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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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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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5094.1—2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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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GB/T5094.1—2002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GB/T2659、IEC61346-2、ISO4157-1、ISO4157-2引用标准;
———第3章的术语和定义中增加了“过程、组件、位置、标识符”,删除了“参照代号群”;
———增加了第4章、第9章和第10章的内容;
———第5章~第8章的内容均进行了调整,如增加了5.2,8.2,删除了原5.6“参照代号群”的描

述等;
———除附录D改为附录H,内容有所改变外其他附录均为新增内容。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EC81346-1: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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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部分:基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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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无线电测量研究

所、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防御技术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高永梅、徐玲献、李 萍、何学东、陈泽毅、张冬婷。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5094—1985、GB/T5094.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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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0.1 综述

本部分在项目的代号方面对早前版本和已撤销的(IEC60113-2,IEC60750)项目的代号标准进行

铺垫,(参见附录A)。并对工厂、机械和建筑物等提供了建模的基础。
本部分提出:
● 项目结构的原则,包括相关信息;
● 在结构形成的基础上,产生参照代号的规则。
运用结构原则,甚至可以有效地处理复杂装置庞大的信息集。
结构原理和参照代号规则适用于实体和非实体特性的项目。
结构原理和参照代号规则提供了一个易操作和易维护的系统。同时因为复杂结构变得更容易建立

和理解,该系统为技术系统提供了很好的概述。
由于参照代号不再基于工艺过程的实现,而是基于程序确立的次序,使得在项目的寿命周期中,参

照代号的结构原理和规则可以支持替代设计和工艺过程。
通过采纳不止一个方面,结构原理和参照代号规则可以支持多个编码原则。这种技术也可以通过

多个明确的标识符将“旧结构”处理成“新结构”。
通过建立参照代号和后续整合成更大的模块结构,结构原理和参照代号规则支持单体管理。另外

它们还支持建立可重复使用的模块,无论是作为功能规范或实体成果。
注:可重复使用模块的概念包括例如,对于制造商:建立合同独立模块,对运营商的复杂组件:根据供应商的独立模

块描述需求。

结构原则和参照代号规则支持并行工作,允许不同的合作伙伴在一个项目中对结构化的项目结果

添加和/或删除数据。
结构原则和参照代号规则,在不同结构下,将寿命周期中的时间因素和基于在考虑过的技术体系中

不同的观点的应用认为同样重要。

0.2 本部分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是在GB/T5094.1第一版制定的。
注:这些基本要求关注的是制定标准的结构原则,而不是它的应用。因此它们不是标准应用的规范。

● 本部分适用于所有技术领域并能够广泛应用。
● 本部分适用于所有类型的项目和它们的构成部分,如工厂、系统、组件、软件程序、空间等。
● 本部分能够持续应用项目寿命周期的所有阶段(即概念开发、规划、规范、设计、工程、建筑、安

装、调试、运行、维护、拆除、处置等)。
● 本部分提供明确地识别任何单一项目作为另一项目的组成部分的能力。
● 本部分支持将多个组织的子项目结构整合到其他组织的项目中,而不改变原始项目结构、子项

目结构以及它们的任一文件。
● 本部分支持从项目的复杂性中独立地表示一个项目。
● 本部分方便应用,代号应容易为用户理解。
● 本部分支持使用计算机辅助工具,并应可以由计算机辅助概念开发、规划、规范、设计、工程、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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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安装、调试、运行、维护、拆除、处置等。

0.3 本部分的特性

标准的特性是在GB/T5094.1第一版制定的。
● 本部分在某技术领域应不包含限制和禁止使用的规则。
● 本部分涵盖在所有技术领域所有可预见的应用。
● 本部分支持在项目寿命周期的所有阶段来信息寻址。
● 本部分支持在任何时候都根据当前可用的信息,进行代号架构。
● 本部分支持基于顾客权限对项目识别。
● 本部分包括制定明确的代号名称规则。
● 本部分是开放的,并允许扩充代号。
● 本部分支持模块化和可重复使用的项目。
● 本部分支持用不同用户对项目的意见描述。
● 本部分在需要的地方提供解释代号的规则。
图1提供了关于系统代号、文件编制和信息表达的标准的概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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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关于系统代号、文件编制和信息表达的标准概略图

  注:图1所示的出版物是不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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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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部分:基本规则

1 范围

GB/T5094的本部分规定了系统结构(包括系统信息结构)的一般原则。
根据这些原则,提出了制定任一系统中项目(对象)参照代号的规则和指南。
参照代号用以标识项目,以便于项目信息的生成和检索,了解项目对应的组件。
标识组件的参照代号是在不同种类文件中寻找项目信息的关键。
本部分所规定的原则是一般性的,适用于一切技术领域(例如机械工程、电气工程、建筑工程和物流

工程)。它们可用于基于不同技术或综合几种技术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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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IEC646信息技术 信息交换用七位编码字符集(Informationtechnology—ISO7-bitcoded
charactersetforinformationinterchange)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项目 object
对象

在研发、制造、使用和处理过程中所涉及的实体。
注1:项目可以指实在的或非实在的“物”,例如可能存在或一定存在。

注2:项目指与之有关的一组信息。

3.2
系统 system
特定环境下被认为一个整体并与环境分离的,有内在联系的成套项目。
注1:一个系统的一般界定是以实现一个给定的目标,例如执行一个明确的功能。

注2:系统的基础可以是自然或人造的物质,也可以是思考的模式或结果(比如组织形式、数学方法、程序语言)。

注3:系统被认为是通过一个虚构的表面与环境及其他外部系统区分开的。

注4:如果上下文不清楚的话,“系统”一词有限定词是必要的,如控制系统、比色系统、单位系统、传输系统。

注5:当一系统为另一系统的一部分时,在本部分中可以把它视为物体。

3.3
(方)面 aspect
观察一个对象的特定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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