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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of function charts for control systems
代替 GB 6988.6-86

本标准等效采用国际标准IEC 848(1988)《控制系统功能表图的绘制》。

1 主皿内容与适用范圈

    本标准规定了绘制描述控制系统的功能和特性的表图的方法(其中包括必要的图形符号及其使用

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绘制电气控制系统的功能表图，也适用于气动、液压和机械等非电控制系统或系统的

某些部分。

    本标准规定的方法与实现工艺过程所采用的技术无关，可作为工程领域中不同技术学科之间的交

流工具。

    注:上述方法是研究异步事件协调的佩特里网(Petri nets)在工业中的应用。采用这种方法可以从总体入手，通过逐

        步降低描述层次而提高描述的详细程度，最终揭示控制系统的全部细节。

引用标准

GB 1526 信息处理 数据流程图、程序流程图、系统流程图、程序网络图和系统资源图的文件编

          制符号及约定

GB 2900.34 电工名词术语 电气传动及其自动控制

通则

3.1 控制系统的描述

    研制一个过程控制系统的第一步是使设计人员了解该过程的详细情况，但是仅用文宇很难准确地

描述复杂的、包括在几种可能的顺序与并行的动作间进行选择的控制动作.通常，图示法较容易理解，但

是一方面很难找到一种为各种专业人员都可掌握的图示法，另一方面也很难找到适用于表示每一种功

能的图形符号。

    因此，在本标准中采用图形符号与文字叙述相结合的表示方法。

    这种表示法应能对系统过程及其控制作总体性描述井能描述所用零部件的技术性能面不考虑具体

工艺实现过程。

    本标准规定的功能表图，应能精确地描述一个过程的输入(条件)与输出(动作)之间的关系，并能全

面描述该过程。

    在本标准中，把过程循环分解为若干清晰的连续的步(稳定状态)，步与步以转换分隔。当满足进入

下一步的转换条件的过程信号出现时即标志这一步终止。这样，步不能重叠。在步的持续时间以内，动

作可以开始、持续或完成使过程循环分解得到的步越多，描述得越精确。

3.2 控制、施控和被控系统

    为了给一个系统绘制清晰、明确的功能表图，必须确切地规定系统的界限及其功能表图的范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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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和输出作理想描述才能够得到。

根据GB 2900.34,控制系统可以分为被控系统和施控系统两个相互依赖的部分

被控系统，包括执行实际过程的操作设备;

施控系统，接收来自操作者、被控过程等的信号并向被控系统发出命令的设备。

乙

b.

图1示出了系统的划分，表明了系统中各功能表图的界限。根据这个划分，可以绘制三张功能表图

用于不同的用途，描述不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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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控制系统划分示例

3.2.1 被控系统功能表图

    被控系统功能表图的界限上所示的输人条件包括施控系统发出的命令和输人过程流程的(变化的)

参数。输出包括送往施控系统的反馈信号和在过程流程上执行的使之具有其他(理想的)特性的动作。

    该表图描述过程设备的功能，表明它要响应哪些命令，返回哪些信号和执行哪些动作。它由过程设

计者绘制并可作为详细设计过程设备和绘制施控系统功能表图的基础。

3.2.2 施控系统功能表图
    施控系统功能表图的界限上所示的输入条件包括操作者或可能存在的前级施控系统发出的命令以

及被控系统的反馈信号。输出包括送往操作者或前级施控系统的反馈信号和对被控系统发出的命令。

    该表图描述了控制设备的功能，表明它将接收哪些信号，发出哪些命令及产生哪些另外的信号。它

由设计者根据其对过程的了解来绘制(例如通过上述被控系统功能表图)，并作为详细设计控制设备的

基础。在大部分情况下，这种功能表图足以描述简单的控制系统。

3.2.3 控制系统功能表图

    整个控制系统功能表图的界限上所示的输入条件包括操作者或俞级施控系统发出的命令和输入过
程流程的(变化的)参数。翰出包括送往操作者或前级施控系统的反馈信号和在过程流程上执行的动作。

这个功能表图不给出被控系统和施控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细节而把控制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

它可用于控制系统的初步设计阶段并便于描述在一个过程的几个系统中负责协调的系统。
    下面两个图例可用于说明控制系统选定后，如何把它分解为被控系统与施控系统。

    在图2中，过程是从坯料到加工成半成品零件的切削，被控系统是机床，施控系统是数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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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数控机床

在图3中，过程是变电和配电。
高压电源

                                  图3 变电站中的配电

    若变电站配备一台变压器，被控系统包括变压器、高压和低压断路器、用于冷却的辅助设备等。施控

系统包括与被控系统关联的逻辑与保护设备。

    如果变电站配备并联工作的两台变压器，则其中每一台都可视为一个完整的子控制系统，此外还需

要增加一个协调控制系统用于负荷的分配等。

3.2.4 分级表示
    功能表图应能达到在工艺规格说明要求的不同的层次上表示，从高描述层次(宏表示:，见图25)到

非常详细的描述层次，在此层次上所有基本命令和信号都根据采用的工艺技术全部表示出来。

4 功能表图的一般规定

    一个功能表图由下列一组符号定义

    a 步，

    b. 转换，

        有向连线，用以连接步和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