线信号等

11 a) 气J "v ·无线仪表信号

b) ^'v ^v 无线通信链接

4 
·共享显示、共享控制系统的设备和功能之间的通信链接和系统总线

12 

一一。 。←一 • DCS ， PLC ，或 PC 的通信连接和系统总线(系统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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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3.2

序号 符号 应用

5 
·连接两个及以上以独立的微处理器或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系统的通信链接

13 或总线

一一-. .一一一 • DCS-DCS ， DCS-PLC ， PLC-PC ， DCS-现场总线等的连接(系统之间)

6 

·现场总线系统设备和功能之间的通信链接和系统总线
14 

一-0 。一一 ·与高智能设备的链接(来自或去)

7 一个设备与一个远程调校设备或系统之间的通信链接
15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与智能设备的链接(来自或去〉

16 -<!←一-<!←一 ·机械连接或链接

3 

但) >(## ) 

(#) 
·图与图之间的信号连接，信号流向 z从左到右

你# ) 
(# ):发送或接收信号的仪表位号17 

(#) >
(# #):发送或接收信号的图号或页码

。相)

b) < 。丰)

(阳)

件)←一
·至逻辑图的信号输入

18 
( * ) :输入描述，来源或者仪表位号

一一卡)
·来自于逻辑图的信号输出

19 
(美) :输出描述，终点或者仪表位号

·内部功能，逻辑或者梯形图的信号连接

20 ~ ·信号源去一个或多个信号接收器

(祷) :连接标识符 A ， B ， C 等

·内部功能，逻辑或者梯形图的信号连接

21 ~一 ·一个或多个信号接收器接收来自一个信号源的信号

(祷) :连接标识符 A ， B ， C 等

注: 1 以下情况仪表能源连接线图形符号应在图中表示出来 2

(a) 与通常使用的仪表能源不同时(如通常使用 24VDC，则当使用 120VDC 时，需要表示出来h

(b) 当仪表设备需要独立的仪表能源时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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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控制器或开关的动作会影响仪表能源时。

2 如果需要表明信息的流向，应在信号线上加箭头。例如:

----------~ 

3 在工程的相关文件，如设计规定、设计说明中应说明哪些图形符号被选用。

4 用于表示专用系统内部设备和功能之间的通信链接。专用系统，如 :DCS ， PLC，个人计算机系统等。

5 用于表示两个及以上以独立的微处理器或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系统之间的通信链接。

6 连接于高智能仪表设备之间和高智能仪表设备与总线系统之间。高智能(intelligent)仪表设备，如:以微处理

器为主要础，具有控制功能的变送器、阀门定位苦苦等。

7 连接于智能仪表设备与仪表系统的输入信号端之间。智能 (smart) 仪表设备，如:智能变远器，输出的信号叠

加有数字信号，可用于仪表的诊断和校准。

8 信号线的交叉为断线，信号线相接不打点。例如:

交叉线的表示方式 连接线的表示方式

9 仪表连接线罔形符号的应用示例:

(a) 气功信号线

t 7乒 -# 

( b) 电子或电气连续变量或二进制信号线

严走\

飞v 址:2

qy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ZE
( c) 现场仪表与远程调校设备或系统之间的通信链接信号线

平。-一
(d) 无线仪表信号线

φ 
I:~一

"'"♂^v ~EF~咀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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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现场总线系统设备和功能之间的通信链接信号线

(f)多种信号线组合(共享显示、共享控制系统，现场总线仪表，电子仪表)

目 囚一国

EE。一oE
?一一一二

齿。一。由·

CD 

(g) 多种信号线组合(共享显示、共享控制系统 首选和备选系统，电子仪表)

?一一一一一
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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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最终控制元件图形符号

5.4.1 最终控制元件图形符号应符合表 5. 4. 1 的规定。

表 5.4.1 最终控制元件圈形符号(表中符号栏内数字为注释编号}

序号 符号 应用

1, 2 ·通用型两通阀

a) 一一-{><J一一一 ·直通截止阀

b) 一一--r::-::J-一一 闸阀

2,3 ·通用型两通角阀

2 -----t子
·角形截止阀

·安全角阀

2 ·通用型三通阀

3 一飞F一
主通截止阀

箭头表示故障或未经激励时的流路

2 

·通用型四通阀

4 」和 ·四通旋塞阀或球阀

·箭头表示故障或未经激励时的流路

2 

U ·蝶阀

一一斗\←一

2 

6 
一一一仄刀一一一

·球阀

2 

7 ·旋塞阀
一一一口刀一一一

2 

8 ·偏心旋转阀

一一--(:::(K←一一

1. 2 

9 a) 一一-εE一一 ·隔膜阀

b) -一~豆子一一

2 

10 
一一一巨3一一一

·夹管阀

2 

11 ·波纹管密封阀
一一-t::究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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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4.1

序号 符号 应用

2 

·通用型风门
12 

一飞一 ·通用型百叶窗

2 

·平行叶片风门
13 

→-1了一一 ·平行叶片百叶窗

2 

·对称叶片风门
14 

一王二 ·对称叶片百叶窗

4 

15 ·两通开关型电磁阀
"-/1 
v 、叫

4 

16 
一飞

·角形开关型电磁阀

4 

三通开关型电磁阀
17 

一→?一 ·箭头表示失电时的流路

4 

4γ 
·四通开关型电磁阀

18 
·箭头表示失电时的流路

4 

·四通五端口开关型电磁阀
19 

一节乎一 ·箭头表示失电时的流路

20 ·永久磁铁可调速精合器

注: 1 在工程的相关文件，如设计规尘、设i十说明中应说明哪些图形符号被选用。闸阀的图形符号宜采用序号"'1"中

的"a)"型。

2 本表第 1 到第 14 项与本标准表 5.4.2 第 1 到第 16 项相互组合，用来表示过程控制阀。

3 本表第 2 项与本标准表 5.4.2 第 20 、 21 项相豆组合，用来表示安全阀。

4 本表第 15 到第 19 项与本标准表 5.4.2 第 17 、 18 、 19 项相互组合，用来表示电磁阀。

5.4.2 最终控制元件执行机构图形符号应符合表 5.4.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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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2 最终控制元件执行机构图形符号(表中符号栏内数字为注释编号)

序号 符号 描述

1 

T 
·通用型执行机构

1 
弹簧一薄膜执行机构

2 

丁
·带定位器的弹簧一薄膜执行机构

1 

3 ? ·压力平衡式薄膜执行机构

l ·直行程活塞执行机构

4 

甲
·单作用(弹簧复位)

·双作用

1 

5 ·带定位器的直行程活塞执行机构

l 

同E
·角行程活塞执行机构

6 
·可以是单作用(弹簧复位)或双作用

l 

7 

平 ·带定位器的角行程活塞执行机构

8 

甲
·波纹管弹簧复位执行机构

1 
电机(回旋马达)操作执行机构

9 φ ·电动，气功或液动

·直行程或角行程动作

1 

可调节的电磁执行机构
10 

甲 ·用于工艺过程的开关阀的电磁执行机构

1 

11 ? ·带侧装子轮的执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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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襄 5.4.2

序号 符号 描述

1 

12 

千
·带顶装手轮的执行机构

1 

13 
丁

·手动执行机构

l 

14 φ ·电液直行程或角行程执行机构

15 F ·带子动部分行程测试设备的执行机构

i 

16 

但
·带远程部分行程测试设备的执行机构

3 

17 
甲

自动复位开关型电磁执行机构

3 

18 

甲φ
·手动或远程复位开关型电磁执行机构

3 

19 

dφ 
·手动和远程复位开关型电磁执行机构

2 

20 弹簧或重力泄!长或安全阀执行机构

2 

内
·先导操作泄压戎安全阀调节器

21 
·若传感元件在内部，取消先导压力传感的连接线

注: 1 本标准表 5.4.1 第 1 到第 14 项与本表第 1 到第 16 项相互组合，用来表示过程控制阀。

2 本标准表 5.4.1 第 2 项与本表第 20 、 21 项相互组合，用来表示安全阀。

3 本标准表 5.4.1 第 15 到第 19 项与本表第 17 、 18 、 19 项相豆组合，用来表示电磁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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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自力式最终控制元件图形符号应符合表 5.4.3 的规定。

表 5.4.3 自力式最终控制元件图形符号

序号 符号 描述

--e>-
自动流量调节器

1 • XXX:FCV 无指示

• XXX:FICV 带指示

(a)→。>一 ·与手动调节阀一体的可变面积流量计
2 

4平
·如果子动调节阀和可变面积流量计的位号均需要表示出来，应选用 (b)

(b) 

3 FICV 恒定流量调节器

-ð一
·视镜(流量观察)

4 
·若不只使用一种类型，类型应予以注明

、

已忏
·通用型限流元件

5 ·单级孔板

·对于多级孔板戎毛细管类型，应予以注明

q除← ·在阀塞上钻孔的限流孔板
6 

·若阀门有位号，孔板的位号不表示

E哥忏 ·液位调节器
7 

ý'f球平口机械联动装置

__]:_ ·背压(阀前压力)调节|浏
8 

·内部取压

且」
·背压(阀前压力)调节阀

9 
·外部取压

--J:一
·减压(阀后压力)调节阀

10 
·内部取压

」口一
·减压(阀后压力)调节阀

11 
·外部取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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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4.3

序号 符号 描述

且L
·差压调节阀

12 
·外部取压

~ 
·差压调节阀

13 
·内部取压

14 ~ ·减压调节阀(带一体化泄压出口和压力表)

15 _jJ_ ·温度调节阀

注 z在工程的相关文件，如设计规定、设计说明中应说明哪些图形符号被选用。

5.4.4 控制阀能源中断时间位的图形符号应符合表 5.4.4 的规定。

表 5.4.4 控制阀能源中断时阀位的图形符号{表中上角数字为注释编号)

序号 方法 A1 • 2 方法 B1 • 2 定义

1 L L ·能源中断时，阀开

2 L L ·能源中断时，阀关

3 品 具 ·能源中断时，阀保位

4 L z ·能源中断时，阀保位，趋于开

FL/DO 

5 L L ·能源中断时，阀保位，趋于关

FLlDC 

注: 1 在工程的相关文件，如设计规定、设计说明中应说明哪些图形符号被选用。

2 这些图形符号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控制阀和执行机构。

3 最终控制元件图形符号应用示例:

(a) 不带定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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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带定位器

⑤ 

J 
⑤ 

从定位器到执行机构气源线上的双斜平行线可不表示出来。

⑤
|
|
|
l
J

一

(-

(c) 带定位器(如果所有调节阀都带定位器，应位器可不用表示出来，但应在工程的相关文件中予以说明)

@ 

@j: 
5.5 信号处理功能图形符号

5.5.1 信号处理功能图形符号应符合表 5.5.1 的规定。

表 5.5.1 信号处理功能图形符号(表中上角数字及符号栏内数字为注释编号)

功能 方程式
序号

符号1.2 阁形
定义

和 M=Xj 十 X2 … +Xo

X 儿f

囚
X" ·输出等于输入的代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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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5.1

功能 方程式

序号 定义

符号1.' 图形

平均值 几f一 X， +X2 … +Xn/n

X 

2 

回 / 
·输出等于输入的代数和除以输入的数量

f t 

差 M=X,-X, 

X M 

3 

~ 囚
·输出等于两个输入的代数差

~ 
I 

乘 M=X,X, 

4 ·输出等于两个输入的乘积

因

1, I t I 

除 M=X, --;-X, 

5 

曰 /γ 
·输出等于两个输入的商

1, 

指数 M=Xn 

X M 

6 输出等于输入的 n 次方

囚

J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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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5.1

功能 方程式

序号 定义
符号1 ， 2 图形

方根 M= v.豆

X M 

7 f一
·输出等于输入的 n 次方根

回 ·如 n 省略，默认为平方根

f 

正比 M=KX 或 M=PX

X M 
·输出与输入成正比

3 

/ 
8 ·对于容积放大器，K 或 P 替换成 1 =1

囚 日 ·对于整数增益，K 或 P 替换成 2: 1， 3 =1等

a) b) 

t, t t , f 

反比 M=-KX 或 M=-PX

1, t 

X 
·输出与输入成反比

3 ·对于容积放大器， -K 或 P 替换成一 1 =1
9 

/M 因 回
·对于整数增益， -K 或→P 替换成一 2: 1, 

a) b) → 3 =1等

t, I 

积分 M二 (l/T， ) IXdt 

X M 
·输出随着输入的幅度及持续时间而变化

3 

10 ·输州与输入的时间积分成比例

囚 囚 • T，=积分时间常数
a) b) 

「寸
1, 1, f 1, f 

微分 M=TD(dx/dt) 

X M 

1、

/ 
输出与输入的变化来成比例

11 

四 囚
• TD =微分时间常数

a) b) 

1, 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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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5.1

功能 方程式

序号 定义

符号1.2 图形

未定义函数 M= f(X) 

立' M 

·输出为输入的某种非线性或未定义函数
12 

回 ·函数在注释或其他文本中定义

V 
t I 

转换 1= P .P= I ,etc ·输出信号的类型不同于输入信号的类型

·输入信号在左边，输出信号在右边

以下任何信号类型均可代替"1" 、 "P":
X M 

A-模拟 H一液压

13 .8 二进制 I 电流

回 .D 数字 。一电磁

• E 电压 P一气压

t 1 • F 频率 R 电阻

时间函数 几1=Xf(t)

X M ·输出等于某种非线性或未定义时间函数

「
乘输入

14 

回 ·输出是某种非线性或是未定义时间函数

·函数在注释或其他文本中定义

t 1, f 

M=X， 当 X1 >X2
信号高选

IVf=X， 当 X， ~X，

15 ~/ ·输出等于两个或多个输入中的最大值国

f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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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5.1

功能 方程式

序号 定义
符号1.Z 图形

M=X1 当 XZ >X， >X3 或 X， >X， >XZ

信号中选 M=Xz 当 X， >X， >X， 或 X3 >XZ >X，

M=X3 当 X， >X3 >XZ 或 XZ >X3 >X，

X 
X、

M 
16 ·输出等于三个或多个输入中的中间值

X, 

/ 囚
X号

t 

M=X， 当 X，运Xz
信号低选

M=X, 当 X1 二三X2

X M 

17 

三〈二
·输出等于两个或多个输入中的最小值

曰
Y个\

t , 1, 

M=X 当 X<H
高限

M=H 当 X 二二 H

X M 

18 

v' 
·输出等于输入(X<H 时)或输出等于上

囚
限债(X二三H 时)

v: 
1, t 1, 

M=X 当 X~L
低限

M=L 当 X 王三L

X M 
·输出等于输入(X二三LB们或输出等于下限!

19 

7 曰
值(X<L 时)

t 
6 

t , t 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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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序号

方程式

定义
符号1. 2 图形

正偏置
M=X， 十 b

M=[一 ]X， ←b

20 

日

无

L
J
J

·输出等于输入加上某一任意值

负偏置

" 
I 二 f

21 

日

f二 I I一飞

·输出等于输入减去某一任意值

速率限制器

M=X, -b 

M=[-]X, -b 

X2 X'f … M X 

应j b 飞J

·在输入的变化率不超过限值时(限值确定

了输出的变化率直至输出再次等于输

入) ，输出等于输入

1, f 1, I f 

·输出状态依赖于输入值

·当输入等于或高于某一任意高限值肘，输

出状态发生改变

dM/dt=dX/dt for dX/dt<H ,M=X 

dM/dt=H for dX/dt,?H ， M笋X

xl ~~ dMldt=H 

气/，

" 
t, f 飞

22 

回回

高信号监视器

HIlltlttf 

-Slt-

t , t, .1 

(状态l)M二。 @X<H

(状态 2)M=1@X注H

,.... 
23 

囚

XI /H M 
状态1 .状态2

国--
t , f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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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5.1

功能 方程式

序号 定义

符号1. 2 阁形

(状态 1)M= l@XζL 

低信号监视器
(状态 2)M=0(<号X>L

X 1v[ ·输出状态依赖于输入值

24 状态l 状态2 ·当输入等于或低于某一任意低限值时，输

囚 出状态发生改变
L 

一一一一一一

t 

(状态 l)M=l@X~L

高/低信号监视器 (状态 2)M=O@L<X<H

(状态 3) }\1=] @x二?':H

·输出状态依赖于输入倪

25 
X M !II- 回· 当输入等于或低于某一任意低限值戎输

H 
一-一一-一 入等于或高于某一任意高限值时.输出状

状态1 状态2 状态3

回
态发生改变

' 
L 

←一 -----,--
I 

国- ..... 
" t 、 I " y 、

模拟信号发生器 无}j程式
·输出等二f一个"pJ变的模拟信号，该模拟信

号由下面两种方式产生:
26 

囚 无图形 a. 自动并且操作员不可调

b. 手动并且操作员可调

二进制信号发生器 无方程式
输出等于一个开关二进制信号，该信号由

下面的两种方式产生 z
27 

回 无图形 a. 自动并且操作员不可调

b. 手动并且操作员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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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5.1

功能 方程式
序号 定义

符号 1 ， 2 图形

信号传输
(状态l)M=X1

(状态 2)M=X2

x 

~二 以t少
·输出等于传输器选择的输入

28 '1 I t 1 r 

囚
模拟信号传输 传输由外部信号动作

X M 

广寸 X 1 

贝卡气豆;X , 

1 , f f >

工进制信号传输

注: 1 输出功能"辅助设备CY)"用于信号的计算或转换等功能时，在仪表图形符号外标注信号处理功能图形符号。

2 表示在仪表图形符号外的右上角或左上角(四分之一象限内) .当影响到连接线时，可以紧贴在仪表图形符号

外。例如:

曰

因 「
-
2
-

-
F

呵
。
-

-1J

…
*h 

-YL-F 

1 在工程的相关文件，如设计规定、设汁说明中应说明哪比图形符号被选用。

5.5.2 信号处理功能罔形符号应用示例见表 5. 5. 2 所示。

表 5.5.2 信号处理功能图形符号应用示例

名称 常规仪表 DCS 

运算器 GJ ⑤ q 因囚 曰曰

选择器 由可 ① @ 国曰 回日|

转换器 q? G? 囚国 自由

函数发生器 团剧 因巳 | 

f\! 5: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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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二进制逻辑图形符号

5.6.1 二进制逻辑图形符号宜符合表 5.6.1 的规定。

表 5.6.1 二进制逻辑图形符号(表中上角数字为注释编号)

功能

符号

真值表1

与门

h
凹

定义1

图形

只有当所有的逻辑输入为真，逻辑输出才为真

可选的图形符号2 ， 3

A一一>1
B- 一>l..-一
C 一-r>1 ←-> 0 

X- ..L>I 

A B C X 。
。。 。 。 。

2 。 。 。 。

3 。 。 。 。

4 I 0 。 。 。

5 。 。 。 。

6 。 。 。

7 。 。 。

8 。 。 。

9 I 0 。 。

10 。 。 。

11 。。 。

12 。 。

13 。 。
14 。

15 。 1 I 1 。

16 1 I 1 I 1 

A 

B 

C 

X 

。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或门

认
附
|

任何--个逻辑输入为真，逻辑输出为真

可选的罔形符号2.3

A 一 ->1
B 一->1，..........，
C - -r>1 0 •• o 

t ←-一~
I 

X 一..L>I

2 

A B C X 。

010 。 。 。

2 。 。 。
3 o 。 。

4 I 0 。 。

5 。 。 。

6 。 。

7 。 。

8 。 。

9 。 。

10 。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A 

B 

C 

X 

。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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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6. 1 

功能

符号

定义 1

真值表1 图形

与非门

忖
如

·只有当所有的逻辑输入为假，逻辑输出才为真

任何一个逻辑输入为真，逻辑输出为假

3 
A B C X 。

。 。 。 。

2 。 。 。。

3 。 。 。。

4 。 。 。。

5 。 。 。 。

6 。 o 10 
7 。 。。

8 。 。 。

9 。 。。

10 。 。 。

II 。 。 。

12 。。

13 。 。

14 。 。

15 。 。
161 1 。

A 

B 

C 

X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或非门

A一一>1
B 一一>I~
C - -r >[ NOR}-一>0

I I、 J

I I -

X--'->I 

任何→个逻辑输入为假，逻辑输出为真

只有当所有的逻辑输入为真，逻辑输出才为假

4 

A B C X 。

o 1 0 。 。

2 。 。 。

3 1 0 。 。
410 。 。

5 01 0 。
6 。 。

7 。 。
8 。 。

91 0 。

10 。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A 

B 

C 

X 

。

2 3 4 5 6 7 8 9 10 II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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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6.1

功能

符号

真值表1

有限制的或门，满足

条件的输入数量

大于等于"n"

。
>

by >>>>
-
-
T
『

8
4

----ABCX 

定义l

图形

·若为真值的逻辑输入的数量大于等于"口"，逻辑输出为真

.真值表和图形中的 '"n"二 2

5 
A B C X 。

。 。 。 。 。

2 。 。 。。

3 。 。 。。

4 。 。 。 。

5 。 。 。 。

6 。 。

7 。 。

8 。 。

9 。 。

10 。 。

II 。 。
12 。
13 。

14 。

15 。

16 

A 

B 

C 

X 

。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有限制的或门，满足条

件的输入数量大于"丑"

A-->I 
B 一 ->I~
c -.>r >n )--> 0 

X- ..I..>I 

6 

A B C X 。

。 。 。 。。

2 。 。 。。

3 。 。 。。

4 。 。 。。

5 。 。 。 。

6 。 。。

7 。 。 。

8 。 。 o 
9 。 。 。

10 。 。 。

11 。 。 。

12 。

13 。
14 。

15 。

16 

若为真值的逻辑输入的数量大于"口"，逻辑输出为真

真值表和图形中的"n"二 2

A 

B 

C 

X 

。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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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功能

符号

真值表l

有限制的或门，满足

条件的输入数量

小于等于"n"

A-->I 
B-->I~ 
C- ，>[~n~ 一>0

X- ..L>I 

A B C X 。

010 。 。

2 。 。 。

3 1 0 。 。

41 0 。 。

5 1 0 。 。

6 。 。

7 。 。

8 。 。

91 0 。

10 。 。

II 。。
12 。 。

13 。 。

14 。 。

15 。 。

16 。

有限制的或门，满足条

件的输入数量小于"n"

A一一>1
B 一 ->1......-飞

C- ,>[ <n ←一>0
I I\. j 

I I 、-
X- ..L>I 

A B C X 。

。。 。 。

2 。 。 。

3 。 。 。

4 1 0 。 。

5 o 1 0 。

6 。 。 。

7 。 。 。

8 。 。 。

91 0 。 。

10 。 。 。

11 。。 。

12 。 。

13 。 。

14 。 。

15 。 。

16 。

A 

B 

C 

X 

。

A 

B 

C 

X 

。

HG/T 20505-2014 

续表 5.6.1

定义 1

图形

若为真值的逻辑输入的数量小于等于"n" ，逻辑输出为真

真值表和图形中的"口"二 2

2 3 4 5 6 7 8 9 10 II 12 13 14 15 16 

若为真值的逻辑输入的数量小于"n"，逻辑输出为真

真值表和阁形中的"n"=2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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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功能

符号

真债表1

有限制的或门，满足条

件的输入数量等于"n"

A--')I 

B 一-')I~气

C -õ>( =n ←一>0, ，、 J

,,
X- ..L.')I 

A B C 
。 。 。

2 。 。

3 。 。

4 。。
5 。 。 。

6 。

7 。

8 。 。
9 1 0 
10 。 。

11 。。
12 
13 。

14 。

15 。

16 

X 。

。 。

。 。

。 。

。 。

。
。

。

。

。 。
。

。
。

。

有限制的或门，满足条

件的输入数量不等于"'n"

A-->I 
B 一一对.r-飞

C -õ>( *n •-> 0 , I、 J, ,-
X 一..1..>1

A B C X 。
010 。 。

2 。 。 。

3 。 。 。

4 o 1 0 。

5 。 。 。

6 。 。 。

7 。 。 。

8 。 。 。

9 。 。 。
10 。 。 。

11 。 。 。

12 。

13 。
14 。

15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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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6.1

定义 l

图形

·若为真值的逻辑输入的数量等于"n"，逻辑输出为真

.真值表和图形中的U n"=2

A 

B 

C 

X 

。

A 

B 

C 

X 

。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若为真值的逻辑输入的数量不等于"n"，逻辑输出为真

真值表和图形中的"n"=2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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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6.1

功能

符号
定义l

真值表l 图形

非门
若逻辑输入真，逻辑输出为假

回
若逻辑输入假，逻辑输出为真

11 I A 一一 -- 0 

山
市
川

--1--1---T--l---r--

lI I I I I I 

J-- •--J.'"; ," J..m L--l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J 

仁;

基本的记忆装置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A -~ s ~-> c 

B- -3>I R 1-今 D

12 

A B C D 
。 。 。

2 。 。

3 。 。 。
4 。 。

P 。 。 。

b 。

7 。 。 。

8 。

·逻辑输出 [CJ和[DJ的值总是相反的

如 [AJ 二1，那么 [CJ= 1 , [DJ=O 

如 [AJ变成 0 ，在 [BJ=l 之前， [CJ保持 1 、 [DJ保持。

如[BJ= l，那么 [CJ 工二 O.[DJ=l

如 [BJ变成 0 ，在 [AJ 工 I 之前， [CJ保持。、 [DJ保持 1

如 [AJ[BJ 同时为1，那么 [CJ[DJ改变状态

A 

B 

C 

D 

2 8 3 4 5 6 7 

置位优先的记忆装置

A -->1 SG ~→ C 

B 一->1 R 卡令。

逻辑输出[CJ和[DJ的值总是相反的

如[AJ= 1.那么 [CJ= l， [DJ=。

如 [AJ变成 0 ，在 [BJ=l 之前[CJ保持 1 ，{DJ保持。

如[BJ二 1 ，那么 [CJ=O ， [DJ=l

如 [BJ变成 0 ，在[A]=l 之前[CJ保持 0 、 [DJ保持 l

.如[AJ[BJ 间时为1，那么[CJ= l， [DJ=O

13 

A B C D 
。 。 。

2 。 。

3 。 。 。

4 。 。

5 。 。 。

6 。

7 。 。 。

8 。

B 

C 

2 3 4 6 7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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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功能

符号

真值表1

复位优先的记忆装置

A-->l s ~今 C

B -->1 Ro 卡今 D

A B C D 
。 。 。

2 。 。

3 。 。 。

4 。 。

5 。 。 。

6 。

7 。 。 。

8 。

脉冲持续时间一固定的

l一旦今O

无

延时关

I一曰→o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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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6.1

逻辑输出 [CJ和 [D]的值总是相反的

如[AJ= l，那么 [CJ= l， [DJ= 。

定义l

图形

如 [AJ变成 O.在[BJ=1 之前[CJ保持 1 、 [D]保持。

如[B]= 1，那么 [CJ=O ， [D] 二 1

如 [B]变成 0 ，在 [A]=1 之前[CJ保持 0 、 [D]保持 1

如 [AJ[BJ同时为1，那么 [C] 二 O ， [D] 二 1

2 3 4 5 6 7 8 

当逻辑输入[IJ从 o 变成1，逻辑输出口日从 0 变成 1 并在规定时间 t 内保持为 1

当逻辑输入[1]从 0 变成 1 ，逻辑输出 [OJ从 0 变成 1

当逻辑输入[IJ从 1 变成 0 并且持续时间 t 后，逻辑输出【OJ从 1 变成 0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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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符号

真值表l

延时开

i 一->1 t GT I--今 0

17 I R_/""~一一~

无

脉冲持续时间一可变的

续表 5.6.1

定义!

图形

当逻辑输入[1J从 0 变成 1 并且持续时间 t 后，逻辑输出 [OJ从 0 变成 1

.逻辑输出口)J保持 1 直至逻辑输入口]变为。我可选的复位[RJ变为 1

。

lI t _1 I I _~I 
l 、 I ~I I‘-, 

R 

当逻辑输入[I]从 0 变成1，逻辑输出 [OJ从 0 变成 1

。

当逻辑输入口J=1 持续时间 t 后或逻辑输入[IJ从 1 变成 0 或可选的复位[RJ变为 1

RlfJ' ol 

时，逻辑输出口日从 1 变成。

18 

。

|件寸 ~ 伫寸
无

RI 

注: 1 真(成立)信号为1，假(不成立)信号为 0;

2 可选的图形符号只适用于"与"和"或"门的表示;

3 在工程的相关文件，如设计规定、设计说明中应说明哪些图形符号被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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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 电气元件图形符号

5.7.1 电气元件图形符号宜符合表 5.7. 1 的规定。

表 5.7.1 电气元件图形符号

序号 符号 文字代号 名称

·中文.电阻器
1 一寸二二王一一 R 

·英文: Resistor 

号ι ·中文 z变阻器
2 R 

·英文: Adjustablc Resistor 

一才←一
·中文电容器

3 C 
·英文 Capacitor

广叮
·中文:电感线圈

4 
·英文: lnductive Coil 

•• ·中文=蓄电池
5 G 

·英文: Secondary Cell 

·中文:热电偶
6 TC 

·英文 :Th盯mcouple

什
·中文:报警器

7 A 
·英文 :Sire口

干?
·中文:音响信号

8 HH 
英文: Acoustic Signalling 

?干
·中文:蜂鸣器

9 HB 
·英文: Buzzer 

Q9 ·中文:指示灯在控制盘上
10 HL 

英文 lndicating Lamp on Control Panel 

8 ·中文:报警灯在控制盘上
11 HL 

英文: Alarming Lamp on Control Panel 

D 
·中文 :DCS 上的状态指示

12 HL 
英文: State lndicating on DCS 

\ / 
·中文 :DCS 上的状态报警

13 D HL 

/ \ 
英文: State Alarming on D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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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7. 1 

序号 符号 文字代号 名称

V ·中文:半导体二极管
14 V 

·英文: Semiconductor Diode 

L认λj 中文 z双绕组变压器
15 T 

广内Y飞 ·英文: Transformer with Two Windings 

一例
中文:整流结

16 J 
·英文: Arectifying ] unction 

E二
·中文:熔断器

17 F 
·英文 :Fuse

中文:整流器
18 52<1 

U 
·英文: Rectifier 

·中文:断路器
19 CB 

·英文: Circuit Breaker 

·中文:隔离器
20 1S 

·英文: Isolator 

ε斗 ·中文 g 自动复位的手动按钮开关
21 SA 

英文: Push-button Switch Automatic Return 

叫
·中文:手动操作开关

22 SA 
·英文 :Switch

寸
·中文:自动复位的子动拉拨开关

23 SA 
·英文: Pulling Switch Automatic Return 

斗
·中文:元自动复校的于动旋转开关

24 SA 
·英文: Turning Switch Stay-put 

I I I I ·中文:多位开关
25 

飞
SA 

·英文:Multi-position Switch Maximum Four Pos山on

叫
·中文:钥匙开关

26 SIL 
·英文 :Key Sw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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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7.1

序号 符号 文字代号 名称

叫
·中文:紧急开关(蘑菇头安全按钮)

27 SEG 
英文: Emergency Switch (Mushroom-head Safety Feature) 

·中文:常开触点的位置开关
28 SQ 

英文: Make Contact Position Switch 

·中文 2常闭触点的位置开关
29 SQ 

·英文: Break Contact Position Sw山h

中
·中文:中间继电器线圈

30 KA 
·英文: Auxiliary Relay Coil 

h ·中文:静态继电器
31 KA 

·英文: Static Relay 

·中文:常开触点
32 NO 

·英文:Make Contact 

·中文 z常闭触点
33 NC 

英文: Break Contact 

气
·中文:先断后合的转换触点

34 CO 
英文: Change-over Break Before make Contact 

4 ·中文:延时闭合的常开触点
35 ADO 

·英文:Make Contact Delayed Closing 

〉卡
·中文:延时闭合的常闭触点

36 RDC 
·英文: Break Contacl Delayed Closi鸣

斗
·中文:延时断开的常开触}.tt

37 RDO 
·英文:Make Contact Delayed opening 

牛
·中文:延时断开的常闭触点

38 ADC 
英文: Break Con tact Delayed op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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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7.1

序号 符号 文字代号 名称

~ 
·中文 2缓慢释放继电器线圈

39 KT 
·英文: Relay Coil of a Slow-releasing Relay 

中
·中文:缓慢吸合继电器线圈

40 KT 
·英文: Relay Coil of a Slow-operating Relay 

·中文:延时继电器线圈
41 KT E扫 ·英文: Relay Coil of a Slow-operating Relay and Slow• releasing Relay 

时
·中文 2常开故障检 IH开关

42 EDO 
·英文:Make Contact Emergency De!ector Switch 

叫
·中文:常闭故障检出开关

43 EDC 
·英文: Break Contact Emergency Dctector Switch 

5.8 图形符号尺寸说明

5.8.1 本标准仅规定了本标准第 5. 1. 1 条、表 5. 1. 2 、表 5.2.1 、表 5.2.3 、表 5.2.4 、表 5.2.5 、表 5.

4.1 、表 5.4.2 、表 5.4.3 和表 5.4.4 各基本图形符号组成部分的主要比例关系。

5.8.2 图形符号的尺寸可在图纸文件中按比例进行适当调整。

5.8.3 本标准第 5. 1. 1 条和表 5. 1. 2 图形符号主要比例关系如图 5. 8. 3 所示(图中上角数字为注

择编号)。

~ 
i斗尸斗
口二口玉

图 5.8.3 本标准第 5. 1. 1 条和表 5. 1. 2 图形符号主要比例关系

注: 1 细实线正方形边长或内切圆直径宜为 llmm 或 12mm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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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土才 I 6 I 同 1 ~ 1 川l
口1|dEtU

E 主玉 手王:

U二斗U币尸iHH

1:1 1II 
图 5.8.4 表 5.2.1 、表 5.2.3 、表 5.2.4 和表 5.2.5 图形符号主要比例关系

注: 圆直径宜为 llmm 或 12mm ，

5.8.5 本标准表 5.4.1 、表 5.4.2 、表 5.4.3 和表 5.4.4 图形符号主要比例关系如罔 5.8.5 所示(罔

中带括号的数字为注释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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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 
0.75 

图 5.8.5 表 5.4.1 、表 5.4.2、表 5.4.3 和表 5.4.4 固形符号主要比例关系

注: (1) 用于本标准表 5.4.1 序号 15~19 的图形符号;

(2) 用于本标准表 5.4.2 序号 17~19 的图形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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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图形符号应用示例

6. 1 检测系统图形符号示例

6. 1. 1 常规就地测量仪表图形符号示例见表 6. 1. 1 。

序号 l、被测变量| 检测方式

流

量

液

2 

位

• 74 • 

双波纹管

差压汁

流量视镜

转子流量计

玻璃板

浮子(浮球)

表 6. 1. 1 常规就地测量仪表图形符号示例

设

备

简化示例 详细示例

寸岛一

设

备



序号|被测变量

压

3 

力

温

4 

度

检测方式

压力表

差压计

隔膜压力表

双金属

温度计

温包

HG/T 20505- 2014 

续表 6. 1. 1

简化示例 详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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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室仪表(以常规仪表，DCS 和 SIS 为例)图形符号示例见表 6. 1. 2、

控制室仪表图形符号示例

6. 1. 2 

表 6. 1. 2 

简化示例
功能

说明31|节|32序
号 详细示例e 

指

刁可

差
压
变
送
器

常
规
仪
表

( L 

记
录
报
警

旋
涡
流
量
变
送
器

指
示
报
警

电
磁
流
量
计

流

量

园
。

DCS 

自
l
i

累
计
带
温
压
补
偿

差
压
变
送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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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1. 2 

号 i 骂|节|32 lz 简化示例 详细示例

浮
指

-⑤ 
筒

刁亏

常
规
仪
表

i i|!;|@|1:| ①市:
器 警

I I 
液

2 

位

I I 
差

I 1: I q启 I 1: 
送一
器不

I I I 

差压 暨8、 设 I f 队」士L2lA3可r
变 报 备 L 
送 警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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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1. 2 

简化示例 详细示例
功能

说明31|节lzz序
号

双
笔
记
录
(
气
动
)

压
力
变
送
器

常
规
仪
表 ( H 

记
录
报
警

差
压
变
送
器

压

国H力

3 

H 

指
示
报
警

压
力
变
送
器

面唱盘
。
。
国

指
示
报
警
联
锁

差
压
变
送
器

D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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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1. 2 

详细示例简化示例
功能

说明31|节lz序
号

/→飞，H

I TRA \ 
\ 211 J 

记
录
报
警

热
电
偶

常
规
仪
表

GF一一兮
/古气、H

I TlA \ 
\ 105 J 

指
示
报
警
联
缩

双
支
热
电
偶

温

齿。→匍HH 记
录
报
警
(
趋
势
记
录
)

一
体
化
温
度
变
送
器

度

4 

DCS 

L一面__J

"8喃喃

"A" 

温
差
指
示

毛
细
管
温
度
变
送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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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1. 2

详细示例简化示例
功能

说明zlrr|32 序
号

望
联
锁

差
压
变
送
器

流

量

→ i卜

曰
:
堕

-
\
H
一
/
一

『
H
-
n
u
J

F
A

←2

』

-
/
F
E
I
U

『
\
←

• • 

联

锁

nb 

配
报
警

差
压
变
送
器

液

位

般是青一@到联

锁

振
动
传
感
器

SIS 

振

动
5 

压缩机

压缩机

H 
『
A

一1
4

-
R

一
l
-

7
A

一
句
，
，
，
』

-j -/,>

-2\-管
l

剖tJ;圈"自H

联

锁

QU 

配
记
录
报
警

红
外
线
分
析
器

分

析

因·酣ω圈囡7·圈。。商

4b一

联

锁分析

nb 

阮
报
警

密
度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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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自控系统图形符号示例

6.2.1 单参数控制系统图形符号示例见表 6.2.1-1 和表 6.2.1-2 0

1 常规仪表控制系统图形符号示例见表 6.2.1-10

表 6.2.1-1 常规仪表控制系统图形符号示例

序号|控制系统名称 控制系统示例

流量控制系统

注:其中 FE-201 和 FY-201B 的图形符号可以表示在图上，但不推荐

HG/T 20505-2014 

设

备 一一一一母一一一一-一-i
2 I 液位控制系统

FC 

「一-一⑤

3 I 压力控制系统

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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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控制系统名称

4 温度控制系统

5 I 分析控制系统

RTD 

续表 6.2.1-1

控制系统示例

「一--令
一一一串一一一-1

FO 

。也一一一一一一睁一一一一一-E---l

FC 

注 z 图中 hOl"表示装置号。

2 DCS 控制系统图形符号示例见表 6.2.1-2 。

序号 l 控制系统名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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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控制系统

(带温、压补偿)

表 6.2.1-2 DCS 控制系统图形符号示例

控制系统示例



序号!控制系统名称

2 

3 

4 

液位控制系统

(核辐射液位计)

压力控制系统

(液压控制)

温度控制系统

(带阀位开关)

设

备

续表 6.2.1-2

控制系统示例

「-一一圄1 丁

因⑤一@

一-E

RTD 

V TIC '1 
~ 11川 1

i 
| 

HG/T 20505-2014 

E百

FC 

6.2.2 复杂控制系统图形符号示例见表 6.2.2-1 和表 6. 2. 2-2 ，两表所列均为简化图形符号示例。

1 常规仪表复杂控制系统图形符号示例见表 6.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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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1 常规仪表复杂控制系统固形符号示例

序号|被控变量|控制系统名称 控制系统示例

1 流量
单闭环流量比值

控制系统

‘三

2 温度
温度一流量串级

控制系统

加
热
器

工艺流体

液位、流量均匀
3 I流量、液位

控制系统

一命海一一一一一|

?一叹 i

2 DCS 复杂控制系统图形符号示例见表 6.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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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2 DCS 复杂控制系统图形符号示例

序号!被控变量|控制系统名称 控制系统示例

值比

统

量流
际
环
帝控

闭双
量流

|回
一。一。一。→囡

E申田i -甲 1
toL罚。一-o_j(|

「。

2 温度
前馈反馈

控制系统

|卜一

3 温度
选择性

控制系统

反
应
器

由。/ 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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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多变量，多变量/多功能控制系统图形符号示例。

1 多变量控制系统阁形符号示例。

⑦ 一一二二一一一二二丁一二二一…一
l i d」

⑦一一「一广

①一一一一一一-i
2 多变量/多功能控制系统图形符号示例。

①画:二田中P~ ___ 

(r?) !-_~三陪( U 二 (2) 

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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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联锁系统图形符号示锣IJ6.3 

采用 SIS 执行安全联锁的联锁系统图形符号示例见图 6.3.1 。

@@@ 
B呻酷翻靡一西

L一 -i事 j

曲

6.3.1 

。
比

句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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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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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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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过程测量与控制仪表的功能标志及图形符号>>HG/T 20505-2014 ，经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4 年

5 月 6 日以第 32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在《过程测量与控制仪表的功能标志及图形符号 >>HG/T 20505-2000 的基础上修订而

成，上→版的主编单位是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起草人员:童秋阶。

本标准由全国化工自动控制设计技术中心站组织修编。在修编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调查

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并参考了 ISA-5. 1→2009 美国同家标准《仪表符号和标志>>( Instrumentation 

symbols and identification) ，召开多次会议审查讨论编制大纲、征求意见稿、送审稿，广泛采集有丰富

经验的设计人员与专家的意见。在上述基础上，编制组经过不断修改、补充、完善，完成修编工作。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

定，((过程测量与控制仪表的功能标志及图形符号》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

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

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范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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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本标准引用美国国家标准 ISA-5. 1-2009(( 仪表符号与标志)) (Instrumentation symbols and 

identification)关于仪表功能标志和仪表图形符号的规定。在英文 26 个字母中，绝大多数字母都赋

予被测变量或引发变量代号。如遇到本标准未包含的实例，设计者可根据本标准的基本要求处理。

本标准根据现阶段工程设计的特点、实际情况及要求，仍保留了盘装仪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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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仪表功能标志

3.1 功能标志构成

3. 1. 4 此条有以下情况的，属于例外:

(1)指示/记录控制器/开关仪表或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功能标志是由一个读出功能[指示(1)或

记录(R)丁和一个输出功能【控制 (C)或开关6月构成的，如流量记录控制器(FRC) ，或低压指示开关

(PISL)。

(2) 具有两个输出功能[控制 (C) 和阀门 CV)J 的自力式控制阀，如压力式的自力式控制阀

(PCV) 。

3. 1. 6 针对本条规定，用功能修饰字母"L"举例说明如下:

1 PSL，压力值低于设定值，通常用于表示生产流程需要操作人员干涉以避免停车或其他不希

塑的结果。

2 PSLL，压力值低于 L 值，通常用于表示生产流程需要停车。

3.2 仪表团路号

3.2.1 独立的检测或控制设备，如 PCV，包含在监测回路、控制回路的范畴内。

3.2.5 回路号前缀不→定表示在图纸或文件的索引中，但是应在图例中进行总体说明或在每一张

图中或在文件的索引页中进行备注;当图纸中有不同前缀的回路出现时，前缀应表示出来;在文字性

文件中，前缀应表示出来。

• 95 • 



HG/T 20505-2014 

4 仪表功能标志字母与常用缩写

4. 1 仪表功能标志字母

4. 1. 1 此条有如下儿点说明:

(1)关于"引发变量"。

美国国家标准 ISA -5. 1<<仪表符号和标志》中的 initiating variable 有些文件译成"初始变量"，本

标准意译为"引发变量"。

(2) 关于被测变量/引发变量字母"G" 。

本标准将"G"定为被测变量"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的字母代号，虽然检测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

也是→种分析方式，经研究认为，用"G"作为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的代号比用"A"作代号更合适些。

(3) 关于"R"的功能。

对于采用 DCS 的工程项目，工艺专业对于重要的检测参数往往提出"记录"要求，但 DCS 一般不

再配置记录仪，而用 DCS 的趋势显示(打印)来满足工艺专业的要求。经研究，本标准推荐在采用

DCS 的工程项目中，对于工艺专业提出要求记录的参数，可用"R"表示出这些参数的趋势显示形式，

亦即在 p&.m 罔上用 TR 、 PR 、 FRC 、TRC 等形式将这些参数表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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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仪表图形符号

本章编制了仪表设备与功能、检测仪表、仪表连接线、最终控制元件、信号处理功能、二进制逻辑

和电气元件等的基本图形符号以及主要图形符号的尺寸比例，它们是绘制 P&'ID、测量与控制系统

原理图、逻辑图等设计文件的基础。设计者可根据实际测量、控制、联锁系统组成的需要，选用各相

应的图形符号绘制所需要的设计文件。

5. 1 仪表设备与功能图形符号

5. 1. 2 考虑到 DCS 和 PLC 都可以用于执行连续和两位式控制;同样的功能可以在个人计算机

(PC)和总线设备上实现。因此"正方形内置圃"和"正方形内置菱形"的图形符号继续仅用于表示

DCS 和 PLC 就不再准确。根据这种变化，用"正方形内置圄"的图形符号表示首选或基本过程控制

系统;用"正方形内置菱形"的图形符号表示备选或安全仪表系统。这两种类型属于共享显示、共享

控制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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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图形符号应用示例

6. 1 检测系统图形符号示例

6. 1. 1 "简化示例"是指 z一个检测系统或是一个控制系统，在 P&'ID 上本应将从取源部件到执行器

的所有各个单元都应完整地表示出来，但有时由于罔面上的设备、管道较多，空间有限，如要详细表

示完整的系统，将使图面不清晰。为了突出主要部分，这时可省略取源部件、变送棒、转换器(如 1/川

等，但应予以说明。

P&'ID 上仪表图形符号的简化或详细表示方法，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一般情况下，对于同→

装置的表示方法要一致。在采用简化表示方法时，为了清楚表示某些特别系统，也可局部采用详细

表示方法。

6.2 自控系统图形符号示例

6.2.1 本标准表 6.2.1-2 第 4 项"温度控制系统(带阀位开关)"中的阀位开关位号在目前实际情况

中也存在如下编制方式，设计者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RTD ; ~ 
I V TIC '1 

川川 丁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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