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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言

本标准是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13 年工程建设

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 )) (建标 (2013J6 号)的要求，由工

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

司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编制而成 。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国

内最新的实践经验，并参考国内外有关的标准，广泛征求意见，反

复修改，最后经审查定稿 。

本标准共分 6 章和 7 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

基本规定、系统设计、工程施工和验收移交等 。

本标准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

本标准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日常管理，由中国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本标准在执行中，请各单位结合工程

实践，认真总结经验，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建

议寄至中国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小屯路 8

号，邮政编码: 100141) ，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

本标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及主要审查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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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凸
'巳A、 则

1. 0.1 为规范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

收，适应我国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建设的需要，提高电子

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的质量，制定本标准 。

1. O. 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

化工程 。

1. O. 3 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收，除应

符合本标准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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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 integrated automation 

engineering of electronic industry plan t 

为电子工业生产的工厂提供厂务管理控制、公共安全和信息

设施的自动化系统工程 。

2. O. 2 综合自动化控制系统 in teg rated automation control 

syste口1

为电子工业生产的工厂提供服务的厂务管理控制系统、公共

安全系统、信息网络系统和自动化集成系统 。

2.0.3 厂务系统 facility system 

为工厂生产和运营管理工作提供动力等支持服务的系统 。

2.0.4 厂务管理控制系统

tem(FMCS) 

facility management control sys-

通过传感器、执行器、控制器、人机界面、通信网络、数据库、组

态软件等对工厂的公用设备进行监视和控制的综合系统。

2.0.5 入侵报警系统 intrud er alarm system( IAS) 

利用传感器技术和电子信息技术探测并警示非法进入或试图

非法进入设防区域的行为、处理报警信息、发出报警信息的电子信

息系统或网络 。

2.0.6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system(VSCS) 

video surveill anc巳 and control 

利用视频技术探测、监视设防区域并实时显示、记录现场图像

的电子信息系统或网络 。

2.0.7 出入口控制系统 access cont rol system( ACS) 

利用自定义符识别或/和模式识别技术对出入口目标进行识

• 2 • 



别，并控制出人口执行机构启闭的电子信息系统或网络 。

2. O. 8 防盗安全检查系统

t i- theft 

security inspection system for an-

检查有关人员是否携带违禁品的电子信息系统 。

2.0.9 自动化集成系统 FMCS and IT integ rated syst em 

将厂务管理控制、公共安全和信息设施等系统，通过统一的信

息平台实现集成，以形成具有自动控制、信息汇集、资源共享及优

化管理等综合功能的系统 。

2.0.10 控制中心 control cen ter 

为自动化系统的设备和装置等提供安装条件，以确保各系统

安全、稳定和可靠地运行与维护的建筑环境 。

2.0.11 人机界面 human machine interfaceCHM l) 

是人与计算机之间传递、交换信息的媒介和对话接口，是计算

机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又称用户界面或使用者界面 。

2. 0.12 冗余化设计 red undance des ign 

通过重复配置某些关键设备或部件，当系统出现故障时 ，冗余

的设备或部件介入工作，承担故障设备或部件的功能，为系统提供

服务，减少看机事件的发生 。

2.0.13 组态软件 supervisory cont rol and data acq uis ition 

CSCADA) 

又称组态监控系统软件，是指数据采集与过程控制的专用软

件，为用户提供快速构建工业自动控制系统监控功能的、通用层次

的软件工具 。

2.0.14 电磁兼容性 elect romagneti c compa ti bi 1 i ty 

设备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符合要求运行，并且不对其环境

中的其他任何设备产生电磁干扰的能力 。

2.0.15 串行通信 serial commun icat ion 

计算机主机与外设之间以及主机系统与主机系统之间使用一

条数据线，将数据一位一位地依次的传迭 。

• 3 • 



2. 0.16 冷热源系统 resource of cooling and heat ing systems 

向整个工厂提供冷源和热摞系统的总称 。

2.0.17 压缩空气系统 compressed air system 

空气压缩机将空气压缩后，输送到阀门或驱动工具等使用点，

作为动力掘的系统 。

2. 0.18 真空系统 vacuum system 

真空泵抽取管线内空气 ，形成真空度，供使用点使用的系统 。

2. 0.19 大宗气体系统 bu lk gas system 

使用量较大的工艺气体系统，多指氮气系统、氧气系统、氢气

系统和氮气系统 。

2.0.20 工厂能源管理和节能系统 factory energy saving and 

ma nagement system 

监测工厂的能量使用和优化能量使用的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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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1 基本功能

3. 1. 1 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应满足工厂厂务系统的自

动控制与监测所需功能的要求 。

3. 1. 2 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应满足危险品、核心技术、

贵重物品等被防护对象的公共安全管理的要求。

3. 1. 3 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应满足使用单位对信息传

输所需功能的要求 。

3.2 基本组成

3.2.1 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宜包括电子工业厂房的厂

务管理控制系统、公共安全系统、信息设施系统及自动化集成

系统 。

3.2.2 厂务管理控制系统宜包括洁净厂房系统监控，通风与空调

系统监控，冷热漉系统监控，工艺冷却水系统监控，压缩空气 、真空

及大宗气体系统监控，纯水站系统监控，特种气体及化学品输配系

统监控，给排水系统监控，工业污水处理系统监控，工艺废气排放

系统监控和工厂能源管理及节能等监控系统 。

3.2.3 公共安全系统宜包括厂区内的视频安防监控、出人口控

制、入侵报警、防盗安全检查系统 。

3.2.4 信息设施系统宜包括厂区内的信息接入子系统、布线子系

统、程控交换子系统、无线对讲子系统、信息网络子系统、有线电视

及卫星电视接收子系统、公共广播子系统、信息引导及发布子

系统。

3.2.5 自动化集成系统宜将厂务管理控制系统、公共安全系统、



信息设施系统的信息进行集中显示管理 。

3.3 厂务管理控制系统

3. 3.1 厂务管理控制系统的组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厂务管理控制系统应由仪表设备和执行机构、现场控制

器、管理层系统三部分组成;

2 仪表设备应能在控制现场直接采集数据，执行机构应能控

制设备的动作;

3 现场控制器应能对现场数据进行逻辑分析，并应发出指

令 ，指挥执行机构动作 ;

4 管理层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

1)应对测控点各种过程或设备进行实时数据采集 ;

2 )应能对本地或远程的自动控制过程进行全面实时监控;

3 )应为生产安全、调度、管理、优化和故障诊断提供必要和

完整的数据及解决措施 。

3.3.2 仪表设备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具有测定温度 、 湿度、压力、压差、露点、气体浓度、流量

的功能 ;

2 应采用模拟信号或数字信号 。

3.3.3 执行机构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能通过其机构动作直接改变被控变量 ;

2 可采用电动、气动 、 电磁和液压方式驱动 ;

3 可进行开关、 比例或积分控制;

4 可由 电流信号、电压信号、脉冲信号和压力信号进行控制 。

3.3.4 控制器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具有逻辑运算和指令控制的能力 ;

2 可由可编程逻辑、分布式和直接数字控制。

3.3.5 管理层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由工作站、组态软件 、打印机、通信设备和服务器组成 ;



2 应具有数据采集和状态显示、远程监控、报警和报警处理、

事故查询和趋势分析的功能;

3 宜具有能源管理功能;

4 控制软件应有控制、通信、记录分析、系统优化和安全保障

的功能，数据量大时宜配置数据库 。

3. 4 公共安全系统

3.4.1 公共安全系统应由前端设备、传输设备、处理控制设备和

日录显示设备四部分组成 。

3.4.2 前端设备应具备对防区内信息进行探测、收集，以及执行

系统指令的功能 。

3.4.3 传输设备应具备对前端设备探测、收集的信息与控制中心

管理信息之间进行信息传输的功能 。

3.4.4 处理控制设备应具有接收、处理、分发前端设备发来的探

测信息、状态信息及对前端设备进行控制等功能 。

3.4.5 记录显示设备应具有记录、显示前端设备发来的探测信

息、状态信息等功能 。

3.5 信息设施系统

3.5.1 信息设施系统的设备组成应根据各子系统的功能架构

确定 。

3.5.2 信息设施系统的功能应根据厂区的设施条件，为厂区的使

用者及管理者提供信息应用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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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设计

4. 1 一般规定

4. 1. 1 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设计宜按厂务管理控制系

统、公共安全系统、信息设施系统及自动化集成系统设计。

4. 1. 2 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设计应根据电子工业厂房

的建设标准、功能需求、生产组织方式等因素确定 。

4. 1. 3 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设计应建立实用、可靠和高

效的应用系统 ，实现数据共享 、节能及优化管理功能，并应优先选

用节能技术产品 。

4. 1. 4 综合 自 动化控制系统应具有人机交互界面，界面应直观、

操作方便 。

4. 1. 5 综合自动化控制系统应设立权限控制等安全机制 。

4. 1. 6 综合自动化控制系统应有参数越限报警、事故报警及报警

记录功能，并宜设有系统或设备故障诊断功能 。

4. 1. 7 综合自动化控制系统的主机宜进行冗余化设计 。

4. 1. 8 综合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关键系统及设备宜设置应急电源 。

4. 1. 9 综合自动化控制系统所选用的设备应满足工厂环境下的

可靠性和稳定性的使用要求 。

4. 1. 10 厂务管理控制系统应实现电子工业厂房机电设备参数检

测、运行状态显示 、 自动调节与控制、工况自动转换、设备联锁与 自

动保护、能量计量、节能管理等功能 。

4. 1. 11 厂务管理控制系统的组态软件应能将系统和设备运行的

状况、实时数据、历史数据、报警和故障信息形成报表 。

4. 1. 12 厂务管理控制系统所选用的仪表设备，应满足工艺所需

精度及量程的要求。



4. 1. 13 公共安全系统应建立应对火灾、非法侵入、自然灾害、重

大安全事故等各种突发事件的应急及长效技术防范保障体系 。

4.2 洁净室(区)环境监控设计

4.2.1 根据工艺要求，应对洁净室(区)的空气参数进行监视、测

量和记录 。

4.2.2 洁净室(区〉的监控系统与净化空调的监控系统宜合用，或

采用通信的方式进行数据共享。

4.2.3 多个洁净室(区)采用一套监控系统时，应根据最严格的洁

净室(区)的温度和湿度要求选择控制系统的精度 。

4.2.4 洁净室(区)内外的压差检测，宜采用压差变送器监测。

4.2.5 洁净室(区)安装有过滤器时，宜具有过滤器压差报警

功能 。

4.2.6 传感器宜对化学物质沉积采取防护措施或具备自洁功能 。

4.3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监控设计

4.3.1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监控应对供暖、通风、空调系统

的运行工况进行监视、控制、测量和记录 。

4.3.2 净化空调与一般空调的控制系统宜分开设置 。

4.3.3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监控应对送排风机及新风空调

机组的运行状态、故障报警、启停控制、手自动切换进行监控 。

4.3.4 洁净室(区)的送风、回风和排风系统的启停直连锁 。 当连

锁控制时，宜采用措施对各部分的运行状态进行确认;当各部分的

运行状态不满足要求时，应报警 。

4.3.5 净化空调系统的风机宜采用变频控制，变频器的数据宣通

过通信的方式获得 。

4.3.6 冬季存在结冻可能的新风机组、空调机组应设置防冻保护

措施 。

4.3.7 腐蚀及爆炸危险气体的排风系统，其仪表设备及执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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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应满足防腐蚀和防爆的要求 。

4. 3.8 新风空调控制系统宜监测室外的空气参数。

4.3.9 排风系统主管上应设置压力检测，在管路最不利处宜设置

压力监测。

4.3.10 净化空调系统采用电加热器时，电加热器与凤机必须连

锁控制，并应设置无凤及起温断电保护。采用电加湿器时，必须设

置无水及无风断电保护。

4.3.11 空调机组的附属设备在空调机组关闭时应连锁关闭。

4.3.12 自动控制水阀及风阀的执行机构直有位置反馈信号 。

4.3.13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监控应对风机的出风状态进

行监测 。

4.3.14 高湿环境中使用的温度传感器，其选型及安装应满足温

度条件 。

4.3.15 应用于防火防爆及恶劣环境中的控制 阀，可采用电动控

制方式 。

4.3.16 空调系统中安装有空气过滤器时 ，应具有过滤器压差报

警功能 。

4.3.17 废气排放系统的运行状态、故障报警信号应上传至控制

中心 。

4.3.18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监控的设计应与供暖、通风与

空气调节系统综合考虑，应符合节能运行的要求 。

4.4 冷热源系统监控设计

4.4.1 冷热源系统监控应对冷冻水 、冷却水、锅炉和蒸汽及热水

等系统运行工况进行监视、控制、测量、记录 。

4.4.2 制冷设备冷冻水与冷却水的控制系统应合并设立 。

4.4.3 锅炉 、蒸汽和热水系统的控制系统宜合并设立。

4.4.4 冷热师、系统监控应对冷冻水、冷却水、锅炉和蒸汽及热水

系统的运行状态、故障、启停、于自动切换等进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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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冷冻机组的冷冻水和冷却水进出接口应安装水流开关传

感器 。

4.4.6 水温度仪表及压力仪表宜安装在冷冻机组的冷冻水及冷

却水进出接口的直管道段 。

4.4.7 冷热源系统监控宜监控冷冻水泵及冷却水泵的工作状态 。

4.4.8 冷热源系统监控宜监控冷却塔风机的工作状态 。

4.4.9 冷冻水管路系统宜通过压力控制来保证水传输到各支路

和使用点 。 冷冻水系统的水泵采用变频控制时，宜采用系统主管

线上的压力仪表信号作为逻辑判断的依据 。

4.4.10 冷冻水供回水主管线直安装压力仪表 。

4.4.11 冷凉水主管线宜安装水流量仪表，水流量仪表的量程应

大于设计流量的 1. 5 倍~2 倍 。

4.4.12 冷热源系统监控应实时监测锅炉设备的水位参数。

4.4.13 监控系统必须监测锅炉设备输出蒸汽或热水的压力参数

和温度参数。

4.4.14 冷热源系统监控应监测锅炉燃烧设备的工作'情况 。

4.4.15 冷热源系统监控应监测锅炉设备燃气和燃油输配管线的

压力、流量参数。

4.4.16 冷热源系统监控应监测锅炉设备燃油储罐的油液位

参数 。

4.4.17 冷热源系统监控直监测锅炉设备进水水质参数 。

4.4.18 冷热源系统监控应监测锅炉设备间的一氧化碳气体浓

度、二氧化碳气体浓度和可燃气体浓度 。

4.5 工艺冷却水系统监控设计

4.5.1 工艺冷却水的控制系统宜独立设置，当系统规模较小时，

可与其他控制系统合用 。

4.5.2 工艺冷却水系统监控应对工艺冷却水系统的状态、故障、

启停、手自动转换等进行监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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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工艺冷却水系统监控应监测工艺冷却水换热器冷媒的进

出温度和压力信号 。

4.5.4 工艺冷却水系统监控应监测工艺冷却水主管水温度参数

和压力参数 。

4.5.5 工艺冷却水系统监控应监测工艺冷却水过滤器两端的水

压差参数。

4.5.6 工艺冷却水系统监控应监测开放式循环工艺冷却水水箱

的液位 。

4.6 压缩空气、真空及大宗气体系统监控设计

4.6.1 压缩空气、真空及大宗气体系统监控应对压缩空气、真空

及大宗气体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监视、控制、测量和记录。

4.6.2 压缩空气、真空及大宗气体系统的控制系统可与其他厂务

管理控制系统合用。

4.6.3 压缩空气 、真空及大宗气体系统监控应对压缩空气、真空

及大宗气体系统的运行状态、故障、启停、手自动转换等进行监控 。

4.6.4 压缩空气、真空及大宗气体系统监控应监测空气压缩机的

运行状态 。

4.6.5 压缩空气 、真空及大宗气体系统监控应监测压缩空气系统

主管线上的压力、质量流量和设备用电量参数。

4.6.6 压缩空气 、真空及大宗气体系统监控宜监测压缩空气系统

主管线上的空气露点温度。

4.6.7 压缩空气 、真空及大宗气体系统监控应监控真空系统真空

泵的运行状态 。

4.6.8 压缩空气 、真空及大宗气体系统监控宜监控真空系统主管

线的真空度参数。

4.6.9 压缩空气 、真空及大宗气体系统监控应显示并记录在线气

体间门开关状态和气体传感器、气体纯化分析仪的数据 。

4.6.10 气体监测系统报警信号应传递给厂务管理控制系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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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信号应包括低系统压力、高系统压力和低储罐液位。

4.7 纯水站系统监控设计

4.7.1 纯水站系统监控应对纯水系统的运行工况进行监视、控

制、测量和记录。

4.7. 2 纯水系统的监控系统宜独立设置 。

4. 7.3 纯水站监控系统应实现设备的全自动运行，同时也可通过

于动功能加以控制。

4. 7 . 4 反渗透系统的启动、运行和冲洗等过程均应实现自动控

制 。反渗透装置还应设置现场控制盘，在现场仪表盘可读出反渗

透系统的相关工艺参数，且可操作进水高压泵的启停和相关阀门 。

4.7.5 反渗透装置的高压泵进出口应分别设置压力传感器，在压

力过低或过高时联动启停高压泵 。 每套反渗透装置的进水、段间

和浓水口宜设置压力变送器。

4. 7. 6 反渗透装置投入运行时，宜在高压泵出口设置慢开阀门 。

4.7. 7 水泵应设置联锁与报警功能;原水泵、增压泵、反洗泵应根

据相应的水箱液位自动控制启停，并应联动整个系统设备的启停 。

4.7. 8 存放液体的箱、罐、池都应有液位开关或远程连续式液位

变送器。7.K箱的液位信号应在管理层系统中显示 。 超纯水水箱液

位宜采用连续监测 。

4. 8 特种气体及化学品输配系统监控设计

4. 8. 1 特种气体及化学品输配系统监控应设置独立的监控系统 。

4. 8. 2 易燃、易爆、有毒气体输送中，在阀门、可拆卸连接等容易

发生泄漏处必须设置对应的气体浓度传感器;易燃、有毒、腐蚀性

以及泄漏会对自身或其他设备造成损害的液态或固态输送的化学

品，必须在闽门、可拆卸连接等容易发生泄漏的地方设置传感

装置。

4. 8. 3 设置传感器的气体或化学晶源端及其支管路上必须设置



自动阔门 。

4.8.4 特种气体浓度传感器在采样输送距离的范围内，应集中安

装 。 在人员通道、物流通道、机械通道等易发生损坏的环境安装的

传感器应设置防护装置 。

4.8.5 特种气体间、化学品间及其使用区域的出口、入口必须设

置控制系统急停开关 。

4.8.6 特种气体间、化学品间及其使用车间区域的出口、入口须

设置声光报警装置，报警声应大于现场环境声音 60dB ，最低不应

低于 100dB。

4.8.7 监控系统设置在防爆区的设备或装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58 和《 电气装置安装

工程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57 的

有关规定 。

4.8.8 监控系统应能联动控制广播系统进行应急广播推送 。

4.8.9 监控系统应能联动解锁门禁系统 。

4.8.10 监控系统所使用的控制器、传感器、执行机构应使用安全

电压 。

4.8.11 监控系统所使用的控制器、传感器、执行机构应采用有安

全认证的产品 。

4.8.12 监控系统应设置独立的 UPS 系统， UPS 续航时间应大

于供气设备 30min 。

4.8.13 监控系统应记录并实时显示各传感器的数据，在侦测到

危险发生时应发出报警井记录。

4.8.14 监控系统传感器一年内校准次数不应少于一次 。

4.8.15 监控系统一年内应做一次以上模拟联动测试 。

4.9 给排水系统监控设计

4.9.1 给排水系统监控应对给排水系统的运行情况进行监视、控

制、测量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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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 给排水系统的控制系统宜独立设置 。

4.9.3 给排水系统监控应对给水泵及排水泵的状态、故障、启停、

手自动转换进行监控。

4.9.4 给水水箱应在水箱内高、低限制液位安装液位开关 。

4.9.5 排水集水坑应在高限制液位安装液位开关 。

4. 10 工业污水处理系统监控设计

4.10.1 工业污水处理系统监控应对工业污水系统的运行情况进

行监视、控制、测量和记录 。

4.10.2 大中型污水处理的监控系统应独立设置。处理现场可设

置分控站。

4.10.3 分控站应有独立工作能力，并应保证系统的安全性和可

靠性 。

4.10.4 大中型污水处理监控系统直进行冗余化设计 。

4.10.5 工业污水处理系统应按照工艺设计要求 、控制参数类型

选用温度、压力、液位、流量 、 pH 值、电导率、水质分析仪等各类

仪表 。

4.10.6 控制盘柜的安全接地与屏蔽接地宜分开设置，盘柜在设

计时应满足防水要求 。

4. 10.7 工业污水监控系统在实现系统自动控制的同时，应在现

场控制盘拒和控制室电气盘柜面板设置自动手动转换开关 。

4.10.8 化学药品及腐蚀性液体桶槽液位监测宜选用超声波液位

仪，超声波液位仪宜配置现场显示仪表，其他液体宜选用电缆浮球

液位仪 。

4.10.9 工业污水处理监控系统中，执行机构宜选用气动或电动

执行机构 。

4.10.10 压力和温度仪表宜配置现场显示仪表 。

4.10.11 流量仪、电导率仪、水质分析仪、 pH 仪宜采用交流

220V 电源，宜配置现场显示仪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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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 12 阀门安装区域有防爆要求应选用气动执行机构。

4.11 工厂能源管理及节能系统设计

4.1 1. 1 工厂能源管理及节能系统应包括能量计量系统、统计分

析系统 。

4.1 1. 2 能量计量系统应计量工厂的能源输入和工业排放。

4.1 1. 3 能量计量系统宜全面地计量工厂的能量消耗情况，宜重

点计量高能耗的使用点。

4.11.4 用电量的计量宜包括瞬时功率和用电时间。

4.1 1. 5 工艺用电宜分别对不同的生产工艺区域和生产线进行计

量。能量计量系统对高能耗设备宜单独计量。

4.1 1. 6 动力用电宜分别对不同系统和不同的服务区域进行

计量 。

4.11.7 生产照明和办公用电宜按区域和用途进行计量。

4.11. 8 工厂用水量的计量宜按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分别计量。

4. 11. 9 能量计量系统应在外部供应的燃气主管道、燃油主管道、

蒸汽主管道和热水主管道上安装流量仪表，对于高耗能的设备宜

独立计量。

4.1 1. 10 统计分析系统根据计量的结果应给出各种能源在一定

时间内的使用总量、平均量、峰值 。 统计分析系统宜按使用和分析

要求计算出统计学参数。

4.11. 11 对于新建工厂项目和改建项目，在项目设计阶段应进行

能效目标设计 。 能效目标设计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宜包括基准目标;

2 宜包括优化目标;

3 功能设计宜包含基本功能和优化功能;

4 流程设计宣包括基本流程设计、流程变量识别、流程优化

设计;

5 宜进行模型验证 。

• 16 • 



4.12 公共安全系统设计

4.12.1 公共安全系统的设计应具有安全性、可靠性、开放性、可

扩充性和使用灵活性 。

4.12.2 更衣室与生产厂房出人口处宜设置防盗安全检查系统。

4.12.3 厂房风险区域的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厂房内不同功能区域应根据风险等级由高到低划分为一

级、二级、三级;

2 涉及危险品的区域应定为一级风险区;

3 涉及贵重物品或核心技术的区域应定为二级风险区;

4 不属于一级和二级的区域应定为三级风险区。

4.12.4 一级风险区安全防护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危险品库房应采取实体防护措施 。

2 危险品库房应安装紧急报警装置，库房门内外均应安装声

光报警装置 。

3 危险品库房应安装入侵报警系统，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能准确探测、报告区域内门、窗、通道及要害部位的人

侵事件;

2)危险品库房应安装 2 种以上不同探测原理的探测器 。

4 涉及危险品的区域应安装视频安防监控系统，井应符合下

列规定:

1)系统应具备视频图像自动识别、实时分析与处理功能，能

对场景中的动态目标进行检测、识别和跟踪，进行智能监

控，发现可疑的人、可疑的行为或可疑的物品后即时

报警;

2)存储图像应能清晰地显示人员的活动情况及面部特征;

3) 出入口的存储图像应能清晰辨别进出人员的体貌特征。

5 涉及危险品的区域应安装出人口控制系统和音像复核装

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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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入口应安装生物特征识别装置;

2 )在发生入侵报警时，应能进行音像复核;

3)交接区的声音复核应能清晰辨别对话内容。

4.12.5 二级风险区安全防护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安装入侵报警装置 ;

2 应安装视频安防监控装置，回放图像应能清晰显示区域内

人员的面部特征;

3 应安装出入口控制装置;

4 应安装音像复核装置 。

4.12.6 三级风险区安全防护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安装入侵报警装置;

2 宜安装视频安防监控装置，对需要记录的活动实施监视和

录像，回放图像应能清晰显示人员的活动情况;

3 直安装出人口控制装置 。

4.13 信息设施系统设计

4.13.1 信息设施系统应实现内部与内部、内部与外部信息互联

互通，实现语音、数据、图像和多媒体等各类信息的接收 、交换、传

输、存储、检索和显示等功能 。

4.13.2 信息设施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智能建筑设

计标准 ))GB 503 1 4 的有关规定。

4.13.3 信息设施系统宜根据厂区所在地理位置和安全级别设置

应急通信系统 。

4.13.4 流动人员较多或大空间的工作区域，宜配置无线局域网

络系统 。

4.13.5 广播系统宜根据需要配置传声器和呼叫站，宜具有分区

呼叫控制功能 。

4.13.6 信息引导及发布系统播放内容应顺畅清晰，不应出现画

面中断或跳播现象，显示屏的视角、高度、分辨率、刷新率、响应时



间和画面切换显示间隔等应满足播放质量的要求 。

4. 13. 7 存有易燃易爆、放射性、有害气体、液体等原材料及高度

污染废弃物的区域，系统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危险场所电气

防爆安全规范 )) AQ 3009 和《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

规范 ))GB 50058 的有关规定 。

4.14 自动化集成系统设计

4.14.1 自动化集成系统硬件应有多种数字通信协议转换功能 。

4.14.2 自动化集成系统应具备通用工业通信协议的能力 。

4.14.3 子系统宜提供以太网通信协议供系统集成，系统内不同

通信协议不宣超过 4 种 。

4.14.4 自动化集成系统宜集成厂务管理控制系统、公共安全系

统、信息设施系统，集成不应影响系统内各子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

4.14.5 自动化集成系统宜采用工业以太网环网，网络应具备防

范网络风暴功能和故障自愈功能 。

4. 14.6 自动化集成系统网络接入其他网络时，应设置网络防火

墙 。 系统集成点数超过 2000 点时，系统直采用专业冗余服务器，

配套采用专业工作站工作 。

4. 14. 7 自动化集成系统数据存储应设置专用数据存储冗余服务

器，服务器硬盘工作模式应配置相匹配或更高可靠性工作模式 。

4.14.8 自动化集成系统应配置时钟服务器，系统内各设备应同

步时钟服务器时间 。

4.14.9 自动化集成系统应集成影响系统运行的参数，宜集成全

部运行参数 。

4.14. 10 自动化集成系统应能控制系统中影响公共安全的参数 。

4.14.11 自动化集成系统宜能够实现对厂务管理控制系统、安全

防范系统及信息设施系统的数据监控 。

4.14.12 自动化集成系统应能够提供通信接口，传输所需要的数

据给工厂生产控制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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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13 自动化集成系统直具备远程信息发送功能 。

4.15 信号传输线路设计

4.15.1 信号传输应保证系统内信号传输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信号传输线路布线设计应有利于施工，便于维护;

2 信号线路的路由应满足传输信号防电磁干扰和防泄漏的

要求;

3 通信路由宜短，并应符合节约材料和信号衰减度小的原则;

4 敷设管道应安全可靠，并应满足物理安全和抗电磁干扰的

要求 。

4. 15. 2 计算机网络信号传输线路除应满足信号传输的质量要求

外，还应满足系统兼容性、安全性和稳定性的要求 。

4. 15. 3 模拟视频、射频信号的电缆应采用视频同轴电缆传输，数

字视频信号应采用 CAT5 以上等级 4 对对绞电缆 。

4. 15.4 信号传输线路设计应根据信号传输速率和距离选择通信

光缆 。 选用单模光缆时，传输距离不直大于 10000m; 选用多模光

缆时，传输距离宣小于 2000m 。

4.15.5 通讯电缆应采用低烟元卤、阻燃双绞线缆，在有电磁干扰

环境中应使用屏蔽双绞线缆 。

4. 15.6 低压信号线缆以及广播音频、对讲音频电缆 ，应根据信号

的电压等级、额定电流、预期短路电流、频率、传输距离、环境条件、

电磁兼容性要求及预期寿命来选择电缆的型号和规格，线缆选型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 GB 50217 的有关

规定 。

4.15.7 电力线缆和信号线缆不得在同一线管或线槽内敷设 。

4.16 控制中心设计

4.16.1 控制中心宜由中心大厅 、设备间、机房构成 。

• 20 • 



4.16.2 中心大厅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装饰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中心大厅的面积应与电子洁净厂房的规模相适应，不直

小于 40m2 ，吊顶距装饰地面高度不应小于 2.7m;

2 ) 室内地面应安装静电地板，地板安装高度不宜小于

0.25m，地板下地面应做防尘处理，保持光滑、平整、不

起尘;

3)室内墙面应粉刷环保乳胶漆或采用防静电金属壁板;

4) 出入口门的宽度不应小于l. 5m，高度不应小于 2.1m 。

2 照明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灯具宜采用无眩光荧光灯具或节能灯具;

2 )室内正常照明和应急照明应分开布置，应急照明系统应

由应急电源供电;照明线路宜穿钢管暗敷或在吊顶内穿

钢管明敷;

3) 出入口和疏散通道应设置疏散照明及疏散指示灯 ;

4)操作台照度不宜低于 150 lx; 

5 ) 照明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的有关规定。

3 电源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控制中心内的显示设备应采用不间断电源 (UPS)供电;

2 ) 电掠应按设备用电负荷的要求设计，系统不应少于 20 %

冗余;

3) 电源质量应符合所配置设备的技术要求;

4 ) 电源输入端应设浪涌保护装置;

5)配电线路的中性线截面积不应小于相线截面积。

4 设备接地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宜采用综合接地，其接地电阻值应小于 1 .0;

2) 引 下线应采用截面不小于 35m旷的铜导体;

3) 局部等电位联结; 等 电位接地宜采用 M 型或 SM 1昆



合型;

的不间断或应急电源、系统输出端的中性线 (N 极) ，应采用

重复接地;

5)工作台面宜采用导静电或静电耗散材料 ;

6 )所有设备的金属外壳、金属支架、各类金属管道、金属线

槽、建筑物金属结构等应进行等电位联结并接地 。

5 暖通空调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控制中心暖通空调直根据建筑条件采用独立的空调系统

或共用厂区内中央空调系统;

2)风管及管道的保温、消声材料和薪结剂，应选用防火等级

不低于Bl级的材料;

3)风管不宜穿过防火墙和变形缝;必须穿过时，应在穿过防

火墙和变形缝处设置防火阀;防火阀应具有手动和自动

功能;

4 )新风系统应设置初效和中效空气过滤器，也可设置亚高

效空气过滤器;末级过滤装置宜设置在正压端;

5)水管应做冷桥处理;

6)空气调节装置的选型应符合运行可靠、经济适用、节能和

环保的要求 。

6 中心大厅的建筑防火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 ))GB 50016 的有关规定 。

7 场地环境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在监控设备停机时，测量的噪声值应小于 65dB(A) ; 

2 ) 当元线电干扰频率为 O. 1 5MHz~ 1000MHz 时，无线电

干扰场强不应大于 126dB;

3 )磁场干扰环境场强不应大于 800Ajm;

4 )静电电位差不应大于 1kV 。

4.16.3 设备间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独立设备间，面积应与电子洁净厂房的规模相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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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宜留有扩展余地;

2 控制中心各系统信号采集箱、监控管理服务器应统一安装

在设备间。

4.16.4 机房的建设要求、设备布局、环境、装饰 、供配电、暖通、弱

电、消防各系统设计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数据中心设计规范 >> GB

50174 的有关规定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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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施工

5.1 一般规定

5. 1. 1 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施工前，应在技术设计的基

础上进行深化设计，并应绘制施工图 。 施工图应得到原设计单位

的认可 。

5. 1. 2 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施工应编制施工方案 。

5.2 施工准备

5.2.1 施工前应做图纸会审及施工前技术交底。

5.2.2 施工前，施工单位应对施工现场各项准备情况进行自检，

检查记录按照本标准附录 A 的要求填写，总监理工程师或建设单

位项目负责人应进行检查，并应做出检查结论 。

5.2.3 施工单位应协调相关专业做好预留孔洞、预埋管件工作 。

5.2.4 材料 、设备应进场检验合格，检验记录应按照本标准附录

B 的要求填写 。

5.2.5 施工机具应齐备并应满足使用要求。

5.2.6 施工单位应确认现场具备施工条件。

5.2.7 施工所使用的测试仪器和仪表性能应稳定可靠，其精度等

级应能满足测定的要求，标定应合格有效 。

5 . 3 工程施工

5.3.1 设备安装前应做开箱检查，检查记录应按照本标准附录 C

的要求填写 。

5.3.2 各种类型传感器、变送器安装应满足设计、产品技术文件

和安装工艺的要求 。



5.3.3 执行机构的驱动气源压力应满足阀门正常动作的压力要

求，气源通断宜采用电磁换向阀控制，电磁换向间应安装于专门控

制箱内 ，控制箱宜安装在气动阀门较集中区域。

5.3.4 压缩空气主管道接入电磁换向阅控制箱时，应安装气功三

联件 。 气功阀安装于室外时，气管宜选用包塑铜管或不锈钢管 ; 当

选用尼龙管作为气动间进气管道时，尼龙管应穿热镀饵电线管保

护 。 气功阀安装在室内时，直选用尼龙管或 PU 管，进气管应敷设

于线槽内或穿镀辞管 。

5.3.5 各种类型传感器、变送器应安装在能真实反映输入变量的

位置 。 取源部件安装位置应选择在介质变化灵敏和具有代表性的

位置 。

5.3.6 取源阅门与工艺设备或管道的连接不直采用卡套式接头 。

5.3.7 在压力工艺管道和设备上开孔时，应确保安全性能 。

5.3.8 在合金、有色金属的工艺管道和设备上开孔时，不得影响

材料的性能 。

5.3.9 风管上安装空气压力、压差传感器时，应在风管绝热施工

前开测压孔，测压点与风管连接处应采取密封措施 。

5.3.10 风管温度传感器应设在风速平稳的风管直管段上 。 传感

器插入时应加密封圈，固定后周围用密封胶密封 。

5.3.11 检测气体密度小于空气密度时，传感器应安装在风管或

房间的上部;检测气体密度大于空气密度时，传感器应安装在风管

或房间的下部 。

5.3.12 测量室内温湿度的敏感元件和监测元件，应设置在不受

局部热、湿源影响，且空气流通较好的地点和高度 。

5.3.13 安装在管道上的传感器、变送器应在管道吹扫后试压前

安装 。

5.3.14 系统安装应满足电磁屏蔽的要求。

5.3.15 有底座设备的底座尺寸，应与设备相符，其直线允许偏差

为士 lmm/m; 当底座的总长超过 5m 时，全长允许偏差为士 5mm 。



5.3.16 设备底座安装时，其上表面应保持水平，水平方向的倾斜

允许偏差为士 lmm/m; 当底座的总长超过 5m 时，全长允许偏差

为士 5mm 。

5.3.17 柜式中央控制器及网络通信设备的安装应垂直、平正、

牢固。

5.3.18 线缆敷设应整齐、有序，线缆两端应有防水、耐摩擦的长

效标签，标签书写应清晰、准确 。

5.3.19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进行检查，检查记录应按照本标准

附录 D 的要求填写。

5.4 系统调试

5.4.1 系统调试应编制调试方案 ，并应经过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

的批准后方可实施 。

5.4.2 系统调试应分为点对点调试和联动调试。

5.4.3 点对点调试应满足下列规定:

1 调试前应对线缆进行校验，保证控制柜设备接线端与实际

所接设备相符;

2 系统通电后应检查控制设备是否正常运行;

3 应检查传感器的读数是否正确;

4 应逐个核实传感器与实际位置是否相符;

5 应对控制设备逐个进行输出控制，并应确定实际状态是否

与输出相符。

5.4.4 联动调试应满足下列规定:

1 通过改变设定参数，输出状态应与设计相符;

2 通过模拟报警动作，输出状态应与设计相符 。

5.4.5 厂务管理控制系统的调试应包括单机调试和系统联动试

运转调试。通风与空调子系统的调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风

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43 的有关规定。

5.4.6 公共安全系统调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防范工程技



术规范 ))GB 50348 的有关规定。

5.4.7 信息设施系统调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智能建筑工程施

工规范 ))GB 50606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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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验 收 移交

6.1 一般规定

6. 1. 1 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应通过工程验收后方可投

入使用 。

6. 1. 2 工程验收应包括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 、功能验收和资料

验收 。

6. 2 验收条件及验收组织

6.2.1 工程验收应具备下列条件 :

1 完成建设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

2 有完整的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 ;

3 系统检测合格;

4 系统检测项目的抽检和复核符合设计文件要求;

5 观感质量验收符合技术要求;

6 有完整的竣工图纸。

6.2.2 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应组织有关人员自检 。 施工单位应

在自检合格后报监理单位进行竣工预验收。施工单位应在预验收

通过后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竣工报告，申请工程竣工验收 。

6. 2.3 建设单位收到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后，应由建设单位组织设

计、施工、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

6.3 工程验收

6.3.1 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验收应按"先产品，后系统;

先分系统，后系统集成"的顺序进行 。

6.3.2 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应包括与前期工程的交接和工程实



施工作准备，进场材料和设备的检查、隐蔽工程验收和过程检查，

工程安装质量检查，系统自检和试运行等 。 施工单位应分别按照

本标准附录 E、附录 F 和附录 G 的要求填写验收记录，并应由监

理单位或建设单位签署验收意见 。

6.3.3 施工单位应按照合同技术文件和工程设计文件的要求，对

设备、材料和软件进行进场验收 。 进场验收应有书面记录和参加

人签字，并应经监理工程师或建设单位验收人员签字 。 未经进场

验收合格的设备、材料和软件不得在工程上使用和安装 。 经进场

验收的设备和材料应按产品的技术要求妥善保管 。

6.3.4 对工程设备安装质量进行检查和观感质量验收应采用现

场观察、核对施工图、抽查测试等方法 。

6.3.5 系统检测时各系统安装调试应已经完成，并进行了规定时

间的试运行，具备相应的技术文件和质量控制记录 。

6.3.6 建设单位应组织有关人员依据合同技术文件和设计文件，

制定系统检测方案 。

6.3.7 功能验收应分系统进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检测传感器显示数值是否与实际一致;

2 应检测执行机构的状态是否与输出一致 ;

3 应检测通讯类数值是否与发送端一致 。

6.3.8 系统检测应按检测方案所列检测项目进行检测，检测结果

应符合设计要求 。

6.3.9 资料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完整的竣工图纸;

2 工程设计变更和洽商记录;

3 设备材料进场检验记录和设备开箱检验记录 2

4 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

5 试运行和系统调试记录 。

6.3.10 工程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竣工图纸和工程质量控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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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检查观感质量;

3 抽查和复核系统检测项目 。

6. 3.11 工程验收结论应分为合格、不合格两类。验收项目均达

标，应判定为合格。验收项目虽存在问题但经过整改后能予克服

的 ，宜判定为合格 。 对于有不达标项又不具备整改条件，或即使整

改也难以符合要求的，宜判定为不合格 。

6.4 工程移交

6. 4.1 竣工验收通过后，施工单位应向建设单位办理工程移交

手续 。

6.4.2 施工单位应将工程实体移交给建设单位 。

6.4.3 施工单位在约定时间内应将全部工程资料及竣工图纸移

交给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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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表 A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开工日期:

工程名称 施工许可证(开工证〉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

设计单位 项目负责人

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项目技术负责人
序号 项 目 内 甘~ 

l 现场质量管理制度

2 质量责任制

3 主要专业工种操作上岗证书

4 分包方资质与对分包单位的管理制度

5 施工图审查情况

6 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及审批

7 施工技术标准

8 现场材料、设备存放与管理

9 检测设备、计量仪表检验

10 

检查结论:

总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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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材料、设备进场检验记录

表 B 材料、设备进场检验记录

第页共页

工程名称 | 分项工程名称|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进场数量
生产厂家

合格证号
检验项目 检验结果 备注

2 

3 

4 

5 

6 

7 

8 

…... 

检验结果:

施工单位
监现(建设〕单位

专业质量员 专业工长 检验员
签

子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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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设备开箱检验记录

表 C 设备开箱检验记录

第页共页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设备名称 检查日期

规格型号 总数量

装箱单号 检验数量

包装'情况

随机文件

检验记录 备件与附件

外观情况

测试情况

缺 、损附件备件明细表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检验结果

结论:

监:!1Il(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签

于{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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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隐蔽工程检查记录

表 D 隐蔽工程检查记录

第页共页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

隐检项目 检查 日期

隐检部位 检查数量

隐检依据.施工图号，设计变更/洽商(编号)及有关国家现行标准等 .

主要材料名称及规格/型号.

隐检内容·

申报人:

检查意见:

俭查结论: 口同意隐蔽 口不同意隐蔽，修改后进行复查

复查结论:

复查人· 复查日期:

施工单位
监理(建设)单位

签 专业技术负责人 专业质检员 专业工长

字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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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表 E 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l 验收部位 |
施工单位 专业工长 | |项 目经理 |

施工执行标准

名称及编号

分包单位 分包项目经理| |施工班组长|
质量验收规范的规定 施工单位检查评定记录 监理(建设〉单位验收记录

2 

3 
主

4 
控

b 
项

6 
目

7 

8 

9 

10 

1 

2 
般

3 
项

目 4 

5 

施工单位检查

评定结果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月 日

监理(建设)单位

验收结论
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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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表 F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工程名称 结构类型 检验批数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项目技术负责人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负责人 分包项目经理

序号 检验批部位、区段 施工单位检查评定结果 监理(建设)单位验收结论

1 

2 

3 

4 

5 

6 

7 

8 

9 

10 

检查结论 验收结论

项目专业 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

技术负责人: 专业技术负责人) : 

年月 日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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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分部(子分部)工程验收记录

表 G 分部(子分部)工程验收记录

工程名称 结构类型 层数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质量部门负责人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负责人 分包技术负责人

序号 分项工程名称
检验

才比数
施工单位检查评定 验收意见

2 

3 

4 

5 

6 

质量控制资料

安全和J}J能检验(检测)报告

观感质量验收

分包单位 项目经理 年月 日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年月 日

勘察单位 项目负责人 年月 日

验 设计单位 项目负责人 年月 日

收

单

位

监理(建设)单位

总i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专业负责人) :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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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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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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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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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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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58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 ))GB 50 174 

《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GB 50217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43 

《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

规范 ))GB 50257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 50314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48 

《 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规范 ))GB 50606 

《危险场所电气防爆安全规范 ))AQ 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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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

技术标准

GB 51321 - 2018 

条文说明



编制说明

《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技术标准 ))GB 51321- 2018 , 

经住房城乡建设部 20 1 8 年 9 月 11 日以第 207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制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总

结了我国在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建设中的实践经验，同

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规范、技术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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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

程技术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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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着重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做了解释 。 但是，本条文说明

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

标准规定的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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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1 随着国家电子信息技术以及产业的飞速发展，高新技术产

品对生产条件的要求越来越高，在电子工业厂房建设中，结合智能

化技术和厂务控制信息技术的综合自动化系统得到广泛的应用 。

同时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复杂程度高，要确保综合自动

化系统的正常、安全和高效运行 ，促进我国电子工业制造能力 的整

体水平与先进工业国家保持同步，改变目前国 内无标准可依，技术

棍乱的局面，迫切需要一套指导我国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

程建设的技术标准，作为指导工程建设和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及

管理维护的基本依据 。

本标准的制定能够明确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基本目

标要求和系统技术实现路径，有利于降低建设戚本 。 并为电子厂

房生产环节和生产支持环节的自动化信息整合提供基础，为未来

整体生产系统的管理，包括生产原料及成品管理、生产工艺自动控

制 、生产环境与安全控制、节能生产控制等提供了技术路线图，为

实现智慧生产、智慧物联网铺平道路 。

1. O. 2 由于各类电子工业厂房的实际需求、建设内容、投资规模

等方面的不同 ，对综合自动化系统的建设要求也有较大差异 。 本

标准在总结我国近年在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建设技术及

管理实践的基础上，对工程设计内容进行了归纳总结，对各类生产

配套设备的监测和控制提出了各自的设计要求 ，便于工厂建设单

位及设计单位应对工厂的实际需求进行选择，也便于标准的实施

和监督 。

1. O. 3 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是一门结合多学科、多门类

的综合性应用科学技术 。 本标准 旨在为工程建设单位和工程设



计、施工、监理单位提供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设计、施工、

检验、验收的基本依据。工程建设中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是

本标准实施的基础 。 因此，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的建设

不仅要执行本标准，还要执行其他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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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2 基本组成

3. 2. J 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的范围界定为厂务管理控

制系统及各个控制单项、公共安全系统和信息设施系统及各个专

业子系统 。

厂务管理控制系统包括对生产所要用到的各类特种固体 、液

体、气体的制造过程及保存状态进行监测、记录和控制，对各类环

境参数进行监测 ，对保证生产环境的温度、湿度和颗粒物的各类设

施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测、控制和记录，保证环境满足生产的要求 。

通过对各类能掘的消耗进行监视、测量 、记录和分析，合理调整各

类设备的运行，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 。 公共安全系统包括对工厂

内不同区域进行分析，对不同风险级别进行现别，根据相应的级别

来进行相应的公共安全子系统的设计 。 信息设施系统包括工厂日

常运行中各类信息传输的形式及载体，可根据工厂的实际需求对

各个子系统进行分别设计。

3.3 厂务管理控制系统

3.3.1 厂务管理控制系统架构由兰层组成 :下层由仪表设备及执

行机构组成，主要负责收集数据和执行中层发出的指令 ， 仪表设

备、执行机构和现场控制器构成现场控制的基础功能 。

中间层为现场控制器，主要负责接收 、处理并发送指令给下层

设备， 同时负责与上层之间的数据交换 。

最上层为管理层系统 ， 主要包括服务器、操作站、打印机、通信

设备和组态软件，负责数据的采集、记录、显示和修改 。

3. 3.2 仪表是测定温度 、气压、 电量、流量等仪器的统称 。 厂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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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控制系统常用的仪表统称为传感器 。

国家标准《传感器通用术语 ))GB 7665-1987 对传感器(英文

名称 : tra nsducer/ sensor)下的定义是"能感受规定的被测量并按

照→定的规律转换成可用信号的器件或装置，通常由敏感元件和

转换元件组成" 。 传感器是一种检测装置，能感受到被测量的信

息，并能将检测感受到的信息，按一定规律变换成为电信号或其他

所需形式的信息输出，以满足信息的传输、处理、存储、显示、记录

和控制等要求 。 它是实现自动检测和自动控制的首要环节 。 常见

的是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 。

模拟信号是指信息参数在给定范围内表现为连续的信号。或

在一段连续的时间间隔内，其代表信息的特征量可以在任意瞬间

呈现为任意数值的信号，其信号的幅度，或频率，或相位随时间做

连续变化，如目前广播的声音信号或图像信号等 。

数字信号指幅度的取值是离散的，幅值表示被限制在有限个

数值之内。二进制码就是一种数字信号。二进制码受噪声的影响

小，易于有数字电路进行处理，所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

传感器信号的其他分类:增量信号、绝对码信号、开关信号 。

增量码信号是指被测量值与传感器输出信号的变化周期数成

正比，即输出量值的大小由信号变化的周期数的增量决定。 一般

光栅位移传感器、磁栅位移传感器、激光位移传感器等采用干涉法

等测量位移时，传感器输出的信号为增量码信号 。

绝对码信号是一种与被测对象的状态相对应的信号 。 如码

盘，它的每一个角度方位对应于一组编码，这种编码称为绝对码 。

绝对码信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不管测量过程中发生什么情况，

干扰过后，一种状态总是对应于一组确定的编码 。

开关信号只有 0 和 1 两个状态，可视为绝对码只有一位编码

时的特例 。 如行程开关、压差开关等传感器的输出就是开关信号 。

在电子厂房综合自动化系统中，主要用到模拟信号和开关信

号两类传感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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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信号按照输出信号类型，常用的有电压型、电流型和电阻

型三种 。 电压及电流型传感器是通过将传感器的敏感元件根据其

相应的特性转换成电压或电流信号，电流型传感器的传输距离及

抗干扰能力都比电压型强;电阻型传感器则直接利用其电阻特性

来进行传导，一般需要专用模块来处理对应的电阻信号 。

3.3.3 执行机构又称执行器，是一种自动控制领域的常用机电一

体化设备(器件) ，是自动化仪表的三大组成部分(检测设备、调节

设备和执行设备)中的执行设备 。 主要是对一些设备和装置进行

自动操作，控制其开关和调节，代替人工作业 。

执行器按所用驱动能源分为气动、电动和液压执行器三种;按

输出位移的形式，执行器有转角型和直线型两种;按动作规律，执

行器可分为开关型、积分型和比例型三类;按输入控制信号，执行

器分为可以输入空气压力信号、直流电流信号、直流电压信号、电

接点通断信号、脉冲信号等几类 。

选择执行器的类型，首先要考虑环境要求(如易燃易爆区域不

能选用电动类型的，一般选用气动型) ，其次考虑控制要求和成本

因素等 。

3.3.4 控制器是指按照预定顺序改变主电路或控制电路的接线

和改变电路中电阻值来控制电动机的启动、调速、制动和反向的主

令装置 。 由程序计数器、指令寄存器、指令译码器、时序产生器和

操作控制器组成，它是发布命令的"决策机构"，即完成协调和指挥

整个计算机系统的操作 。

电子厂房综合自动化系统常用的控制器类型有可编程逻辑

控制器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 PLC) 和 直接数字控制

CDirect Digital Contro l , DDC)两种 。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它采用一类可编程的存储器，用于其内部

存储程序，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与算术操作等面向

用户的指令，并通过数字或模拟式输入/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

或生产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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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数字控制，通常称为 DDC 控制器，它通过预定控制程序

完成各种控制功能，包括比例控制、 比例加积分控制、比例加积分

加微分控制、开关控制、平均值控制、最大/最小值控制、始值计算

控制、逻辑运算控制和联锁控制 。

PLC 控制器与 DDC 控制器最大的差别在于， DDC 控制器的

控制程序是预定好的，在其预定范围内可直接调用，方便快捷，由

于预定程序使用也受到局限 。 PLC 控制器可灵活编写程序，适用

范围更广 。

3.3. 5 管理层系统主要包括服务器、操作站、打印机、通信设备和

组态软件，就是组态软件及其所需的硬件支持的结合，国际常用

"SCADA 系统"来统称厂务管理控制系统的中央控制室所包含的

设备及软件 。 组态软件 CSup巳rv i 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
tion , SCADA) ，是位于控制设备之上 ，侧重于管理的纯软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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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设计

4. 1 一般规定

4. 1. 3 以满足电子工业厂房的使用功能为目标，确保对各类系统

监控信息资源的共享和优化管理，需要建立实用、可靠和高效的自

动化应用系统，以实施综合管理功能。

4. 1. 4 监控画面应以图形和动画等直观形象呈现工业现场信息，

方便对流程的控制和监视 。 采用的组态软件应能够将工程运行的

状况、实时数据、历史数据、警告和故障信息形成报表，供运行和管

理人员使用，用于今后的系统运行分析 。

4. 1. 7 自动化控制系统的主机宜进行冗余化设计设有热备份，当

系统的主用主机出现故障时，备份主机能及时投入运行，以提高系

统的安全性、可靠性 。

4. 1. 9 能在强噪声、射频干扰和振动、电磁干扰等的环境中连续

无故障地运行，所有探测器、传感器、变送器、阀门及执行机构等设

备应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可用性、稳定性、可操作性 。

4.2 洁净室(区)环境监控设计

4.2.1 对温度、湿度、露点温度、压差、洁净度、空气成分等全部或

部分空气参数进行监视、测量和记录，井及时报警，维持洁净环境，

满足工艺生产的要求 。

对于生产新型显示器件及半导体器件的洁净室环境，悬浮分

子污染物 (Airborne Molecu lar Contaminants , AMC) 的控制越来

越重要 。 国际半导体设备与材料协会 CSem iconductor Equipment 

and Mate rials In ternational , SEMl)的标准根据化学品的特性，将

洁净室中的空气污染物分为酸 (Molec ul ar Acids , MA) 、碱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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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u lar Bases , MB) 、可凝聚物 ( Mo lecu l a r Condensabl e:; , MC)和掺

杂物 (Molec ul ar Dopants , MD) 。

4.2.2 系统合用便于统一管理，保证数据传输的可靠、及时;如分

开设置，需采取措施保证不同监控系统间数据通信的可靠、及时 。

4.2.3 在同一栋生产厂房内，工艺段对洁净环境的温度、温度、压

力要求不同，但控制系统共用时，控制系统的选择应满足最严格的

要求 。

4.2.6 个别生产工艺段有化学沉积现象，化学物质沉积在敏感元

件处时会影响测量精度，严重的会使传感器失去功能，因此，要采

取适当的防护措施 。

4.3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监控设计

4.3.1 需要进行监控的设备包括风机、水泵 、加湿器、加热器、风

机盘管等 。

4.3.2 净化空调主要是用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的净化室(区)或

车间 ，对洁净空调 的控制要求普通空调要求较高，一般要分开控

制 。 如确需要与普通空调采用同一套控制系统时，应适当提高其

控制标准或按净洁空调控制系统标准 。

4.3.4 根据不同的要求，送风、回风与排风的启停连锁顺序可能

会不同 。 采取相应的措施，包括对风机、风阀等的监视及报警 。

4.3.5 为了对送风量进行调节 ， 目前空调系统的风机多采用变

频器进行控制，为了获得变频器的运行数据 、运行状态和珍断信

息，如电压、电流、功率、温度等，仅通过变频器自带的接线端子

已无法满足，因此宜采用通讯的方式，如 Modbus RTU 、 Profibus

DP 、 Devi cenet ，推荐采用高速的 EtherN et/ IP 、 ControlNet 、 Profi

Net 等。

4.3.6 对于服务洁净室(区)或重要房间(区域)的新风机组或空

调机组，应采取适当的防冻保护措施，如开大热水阀，避免机组因

盘管结冰胀裂停止工作 ，影响到洁净或重要环境的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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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7 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 GB

50058 中对于采取的防爆措施有相关要求 。

4.3. 8 室外空气参数对于洁净室的节能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要

进行详细监测 。

4.3. 9 压力监测位置的选取应按照工艺要求确定 。

4.3.10 对于电加热器，如果风机故障停车或风量过小，可能导致

送风温度过高，进而导致电加热器烧毁或引燃周围可燃物 ;对于电

加湿器 ，如果出现断水或无风的情况，同样可能导致电加湿器烧毁

或引起火灾。一旦出现火灾，不但造成直接的人身、财产损失，而

且产生的烟尘会随着气流沿着送风管路进入洁净室，破坏洁净环

境，影响正常的生产，进一步扩大经济损失。因此为了避免热量累

积，引起火灾危险，电加热器及电加湿器必须采取相应的保护装置

或措施。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

4.3.11 为保护空调机组，其附属设备如加湿器，应设置保护装置

及反馈信号，能够按控制逻辑与空调机组一起关闭。

4.3.12 增加执行机构的反馈信号，便于调试及运行维护工作 。

4.3.14 安装于高湿环境中的温度传感器，在选型、安装时应注

意满足湿度要求，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测试。如果传感器的选型

及安装不当，将导致传感器故障、控制失灵，减少传感器寿命等

危害 。

4.3.15 随着电动控制阀生产制造工艺及技术的发展，在一些特

殊应用环境，除了气动控制间，合理选型的电动控制阀同样适用于

爆炸危险 、腐蚀等恶劣环境 。

4.3. 17 废气包括酸性废气、碱性废气、有机废气 、工艺热排风、有

毒废气、粉尘废气，其排放应执行相关的国家及地方标准，如现行

国家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 6297 及其他地方标准，

并应对废气排放系统的运行进行监视，出现故障及时报警，并进行

处置。重要的排放参数宜传送至长期人员值班的场所，如控制中

心、紧急响应中心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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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冷热源系统监控设计

4.4.1 冷冻水系统包含制冷机组、冷冻水水泵(含一次泵、二次

泵)、冷冻水管道、水控制调节间门、管道压力平衡设备、冷冻水过

滤设备、水温度和水压力仪表。冷却水系统包含冷却塔、冷却水水

泵、冷却水过滤设备、冷却水管道、水控制调节阅门、水温度和水压

力仪表。锅炉系统包括锅炉、燃料系统、排烟管道、给水系统、出水

或出蒸汽管线阔门。蒸汽系统包括蒸汽调压阀组、蒸汽管线、蒸汽

阀门和仪表。热水系统包括水泵、换热设备、管道、水控制调节阀

门、管道压力平衡设备、热水过滤设备、水温度和水压力仪表 。

4.4.2 冷冻水系统和冷却水系统与制冷机联动运行，控制系统合

并更直观和合理。

4.4.3 锅炉系统、蒸汽系统和热水系统同为热源系统，其之间多

是联动运行，控制系统宜合并设立。

4.4.4 冷热源系统监控应对冷冻水、冷却水、锅炉和蒸汽及热水

系统所完成的功能进行监控。

4.4.5 通过冷冻水和冷却水的水流开关状态与冷冻水水泵和冷

却水水泵的启动状态来保护冷冻机组的启停 。

4.4.6 冷冻水水强是冷热源系统监测冷冻水系统运行状态的重

要参数。

4.4.7 冷热源监控系统通过监控冷冻水泵及冷却水泵的状态，并

将水泵状态与水流开关状态来连锁冷冻机组的启停，以起到对冷

冻机组的保护作用 。

4.4.10 供回水主管线上应安装相对大气压力的压力仪表 。 供回

水管路之间可安装压差仪表。在装备二次泵系统中，一次水泵与

二次水泵之间的供回水主管，应安装压差仪表，配合管路上的机械

式压差阀门，调整管路的动态平衡 。

4.4.11 水流量仪表参数用来计算冷冻水的能量消耗 。 仪表的量

程应选择在合理的区间，过大或过小都会带来测量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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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2 锅炉水位是锅炉安全运行的重要参数 。 锅炉出现低水位

时，说明用于产生蒸汽水量不多了，燃料继续燃烧时，水蒸发干后

就会有烧穿锅炉的危险 。 所以当出现低水位时，要立即停止燃料

供应，避免烧毁锅炉设备 。 锅炉设备烧毁后，极易引发燃料燃烧的

不稳定，产生爆炸危险 。 直接威胁运行人员的生命安全，同时造成

重大的财产损失 。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

4.4.13 锅炉设备蒸汽或热水出口压力和泪度参数是锅炉正常运

行和安全运行的重要参数 。 出口的压力和温度高过报警值时，锅

炉有爆炸的危险，此时要立刻停止燃料供应 。 锅炉爆炸将直接危

害运行人员和周围人群的生命安全，造成直接的财产损失 。 本条

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4.4.14 对燃烧设备启停的实时监控，有助于提高安全管理，及时

掌握锅炉设备的运行状态 。

4.4.15 对燃气和燃油压力和流量的监测既可以提高运行安全管

理，又进行一次能源使用的计量 。

4.4.16 燃油储罐液位参数是系统运行的重要指标。

4.4.17 锅炉进水水质是锅炉安全运行的重要参数 。

4.4.18 燃料燃烧通常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对这些

气体实时监控以保证人员的安全 。 一氧化碾是可燃气体，如果发

生泄露，浓度超过爆炸临界点会造成爆炸事故。一氧化碳及二氧

化碳气体浓度过高都会造成人员窒息 。 为保证安全运行，应该对

上述气体的旅度进行实时监控 。

4.5 工艺冷却水系统监控设计

4.5.1 工艺冷却水系统独立于其他动力系统，专为工艺设备服

务，通常情况下控制系统独立设置。 但当系统规模较小时，可以和

压缩空气及工艺真空等系统合并建立控制系统 。

4.5.3 换热器进出口冷媒的、温度和压力是工艺冷却水系统运行

的重要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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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工艺冷却水主管线上的温度和压力参数是工艺冷冻水系

统运行的重要指标 。

4.5.5 水过滤器两端的压力差说明过滤器的使用寿命和工艺冷

冻水的系统阻力和能耗 。

4.5.6 当工艺冷却水系统是开放式循环时，储水水箱的液位是系

统正常运行的重要参数。

4.6 压缩空气、真空及大宗气体系统监控设计

4.6.1 压缩空气系统包括空气压缩机组、压力平衡罐、冷冻除湿

机、吸附除湿机、过滤器和管线阀门 。 真空系统包括真空泵机组、

管线阀门和排风管线。大宗气体系统包括液态气体罐、蒸发器、阀

组、气体纯化器、管线 。

4.6.2 当压缩空气系统、真空系统和大宗气体系统规模较小时，

控制系统可以与其他动力系统合并设置 。 但从系统的稳定性考

虑，直独立设置控制系统 。

4.6.3 厂务管理控制系统对于压缩空气系统、真空系统及大宗气

体系统的工作范围和功能进行监控 。

4.6.4 空气压缩机电机为非变频时，应监控空气压缩机是在满载

状态运行，还是在空载状态运行 。 当空气压缩机电机为变频运行

时，应监控运行频率 。

4.6.5 管线压力是压缩空气系统的重要运行参数。

4.6.6 压缩空气的露点温度是系统运行的重要参数。

4.6.7 真空泵的启停状态是真空系统运行的重要参数。

4.6.8 真空度参数的测试点的位置可选择缓冲真空罐上或真空

主管线上 。

4.6.9 气体管线间门的开关状态和气体传感器及纯化分析仪参

数是大宗气体系统运行的重要参数 。

4.6.10 气体检测系统报警信号应实时传递给厂务管理控制

系统 。

• 58 • 



4. 7 纯水站系统监控设计

4. 7.1 系统的故障报警和重要设备的运行状态、过程参数应传送

管理层系统显示和存储 。

4.7.2 从系统的稳定性考虑，大型纯水系统直独立设置控制

系统。

4. 7. 3 本条强调整套监控系统应实现设备的全自动控制，同时通

过手动方法实现。监控系统应采用自动程序控制、远方手动操作

及就地操作相结合的控制方式 。 程序控制除应设置正常操作外，

还应设置必要的步骤时间和状态指示、选择和闭锁功能 。

4. 7.4 本条对于反渗透设备的控制做出了具体要求 。

4.7.5 在每套反渗透装置的进水、段间和浓水口宜设置压力变送

器，系统根据信号判断是否进行化学清洗 。

4.7 . 6 当反渗透投入运行时，为减缓高压泵启动对膜元件产生的

冲击力，宜在高压泵出口设置慢开阀门 。

4.7.7 各水泵与水箱液位信号的联动，是保证纯水系统正常运行

的重要因素。

4.7. 8 对各类水箱、罐体的液位监视，有效反映纯水系统的实时

运行工况 。

4. 8 特种气体及化学晶输配系统监控设计

4.8.1 监控系统对特种气体和化学品的工作压力、各自动阀门的

工作状态、供气或供药设备所在环境，用气或用药设备所在环境等

重要参数进行监控 。

为避免其他系统对本系统的影响，保证本系统的可靠运行，特

种气体及化学品输配系统监控应设置独立的监控系统，若中央监

控需整合本系统数据时，应开放通信接口供中央监控整合数据 。

4.8.2 易燃、易爆、有毒气体输送在间门、可拆卸连接等容易发生

泄露的位置即为存在危险的地方，在此位置设置传感器能有效预



防气体泄漏后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易燃、有毒、腐蚀性，以

及泄漏会对自身或其他设备造成损害的液态或固态输送的化学

品，在阀门、可拆卸连接等易发生泄漏的地方设置传感装置能有效

预防泄漏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

严格执行。

4.8 . 3 传感器侦测到危险时，能够通过支管路或者源端的自动阀

门第一时间关闭危险源 。 当检测?世漏达到危险值时自动联动关闭

所在支路阅门; 当发生危险且不能关断支管路时， 自动关闭源端阅

门; 当发生危险时可同时关闭源端和支管路阀门 。 关闭危险源能

防止危险扩大，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人员伤亡和环境污染 。 本条为

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

4.8.4 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应符合传感器的安装要求，集中安装能

提高传感器的系统管理 。 传感器损坏易造成系统的误报警、误动

作，从而对生产造成直接影响，在人员通道、物流通道、机械通道等

易发生损坏的环境安装的传感器上设置防护装置能避免传感器损

坏造成的损失 。

4. 8. 5 当地震、洪灾等自然灾害发生，以及火灾、严重泄漏等紧急

情况发生时，且自动关闭(切断〉危险源的操作失效时，疏散人员、

专业操作人员在疏散的过程中能通过触发设置在通道口、通道上、

设备间的急停开关切断危险源，控制危险的扩大，避免造成财产损

失、人员伤亡和环境污染 。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

4. 8. 6 在条文所指区域设置不少于红、黄、绿的三级报警指示灯，

当区域内气体泄漏浓度危害人体健康时，必须有声音报警，以显示

各区域的状态;区域内的人员可通过指示灯状态和声音报警识别

危险 i 当气体泄漏达到严重危险时，设置高于现场环境声音 60dB

以上且不低于 lOOdB，目的是明显地区别于现场环境的报警声 ， 警

醒区域内的人员采取应对措施，防止危险发生时现场人员的不知

情造成的意外事故发生导致的财产损失、人员伤亡和环境污染 。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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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0 避免监控系统电源对人体的伤害，同时减少意外发生时

高电压所承载的强能量源对特种气体及化学品输配系统设备及管

路的损害 。

4.8.12 在各系统关闭后，为确保本系统内各设备有足够的关闭

动作时间，同时监测其他系统关闭后本监控系统是否存在异常，本

系统电源应后于其他系统电源关闭。

4.8.15 监控系统模拟联动测试确保系统内各设备动作正常，在

紧急情况发生时监控系统设备能正常响应、执行相应动作，有效控

制、防范危险发生和扩大 。

4. 10 工业污水处理系统监控设计

4.10.4 冗余分为硬件冗余和软件冗余，设计为硬件冗余时，通过

一个硬件发生故障时，备份硬件立刻投入工作来保证系统的稳定

性，系统建造成本高。软件冗余，构造系统的成本低一些，但系统

的可靠性没有硬冗余高 。

4.10.5 本条文对工业污水处理系统仪表选择进行要求，不同的

工艺设计要求，系统控制精度的不同决定了仪表类型的选择，不同

的仪表其传输信号的形式是不同的，因此，仪表的选型要符合工艺

设计要求，同时与监控系统配套 。

4. 10.6 为防止监控系统模拟信号受到干扰，保证信号传输的稳

定性，安全接地与屏蔽接地宜分开设置。

4.10.7 本条文对控制系统的控制级别进行说明，现场设备的控

制级别从高到低设置分别为现场于动控制、控制室手动控制、现场

和控制室自动控制 。 为了提高现场检修时的安全性，防止其他控

制点对系统的操作，现场手动控制的控制级别为最高， 当现场关闭

设备时，其他任何位置的操作都应无法操作系统。

4. 10. 9 在系统较为复杂，执行机构较多的情况下，一般选用气动

执行机构，可靠性较高 。 系统较为简单，执行机构较少选用电动执

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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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工厂能源管理及节能系统设计

4. 11. 1 能量计量和统计分析系统的结果是对工厂用能设备和系

统作优化和改造的数据基础，也是合同能源管理的历史统计依据 。

4. 11. 2 能源输入包括用电量、用水量 、燃气使用量、燃油使用量

和蒸汽使用量。 工业排放包括工艺排风量、工业污水排放量和蒸

汽冷凝水排放量。

4.1 1. 3 计量工厂的能量消耗，包括对各能源中心的计量 ，对各能

耗分支系统的计量，对各能耗使用点的计量 。 宜重点计量高能耗

的使用点 。

4.1 1. 4 用电量的计量按用电的功能划分，分为工艺用电 、动力用

电、照明和办公用电 。 通过对上述不同功能区域的瞬时功率和用

电时间的计量，可以精细分析用电负荷的情况 。

4.1 1. 6 不同系统是指冷冻水系统、空调系统和空气压缩系统等。

不同的服务区域多按生产线的布置划分 。

4.1 1. 11 本条文要求对工厂节能降耗进行统筹规划，系统设计时

预先考虑控制接口及数据信息监测模式 。

1 基准目标:满足国家、行业监管机构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最

低基准要求 。

2 优化目标:依据对需方的需求调研分析，结合行业标杆水

平、能效技术进步情况，提倡在条件允许时设定高于最低基准要求

的能效目标 。

3 功能设计中的基本功能和优化功能的要求如下:

(1)基本功能 : 为满足基准目标，必须设计的基准功能，如耗能

分项统计、废水排放统计等;

(2)优化功能:为实现优化目标而设计的功能，如标杆比对功

能、能效财务指标分析等 。

4 流程设计中的基本流程设计、流程变量识别和流程优化设

计宜包括下列内容:



(1)基本流程设计:为实现功能设计，确定基本流程，包括但不

仅限于能源流、信息流、管理流;

(2)流程变量识别:识别出基本流程中各项变量，在流程设计

中覆盖变量各种可能的变化情况;

(3)流程优化设计:统筹考虑能源流程与工厂其他流程的融

合，优化流程设计 。

5 模型验证直包括下列内容:

(1)以流程和功能要求作为输入信息，目标作为输出信息，对

监测、传输、分析、应用等各环节进行具体方案设计，如传感方案、

通信协议及传输方案、数据存储与分析算法方案、应用功能方

案等;

(2)通过软件建模、小样试验/试点等方式建立模型，对方案进

行验证、优化;

(3)设备与服务选型、集成，选择符合方案设计要求的设备与

服务，按照方案设计要求进行集成、检测;

( 4 )设计优化需要根据用能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变化以及用能

设备的技术进步，持续开展优化设计 。

4.12 公共安全系统设计

4.12.3 厂房风险区域可按以下划分:

(1)一级风险区:如危险品存储、分配使用区等 。

(2)二级风险区 :如核心技术区、贵重原料存放区、特种设备

区等 。

( 3 ) 三级风险区:指普通办公、生产区域，如普通产品库房等。

4.12.4 高度风险区涉及的危险品包括危险品废弃物 。 根据实际

情况和生产任务，建设单位可提高区域风险等级和防护级别 。

4.13 信息设施系统设计

4.13.3 对于产品或工艺特别，有特殊安全要求的厂区，或者因为



选址的原因，厂区建设地点相对偏远，宜根据需要设置专用的应急

通信装置，用于确保特殊情况下的通信需求。

4. 14 自动化集成系统设计

4. 14. 2 自动化系统集成应具备整合国际通用工业通信协议能

力，其中包括 Profibus 、 DeviceNet 、 CANbus 、 Modbus 和 FF 协

议等 。

4.14.6 自动化集成系统网络接入其他网络时，应设置网络防火

墙 。 以阻断网络入侵 。 同时减少从其他网络向自动化集成系统网

络做写人数据的动作 。

4.14.7 系统集成数据存储应设置专用数据存储冗余服务器。系

统集成的构架、储存数据的规模和重要性都要求数据的安全备份

和数据处理的速度。存储冗余服务器对于未来数据的迁移有巨大

优势。

4.14.9 系统运行重要参数的可视化、报警监控及记录是自动化

系统集成的核心任务 。 读取、监视和数据库记录，对下一步的系统

优化和运维提供基础条件 。

4.14.10 对于公共安全事件的应急和统一协调控制是 自动化系

统集成的基础功能，因此系统要能够控制子系统的动作，并根据法

律法规进行管理。

4. 15 信号传输线路设计

4.15.1 规定计算机网络信号传输原则，以及计算机网络信号与

其他设备图形图像数据交换需达到最终显示质量参数要求。

4.15.3 规定串行通信信号传输线缆选型基本要求和使用环境 。

4.15.4 规定低压信号传输线缆选型基本条件。

4.15.7 条文引自现行国家标准《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规范 )) GB

50606~2010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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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施工

5. 1 一般规定

5. 1. 1 施工图要经过设计审核，严格按照施工图等设计文件进行

施工，是使施工过程能够顺利进行，保证工程施工质量的前提 。 所

以在工程施工前，应在技术设计的基础上进行方案的深化设计 。

5. 1. 2 施工方案是工程质量的重要保证。

5.2 施工准备

5.2.2 本条强调了为保证施工质量，在施工前应进行的各种管理

制度、技术方面的规定，并做到有据可查。

5.2.7 本条对施工使用的测试仪器、仪表应具备的条件做出了明

确规定 。

5.3 工程施工

5.3.18 为了方便厂务运行、管理人员的工作，便于检修，本条对

线缆的标识做出了明确规定 。

5.3.19 隐蔽工程发生质量问题不易被发现，且维修困难，维修费

用高 。 本条强调隐蔽工程检查的重要性 。

5.4 系统调试

5.4.2 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由于子系统很多，且每个子

系统的组成部件也很多，因此，要按照先检查接线，然后单个设备

调试，再单个子系统调试(含子系统内部联动调试) ，最后整体联动

调试的顺序对系统进行运行调试，以保证系统能够正常投入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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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验收移交

6.1 一般规定

6. l. 1 电子工业厂房多数为洁净厂房，对洁净度、温度、湿度等有严

格要求，对于能源的消耗量也较大，为了保证工艺要求和节能考虑，洁

净厂房建成后要对施工质量进行检查评定，所以要进行工程验收 。

6. l. 2 本条说明工程验收主要包括的三个方面 。

6.2 验收条件及验收组织

6.2.1 本条说明工程验收应具备的条件 。

6.2.2 本条强调工程要进行自检和预验收 。

6.2.3 本条说明竣工验收的组织方 。

6.3 工程验收

6.3.1 说明电子工业厂房自动化工程系统验收的先后顺序 。

6.3.2 本条说明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的内容并强调要有验收记录。

6.3.3 对设备、材料和软件进场的交接检查和验收记录 。

6.3.5 强调系统检测应该是在系统经过试运行，能够稳定运行时

才可进行检测，以检验产品质量及安装质量 。

6.3.6 说明检测的主导者及检测的依据 。

6.3.10 本条说明工程验收的内容，包括资料验收和实物及系统

功能验收 。

6.3.11 对工程验收结论进行了规定 。

6.4 工程移交

6.4.1 本条说明工程移交应具备的条件及责任主体 。

6.4.3 说明工程验收后资料移交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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