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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5094《工业系统、装置与设备以及工业产品 结构原则与参照代号》分为以下两个部分:
———第1部分:基本规则;
———第2部分:项目的分类与分类码。
本部分为GB/T5094的第2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5094.2—2003《工业系统、装置与设备以及工业产品 结构原则与参照代号 第

2部分:项目的分类与分类码》。与GB/T5094.2—2003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第4章增加了部分的内容;
———将原有的第5章和第6章的内容进行了合并,增加了部分内容;
———删除了第7章的内容。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EC81346-2:2009《工业系统、装置与设备以及工业产品 结构原则与

参照代号 第2部分:项目的分类与分类码》。
本部分由全国电气信息结构文件编制和图形符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7)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安徽艺标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防御技术研究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北京无线电测量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高永梅、陈泽毅、程东、张冬婷、刁兆勇、徐玲献、李萍、崔从俊。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5094.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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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0.1 总则

GB/T5094的本部分的目的是建立可用于各技术领域的项目分类表及字母代码。如电、机械和土

木工程以及各分支行业,如能源、化工工业、建筑技术、造船和船舶技术。字母代码使用规则和建立参照

代号的依据在GB/T5094.1。
本部分的附录A说明了如何按项目与某种过程有关的用途或任务进行分类。
附录B说明了如何按项目在某种基础设施中的位置进行分类。

0.2 本部分基本要求

下列基本要求作为编制GB/T5094的本部分共同商定的基础。
注:这些基本的需求关注字母代码分类系统的发展在这个标准而不是它的应用程序。因此它们不是规范相对于应

用程序的标准。

1) 字母代码应以分类表为基础。

2) 分类表是整套项目类型的界定(例如功能类型的分类表包含项目各种不同功能类型的界定)。

3) 分类表应允许对项目类型进行层次分类,即子类和特类。

4) 一种项目的字母代码应与该项目在系统中的实际位置无关。

5) 在分类表的每一层应界定不同的类别。

6) 分类表中特定层级的分类界定应具有共同基础(例如,在一个层级上按颜色区分项目分类表不

应包含按形状区分项目分类)。但各层级基础可以不同。

7) 字母代码应表示项目的类型,而不是该项目某一方面。

8) 分类表应允许扩充,以适应将来的发展和需要。

9) 分类表应适用于各技术领域,而非只有利于某特定领域。

10) 在各技术领域,应能使用统一的字母代码。同一种项目,不管它使用在何技术领域,宜用一种

字母代码。

11) 无论出现于何技术领域的项目,如有需要,都应能用字母代码表示。

12) 分类表应反映字母代码的实际应用。

13) 字母代码不应是助记符,因为助记符在分类表的多个部分和不同的语种不能统一。

14) 字母代码应用拉丁字母表中的大写字母构成,但字母I和O除外,因为可能与数字1(一)和

0(零)混淆。

15) 应允许有不同的分类表,并适用同一种项目。

16) 项目可以按照例如功能、形状、颜色或材料等分类。同一种项目可按不同的分类表规定不同

的字母代码。

17) 对采用同一方面的另一项目组成部分的项目,宜按同一分类表规定字母代码,如图1所示,另
参见图A.1。

18) 如果用不同厂家的产品组成一种新产品,则该产品的组成部分可按不同的分类表规定字母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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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项目1的直接组成项目2、3和4,应按同一分类表给定字母代码。

对项目2的直接组成项目5和6,应按同一分类表给定字母代码。

对项目4的直接组成项目7和8应按同一分类表给定字母代码。

对项目6的直接组成项目9、10、11和12应按同一分类表给定字母代码。

对项目8的直接组成项目13、14、15和16应按同一分类表给定字母代码。

图1 项目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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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系统、装置与设备以及工业产品
结构原则与参照代号

第2部分:项目的分类与分类码

1 范围

GB/T5094的本部分规定按用途或任务划分的项目分类及在参照代号中表示项目子类的字母

代码。
本部分适用于各技术领域的项目,例如:电气、机械、土木工程以及所有工业分支(如能源、化工工

业、建筑工程、造船和海洋技术),并能够用于各技术学科的设计过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5094.1—2018 工业系统、装置与设备以及工业产品 结构原则与参照代号 第1部分:基
本规则(IEC81346-1:2009,IDT)

ISO14617-6:2002 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6部分:测量与控制功能(Graphicalsymbolsfordia-
grams—Part6:Measurementandcontrolfunctions)

3 术语和定义

GB/T5094.1—2018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分类原则

4.1 总则

项目分类原则是把每个执行项目视为输入和输出活动的一种方式(见图2)。项目内部结构是不重

要的。

图2 基本过程概念

  附录A所示的过程通用模型用于按预期的用途或任务建立分类表,如表1所示。
在一个项目被视为一个基础设施的一部分的特殊情况下,按用途或任务给出另一种分类,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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