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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1.0.1 本规定对自控专业工程设计阶段的各项工作任务作出程序化、规范化的作业

规定，以保证自控专业的设计质量和提高设计工作效率。

1.0.2 本规定适用于贯彻实施国际通用设计体制和方法，以及以设计为主体的工程

总承包项目的自控工程设计。

    对于未实施国际通用设计体制和方法的工程项目或非工程总承包项目，本规定制

订的设计程序、设计方法以及其他基本要求也是适用或部分适用的。

1.0.3 相关标准如下:

    HG 20557-20559 《化工装置工艺系统工程设计规定》

    HG/T 20636.7            4自控专业工程设计的程序》

    HG/T 20636. 8 《自控专业工程设计质量保证程序办

    HG/T 20636.9 《自控专业工程设计文件校审提要》

    HG/T 20637 《自控专业工程设计文件的编制规定))

    HG/T 20638 《自控专业工程设计文件深度的规定》

    在执行本规定时，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基础工程设计

2.1 概述

2.1.1工程设计阶段划分为基础工程设计阶段和详细工程设计阶段。工程设计阶段

中，管道仪表流程图(M ID)应出7版，即:

    1  M ID A版(初版);

    2  M ID B版(内审版);

    3  M ID C版(用户版);

    4  M ID D版(确认版);

    5  K ID E版(详 1版);

    6  M ID F版(详2版);

    7  MID G版(施工版)。

    基础工程设计阶段为绘制M ID前4版((P&- ID A, B, C, D版)的时期，详细工程设

计阶段为绘制M ID后3版(M ID E,F,G版)的时期。

    某些工程项目，当不进行MID用户审查或者设备订货修改量较少时，MID可不

必绘制7版。

2.1.2 工程设计是在基础设计/初步设计的基础上开展的。生产控制方案和仪表选型

在基础设计/初步设计阶段已基本确定，如果基础设计/初步设计审核会对控制方案和

仪表选型没有提出修改意见，工程设计中可按确定的方案和仪表选型开展设计工作。

2.2 设计开工前的技术准备

2.2.1 根据工艺装置的生产规模、流程特点、操作要求、过程控制方案以及仪表选型

等收集有关设计技术资料、仪表产品说明书、样本等。

2.2.2 必要时到有关化工生产厂、研究单位、制造厂调研，解决基础设计/初步设计中

遗留下来的技术问题。



2.3 编制仪表设计规定

2.3.1 根据工程项目的特点和“仪表设计规定的编制”(HG/T 20637.3)编制该工程

项目的“仪表设计规定”。

2.3.2 “仪表设计规定”是工程项目的本专业设计的统一规定，设计人员在设计工作

中必须遵循。“仪表设计规定”也应向业主通报，征求业主意见.

2.4 编制设计计划

2.4.1 根据工程项目的大小、技术特点、主要仪表选型以及《自控专业工程设计文件

深度的规定》(HG/T 20638)编制工程设计文件目录。

2.4.2 根据设计文件的数量估算设计工作量，设计工作量应包括提交与接受设计条

件，以及设计评审、设计验证所需用的时间，再根据设计定额估算所需用的人工时。

2.4.3 根据需用的人工时及设计进度要求，编制本专业设计进度表和人力负荷曲线，

组织设计力量，合理安排人力，确保按时完成设计任务。

2.5 绘制工艺控制图，参加工艺方案审查会

2.5.1 在基础设计/初步设计阶段，自控专业根据化工工艺专业(以下简称工艺专业)

提交的工艺流程图((PFD)、物料平衡表、工艺控制要求等资料或者齐全的仪表条件表

绘制工艺控制图(PCD) 1版。

    注:在工程设计阶段，如果工艺流程图及控制方案没有大的变化，可不再绘制PCD 2版。若需

要绘制PCD 2版，也要从工艺专业取得本规定2. 5. 1条所列资料。

2.5.2 参加工艺方案审查会，既审查工艺技术方案，也审查包括工艺系统专业(以下

简称系统专业)和自控专业在内的有关专业的技术方案，审查会纪要是各专业的设计

输入文件。

2.6 配合系统专业完成M ID A版、B版，参加B版内审会

2.6.1 在系统专业提交的P& ID A版原图上，自控专业审查主要检测、控制、联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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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设置是否含理、可行.仪表功能代号是否准确，完成M ID A版(初版)。

    M ID A版用于有关专业作设备布置、管道走向、特殊管道和管架研究，它是自控

专业及其他专业开展基础工程设计的主要依据之一。

2.6.2 在系统专业提交的M ID B版原图上，自控专业审查全部检测、控制、联锁系

统的设置是否齐全，并编制仪表回路位号，完成MID B版(内审版)。

    M ID用于设计单位内部审核口

2.6.3 自控专业没计、校审人员参加P乙ID B版内审会(也称核对评议会)，对本专业

王要审查检测、控制、联锁系统的设置及控制方案是否合理、可行。

2.7 接受和提交设计条件

2.7.1 除按本规定2. 5. 1条文接受工艺专业的设计条件外，还应从工艺专业得到如

工艺数据表、容器及工业炉简图、报警和联锁等条件表(图)。

2.7.2 接受系统专业提交的控制阀和流量计数据表 自控专业核对控制阀和流量计

的计算结果 如控制阀的流通能力C、值(流通系数)、阀的尺寸:孔板流量计的差压范

围(量程).以及刻度流量范围.并以此表作为自控专业选择控制阀和流量计的依据。

2.7.3 自控专业恨据工艺数据表、容器简图绘制仪表容器连接简图，并将此图提交给

系统专业和设备专业。

2.7.4 按照用电条件表的要求，同电气专业提交仪表用电的设计条件.包括电压等

级、容量,UPS蓄电池备用时间等。

    向空压站设if专业提交仪表空气的压力、用量、质量以及仪表空气储罐备用时间

等设计条件。

2.7.5 控制室(包括就地控制室及自动分析器室)的建筑面积及平面布置确定后，分

别间土建、电气、暖通、水道等专业提交控制室的建筑、照明、空调、通风、_七下水的设计

条件。

2.7.6 根据工艺专业提出的设备布置图以及布置专业的管廊、管架建议布置图绘制

仪表主电缆桥架布置图，并作为设计条件提交给布置专业和外管专业



2.8 配合系统专业完成M ID C版,D版

2.8.1 在系统专业根据内审会的修改意见完成M ID C版原图上，自控专业详细标

注仪表回路的组成、仪表的形式等，完成MID C版(用户版)。

    MID C版应有95%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此版用于用户审查。

2.8.2 根据用户组织的设计审查会提出的审查意见，系统专业对MID C版修改后

形成D版原图，经自控专业审查确认以后完成M ID D版(确认版)。

2.， 提出分包项目设计要求

2.9.1 分包项目主要指成套供货的装置、设备或机组，如空分装置、脱盐水装置、快装

锅炉、汽轮机与压缩机组等，它们一般都要求成套带来控制设备和仪表。因此主体设计

方要与分包方讨论并确定设计分工、供货范围、仪表选型.以及分包方设计文件内容深

度和交付时间等问题，以便于双方开展工作。

2.10 编制工程设计文件

2.10.1  P&ID B版发表以后，自控专业开展基础工程设计的条件逐渐成熟.除了应及

时向有关专业提交设计条件外，可以逐步开展本专业的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工作，并为

仪表采购工作创造条件。

2.10.2 工程设计文件的编制应遵照“自控专业工程设计文件的组成和编制”(HG/T

20637. 1)的要求。

2.10.3 本阶段可以开展编(绘)制的设计文件如下:

    1 仪表索引;

    2 仪表数据表;

    3 仪表盘布置图;

    4 控制室布置图;

    5  DCS系统配置图(初步);

    6 仪表回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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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联锁系统逻辑图或时序图;

8 仪表供电系统图;

9 仪表电缆桥架布L=1、图;

10 DCS一工/O表;

11 王要仪表技术说明书;

12  DCS技术规格书:

玛 仪表请购单。



3 仪表及安装材料采购

3.1 概述

3.1.1 在工程设计阶段开展仪表设备及安装材料采购工作是工程公司(设计部门)在

承担总承包工程项目时的通常做法。从基础工程设计阶段开始，采购部门根据设计部

门提交的设计文件开展采购工作。设计部门按采购部门的订货情况开展详细工程设

计。

    如果不是总承包工程，采购工作由用户负责时，本章规定的采购工作不作安排

3.1.2 仪表及安装材料的采购工作由采购部门负责.自控专业配合 工程设计阶段王

要的配合工作如下:

    1 提交采购用的技术文件;

    2 编制仪表请购单;

    3 参加厂商报价技术评审;

    4 审查、确认厂商技术文件。

3.2 提交采购技术文件

3.2.1 基础工程设计阶段编(绘)制的部分设计文件，如仪表设计规定、仪表数据表、

仪表盘布置图、DCS系统配置图(初步)等，是采购技术文件的主要组成部分，应按采

购工作的需要提交给采购部门。

3.2.2 根据工程项目的仪表选型，编制主要仪表的技术说明书以及DCS(包括PIO

的技术规格书，并提交给采购部门。

3.3 编制仪表请购单

3.3.1 在仪表采购技术文件编制完成后，按“仪表请购单的编制”(HG/T 20637.5)编

制仪表请购单。



3.3.2 仪表请购单经项目经理或工程负责人审批、签署后提交采购部门，作为编制采

购文件(询价书)的依据。

3.4 参加厂商报价技术评审

3.4.1 当采购部门收到仪表制造厂商的报价书后，自控设计人员参加由采购部门召

开的技术评审会，提出技术评审意见。

3.4.2 参加采购部门召开的仪表制造厂商协调会(VCM),澄清有关技术间题，确定

供货范围，明确设计分工和文件资料交付等问题。

3.5 参加DCS采购和DCS开工会

3.5.1 以DCS技术规格书为依据，从可靠性、先进性、经济性等方面评审DCS厂商

的报价书，配合采购部门签定DCS供货合同

3. 5. 2  DCS供货合同签定后，应及时召开DCS开工会，确认DCS系统配置，明确供

需双方的职责，规定双方技术文件交付要求等问题。

    注:对于单独采用的大型PLC系统，也可以按照采购DCS程序、方法开展采购PLC工作。

3.6 审查、确认厂商技术文件

3.6.1 仪表供货合同签订以后，自控专业应负责制造厂商提交的技术文件审查、确认

工作。

3.6.2 根据确认后的厂商技术文件，自控专业开展详细工程设计，并向有关专业提交

设计条件，以便其他专业开展详细工程设计。



4 详细工程设计

4.1 概述

4.1.1 由于自控专业很多设计文件的编制只有在得到制造厂商有关资料后才能进

行，故在详细工程设计开始后，仪表采购工作还未结束时，自控专业可先开展不受仪表

厂商技术资料影响的设计文件编制工作。

4.1.2 自控专业的详细工程设计是基础工程设计的继续和深化，两者之间除了要配

合采购部门完成采购工作外，就自控专业而言，两者之间没有严格界限。

4.2 提交仪表连接、安装设计条件

4.2.1 仪表接口尺寸条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向系统专业提交已确定型号、规格尺寸的控制阀、流量计的仪表数据表或“控

制阀和流量计数据表，’(此表由系统专业交来，经自控专业审查，确定型号规格返回)。

    2向管道专业提交仪表接管条件，主要提交控制阀、各种流量计的接管尺寸厂对

于管道上的温度、压力、流量、分析等参数的取源和采样部件或阀门，由自控专业向管

道专业提出自控安装图号，再由管道专业按照自控安装图要求进行设计。

    3 向设备专业提交仪表容器连接简图。除了温度、压力检测点可直接向设备专业

提交设计条件外，对于需要安装取源截止阀的某些液位测量点，既要向设备专业提交

设计条件，还要向管道专业提交设计条件，因为截止阀由管道专业负责设计。

4.2.2 当联锁系统的发信端是工艺参数，执行端是电气设备时，由自控专业向电气专

业提出执行联锁动作的设计条件。

    当需要单独设置仪表接地装置时，由自控专业提出仪表接地设计条件，电气专业

负责接地装置的设计。

4.2.3 向土建专业提交仪表安装条件，包括现场仪表、保护(温)箱、电缆桥架等安装

支架的预埋件设计条件，控制室仪表盘(柜)或DCS操作台、机柜等的基础设计条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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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接受管道平面图和分包方技术文件

4.3.1 在MID D版及D版管道命名表发表后，管道专业将绘制管道平面图，并进行

模型设计(需要时)。当设计进行到一定阶段，将召开模型审核会及仪表定位会，会上将

商定仪表及分析的取源、取样点的定位。

    自控专业收到管道平面图I版后，开始绘制仪表位置图、仪表电缆及桥架布置图、

现场仪表配线图等。

4.3.2 一般情况下，分包方只负责随机仪表及表盘的设计、供货，而表盘的安装以及

仪表电源、信号电缆电线设计、供货由主体设计单位负责。这时，分包方必须提供有关

仪表设计资料，供主体方绘制仪表电缆及桥架布置图等和统计仪表安装材料。

4.4 配合系统专业完成M ID E版、F版、G版

4.4.1 配合系统专业完成P&- ID E版(详 1版),P&ID E版是在D版的基础上根据制

造厂商提供的最终版资料，以及管道、自控专业的变动和修改意见绘制的，用于管道和

设备布置图的详2版(设计版)绘图。

4.4.2 配合系统专业完成MID F版(详2版)，P&ID F版根据需要发表，即管道、仪

表、机泵等制造厂商的资料修改较大时才绘制。

4.4.3 配合系统专业完成M ID G版(施工版)，MID G版是最终版，它是施工、安

装、编制工艺操作手册以及开车、生产、事故处理的依据。

4.5 完成工程设计文件

    在基础工程设计阶段，虽已编(绘)制了一部分设计文件，但由于仪表尚未订货，其

型号规格还不能完全确定下来，故这一部分文件只是半成品.在详细工程设计阶段，随

着仪表订货工作深入开展，本专业工程设计文件的编(绘)制工作可以全面开展。

4.5.1 采用常规仪表的工程项目，需完成的设计文件如下:

    1 文字、表格类文件

      1)仪表设计规定;
    66



  2)仪表索引;

  3)仪表数据表;

  4)报警联锁设定值表;

  5)电缆表(管缆表);

  6)铭牌表;

  7)仪表绝热伴热表;

  8)仪表空气分配器表;

  9)控制室内电缆表;

  10)电缆分盘表;

  11)仪表安装材料表;

  12)仪表技术说明书(主要仪表);

  13)仪表施工安装要求。

2 图纸类文件

  1)联锁系统逻辑图;

  2)顺序控制系统时序图;

  3)继电器联锁原理图;

  4)仪表回路图;

  5)控制室布置图;

  6)仪表盘(操作台)布置图;

  7)闪光报警器灯屏布置图;

  8)半模拟盘流程图及接线图;

  9')继电器箱布置图;

  10)端子配线图;

  11)仪表供电系统图(供电箱接线图);

  12)仪表穿板接头图;

  13)控制室电缆(管缆)布置图;

  14)仪表位置图;

  15)仪表电缆桥架布置总图;

  16)仪表电缆(管缆)及桥架布置图;

  17)现场仪表配线图;



      18)仪表空气管道平面图(系统图);

      19)仪表接地系统图;

      20)仪表安装图。

    注:①当上列某种文件篇幅较多时，可增编索引，如仪表数据表索引、仪表回路图索引、仪表安

          装图索引等。

        ②上列部分设计文件可根据需要编(绘)制，如仪表空气分配器表、仪表技术说明书、联锁系

          统逻辑图、现场仪表配线图等，均可按需要编(绘)制。

4.5.2 采用DCS的工程项目，需完成的设计文件如下:

    1 按本规定4.5.1条要求完成与现场仪表相关联的工程设计文件。

    2 完成与DCS相关联的设计文件:

      1)设计文件目录;

      2)DCS技术规格书;

      3) DCS一1/O表;

      4)联锁系统逻辑图;

      5)仪表回路图;

      6)控制室布置图;

      7)端子配线图;

      8)控制室电缆布置图;

      9)仪表接地系统图;

      10) DCS系统配置图;

      11) DCS监控数据表;

      12)端子(安全栅)柜布置图。

    注:当DCS供货合同没有及时签订，或者因为某种其他原因，使设计部门不能及时得到DCS

厂商的技术资料，将会造成与DCS有关的设计文件不能按设计进度计划编制完成。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不影响整个工程的设计进度，自控专业可先完成不受DCS资料影响的设计文件，以满足仪表

设备及安装材料的采购和施工准备。在收到DCS厂商有关资料后，再完成其余的设计文件。

4.5.3 工程设计结束后，在设计部门承担应用软件组态工作时，要完成的设计文件如

下:

    1 工艺流程显示图;

    2 各种显示画面编制(包括总貌、分组、回路、报警、趋势以及流程画面等);

    3 重要工艺操作数据储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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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部通信连接要求;

5 各类报表格式(包括小时、班、日、周、旬、月等报表);

‘ 其他必需文件。



5 设计评审和设计验证

5.1 目的和要求

5.1.1 为了保证设计方案的可靠性、合理性、先进性、经济性;保证设计条件的准确

性、完整性;保证设计文件的高质量，在工程设计阶段应认真地开展设计评审和设计验

证工作。

5. 1.2 设计评审和设计验证工作应严格按照“自控专业工程设计质量保证程序”

(HG/T 20636.8)和“自控专业工程设计文件校审提要”(HG/T 20636.9)的规定进行。

2 实施范围

5.2.1 设计评审范围如下:

    1 设计方案评审，即在基础工程设计开始时，对自控专业的设计方案进行评审，

评审人由室主任或主任工程师、或室主任指定的人员担任。

    2 设计文件评审，即在工程设计文件编(绘)制、校核、审核工作完成后，在入库前

应由室主任或主任工程师进行评审。

    3 设计条件评审，即在工程设计中，自控专业接受其他专业提交的设计条件，要

经过专业负责人评审。

    注:自控专业提交给其他专业的设计条件要经过校核(必要时要经过审核)。

5.2.2 工程设计文件完成后，应对全部工程设计文件开展设计验证工作。这项工作主

要是通过对设计文件的校核、审核、签署来实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