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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标准是 SJ/T 207《设计文件管理制度》系列标准的一部分。本标准是为了贯彻 GB/T 5094一1985《电

气技术中的项目代号》而制订的。

本标准在内容上：

a）充实了功能分解原则和位置分解原则两编号方法；

b）明确了产品中较高层次的整机或成套设备级的组成项目才编制高层代号；

c）规定了位置代号以物定位法和以点定位法。

SJ/T 207 《设计文件管理制度》系列标准，目前包括以下八个部分：

第 1 部分：设计文件的分类和组成；

第 2部分：设计文件的格式；

第 3 部分：文字内容和表格形式设计文件的编制方法；

第 4部分：设计文件的编号：

第 5 部分：设计文件的更改；

第 6 部分：项目代号；

第 7 部分：电气简图的编制；

第 8 部分：图样编制；

本标准的附录 A 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CESI)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营大众机械厂、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CESI) 。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永利、张宁、赵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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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子产品设计文件中电气技术项目代号的组成方法和应用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电子产品设计文件中电气技术工商日仲号的编制。 其他产品的设计文件也可参照采用。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

有效。 所有标准都会被砾，使

3 

、放大器、电源、

3.1 项目 ite

电气简图

开关、插头座、焊

一种特定代码。
3.3 高层代号 hi 

3.6 端子代号 terminal designation 

用以同外电路进行电气连接的电器导电件的代号。 ［ GB/T5094一1985 中 2.9]
3.7 代号段 designation block 

具有相关信息的完整的项目代号的一部分。 完整的项目代号包括 4 个代号段：高层代号、位置代号、种
类代号和端子代号。 ［ GB/T5094一1985 中 2.10]

3.8 前缀符号 prefix sign 

用以区分各个代号段的符号。 包括等号“＝”、加号“＋”、减号“－”和冒号“：”。 ［ GB/T5094-1985 中 2.
1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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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代号

4.1 用途

SJ/T207. 6 - 2001 

在产品设计文件中标识组成产品项目的种类、层次关系及在产品或建筑物中的实际位置。

在产品或建筑物中标记项目代号的全部内容或部分内容，便于产品的使用和维护。
4.2 组成

完整的项目代号由 4个代号段组成：

第 1 段高层代号；

第 2段位置代号：

第 3 段种类代号；

第 4段端子代号。

4.3 前缀符号

区分各代号段的项目代号前缀符号为：

第 1 段＝高层 例如＝ T2; 

第 2段＋位置 例如＋ Fl;

第 3段一种类 例如－ Rl5;

第 4段：端子 例如：alOa
4.4 字符

各代号段项目代号的字符应是拉丁字母或阿拉伯数字或拉丁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的组合。通常，大写或
小写的拉丁字母具有相同意义。高层代号、位置代号、种类代号优先采用大写字母。

端子代号的拉丁字母字符应按 8.2 规定。

4.5 功能分解原则

项目代号中高层代号、种类代号是以产品各组成项目在功能上从全面到单一依次分解为基础的，示例
见图 1，功能分解和位置分解关系图。

在一个复合项目代号中，每个高层代号或种类代号表示的项目在功能上总是其前→个高层代号或种类
代号表示项目的一部分。如“＝ T 1 = P3 - A 1 - X 4”，种类代号“－ X4”的项目是“－ Al”项目功能的一部分；
项目“－ Al”又是“＝ P3”项目功能的一部分；项目“＝ P3”又是产品“＝ Tl”项目功能的一部分。
4.6 位置分解原则

项目代号中位置代号是以产品各组成项目在产品或建筑物中实际结构位置或空间位置从总体到局部
依次分解为基础的，示例见图 1，功能分解和位置分解关系图。

在一个复合项目代号中，每个位置代号表示的位置总是其前一个位置代号表示位置的一部分。
如：“＝ A4 + F2H1G2- Al”，表示“－ Al”项目位置在“＋ G2”中：“＋ G2”装在“＋ Hl”之中；“＋ Hl”在“＋

F2”之中：“＋ F2”属于“＝ A4”。

• 2 . 



成套设备

=Pl 

= P2 

成套设备

+G2 

+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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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控制系统

泵送系统1
人机接口设备

-All 

主选系统1

A31 

-QI 

-Ml 

按钮停止

Pl 、 ＝ P2”等组成；第三层中“＝ WlPl”是由“－ All 、 － A31 、－ Ql 、－ M 1 、－ Yl”等组成；第四层中“＝ WlPl 

- All ”是由“－ S8、－ Sl 、－ S2 、－ Hl”等组成。

图 l 上部右边是以图形方式表述了上述功能分解关系。

(2）图 l 下部左边表述的是位置分解原则。 图中表示该成套设备分别安置在“＋ G2（控制桌）、＋ G3（开

关屏） 、 ＋ ZA（泵装置）等位置或空间。 在图中表述的第二层中“＋ G2”由“＋ Gl 、＋ G2”等位置组成，“＋ G3 ” 

由“＋ GI 、＋ G2“等位置组成；“＋ ZA”由“＋ 1 、＋ 2、＋ 3 、＋ 4”等位置组成；第三层中“＋ G2Gl”是由“＋ M l ”等

位置组成，“＋ G3G2”是由“＋旧”等位置组成；第四层中“＋ G2G1M 1”是由“＋ Bl 、＋ B2、＋ B3、＋ B4”等位置

组成。

图 l 下部右边是以图形方式表述了上述位置分解关系。

(3）图 1 右边，上下部分图形间的连线，形象地表述了该成套设备中＝ WlPl 组成项目的功能分解和位

置分解的相互对应关系。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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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图中“＝ WlPl -All”装置在“＋ G2G1M l”位置中，可表示为“＝ WlPl + G2G1Ml - All”，也可表

示为“＝ WlPl -All+ G2G1Ml”。

4.7 组合

完整的项目代号是由高层代号段、位置代号段、种类代号段、端子代号段组合而成的。各代号段内的代
号应是按功能分解原则或位置分解原则编制的。高层代号、种类代号与位置代号的组合形式有如下约定：

在一个复合项目代号中，当位置代号编制在种类代号前面时，该位置代号仅表示其后第一个种类代号
代表项目的实际位置。如：“＝ A4 + F2H1G2- AlXl”中，项目“－ Al”在“＋ F2H1G2”代表的位置中，而项目

‘－ Xl”的实际位置未说明。

在一个复合项目代号中，当位置代号编制在高层代号或种类代号后面时，该位置代号仅表示其前一个
高层代号或种类代号代表项目的实际位置。如：“＝ A4 - AlXl + F2HlG2”中，项目“－ Xl”在“＋ F2H1G2” 
代表的位置中，而项目“－ Al”的实际位置未说明。

4.8 层次

根据实际需要决定在设计文件中或产品及建筑物中标记项目代号的层次，一般以能识别需要表示的项

目及其直接关系为依据。如整件电路图中，只需标识直接组成该整件的项目一层次的项目代号即可。仅当

需要表示其连接关系、装配关系、功能所属关系时才根据需要标记相关层次、代号段的项目代号。

4.9 省略前缀符号

在不致引起海淆时，项目代号的前缀符号可以省略。

在一个层次的范围内，如印制板组装件上装的元器件，可省略前缀符号。
规范的复合项目代号，即均由一个字母代码加数字序号表示的项目代号，可只在每个代号段前标记一

个前缀符号，如：“＝ Al+ F2 + Hl + G2 - Al”可省略为“＝ Al+ F2HlG2- Al ”。

5 种类代号

5.1 要求

产品中所有与电气技术相关的组成项目都应编制种类代号（或高层代号）。

种类代号应根据功能分解原则，在总布置图、概略图（框图）、电路图等设计文件编制时确定。

5.2 编制方法

常用的种类代号编制方法有：

方法 1：字母代码加数字序号法；

方法 2：数字序号法；

方法 3：分组数字序号法。

种类代号的三种编制方法编制的种类代号形式比较见表 1 。

表 1 种类代号编制方法比较表

方法 1 方法 2 方法 3 方法 1 方法 2 方法 3

Bl 1 K6 11 26 

Ht 2 11 K7 12 27 

H2 3 12 K8 13 28 

H3 4 13 K9 14 29 

H4 5 14 KIO 15 30 

Kl 6 21 Ml 16 41 

K2 7 22 Ql 17 51 

~ 4 • 

方法 1 方法 2

Sl 21 

S2 22 

S3 23 

Tl 24 

T2 25 

T3 26 

Vl 27 

方法 3

71 

72 

73 

81 

82 

83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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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种类代号编制方法比较表（续）

方法 1 方法 2 方法 3 方法 1 方法 2 方法 3 方法 1 方法 2 方法 3

K3 8 23 Q2 18 52 V2 28 92 

K4 9 24 Rl 19 61 

KS 10 25 R2 20 62 

5.2.1 方法 1 ：字母代码加数字序号法

5.2.1.1 字母代码加数字序号法是本标准优先推荐的种类代号编号方法，其形式见图 2。

字母代码

A 

c 

D 

E 

F 

G 

H 

B 

J

－
件

源
到
一
器

电
刊

一
号

4
5

一
占
百

电池、旋转发电机、旋转变频机、振荡器、石英晶体振荡器

光指示器、声指示器

K I 继电器、接触器

电感器

电抗器
L 感应线圈、线路陷波器、电抗器（并联和串联）

电动机M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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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字母代码 项目种类 举 例

N 模拟集成电路 运算放大器、模拟／数字棍合器件

p 
测量设备

试验设备
指示、记录、积算、测量设备、信号发生器、时钟

Q 电力电路的开关 断路器、隔离开关

R 电阻器 可变电阻器、电位器、变阻器、分流器、热敏电阻器、电阻排

s 控制电路的开关
控制开关、按钮、限制开关、选择开关、选择器、拨号接触器

选择器

T 变压器 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

u 调制器
鉴频器、解调器、变频器、编码器、逆变器、变流器、电报译码器

变换器

v 半导体器件
二极管、三极管、电子管、晶闸管、气体放电管、显像管

电真空器件

w 传输通道 导线、电缆、母线、披导、披导定向藕合器、偶极天线、抛物面天线、光缆
波导、天线

端子

x 插头
插头、插座、塞孔、端子板、焊片、连接片、电缆封端、电缆接头

插座

连接器

y 电气操作的机械装置 制动器、离合器、气阅、泵

终端设备 电缆平衡网络

z 棍合变压器 压缩扩展器

滤波器、均衡器 晶体滤披器

限幅器 网络

本标准优先推荐采用一个字母作为一个项目种类字母代码的方法。必要时，也可采用多个字母作为一
个项目种类宇母代码的方法。采用多个字母作为一个项目的种类字母代码时，其第一个字母应选自表 2，且
不允许在复合项目代号中省略前缀符号。

5.2.1.3 编制种类代号时，应按表 2选择项目种类字母代码。如各种电阻器、电位器均编为“R”；各种数字
集成电路均编为“D”；电力电路的开关应编为“Q”；控制电路的开关应编为“S”。
5.2.1.4 字母代码加数字序号法的数字序号应以整件为单位，功能上属于本整件的项目在同一种类字母
代码后均从“1”开始编制数字序号。种类字母代码后只有一个组成项目时，也应书写“1”，不可省略。

功能上属于本整件，但结构上不属于本整件的项目，仍应按本整件的项目编制数字序号，但应在该种类
代号前或后补充标记其位置代号，如图 3：未装在本整件上的组成项目“一 Sl”和“－ S2”两开关，在功能上属
于整件“－ Ql”，而结构上不装在“－ Ql”所属整件上，而是装在面板“＋ Ml”上，应记作：“－ QlSl+Ml飞图
中“－ 51 ' - 52' - 53”为“－ Ql”中同层次的组成项目。

• 6 • 



-QI 

Xl 
II F2 

13 

5.2.2 方法 2 :

数字序号法13 " 

数字序号编号法

5 .3 其他

SJ/T207. 6 - 2001 

「一··一一··「
－「

S3 

...L ...L : 22 

L一一一－~ 0--一
14 

数字序号

项目分组编号

种类代号的前缀符号

图 5 分组数字序号法编制的种类代号形式

5.3.1 外购项目的种类代号应按外购项目购进时的单位形式进行编制。 如插头、插座是分别购置的，应分

7 .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65801206500

6006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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