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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第 8 4 4 号

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供热工程制图标准》的公告

现批准《供热工程制图标准》为行业标准，编号为⑶/丁  78— 2010， 

自 2011年 8 月 1 日起实施。原《供热工程制图标准》011/7 78— 97 

同时废止。

本标 准由 我 部 标 准 定 额 研 究 所 组 织 中 国 计 划 出 版 社 出 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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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08年工程建设标准规 

范制订、修订计划〈第一批〉〉的通知》（建标〔2008〕102号）的要求， 

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 

准 和 国 外 的 先 进 标 准 ，并 在 广 泛 征 求 意 见 的 基 础 上 ，修订了本 

标准。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基本规定、制图、常用代号和 

图形符号、锅炉房图样画法、供热管网图样画法、热力站和中继泵 

站图样画法。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为：

1.增加了锅炉房、供热管网和热力站图样画法的一般规定，规 

定了各图样画法中的共同标准；

2丨反映近年来供热领域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发展，增加了相关 

的图形符号；

3丨使各项规定更加适合于计算机制图的特点。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哈尔滨工业大学负 

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哈 

尔滨工业大学（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黄河路 73号哈尔滨工业大 

学 ，邮政编码

本 标 准 主 编 单 位 ：哈尔滨工业大学 

本 标 准 参 编 单 位 ：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煤气热力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五洲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特泽热力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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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0 . 1 为了统一供热工程制图方法、保证图面质量、提高工作效 

率 、便于技术交流，制定本标准。

1 . 0 . 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供热工程的设计制图。

1 . 0 . 3 供热制图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



2 基 本 规 定

2 . 1 图 纸 幅 面

2 . 1 . 1 图纸的幅面应 符合图 2 .1 . 1 的规定，图框线应采用粗实  

线 ，标题栏外框线应采用中实线，图幅线应采用细实线。基本幅面 

及 图 框 尺 寸 应 符 合 表 1. 1 的规定。

图框线 8 1 4

标题栏

图 2.1.1 图纸幅 面 格 式  

表 2，1. 1 基本幅面及图框尺寸丨!!!!!!）

幅面代号 八0 八1 八2 八3 八4

8 父乙 841X1189 594X841 420X594 297X420 210X297

0 10 5

3 25

2 . 1 . 2 图 纸 幅 面 的 短 边 不 应 加 长 ，长边 （̂ ) 可加长。当幅面 

代号为八0、八2、八4 时 ，加长尺寸应为 1501X1111的整数倍；当幅面代



号 为 八 1 、八 3 时 ，加 长 尺 寸 应 为 210111111的 整 数 倍 。

2 . 2 图 线

2，1 图线的粗线宽度  6 宜从  2，0111111、1. 4111111、1. 0111111̂ 0̂  701111、 

0，5111111中选取，并应根据图样的类别、比例大小及复杂程度选择 6 

值。线宽可分为粗、中、细三种，其线宽比宜为6 ： 0.513： 0.2515。

2.2.2 —张图样上同一线型宽度应保持一致，一套图中图样上的 

同一线型宽度宜保持一致。

2 . 2 . 3 常用线型及其用途应符合表 2 .2 .3的规定。

表 2 . 2 . 3 常用线型及其用途

名称 线型 用 途

粗线

粗实线

1.单线表示的管道

2丨设备平面图和剖面图中的设备轮廓

线

3^设备和零部件等的编号标志线 

4丨剖切位置线

粗虚线 -------------
1.被遮挡的单线表示的管道 

2丨设备平面图和剖面图中被遮挡设备 

的轮廓线

中线

中实线

1.双线表示的管道 

设备及管道平面图和设备及管道剖 

面图中的设备轮廓线 

3’尺寸起止符

中虚线
--------------

1.被遮挡的双线表示的管道 

2丨设备、管道平面图和剖面图中被遮 

挡设备的轮廓线 

3，拟建的设备和管道



续 表 2，2.3

名称 线型 用 途

细线

细实线

1.可见建筑物和构筑物的轮廓线 

2丨尺寸线和尺寸界线 

3^材料剖面、设备及附件等的图形符号 

1 设备、零部件及管路附件等的编号 

标志引出线

云.单线表示的管道横剖面 

6^管道平面图和剖面图中的设备及管 

路附件的轮廓线

细虚线
--------------

1.被遮挡建筑物、构筑物的轮廓线 

2丨拟建建筑物的轮廓线 

3^管道平面图和剖面图中被遮挡的设 

备及管路附件的轮廓线

细点划线

1.建筑物的定位轴线 

之.设备中心线 

3丨管沟或沟槽中心线 

1 双线表示的管道中心线 

5丨管路附件或其他零部件的中心线或 

对称轴线

细折断线 /1

1.建筑物断开界线

2丨管道与建筑物、构筑物同时被剖切 

时的断开界线

3丨设备及其他部件断开界线

细波浪线

1.双线表示的非圆断面管道自由断开 

界线

1 设备及其他部件自由断开界线

细双点划线
1.假想轮廓线 

2丨保温结构外轮廓线



2 . 2 . 4 虚线、点划线、双点划线和折断线的画法应符合图 2.2.4 

的规定。同一张图中虚线、点划线、双点划线的线段长及间隔应相 

同，点划线和双点划线的点应使间隔均分。虚线、点划线、双点划 

线应在线段上转折或交汇。当图纸幅面较大时，可采用线段较长 

和间隔较大的虚线、点划线或双点划线。

3-15 1-4
⑷虚线

15-30 3-5

15 〜30 4-6
作)双点划线

300
 ̂77 3-6

…)点划线 ⑷)折断线

图 2 . 2 . 4 几种图线画法（爪饥）

2 . 3 字 体

2 . 3 . 1 图纸中的汉字宜采用长仿宋体，字高与字宽之比宜为 1 :

0 .7。汉字字高可从  20111111、 101X1111、71X11X1、5111111 和 3.5111111 

中选取，且不应小于 3丨511101。大标题、图册封面等的汉字，也可用 

其他字体书写，但应易于辨认。

2 . 3 . 2 数字与字母宜采用直体。

2 . 3 . 3 同一张图样中，一种用途的汉字、数字和字母的字体与大  

小应相同；同一套图中，一种用途的汉字、数字和字母的字体、大小 

均宜相同。

4 比 例

1  1 比例应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当一张图上仅有一种比例



时 ，应在标题栏中标注比例；当一张图上有多个图样采用几种不同  

比例时，应在图名的右侧或下方标注比例（图 1. 4 .1〉。

平 面 图 1:100 平面 图  

1:100

~ 图 2丨1  1 比例标注

2 . 4 . 2 当同一图样的铅垂方向和水平方向选用不同比例时，应分 

别标注两个方向的比例（图 2， 4 .2〕。

管 线 細 |霖 雜 ；：：二

图 2 . 4 . 2 两个方向采用不同比例时的标注

2 . 4 . 3 同一对象不同的视图、剖面图宜采用同一比例。

1  ̂  4 常 用 比 例 应 符 合 表 1  4 的规定。

表 2 .1  4 常用比例

图 名 比 例

锅炉房、热力站和中继栗站图 1 : 20,1 : 25,1 : 30,1 : 50,1 : 100,1 : 200

供热管网管线平面图 

供热管网管道系统图

供热规划 1 : 5000,1 : 10000,1 : 20000

可行性研究 1 : 2000,1 : 5000

初步设计 1 : 1000,1 : 2000,1 : 5000

施工图 1 : 500,1 : 1000

管线纵断面图
铅垂方向1 : 50，1 : 100 

水平方向1 : 500，1 : 1000

管线横剖面图 1 ！ 10,1 : 20,1 : 50,1 : 100

管线节点、检査室图 1 : 20,1 : 25,1 : 30,1 : 50

详图 1 : 1，1 : 2，1 : 5,1 : 10,1 : 20



2 . 5 通用符号与设计分界线

2 . 5 . 1 指北针宜采用细实线圆内加指针表示（图 圆 的  

直径宜为 24111111，指针尾部宽度宜为 3111111，尖端应北向，指针应涂 

黑。当图面较大、需采用较大指北针时，指针尾部宽度宜为圆直径

的 1 /8 。

2 . 5 . 2 箭头画法应符合图 2 . 5 . 2 的规定。

图 2 . 5 . 2 箭头画法

2 . 5 . 3 管道坡度应采用单边箭头表示（图 2 .5 .3〉。箭头应指向 

标高降低的方向，箭头直线部分宜比数字每端长出 1111111〜2111111。

0.002

图 2 . 5 . 3 管道坡度

2 . 5 . 4 剖视符号应表示出剖切位置、剖视方向，并应标注剖视编  

号（图 2，5 . 4〉。标示方法符合下列规定：

1 剖切位置应采用粗实线表示，其长度宜为 4111111〜6111111；

2 剖视方向应采用箭头表疋；

3 剖视编号应采用数字或字母标注在靠近箭尾处，任何方向 

和角度的剖视符号，其编号均应水平标注；

4 当剖切位置的转折处不会与其他图线发生混淆时，可不标 

注编号。



图 2 . 5 . 4 剖视符号

2 . 5 . 5 标高符号及其标注方法符合下列规定：

1 标高符号应采用细实线绘制的等腰直角三角形，高宜为 

3111111；其顶角应落在被标注高度线或其延长线上，顶角可向上或  

向下[图  2，5.5(3)10

2 标高数值应标注在三角形底边及其延长线上，三角形底边 

的延长线之长 I 宜超出数字长度 1111111〜 [图 5̂  5 (0 〕。

3 标高数值单 位应 为 III。正标高可不注 “ + ”；负标高应注  

“一” ;零点标高应注为士0丨00或 ± 0’ 000。

4 当图形复杂时，标高可采用引出线的形式标注 [图 2.5.5 

⑴ ] 。

5 当标注平面标高时，所采用的等腰直角三角形顶角不应落 

在 任 何 线 上 [图 2.5 .5(00〕，标 高 符 号 的 线 上 应 标 注 所 在 平 面

2.000 \|乂

图 2 . 5 . 5 标高符号及标注方法



1. 5，6 圆形截面管道断幵时应采用图 1、 5丨6 表示的折断符号。

图 2 . 5 . 6 管道折断符号

2 . 5 . 7 设计分界线应采用图 2.5 . 7的标注方法，其中箭头应指向 

设计界限以内。

图 2’ 5丨7 设计分界线标志

2 . 6 设备和零部件等的编号

2 . 6 . 1 设备和零部件等的编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编号标志引出线应采用细实线绘制，始端应指在编号件  

上 ，另一端应与编号标志相连（图 2，6，1〉；

2 编号标志引出线末端可采用直径为 5111111〜 10111111的细实 

线圆作编号标志，并应 在圆 内标 注编 号，编号不应超出圆周[图

1. 6̂  1(^)1；



3 编号标志引出线末端可采用长度为5111111〜 10111111的水平 

粗实线作编号标志，并应在粗实线上标注编号，粗实线的长度应比 

编号两侧各长出 1111111〜 2111111 [图 2，6，1 (1 0〕；

4 编号应采用序号或代号加序号表示（图 2 1 丨；0 。

#  产

图 2 . 6 . 1 设备和零部件等的编号

2. 6 . 2 所有设备应进行编号，一套图中各图样上标注的设备编号 

应与设备明细表中的编号相一致。



3 制 图

3丨1 图 面

3 . 1 . 1 图面应突出重点、布 置 匀 称 ，并应合理选用图纸幅面及  

比例。凡能 用图 样 和 图 形符 号 表达清 楚 的内容 不 得采 用文 字  

说 明 。

3 . 1 . 2 图名应表达图样的内容。当一张图上有几个图样时，应分 

别标注各自的图名。图名宜标注在图样的上方或下方正中，并在 

一套图中统一位置。图名下应采用粗实线，其长度宜比文字两边  

各 长 出 1111111〜 图 3，1. 2：！。 当一张图上仅有一个图样时，应 

只在标题栏中标注图名。

1-1
图 3.1.2 图名标注

3 . 1 . 3 当一张图上布置几种图样时，宜按平面图在下，剖面图在  

上 ，管系图、流程图或详图在右的原则绘制。当无剖面图时，可将 

管系图放在平面图上方。当一张图上布置几个平面图时，宜按下 

层平面图在下、上层平面图在上的原则绘制。

3 . 1 . 4 各图样的说明宜放在该图样的右侧或下方。

3 . 1 . 5 当采用简化画法时，符合下列规定：

1 两个或几个形状类似、尺寸不同的图形或图样，可绘制一  

个图形或图样；但应在需要标注不同尺寸处，用括号或表格给出各 

图形或图样对应的尺寸。

2 两个或几个相同的图形，可绘制其中一个图形，其余图形 

采用简化画法。

肇 11 ^



3 . 2 表 格

1 1. 1 设备和主要材料表的格式宜按表 3丨1. 1 的规定执行。 

表 3 . 2 . 1 设备和主要材料表

序号 编号 名称
型号及

规格
材质 单位 数量

质量（匕8〉
备注

单件 总计

3 . 2 . 2 设备表的格式宜按表 3.2 . 2的规定执行。

表 3 . 2 . 2 设备表

序号 编号 名称 型号及规格 单位 数量 质量（“） 备注

3̂  1. 3 材料或零部件明细表的格式宜按表 3， 1. 3 的规定执行。 

表 3 .1  3 材料或零部件明细表

序号 编号
图号或标准 

图号及页号

名称及

规格
材质 单位 数量

质量（匕幻
备注

单件 总计

3，1. 4 当设备表 (表 3，2̂  2〉和材料或零部件明细表（表 3， 3：！单 

独成页时，表头应设置于表格的上方，序号栏中的数字顺序应从上  

向下排列。设备和主要材料表、设备表、材料或零部件明细表的续 

表均应排列表头。当设备表和材料或零部件明细表附属于图纸之  

中时，若表头在上，序号栏中的数字顺序应从上向下排列；若表头  

在下，序号栏中的数字顺序应从下向上排列。

12



3.3 管 道 规 格

3̂  3̂  1 管道规格的单位应为 1X11X1，可省略不写。

3 . 3 . 2 管道规格的标注方法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道规格应标注在管道代号之后，管道规格与管道代号中 

间应用空格隔开。

2 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应采用公称直径，数值前冠以 

表示。

3 当管道为无缝钢管、螺旋缝或直缝焊接钢管，且需要注明 

外径和壁厚时，应在 “外径 X 壁厚 ”数值前冠以 “丨”表示；不需要注 

明时，可采用公称直径，数 值 前 冠 以 表 示 。

4 同一张图样中采用的管道规格标注方法应统一，同一套图 

中采用的管道规格标注方法宜统一。

3 . 3 . 3 管道规格的标注位置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平管道可标注在管道上方，垂直管道可标注在管道左 

侧 ，斜向管道可标注在管道斜上方 [图 3，3 .3 ( 9 〕。

2 采 用 单 线 绘 制 的 管 道 ，可 标 注 在 管 线 断 开 处 [图 3.3.3 

(… ]或标注在管线上方 [图 3，3̂  3(0)1^

3 采用双线绘制的管道，可标注在管道轮廓线内 [图 3.3.3 

⑶ ] 。

4 当 多根 管道 并 列 时 ，可 采 用 垂 直 于 管 道 的 细 实 线 作 公  

共 引 出 线 ，从 公 共 引 出 线 作 若 干 条 间 隔 相 同 的 横 线 ，在横线上  

方标 注管 道规 格；管道规格的标注顺序应与图面上管道排列顺 

序 一 致 ；当标注位置不足时，公共引出线可采用折线 [图 3丨3，3

3 . 3 . 4 管道规格变化处应绘制异径管图形符号，并应在该图形符 

号前后标注管道规格。有若干分支且不变径的管道，应在起止管  

段处标注管道规格；当不变径的管道过长或分支数多时，尚应在其 

中间位置加注 1〜2 处管道规格（图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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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4 尺 寸 标 注

3 . 4 . 1 尺寸标注应包括尺寸界线、尺寸线、尺寸起止符和尺寸数  

字 。尺寸宜标注在图形轮廓线以外（图 3.1 ；0 。

尺寸起止符

尺寸数字 尺寸线 

尺寸界线

图 4丨1 尺寸标注

3 . 4 . 2 尺寸界线宜与被标注长度垂直。尺寸界线的一端应由被  

标注的图形轮廓线或中心线引出，另一端宜超出尺寸线^!!!!!^图

3̂  心 2)0

3 . 4 . 3 尺寸线应与被标注的长度平行 (半径、直径、角度及弧线的 

尺寸线除外\ 多根互相平行的尺寸线，应从被标注图形轮廓线由 

近向远排列，小尺寸离轮廓线较近，大尺寸离轮廓线较远。尺寸线

 ̂ 15 ^



间距宜为 51X1111〜15爪111，且宜均等。每一方向均应标注总尺寸（图 

3̂  4.2)0

3 . 4 . 4 尺寸起止符的表示方式符合下列规定：

1 直线段的尺寸起止符可采用短斜线或箭头，短斜线应  

采 用 长 度 3111111的中实线，且其与尺寸线之间的角度应为 4 5 41 

[ 图 3^ 4，“ 。、（̂ ) ) ]。一张图样中应采用一种尺寸起止符。当 

采用箭头位置不足时，可采用黑圆点或短斜线代替箭头 [图  

3̂  4̂  价 ) ]。

2 角度、弧线、半径和直径的尺寸起止符应采用箭头表示[图 

3̂  4.4(0)30

尺寸起止符

⑷ 直 纖 尺 寸 起 止 符  

用短斜线表示
⑴ 直 纖 尺 寸 起 止 符 ⑷  

用其他方法表示

图 3.1 4 尺寸起止符

角度和弧线尺寸起止符 
用箭头表示

3 . 4 . 5 尺寸数字的标注符合下列规定：

1 尺寸数字应以 1X1111或 111为单位，标注室外管线或管道长 

度时应以 I I I为单位。

2 尺寸数字应标注在尺寸线的上方正中；当标注位置不足 

时，可引出标注[ 图 3，4^

3 尺寸数字应连续、清晰，不得被图线、文字或符号中断。

4 角度数字应水平方向标注[图3 .1  4 ( 0 〕。

3 . 4 . 6 尺 寸 数 字 应 按 图 所 示 的 方 向 标 注 ，并宜在图示 

3051范围外标注尺寸，当无法避免时可采用引出水平或 9019方向线 

标注[图 3 . 1  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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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6 尺寸数字的标注方向  

3 . 5 管 道 画 法

3 .5，1 折断符号可表示一段管道 [图 3，5，“ 。 、（⑴ ]，也可表示  

省略一段管道 [图 3丨5丨“ 幻 “ … ] ，省略管道应位于直线管道上。 

折断符号应成双对应。

-̂--------------------  ̂ ^ ----------------

(&) ⑷

^ 1 圖"一 ~\---  巧 ]〉 ~~1~

单线绘制的管道
图 3擊日. 1

⑷

双线绘制的管道
管段的表示和省略

3 . 5 . 2 当管道交叉时，在上面或前面的管道应连通；在下面或后 

面的管道应断开（图 3丨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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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线绘制的管道 双线绘制的管道
图3 . 5 . 2 管道交叉 

当管道分支时，应表示出支管的方向（图 3，5̂  3)0

0

单线绘制的管道 双线绘制的管道
图3 . 5 . 3 管道分支

3 . 5 . 4 当管道重叠、需要表示位于下面或后面的管道时，可将上 

面或前面的管道断开，并应断开在管道直线部分；若管道上、下、 

前、后关系明确，可不标注断开点编号（图 3丨5 . 4 〉。

单线绘制的管道 双线绘制的管道
图3 . 5 . 4 管道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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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5 . 5 管道接续的表示方法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道接续引出线应采用细实线绘制，始端应指在折断符号 

处 ，末端应为折断符号的编号（图 3， 5〉。

2 当同一管道的两个折断符号在一张图样中时，折断符号的 

编号应采用小写英文字母表示，可 标 注 在 直 径 为 51111X1〜 81X1111的 

细实线圆内 [ 图 3，5  ̂ 5 ( 0 ：！；也可标注在粗实线上方，且粗实线两  

端应超出编号 1111111〜 2111111 [ 图 3丨 ^(^))]。

3 当一根管道同一折断处的两个折断符号不在一张图中时， 

折断符号的编号应采用小写英文字母和图号表示，标注在直径宜  

为 10111111〜 12111111的细实线圆内；上半圆内应标注用字母表不的  

折断处的编号，下半圆内应标注对应折断处所在图纸的图号 [图  

3，5̂  5(0)10

3 . 5 . 6 单线绘制的管道的横剖面应采用细线小圆表示，圆直径宜 

为 2111111〜41X1111[ 图 3丨5丨6 ( 9 〕。双线绘制的管道的横剖面应采用  

中线表示，其孔洞符号应涂阴影；当横剖面面积较小时，孔洞符号  

可不绘制 [ 图 3，5，̂化 )]。

⑷

图 3 . 5 . 5 管道接续的表示方法

(幻单线绘制的管道 ㈨双线绘制的管道

图 3 . 5 . 6 管道横剖面

3 . 5 . 7 当 管 道 转 向 时 ，9015弯 头 和 非 9015弯头的绘制应符合表  

3丨5  ̂ 7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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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二 

(弯头背向 

观测者〉

正视三 

左视（与非 90。弯头 

正视一对应）

表 3 . 5 . 7 管道转向画法

名 称 单线绘制

正视一 

(弯头朝向 

观测者〉

正视二 

(弯头背向 

观测者〕

正视三

左视（与 90。弯头 

正视一对应）

正视一 

(弯头朝向 

观测者〕

90。弯头

非 90。 

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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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6 阀 门 画 法

截止阀

弹簧式

安全阀

注：本表以阀门与管道法兰连接为例编制。

3 . 6 . 2 电动、气动、液动 、自动阀门等宜按比例绘制简化实物外  

形 、附属驱动装置和信号传递装置。

丁

3.6，1 管道图中常用阀门的画法应符合表 3，6丨1 的规定，阀体长 

度 、法兰直径、手轮直径及阀杆长度宜按比例采用细实线绘制，阔 

杆尺寸宜取其全开位置时的尺寸，阀杆方向应与设计一致。

表 3 . 6 . 1 管道图中常用阀门画法

主视 轴测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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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6 . 3 其 他 阀 门 可 采 用 本 标 准 第 4 .3 . 2 条的图形符号按照第  

3，6̂  1 条 、第 3，6丨2 条的原则绘制。

3 . 7 设 备 画 法

3 . 7 . 1 管道、设备平面图和剖面图中应按比例绘制设备的主要外  

形和轮廓。

3 . 7 . 2 系统图中的设备可采用图形符号或示意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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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用代号和图形符号

4.1 一 般 规 定

4 . 1 . 1 管道、管路附件和管线设施的代号应采用大写英文字母

表示。

4 . 1 . 2 不同的管道应采用代号及管道规格来区别。当管道采用 

单线绘制且根数较少时，可采用不同线型加注管道规格来区别，但 

应列出所用线型并加以注释。

4，1. 3 同一工程图样中所采用的代号和图形符号宜集中列出，并 

应加以注释。

4 . 1 . 4 设备、器具、阀门、管路附件和管道支座等图形符号中的粗  

实线均应表示相关的管道。

4 . 2 管 道 代 号

4 . 2 . 1 管道代号应符合表 4 .2 .1的规定。

表 4 . 2 . 1 管道代号

管道名称 代号 管道名称 代号

供热管线（通用〉 凝结水管（通用〉 0

蒸汽管（通用〉 5 有压凝结水管 0？

饱和蒸汽管 5 自流凝结水管 00

过热蒸汽管 55 排汽管 以

二次蒸汽管 给水管（通用〉自来水管

高压蒸汽管 95 生产给水管 ？界

中压蒸汽管 \15 生活给水管

低压蒸汽管 13 锅炉给水管 8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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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1. 1

管道名称 代号 管道名称 代号

省煤器回水管 溢流管 0？

连续排污管 05 取样管 5？

定期排污管 ？6 排水管 0

冲灰水管 5乙 放气管 V

供水管(通用〉 

采暖供水管
冷却水管

回水管（通用〉 

采暖回水管
幵尺 软化水管 5 ^

一级管网供水管 VII 除氧水管 0八

一级管网回水管 只尺1 除盐水管 0从

二级管网供水管 \\2 盐液管 5八

二级管网回水管 9 尺2 酸液管 八？

空调用供水管 八5 碱液管

空调用回水管 八尺 亚硫酸钠溶液管 50

生产热水供水管 ？ 磷酸三钠溶液管 丁？

生产热水回水管 

(或循环管）
？尺 燃油管(供油管） 0

生活热水供水管 05 回油管 尺0

生活热水循环管 IX 污油管 \̂ 0

补水管 IV！ 燃气管 0

循环管 01 压缩空气管 八

膨胀管 2 氮气管

信号管 31 ― ―

注：油管代号可用于重油、柴油等；燃气管可用于天然气、煤气、液化气等，但应附

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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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3 图形符号及代号

4 . 3 . 1 管系图和流程图中，设备和器具的图形符号应符合表  

1  3，1 的规定。表中未列人的设备和器具可采用简化外形作为图 

形符号。

表 4 . 3 . 1 设备和器具图形符号

名称 图形符号 名称 图形符号

电动水泵
换热器 

(通用〉

1

1

1

1

蒸汽往复泵 套管式换热器

丨丁
1 1 

【 1

调速水泵 管壳式换热器

1

1

真空栗

0
容积式换热器

水喷射器 

蒸汽喷射器
板式换热器

1 1

1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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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象 3.1

名称 图形符号 名称 图形符号

螺旋板式 

换热器
1

安全水封

1 广

除污器（通用^
―

闭式水箱

过滤器 开式水箱
: : : :

7 型过滤器 电磁水处理仪
8

分汽缸 

分 (集）水器

1 1 1 1 热力除氧器 

真空除氧器

门

水封 

单级水封
离心式风机

多级水封 ― ― 消声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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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I  3.1

名称 图形符号 名称 图形符号

沉淀罐
一

1

1

阻火器

取样冷却器
1

斜板锁气器 7
^ 0

离子交换器 

(通用^ 1—

锥式锁气器
八

^ 0

除砂器 电动锁气器

4 . 3 . 2 阀门、控制元件和执行机构的图形符号应符合表4 .3 .2 的 

规定。可利用表 1  3̂  2 中的阀门图形符号与控制元件或执行机构 

图形符号进行组合构成未列出的其他具有控制元件或执行机构的  

阀门的图形符号。

表 4 . 3 . 2 阀门、控制元件和执行机构的图形符号

名称 图形符号 名称 图形符号

阀门（通用^ 闸阀

截止阀
^ 0 0

蝶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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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象 3.2

名称 图形符号 名称 图形符号

节流阀 手动调节阀

球阀 旋塞阀

减压阀 隔膜阀

安全阀（通用〉 柱塞阀

角阀 平衡阀

三通阀 底阀

四通阀 浮球阀
0 ^

止回阀（通用〕
^ 0 0

防回流污染 

止回阀

升降式止回阀 快速排污阀

旋启式止回阀 疏水阀 1111

调节阀（通用〉
一 ^ ~

自动排气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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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丨3.2

名称 图形符号 名称 图形符号

烟风管道手动 

调节阀
手动执行机构 丁

烟风管道蝶阀
自动执行机构 

(通用^ 9
烟风管道 

插板阀
电动执行机构

插板式煤闸门
喜

电磁执行机构

插管式煤闸门 气动执行机构 亍

呼吸阀 液动执行机构 曱

自力式流量 

控制阀
浮球元件

自力式压力 

调节阀
弹簧元件

自力式温度 

调节阀
重锤元件

自力式压差 

调节阀
一―

注：1 阀门（通用〕图形符号适用于在一张图中不需要区别阀门类型的情况。

2 减压阀图形符号中的小三角形为高压端。

3 止回阀（通用〉和升降式止回阀图形符号表示介质由空白三角形流向非空

白二角形。

4 旋启式止回阀图形符号表示介质由黑点流向无黑点方向。 

5 呼吸阀图形符号表示介质由上黑点流向下黑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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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3 . 3 阀门与管路连接方式的图形符号应符合表4 .3 .3 的规定。

表 4 . 3 . 3 阀门与管路连接方式的图形符号

名 称 图形符号

通用连接

焊接连接

法兰连接

螺纹连接

注：通用连接的图形符号适用于在一张图中不需要区别连接方式的情况。

4，3# 4 补偿器的图形符号及其代号应符合表 1  4 的规定。

表 4 .1  4 补偿器图形符号及其代号

名 称
图形符号

代号
平面图 纵断面图

补偿器(通用〉 ― ^ ―

方形补偿器

表示管线上 

补偿器节点

112

表示单根管道上 

的补偿器
一 门一

波纹管

补偿器

表示管线上 

补偿器节点
0 ~ 0 ~

86：

表示单根管道上 

的补偿器
~ 0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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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3.4

名 称
图形符号

代号
平面图 纵断面图

套筒补偿器 56：

球型补偿器 80

旋转补偿器 尺5：

一次性

补偿器

表示管线上 

补偿器节点
50

表示单根管道上 

的补偿器

八 八

注 球 型 补 偿 器 成 组 使 用 ，图形符号仅示出其中一个。

2 旋转补偿器成组使用，图形符号仅示出其中一个。

4 . 3 . 5 其他管路附件的图形符号应符合表 4 .3 .5 的规定。

表 4 . 3 . 5 其他管路附件图形符号

名称 图形符号 名称 图形符号

同心异径管 法兰盘
~ I I ~

偏心异径管 法兰盖 ― 川 — 丨||
丨丨

活接头 ||| 盲板 1
"丨 1

丝堵 ------------- ^
烟风管道 

挠性接头

管堵 ------------ 3 放气装置
3 "丨



续表 I  3.5

名称 图形符号 名称 图形符号

减压孔板 ~ 1:1~

放水装置、 

启动疏水装置

可挠曲 

橡胶接头 ~ 0 ~ 经常疏水装置 ^~111111~|

4 . 3 . 6 管 道 支 座 、支 架 和 管 架 的 图 形 符 号 及 其 代 号 应 符 合 表

1  3 . 6 的规定。

表 4 . 3 . 6 管道支座、支架和管架的图形符号及其代号

名 称
图形符号

代号
平面图 纵断面图

支座（通用〉 ~ 1~ 5

支架、支墩
1

丁

固定支座 

(固定墩）

单管固定 丨圓 X
X

(八）

多管固定

单管单向固定

―

多管单向固定

活动支座（通用〉 ―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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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3.6

名
图形符号

代号孙
平面图 纵断面图

滑动支座 55— —

滚动支座
〇

尺3
〇 立

导向支座
― ―

03
一 一

固定支架 

固定管架

单管固定 X

多管固定

\

\

单管单向固定

\

~

多管单向固定 ―

活动支架（通用〉 

活动管架（通用^
从丁― 丁

滑动支架 

滑动管架
3 丁

― 丁

滚动支架 

滚动管架

〇

〇 亍
尺丁

导向支架 

导向管架

―

丁
0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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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I  3̂  6

名 称
图形符号

代号
平面图 纵断面图

刚性吊架 ―
丄

弹簧支吊架

弹簧支架
丁

59

弹簧吊架 丄

注：图中管架的图形符号用于表示管道支座与支架（支墩〉的组合体。

4 . 3 . 7 检 测 、计 量 仪 表 及 元 件 的 图 形 符 号 应 符 合 表 4 . 3 . 7 的 

规定。

表 4 . 3 . 7 检 测、计量仪表及元件图形符号

名称 图形符号 名称 图形符号

流量孔板

压力控制器 冷水表 ― ( ^

压力表座 转子流量计

液面计

热量计 II

视镜 II

注：1 冷水表图形符号是指左进右出。

2 液面计图形符号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液面计，使用时应附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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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3 . 8 其他图形符号应符合表 4 .3 .8的规定。

晓性管

软管

排至大气 

(放散管)

地漏

4 . 3 . 9 敷 设 方 式 和 管 线 设 施 的 图 形 符 号 及 其 代 号 应 符 合 表  

4 .3 .9 的规定。

表 4 . 3 . 9 敷设方式和管线设施的图形符号及其代号

名称
图形符号

平面图 纵断面图
代号

架空敷设

管沟敷设

直埋敷设

套管敷设

表 4 . 3 . 8 其他图形符号

名称 图形符号 名称 图形符号

果管局部保温管 漏斗

保护套管 排水管

0
伴热管 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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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I  3.9

名称

管沟人孔

图形符号

平面图 纵断面图
代号

管沟安装孔 11-1

管沟

通风孔

进风口

排风口

I八

检查室（通用  ̂

人户井

保护穴
口

管沟方形补偿器穴 1̂ 0

操作平台 0？

水主、副检査室 下 0

注：图形符号中两条平行的中实线为管沟示意轮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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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 1 0 热源和热力站的图形符号应符合表 4.3.10的规定。

表 4 . 3 . 1 0 热源和热力站的图形符号

名 称 图形符号

供热热源（通用〉

锅炉房

热电厂 ^  1 1

热力站
@

注：热力站图形符号中的数字为热力站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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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 般 规 定

5 . 1 . 1 锅炉房设备布置图，热力系统管道布置图，鼓 、引风及烟气 

处理系统管道布置图，上煤与除渣系统布置图的平面图和剖面图  

应按比例绘制。

5 . 1 . 2 锅炉房的流程图可不按比例绘制。

5，2 流 程 图

5 . 2 . 1 流程图中应表示出流程中各设备、管道和管路附件等的连  

接关系及过程进行的顺序。

5 . 2 . 2 流程图中应表示出流程中全部设备及相关的构筑物，并应 

标注设备编号或设备名称。设备和构筑物等可采用图形符号或简  

化轮廓线表示。相同设备图形应相同；同类型设备图形应相似。 

5 . 2 . 3 流程图中各设备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及管道的连接方式  

宜与实际布置相符。

5 . 2 . 4 流程图中应绘制管道和阀门等管路附件、标注管道代号及  

规 格 ，并宜注明介质流向。

5 . 2 . 5 管道与设备的接口方位宜与实际情况相符。

5 . 2 . 6 绘制带控制点的流程图时，应符合自控专业的制图规定。 

当自控专业不单另出图时，应绘制设备和管道上的就地仪表。 

5 . 2 . 7 管线应采用水平方向或垂直方向的单线绘制，转折处应画 

成直角。管线不宜交叉，当有交叉时，主要管线应连通，次要管线  

应断开。管线不得穿越图形。

5 . 2 . 8 管线应采用粗实线绘制，设备应采用中实线绘制。

5 . 2 . 9 流程图上宜标注管道代号和图形符号，并应列出设备明

5 锅炉房图样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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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表。

5.2.1 0 当同时表示既有工程和扩建工程时，应标注设计分界线。

5 . 3 设备布置图

5 . 3 . 1 设备布置图中应采用平面图和剖面图表示出各种设备与  

建筑物等的相互关系。

5，1  2 平面图应分层绘制，并应在首层平面图上标注指北针。 

5 . 3 . 3 设备布置图中应绘制相关的建筑物轮廓线及门、窗、梁 、 

柱 、平台等，且宜采用细实线绘制，并应标出建筑物定位轴线、轴线 

间尺寸和房间名称。在剖面图中应标注梁底、屋架下弦底标高及  

多层建筑的楼层标高。

5 . 3 . 4 设备布置图中应采用中实线和中虚线分别绘制可见和不  

可见部分设备的轮廓线，并应标注设备安装的定位尺寸及相关

标高。

5 . 3 . 5 设备布置图中宜标注设备基础上表面标高。

5，3̂  6 设备布置图中应绘制设备的操作平台，并应标注各层上表 

面标高。

5 . 3 . 7 设备布置图中应绘制相关的管沟和排水沟等，并宜标注沟 

的定位尺寸和断面尺寸等。

5 . 3 . 8 非标准设备和需要详尽表达的部位应绘制详图。

5 . 4 热力系统管道布置图

5 . 4 . 1 热力系统管道布置图中应表示出管道以及与其相关的设  

备 、管路附件、支架及建筑物等的相互关系。

5 . 4 . 2 热力系统管道布置图中应以平面图为主视图，并辅以左视 

图或正视图。当表示不清楚时，还应绘制局部视图。

5，4，3 平面图应分层绘制，并应在首层平面图上标注指北针。 

5 . 4 . 4 相关的建筑物轮廓线及门、窗 、梁 、柱 、平台等宜采用细实  

线绘制，并应标出建筑物定位轴线、轴线间尺寸和房间名称。在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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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图中应标注梁底、屋架下弦底标高及多层建筑的楼层标高。

5丨4，5 当不单独绘制设备布置图时，设备的轮廓线应采用中线绘  

制 ，并应标注设备安装的定位尺寸及相关标高。

5 . 4 . 6 单线表示的管道应采用粗线绘制，双线表示的管道应采用  

中线绘制。应标注管道代号、规格及主要定位尺寸和标高。应采 

用箭头表示管道中的介质流向。

5 . 4 . 7 管路附件宜采用图形符号按比例绘制。

5 . 4 . 8 热力系统管道布置图中宜表示出阀门阀杆的安装方向，并 

应按比例绘制阀门手轮直径和全开时的阀杆位置。

5 . 4 . 9 热力系统管道布置图中应绘制管道支架，并应注明其安装  

位 置 ，管道支架宜进行编号。支架一览表应表示出支架型式、承受 

的荷载及其支吊管道的规格。

5 . 5 鼓 、引风及烟气处理系统管道布置图

5̂  5̂  1 鼓 、引风及烟气处理系统管道布置图宜单独采用平面图和  

剖面图绘制。

5̂  5̂  2 设备轮廓线宜采用中线绘制，并应标注设备安装的定位尺  

寸及相关标高。

5 . 5 . 3 烟 、风管道应采用中线绘制。管道及其附件应按比例逐件  

绘 制 ，每根管道及附件均应编号，图上所注编号应与材料或零部件  

明细表中列出的编号相一致。

5 . 5 . 4 管道的长度、断面尺寸及支架的安装位置应在图中详细  

标注。

5 . 5 . 5 需要详尽表达的部位应绘制详图并编制材料或零部件明  

细表。

5 . 6 上煤与除渣系统布置图

5 . 6 . 1 上煤与除渣系统布置图中应绘制输煤廊、苹碎 间 、受煤坑 

等建筑轮廓线、建筑物轴线及房间名称等，并应标 ^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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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2 上煤与除渣系统布置图中应绘制设备简化轮廓线，并应标 

注设备定位尺寸及相关标高。

5̂  6 . 3 水力除渣系统的灰渣沟平面图中，应绘制锅炉房、沉渣池、 

灰渣泵房等建筑轮廓线，并应标注尺寸。

5 . 6 . 4 水力除渣系统平面图和剖面图中应绘制冲渣水管及喷嘴 

等附件，并应标注灰渣沟的位置、长度、断面尺寸。图中应标注灰  

渣沟的坡度，并应标注其起止点、拐弯点、变坡点、交叉点的沟底

标高。

5，6，5 沉渣池及灰渣泵房的设备布置图、管道平面图和剖面图的 

图样画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5，3 节 和 第 5丨4 节中的相关规定。

5 . 6 . 6 胶带输送机安装图中应绘制由本机的导料槽至下一设备  

导料槽相接的落料管法兰之间的所有组成部件和与本机有关的导  

料槽、胶带、托辊、机架、滚筒、拉紧装置、清扫器、驱动装置等部件。 

当有圆弧段时，应注明圆弧段的始、终点位置、圆弧半径和弧线尺  

寸所在的弧面位置。应标注各部件的安装尺寸及头架和尾架的定  

位尺寸、相关标高，图上所注的零件编号应与零部件明细表中列出  

的编号相一致。

5 . 6 . 7 当绘制多斗提升机、埋刮板输送机和其他上煤、除渣等设 

备安装图时，应表示出设备与其基础之间的连接关系或安装方式， 

并宜在材料表中列出安装所需零部件和主要材料。

5̂  6，8 非标准设备、需要详尽表达的部位和零部件应绘制详图。 

5 . 6 . 9 当布置相同的同类型、同规格设备时，宜在平面图上画出  

一个设备的轮廓线，其他设备可只绘制预埋件和孔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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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 般 规 定

6 . 1 . 1 当将供热管网管道系统图的内容并入供热管网管线平面  

图时，可不另绘制供热管网管道系统图。

6 . 1 . 2 标注室外管线或管道的长度时应以 III为单位。

6 . 2 供热管网管线平面图

6 . 2 . 1 供热管网管线平面图应在地形图或道路设计图的基础上  

绘制。地形图或道路设计图应表达下列内容：

1 反映现状地形、地貌、海拔标高等，并绘制指北针。

2 反映街区、有关的建筑物、构筑物、道路、铁路及河流，反映 

道路中心线、道路红线和建筑红线，并标注道路、铁路、河流及主要 

建筑物、构筑物名称。

3 反 映 相 关 的 地 下 管 线 ，并 注明 地 下 管 线 的 名称 、规格及  

位置。

4 对于无街区、道路等参照物的区域标注坐标。当采用测量 

坐标网时，绘制指北针。

6.2. 2 供热管网管线平面图应标注管道中心线与道路中心线、建 

筑物或建筑红线的定位尺寸，并应标注与设计管线交叉或邻近的  

其他管线的名称、规格。

6 . 2 . 3 供热管网管线平面图应标注管线起始、终止、转 角 、分支等 

控制点的坐标。非 9041转角应标注转角前后管道中心线之间小于  

18011的角度值。

6 . 2 . 4 供热管网管线平面图应标出管线的横剖面位置和编号。 

单热源枝状管网的剖视方向应从热源向热用户方向观看；多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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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状管网和环状管网的剖视方向应为设计工况下从热源向热用户 

方向观看。当横剖面型式相同时，可不标注横剖面位置。

6 . 2 . 5 管道地上敷设时，可采用管线中心线代表管线，管道较少 

时可绘制出管道组示意图及其中心线；管沟敷设时，可绘制出管沟 

的中心线及其示意轮廓线；直埋敷设时，可绘制出管道组示意图及 

其管线中心线。不需区别敷设方式和不需表示管道组时，可采用 

管线中心线表示管线。

6 . 2 . 6 供热管网管线平面图应绘制管路附件或其检查室以及管  

线上为检查、维修、操作所设其他设施或构筑物，并标注上述各部  

位中心线的间隔尺寸。管线上节点宜采用代号加序号进行编号。 

6 . 2 . 7 供热管网所在区域的地形图和道路设计图上的内容应采  

用细线绘制。当采用管线中心线代表管线时，管线中心线应采用  

粗线绘制。管沟敷设时，管沟轮廓线应采用中线绘制。

6 . 2 . 8 表示管道组时，可采用同一线型加注管道代号及规格，也 

可采用不同线型加注管道规格来表示各种管道。

6 . 2 . 9 供热管网管线平面图应注释所采用的线型、代号和图形  

符号。

6 . 2 . 1 0 当需要按管线分段绘制供热管网管线平面图时，应标注 

管线的起始点和终止点。

6 . 3 供热管网管道系统图

6 . 3 . 1 供热管网管道系统图应绘制热源、热用户等有关的建筑物 

和构筑物，并应标注其名称或编号。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方位和管  

道走向应与管线平面图相对应。

6 . 3 . 2 供热管网管道系统图应绘制各种管道，并应标注管道的代 

号及规格。

6 . 3 . 3 供热管网管道系统图应绘制各种管道上的阀门、疏水装 

置 、放水装置、放气装置、补偿器、固定支架或支座、转角点、管道上 

返点、下返点和分支点，并宜标注其编号。编号应与管线平面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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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号相对应。

6 . 3 . 4 管道应采用单线绘制。当采用不同线型代表不同管道时， 

所采用的线型应与管线平面图上的线型相对应。

6 . 4 管线纵断面图

6 . 4 . 1 管线纵断面图应按管线的中心线展开绘制。

6 . 4 . 2 管线纵断面图应由管线纵断面示意图、管线平面展开图和 

管线敷设情况标注栏三部分组成，且三部分的相应部位应上下对  

齐 。

6 . 4 . 3 管线纵断面示意图的绘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距离和标高应按比例绘制，铅垂方向和水平方向应选用不  

同的比例，并应绘制铅垂方向的标尺。水平方向的比例应与管线  

平面图的比例一致。

2 纵断面示意图应绘制地形、管线的纵断面，且纵断面图的  

管线方位应与供热管网管线平面图一致。

3 纵断面示意图应绘制与热力管线交叉的其他管线、电缆、 

道路、铁路和沟渠等地下、地上构筑物，且应标注其名称、规格及与 

热力管线相关的标高，并应采用里程标注其位置。当热力管线与  

河 流、湖泊交叉时，应标注河流、湖泊的设防标准相应频率的最高  

水位、航道底设计标高或稳定河底设计标高。

4 各节点和地形变化较大处除应标注地面标高外，直埋敷设 

的管道还应标注管底标高，管沟敷设的管道还应标注沟底标高，架 

空敷设的管道还应标注管架顶面标高。

5 直埋敷设时应按比例绘制管道敷设位置，管沟敷设时宜按  

比例绘制管沟的内轮廓，架空敷设时应按比例绘制管道的高度，以 

及支架和操作平台的位置。

6 . 4 . 4 管线纵断面图上的节点位置应与供热管网管线平面图一  

致 。在管线平面展开图上的各转角点应表示出展开前的管线转角  

方向。非 9015角时应标注小于 180。的角度值（图 6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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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4 管线纵断面图上管线转角角度的标注

6 . 4 . 5 管线敷设情况标注栏应符合表 6 .1  5 的规定。表头中所  

列栏目可根据管线敷设方式等情况编排与增减有关项目，标注栏 

右边沿管线可延续若干列，用于标注相应栏目的具体内容。



6 . 4 . 6 设计地面应采用细实线绘制，自然地面应采用细虚线绘  

制 ，地下水位线应采用双点划线绘制，其余图线应与供热管网管线  

平面图上采用的图线对应。

6 . 4 . 7 各点的标高数值应标注在图中管线敷设情况标注栏内该  

点对应竖线的左侧，标高数值书写方向应与竖线平行。一个点的  

前 、后标高不同时，应在该点竖线左、右两侧标注其标高数值。

6 . 4 . 8 各管段的标高值和坡度数值至少应计算到小数点后第

3 位 。

6 . 5 管线横剖面图

6 . 5 . 1 管线横剖面图的剖面编号应与供热管网管线平面图上的  

编号一致。

6 . 5 . 2 管线横剖面图上宜绘制管线中心线。

6 . 5 . 3 管线横剖面图上应绘制管道和保温结构外轮廓。管沟敷 

设时应绘制管沟内轮廓，直埋敷设时应绘制开槽轮廓。管沟及架  

空敷设时匕绘制管架的简化外形轮廓。

6 . 5 . 4 管线横剖面图上应标注各管道中心线的间距，管道中心线  

与沟（槽〉、管道支座或支架的相关尺寸和管沟、沟（槽 〉、管道支座 

或支架的轮廓尺寸，并应注明支架、支座的图号和型号。

6 . 5 . 5 管线横剖面图上应标明管道的代号和规格。当采用顶管  

或套管敷设时，应注明套管的材质和规格、套管的内底标高、供热 

管道在套管中的安装尺寸。

6 . 6 管线节点、检查室图

6 . 6 . 1 管线节点俯视图的方位宜与供热管网管线平面图上该节  

点的方位相同，并宜标注指北针。

6 . 6 . 2 检查室图应绘制检查室的内轮廓、人孔和集水坑的位置， 

还宜绘制爬梯。管沟敷设时，应绘制与检查室相连的一部分管沟  

及管沟相对检査室的平面和高度位置尺寸；地上敷设时，有操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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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节点应绘制操作平台或有关构筑物的外轮廓和爬梯。

6 . 6 . 3 阀门的绘制应符合本标准第 3.6节的有关规定，并应采用 

简化外形轮廓的方式绘制补偿器等管路附件。固定支架、滑动支 

架 、导向支架可采用简化图形表示。

6 . 6 . 4 管线节点、检查室图应标注下列内容：

1 管道代号及规格。

2 各管道中心线间距、管道与检査室内轮廓的距离。

3 管路附件的主要外形尺寸。其中，阀门外形尺寸应包括阀 

体长度和阀杆长度；补偿器外形尺寸是指安装时的外形轮廓尺寸。

4 管路附件之间的安装尺寸。

5 人 孔 和 检 查 室 的 内 轮 廓 尺 寸 ，操 #平 台 的 主 要 外 轮 廓  

尺寸。

6 检查室与相连管沟之间的定位尺寸。

7 地面、管底（直埋敷设时的管中心）以及与检查室相连的管 

沟内底标高、检査室内底的标高。

8 管道坡度、坡向、管道 非 9015转角角度。

9 供热介质流向。

6 . 6 . 5 管线节点、检查室图应绘制就地仪表和检测预留件。

6 . 6 . 6 管线节点、检查室图应列出设备材料表，并应注明设备规  

格 、型号及其他技术数据。

6 . 6 . 7 管线节点、检查室图应说明横向型、万向型和旋转型补偿  

器的预变位方向及预变位尺寸。轴向型补偿器应列出不同温度下  

的安装尺寸。固定支座及滑动支座宜标出荷载值。

6 . 6 . 8 其他需要详尽表达的管线节点应绘制详图。

6 . 7 保 温 结 构 图

6 . 7 . 1 保温结构图应绘制出管道的防腐层、保温层和保护层的结 

构型式，应表示出相互关系并注明施工要求。

6 . 7 . 2 保温结构图应按管道规格列出保温层的厚度表，宜标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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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层的厚度并注明其他要求。

6 . 7 . 3 保温结构图应列出所用材料的主要技术指标。

^  4 管道外轮廓线应采用中实线绘制，保温结构外轮廓线应采  

用双点划线绘制。

6̂  1. 5 当采用定型保温结构的保温管或预制保温管时，可不绘制 

保温结构图。当采用标准图中所示的保温结构时，可只给出标准  

图号，但应注明防腐层、保温层和保护层材料的主要技术指标，以 

及保温层和保护层的厚度。当对管路附件的保温有不同要求时， 

应在设计说明中加以说明或另绘详图。

6̂  8 水 压 图

6 . 8 . 1 水压图应绘制坐标系。纵坐标应表示高度和测压管水头； 

横坐标应表示管道的展开长度。纵坐标和横坐标的名称及所采用  

的单位应分别注明。

6 . 8 . 2 在坐标系下方应采用单线绘制有关的管道平面展开简图， 

并应标注分支点、中继泵站、末端热用户等关键点的里程值，里程 

值应从热源出口起计算。

6 . 8 . 3 在坐标系中应绘制沿管线的地形纵断面，并应标注各节点 

的地面标高。

6 . 8 . 4 水压图宜绘制典型热用户系统的充水高度及与供水温度  

汽化压力数值对应的水柱高度。

6 . 8 . 5 水压图应绘制静水压线及主干线的动水压线，必要时应绘  

制支干线的动水压线。应对管线各重要部位在供、回水管水压线  

上的对应点进行编号，并应标注水头的数值。各点的编号应与管  

道平面展开简图相对应。

6 . 8 . 6 静水压线、动水压线应采用粗线绘制，管道应采用粗实线  

绘制，热用户系统的充水高度应采用中实线绘制，热用户汽化压力 

的水柱高度应采用中虚线绘制，地形纵断面应采用细实线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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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一 般 规 定

7 . 1 . 1 设备布置图与管道布置图应按比例绘制。

7 . 1 . 2 非标准设计的设备和管路附件应按比例绘制安装图或大  

样图，图中需详细表达的部位应绘制详图。

7 . 2 流 程 图

28 1 流程图应符合本标准第 5，2 节的有关规定。

7 . 2 . 2 设备和管道在图面上的布局应匀称，线条应清晰。

7 . 2 . 3 管道与设备的接口方位宜与实际情况一致。

7 . 3 设 备 与 管 道 布 置 图

7 . 3 . 1 设备与管道布置图中应采用平面图和剖面图表示出各种  

设备与建筑物等的相互关系。

7 . 3 . 2 建筑物轮廓线应与建筑图一致，并应标出定位轴线、房间 

名称，还应采用细线绘制出门、窗 、梁 、柱 、平 台 等 ，并应标注平面

标高。

7 . 3 . 3 首层平面图上应标注指北针。

7 . 3 . 4 设备布置图上的设备应按比例采用粗线绘制外轮廓并加  

以编号，且编号应与设备明细表及主要设备材料表中列出的编号  

相对应。设备布置图宜绘制出设备基础的轮廓，并应标注设备及  

设备基础的定位尺寸。

7 . 3 . 5 管道布置图应采用中线绘制设备外轮廓、采用粗线绘制

管道。

7 . 3 . 6 管道布置图应标注设备、管道及管路附件的安装尺寸，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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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道布置图应标注管道中心线与建筑、设备或管道间的  

距 离 ；

2 阀门等管路附件可采用图形符号表示；

3 当不绘制管系图时，各种管道应标注管道的代号、规格和 

标 高 ，并宜标注介质流向；

4 管道布置图应标注进出热力站管线的管道名称或代号及  

管道规格，并应采用箭头表示介质流向。

1  3̂  7 剖面图的剖切位置应反映管道与设备及附件等的连接、配 

置状况，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剖面图应绘制建筑物的轮廓及门、窗 、梁 、柱 、平台等，并应 

标注梁底、楼板及地面的标高；

2 设备应按比例绘制其外轮廓，并应标注接口的标高；

3 管道位置应按比例绘制，并应标注管道的标高；

4 剖面图应标注管道和管路附件的定位尺寸；

5 剖面图应采用图形符号绘制温度计、压力表 、放气装置及  

放水装置。

7 . 3 . 8 管道支架应在平面图、剖面图上用图形符号表示，并宜绘  

制支吊点位置图。当支架类型较多时，宜编号并列表说明。

了 . 4 管 系 图

7.4.1 管系图可按轴测投影法绘制，布图方位应与平面图一致。

7̂  4̂  2 管系图应表示管道系统中介质的流向、流经的设备以及管  

路附件等的连接、配置状况。设备及管路附件的相对位置应与实  

际情况一致，管道、设备不得重叠绘制。

7 . 4 . 3 管道应采用单线绘制。

7 . 4 . 4 管 道 应 标 注 管 道 代 号 和 规 格 ，并 宜 采 用 箭 头 表 示 介 质  

流向。

7 . 4 . 5 当热力站为多层建筑时，管系图可分层绘制。当分层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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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管道断开处应采用字母或文字注明。

4丨6 设备和需要特指的管路附件应编号，并应与设备和主要材 

料表中列出的编号一致。

7 . 4 . 7 管系图应绘制管道放气装置和放水装置。

7 . 4 . 8 管系图应绘制设备和管路上的就地仪表。当绘制带控制 

点的管系图时，应符合自控专业制图标准的相关规定。

7 . 4 . 9 管系图中宜注释管道代号和图形符号。

7 . 4 . 1 0 管系图中应标注管道的标高，并宜标注管道至热力站本  

层地面或楼板上表面的相对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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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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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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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供热工程制图标准

^33/1： 78-2010

条 文 说 明





修 订 说 明

《供热工程制图标准》011/1： 7 8 - 2 0 1 0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0年 1 2月 1 0 日以第 844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是在《供热工程制图标准》011/丁 7 8 - 9 7的基础上修  

订而成，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哈尔滨建筑大学，参编单位是沈阳市 

热力工程设计研究院、北京市煤气热力工程设计院、中国兵器工业 

第五设计研究院、中国环球化学工程公司，主要起草人员是邹平  

华 、廖嘉瑜、张志武、张婉庚、蔡国勇。标准编制组对我国供热工程  

制图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对上一版标准进行了修订。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 研 、院校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供热工程制图标准》编制 

组按章、节 、条的顺序编制了条文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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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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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条阐述了供热工程制图标准编制的目的和意义。在制 

定本标准时参考了国内外的相关制图标准。

1 . 0 . 2 本标准规定了供热工程中热源、供热管网和热力站的制图 

要求。常用热源有供热锅炉房和热电厂。本标准不包括热电厂及 

电厂锅炉房的制图规定。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或改建供热工  

程施工图的设计制图要求，供热规划、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等各  

阶段的制图可参照执行。本标准只规定各阶段的制图要求，不涉 

及各阶段的设计深度。

1 . 0 . 3 本标准不包括与供热工程相关的土建、电气、自控等其他 

专业的制图要求。涉及供热锅炉房以外的其他热源供热系统的制  

图，可执行其他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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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 本 规 定

2 . 1 图 纸 幅 面

1  1. 1 罾表 1  1. 1 给出的图纸基本幅面及图框尺寸符合国际标准  

《丁6011111031 ？ 1：0011101： 1)00111116111：&11011― 5126 & 11^ 1^370111； 0 王 013\^1118 

311洗匕》130 5457— 1999以及现行国家标准《技 术 制 图 图 纸 幅 面  

和格式》(̂ 只/丁 14689— 2008的规定。考虑到目前各部门、各单位 

图纸中采用的标题栏尺寸和格式差别较大，很难统一，因此本标准 

中不予规定。

1  1. 2 本条是对表 1. 1. 1 所给的基本幅面尺寸不能满足要求时  

提出的。为了便于计算机绘图及晒图机晒图，幅面的短边不应加  

长 。加长尺寸取整数倍是为了便于使图纸规格划一和使用时记 

忆 。长边加长后的尺寸与现行国家标准《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 

0^/1 ： 50001— 2001所给出的加长幅面尺寸基本一致，与现行国  

家标准《道路工程制图标准》0 8  50162— 9 2的规定相同。

为了制图时选用方便，规定了图纸幅面变化范围，但是一套图 

中采用的幅面形式应尽量减少。

2 . 2 图  线

2 . 2 . 1 粗 线 宽 度 6 的系列是考虑绘图常用的规格确定的。规定 

粗 、中、细线的线宽比例使图面层次分明。考虑计算机制图方便、 

清晰，粗 、中、细三种线宽的线宽比取为 6 : 0 . 5 6： 0.2513。

可根据图样的类别、比例大小及复杂程度选择基本线宽 6 值 ， 

因此基本线宽给出了多个值。图纸幅面较大时，宜 选 用 较 大 的 6 

值 ；图线较密时，宜选用较 小的 6 值 。如 ：城镇供热规模较大的供  

热规划图、可行性研究附图等可选用较大的 ^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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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 3 表 2，2 . 3中所列线型用途不同时，应绘制图形符号加以注 

释。在确定常用线型及其用途时考虑以下因素：

1 当单独绘制设备平面图和剖面图时，设备为主要内容，其 

轮廓线应采用粗线。对小型工程，可在设备及管道平面图和剖面  

图中同时表达设备与管道的布置，首先突出管道，应采用粗线；其 

次突出设备，应采用中线。

2 规定双线表示的管道采用中线是因为考虑两条距离很近  

的直线用粗线时在图面上所占比重太大，不美观。单线表示的管  

道应采用粗线。

2 . 2 . 4 虚线、点划线和双点划线的线段划长和间距给出一个取值  

范围，以供不同场合选用。划长较长时，可选较大间隔。

2 . 3 字 体

2 . 3 . 1 参考现行国家标准《技 术 制 图 字 体 》 丁 14691— 93 

等标准，同时考虑制图的灵活性与图面的美观，规定汉字宜采用长 

仿宋体。本 条参考 现行 国 家标准 《机械工程  0八0 制 图 规 则 》 

0^/1： 14665— 1998第 5 . 6条和《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 丁 

50001— 2001 第 4， 3 条 。

2 . 3 . 2 数字和字母采用直体，比较美观，而且应用普遍。

2 . 3 . 3 例如：一张图中的图名、设计说明 、图形符号等所用的汉  

字 ，可视为不同用途的汉字，其大小可以不同；同一套图中各图名 

可视为同一用途的汉字，其大小宜相同。

4 比 例

2 . 4 . 2 同一图样铅垂方向和水平方向标注不同的比例与现行国  

家标准《技 术 制 图 比 例 》 下 14690— 9 3 的规定相同。另 外 ， 

“铅垂方向”与“垂直方向”同义。现行国家标准《总图制图标准》 

0 8 / 7  50103— 2001中使用“垂直方向”，本标准采用“铅垂方向” 

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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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 . 4 对特大型城市的供热规划，绘制供热管网管线平面图和供  

热管网管道系统图时可采用 1 : 30000，1 : 50000等更小的比例。

2 . 5 通用符号与设计分界线

2 . 5 . 1 指北针的指针涂黑，意指涂成均匀的浅黑色等。已规定指 

针尖端指向北向，因此不必注写汉字 “北”。本条参考了国家现行 

标准《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只/丁 50001— 2001第 6丨1  3 条和 

《电力工程制图标准》0 1  5028— 1993第 3丨7丨1 条。

2 . 5 . 2 图 2.5.2中箭头尾部宽度6 与所在图样中图线的粗线宽 

度 6 — 致。

2 . 5 . 4 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机 械 制 图 图 样 画 法 视 图 》 丁 

4458，1 一 2002，规定剖视编号应标注在表示剖视方向的箭头尾部。

2 . 5 . 5 图 1. 5，5 ( 0所示等腰直角三角形常用于标注平面图上的 

地面标高及平面图上局部的池、坑底标高。现行国家标准《技术制 

图 管 路 系 统 的 图 形 符 号 管 路 》(^巴/丁 6567^ 2 - 2 0 0 8规定表示 

标高的等腰直角三角形的高为 3，51X1111〜 5111111，本标准按其下限 

取整。

2丨5̂  7 设计分界线的规定参考现行行业标准《电力工程制图标 

准》0 1  5028— 1993 第 5丨 3̂  6 条。

2 . 6 设备和零部件等的编号

2 . 6 . 1 所规定的编号表示方法除适用于设备及零部件外，原则上 

也适用于供热工程制图中一切需要编号的情况，如管路附件、设备 

零部件和管线设施等的编号。

根据需要编号标志所用圆的直径可加大，粗实线可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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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 图

3丨1 图 面

3 . 1 . 3 下层平面图在下，上层平面图在上的布置方式符合一般  

习惯。

3 . 1 . 5 在本条所指的情况下，采用简化制图方法有利于减少重复  

制图工作量和图纸数量。按本条规定两个或几个相同图形可绘制 

其中一个简化、完整的外形轮廓。在需要绘制其余图形处绘制最 

简单的几何图形。例如：在同一平面图上相同的水泵和风机等通  

用设备并列或对称布置时，可只绘制其中一台的简化外形轮廓，其 

余几台绘制基础的简化外形轮廓线。

3 . 2 表 格

3.2.1〜3，2 . 3 表 3.2.1〜 表 3.2.3中各栏目尺寸不予规定。表 

3̂  1. 1 和 表 3丨1. 3 中“质量”一项通常称为“重量”。根据现行国家  

标准《标 准 化 工 作 导 则 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编写》0 6 丨下1. 1 一 

2009中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采用“质量”。表 3.2.1中当编号和  

序号相同时，可 只填 写 一 栏 。表头中所列栏目可根据实际情况  

增减。

3 . 3 管 道 规 格

3 . 3 . 2 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的规格用公称直径表示，例如 

0 X 2 0。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螺旋缝或直缝焊接钢管的规格用外  

径 X 壁厚前冠以“+”表示 ，例 如 4 4 2 6 X 8。这是国际标准《丁沈匕!!卜 

0̂ 1 01&'̂ 11185―11151：&1131:10118―？&1：1；1 ： 0161̂ 111031 8̂ 1111)015 0̂1： 

只已&匕叫，̂6111:11811:1011 311(1 1)1101:1118 180 4067/1―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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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行国家标准《技 术 制 图 管 路 系 统 的 图 形 符 号 管 路 》(̂ 只/丁 

6567， 2—2008第 6， 1. 1 条等标准规定的方法。现行国家标准《管 

道 元 件 公 称 尺 寸 ）的定义和选用》 丁 1047—2005规定 

可用公称通径来表示各种管子和管路附件的规格。按照后一标准 

及设计工作的需要，对无缝钢管、螺旋缝或直缝焊接钢管可用公称  

直径来表达其规格，例 如 丨4 2 6 X 8 ，丨4 2 6 X 7 都 可 用 0 X 4 0 0表 示 ， 

可在材料表或设计说明中指出该公称直径所对应的外径和壁厚。 

“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和“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的名称分别 

取自现行国家标准《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 杉/丁 3091—2008 

和《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0 8  8163—2008。

1  3̂  3 单线绘制的管道在管线断开处标注其规格制图时比较麻 

烦 ，但在管道密集时占地方小，所以也被采用。多根管道并列时， 

当管道间的空隙足够标注管道规格时，可不采用引出线的标注  

方法。

3 . 4 尺 寸 标 注

3.4.2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机 械 制 图 图 样 画 法 视 图 》 丁 

4458^ 1 - 2 0 0 2规定由被标注的图形轮廓线引出尺寸界线时，尺寸 

界线与轮廓线相连。现行国家标准《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 只/丁 

50001—2001规定尺寸界线与轮廓线之间离开 2 111111以上。不论 

两者相连还是分幵对图面效果影响不大。本标准对此不予规定， 

而只规定了尺寸界线超出尺寸线^!!!!!!。

3.4.4 — 张图样中应采用一种尺寸起止符，或用短斜线，或用箭  

头。这一规定与现行国家标准《机 械 制 图 图 样 画 法 视 图 》(̂ 只/丁 

4458.1—2002和《机 械 工 程 0八0 制 图 规 则 》(̂ 石/丁 14665—1998 

的规定相同。短斜线采用中实线，使其比较醒目。

3.4.5

1 管 道长 度 可 用 III或爪爪为单位。室外管道长度较长，应 

以 III为单位，减少注写数字的麻烦，使读图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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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管 道 画 法

3 . 5 . 1 管道画法可根据图纸的比例、复杂度等选择用单线或双线 

绘制。本说明亦适用于第 3丨5̂  2 条 〜 第 3丨5̂  4 条 、第 3， 7 条。

3 . 5 . 3 图 3.5，3 表示管道分支画法。其中(^)表示主管与分支管 

轴线均位于观测平面内； 表示主管轴线位于观测平面内，而分 

支管轴线垂直于观测平面，且背向观测者；（幻表示主管轴线位于  

观测平面内，而分支管轴线垂直于观测平面，且朝向观测者。

3 . 5 . 7 表 3.5.7中用单线绘制表示管路的转向画法，可见现行国 

家标准《管 路 系 统 的 图 形 符 号 管 路 》(̂ 只/丁 6567^ 2— 2008。

90。以及非 90。的搣制、焊接和冲压弯头不分别制定图形符号， 

设计时应在材料表中说明。

3.6 阀 门 画 法

3 . 6 . 1 常用阀门轴测投影图的画法，仅表示了阀门多种安装方位  

中的一种，其他安装方位的画法，可参照此画法按轴测投影法绘  

制 ，详见现行国家标准《管 路 系 统 的 图 形 符 号 管 路 、管件和阀门 

等图形符号的轴测图画法》 丁 6567.5— 2008。表 3，6，1 以阀 

门与管道法兰连接为例编制，对本 标 准 第 4丨3 . 3条中其他连接方  

式的阀门可参照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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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用代号和图形符号

4.1 一 般 规 定

4 . 1 . 1 代号所采用的英文字母 ,来源于英文名称字头。在 表 1 中 

分别给出了各代号的英文名称。大部分英文名称来源于现行行业  

标准《供热术语标准》 55。

4.1.3 —套图纸中所采用的代号和图形符号可放在图纸首页总  

说明中，也可分别放在各相关图纸的主要图样中。

4 . 2 管 道 代 号

4 . 2 . 1 管道代号的英文名称见表 1。管道代号表示不同的管内  

介质 、介质参数、管道的用途。管̂道代号尽可能采用一个字母，当 

采用一个字母造成混淆时才增‘一个字母。

表中的高压蒸汽管，中压蒸汽管和低压蒸汽管系指一个系统  

中蒸汽压力不同的管道，没有确定的数值和界限。

表 1 管道代号的英文名称

中 文 名 称 代 号 英 文 名 称

供 热 管 线 9 ？

蒸 汽 管 （通 用 〉 5 316301

饱 和 蒸 汽 管 5 33101316(1 5163111

过 热 蒸 汽 管 55 5111)61-11631:6̂  516301

二 次 蒸 汽 管 ？13811 51：68111 ？1^6

高 压 蒸 汽 管 1-15 91811-131*655111-6 5163111 ？1136

中 压 蒸 汽 管 从 5 1-688111*6 316&111

低 压 蒸 汽 管 15 [。讯-口 1633016 516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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缤 表 1

中文名称 代号 英文名称

凝结水管(通用〉 0 0011(16115316

有压凝结水管 0？ 0011016118316 朽口“已乂 ？代330代）

自流凝结水管 00 0011̂ 6115316

排汽管 以 2x113081 ？1|36

给水管（通用〕 

自来水管
呢31打 811 卯 1乂 ？1̂ 6

生产给水管 ？1-00683 呢&时 5叩01 乂 ？1136

生活给水管 濟 0011165110 \̂31；61： ？1156

锅炉给水管 8。1161~ 1̂ 6(1-̂ 3161 ？1̂ 6

省煤器回水管 5：尺 2001101111261-尺6111171 3161 ？1̂ 6

连续排污管 08 00111111110113 810\ 0̂̂  ？1136

定期排污管 卩打匕出。810^0^ ？1^6

冲灰水管 51 5111106 ^3161 ？1̂ 6

采暖供水管(通用〉 901- 3̂161 ？1？6

采暖回水管（通用〕 90卜讯316：尺61010 ？1̂ 6

一 级管网供水管 出 1-101-̂ 3161 5111)131̂ ？1？6 〇1 ？011131~7 011*01111

一 级管网回水管 只尺1 ^01-^3161 ？1136 0【？1~111131：̂ 011*01111

二 级管网供水管 \\2 1̂ 01-̂ 3161： 51113131̂ ？1̂ 6 5600X10131：̂ 01101111：

二 级管网回水管 服 2 只0卜讲31：61̂ 1̂61111-11 ？1136 0史 560011(1&IV 01101111

空调用供水管 八3 5111)1)1̂ ？1̂ 6 101

空调用回水管 八尺 只01-\73161~ ？1^6【01：八 11醫？；011011110111118

生产热水供水管 ？ ？1：00653 1̂ 01-̂ 31:61： ？1̂ 6

生产热水回水管 

(或循环管）
？1-00658 901~ 3̂1611 尺6101*11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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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1

中文名称 代号 英文名称

生活热水供水管 05 00111681:10 只0卜\̂珏1：61： 30̂ 1)17

生活热水回水管 IX： 00111651:10 1101- ^ / 3̂1^  尺0111*11 ？1̂ 6

补水管 V 1̂3̂ 6-013 【01 146&11118 5̂51:6111

循环管 01 011*0111&11011

膨胀管 5： 2x̂ 31181011 ？1̂ 6

信号管 51 518̂ 1̂

溢流管 0 ？ 0乂6『00\̂ ？1̂ 6

取样管 5？ 581111311118

排水管 0 01-3111 ？1̂ 6

放气管 V ？1̂ 6

冷却水管 0 ^ 00011118~̂&161-

软化水管 3界 50̂ 6116(1 界3161

除氧水管 0八 0636131:601 界 ？1136

除盐水管 01̂ 1 061X111161-3112601 界31打？1̂ 6

盐液管 3八 5&11116 3011111011 ？如

酸液管 八？ 八 ？如

碱液管 0八 031131:10 ？1̂ 6

亚硫酸钠溶液管 50 30(̂111111 51111？ 1111；6 5011111011 ？1136

磷酸三钠溶液管 丁？ 1̂1:130̂111111 ？ 11051)1131:6 501111:1011 ？1？6

燃油管（供油管） 0 011 ？1？6

回油管 尺0 1̂61111-11 011 ？1̂ 6

污油管 界0 ^331：6 011 ？1̂ 6

燃气管 0 0^8 ？1̂ 6

压缩空气管 八 001111)1-6856(1 八 ？1̂ 6

氮气管 1̂11:1-0861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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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参考现行国家标准《技 术 制 图 管 路 系 统 的 图 形 符 号  

管路乂^/丁 6567，2— 2008第 5 条制订。

4 . 3 图形符号及代号

4.3.1 本标准优先采用国际标准《1^1111丨03丨013^11188―11181：31~

1^1:10115一 ： 01-&^1110^1 8^1111)015 王01 ，1^631:1118，乂 6111；1-

1^1011 811̂ 1 011士 118》130 406了/1— 1984、现行国家标准《管路系统  

的 图 形 符 号 管 件 》 丁 6567，3— 2008和《管路系统的图形符  

号 阀 门 和 控 制 元 件 》 丁 6567.4— 2008等规定的图形符号。 

尽管其中某些图形符号比较繁琐，本标准也未作变动。国际标准 

中尚未规定或几个有关标准的规定有差异的图形符号，则综合了 

国内制图习惯，根据简单、形象、容易绘制的原则，经归纳整理制定 

出来。

为了减少制图工作量和有利于计算机绘图，尽量不用、少用涂 

黑的图形符号。

表 4丨 1 中 参 照 国 际 标 准 《1^1111丨⑶丨013^11185―11181；&11&-

1:10115― ： 013^)111031 3^1111)015 ^01 ，乂 6111；113-

11011 & 11̂  1)1101:1118^150 4067/1 — 1984，对换热器（通用〉规定 了两个 

图形符号，可分别用于接管方位不同的场合。对型式多样、外形复 

杂的设备和器具〔如锅炉、除尘器等）的图形符号未作规定，可绘制 

其简化外形。

4 . 3 . 2 表 4.3，2 中规定的图形符号用于供热管网管道系统图以  

及锅炉房、热力站和中继泵站的流程图、管系图等。

阀门（通用〉的图形符号可代表任何型式的直通阀。它来源于 

国 际 标 准 《1̂ 011111(̂ 1 01：&'̂ 11185―11131：&11&110115― ： 0^&1)111051 

571111)015 ^0 1  ？ 1 I I I I I  1)1112 ？ 1 ^ 6 &11118？ \^611111&11011 & 11(1 1)1101:1118》 1 3 0  

4067/1-1984和现行国家标准《过程检测和控制流程图用图形符  

号和文字代号》0 8  2625— 1981。

将阀门的图形符号与控制元件或执行机构的图形符号组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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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成 表 中 未 列 出 的 其 他 阀 门 的 图 形 符 号 。例 如 ：电动阀门为  

一^ ^ ；角阀加上重锤元件构成重锤式安全阀；角阀加上弹賛 

元件构成弹簧式安全阀。

4 . 3 . 3 本条以及第 4.3.5条中 凡涉 及 法 兰 盘 时 采 用 图 1 ( 0 ，而 

不 采 用 图 1 ( 4 的画法。此规定来源于国际标准《1^1111丨“  0 1 ^ 1

11185― 511111)11^1601 1^6^1：686111；31；1011 ？ 1^6111165― ： 13011161:1-10

？々 6化 011》130 6412/2— 1989，而且符合法兰连接管子端部不超  

出法兰盘面的实际情况。

⑷

图 1 法兰盘画法

4 . 3 . 4 同一管线平行敷设多根管道时可采用表 4.3，4 中表示管  

线上补偿器节点的图形符号，即将补偿器图形符号绘制在管线之  

外表示该处为补偿器节点。这种表示方法并不一定代表在该管线  

处各管道上都设有补偿器，具体情况见该处节点图。

补偿器的英文名称见表 2。

表 2 补偿器的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代号 英文名称

补偿器（通用〉 5： &1151011 101111

方形补偿器 115： 11-51131)6(1 2X1331151011 101X11；

波纹管补偿器 85： 86110 5̂ 丁 2x1？&118100 101111：

套筒补偿器 52  ̂5166̂ 6 2X1)31151011 101111：

球型补偿器 80 8&11 101111 001111)61183101

一次性补偿器 50 8131~卜叩 0 ？111口611531：01~

旋转补偿器 尺5： 尺0131*7 5x̂ 31181011 1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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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型补偿器和旋转补偿器两个或多个成组使用，表 1  3丨4 中 

球型补偿器和旋转补偿器的图形符号表示的是成组使用补偿器中  

的一个补偿器。

4 . 3 . 5 现行行业标准《供 热 术 语 标 准 》011 5 5 中供热管路附件  

的 定 义 是 供 热 管 路 上 的 管 件 、阀门、补 偿 器 、支 座 （架 ）和器具  

的总称”。在本章前几节中已分别给出了阀门、补偿器等的图形  

符 号 ，所以本条给出的是除了前面巳规定的其他管路附件的图  

形符号。

4 . 3 . 6 现行行业标准《供热术语标准》011 5 5 中管道支座的定义 

是广直接支承管道并承受管道作用力的管路附件”，管道支架的定 

义是将管道及支座所承受的作用力传到建筑结构或地面的管道  

构件”。本标准中把管道支座与支架（支墩〉的组合体称为“管架”。 

表中固定墩用于直埋敷设管道。

管道支座、支架和管架的英文名称见表 3。

表 3 管道支座、支架和管架的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代号 英文名称

支座（通用〉 5 ？1？6 511 卯0打

支架、支墩 丁 丁『65116

固定支座 1̂1X1118 50̂ 1)01:1

(固定墩） (八） (八 001101*386〉

活动支座（通用〉 1^5 1̂0̂ 31(16 5111)1)01-1；

滑动支座 55 511(11118 5111)1)01-1：

滚动支座 尺3 尺。11以 511 卯 01*1：

导向支座 05 0̂11011118 5111)1)01:1

固定支架 

固定管架
？丁 51x1118 X 1-65116

活动支架（通用〉 

活动管架（通用〉
丁 1̂0̂ 31)16 1*1*6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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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中文名称 代号 英文名称

滑动支架 

滑动管架
5 丁 511̂ 1118 丁

滚动支架 

滚动管架
尺丁 只。11打 X 3-65116

导向支架 

导向管架
0  丁 0111(11118 丁1^5116

刚性吊架 尺只 1̂ 18101 900^

弹簧支架 

弹簧吊架
5 9 5131-1118

4 . 3 . 9 敷设方式、管线设施的英文名称见表 4 ，其中保护穴指直  

埋敷设时保护某些管路附件的构筑物。

需要时可在检査室或保护穴的图形符号内加上不同的管路附  

件的图形符号，用来区别不同的检查室或保护穴。管路附件的代  

号后面加上检查室的代号“I ”或保护穴的代号“0 ”，用来表示不  

同的检查室或保护穴的代号。

表 4 敷设方式、管线设施的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代号 英文名称

套管敷设 0 0&81112 ？11？6 11151311311011

管沟人孔 5？ 53̂ 617 5̂X11 ？1156 1)001：

管沟安装孔 19 1031311&11011 ^016 0̂  ？1̂ 6 1)001

管沟通风孔
I八 111161 0̂  八̂  0！ ？1̂ 6 01101：

2八 2x11 0̂  八 0【？1136 0^01：

检査室（通用〉 11181)60110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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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中文名称 代号 英文名称

保护穴 0 0611

管沟方形补偿器穴 110 11-5113 口 6(1 2x̂)811131011 10101 0611

入户井 001151111161- 1̂ 631； 111161 6̂11

操作平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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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锅炉房图样画法

本章的规定原则上适用于燃气、燃油锅炉房的制图。有关燃 

气 、燃油的专业设备与管道的制图应符合相关专业的设计制图  

要求。

本章所附图样属于同一工程。图样仅为画法示例，不是设计  

示范。本标准是对制图的规定，设计深度等不属于本标准内容，因 

此某些制图内容，如图形符号、设备和主要材料表等在图样中未  

给出。

5，2 流 程 图

图 2 为热力系统流程图画法示例（一父图中省煤器的回水管  

一般由锅炉厂附带，用细线绘制。

图 3 为热力系统流程图画法示例(二父

1 1. 1 流程图反映系统的工作原理、各组成部分的关系及各个环  

节进行的顺序。可根据工程规模大小及复杂程度分别绘制热力系  

统 ，冷却水系统，鼓 、引风及烟气处理系统，上煤系统和除渣系统等  

的流程图。一般情况下绘制热力系统流程图，对于燃油、燃气锅炉 

房还应绘制燃油、燃气系统图。

5 . 2 . 2 相关的构筑物指烟风系统的烟囱；上煤、除渣和湿法脱硫  

系统的沉淀池、受煤坑等土建工程。

5.2.5 “管 道与 设备 的接 口方位宜与实际情况相符”是指设备  

进 、出口接管应在图上反映出来并要求符合原理。例 如 图 4 为 

换热器与进、出管道连接示意图，图 4 ( 9 是 不 正确 的，图 4 ( 4 是 

正确 的。

5 . 2 . 7 为了使图面清晰、条理清楚，尽量减少管线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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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换热器接管示意图

5 . 3 设备布置图

设备布置图中包括热力系统，鼓 、引风及烟气处理系统，上煤 

与除渣系统的所有设备。对于燃油、燃气锅炉房还包括燃油、燃气 

系统中的相关设备。

5 . 3 . 1 当系统较简单，设备和管道绘制在一起能够表示出各种设  

备 、管道、管路附件及建筑物等的相互关系时，可不单独绘制设备  

布置图，而在热力系统布置图，鼓 、引风及烟气处理系统，上煤与除 

渣系统布置图中表达相应设备的布置要求。

5.3.5 — 般在剖面图中标注标高，如不绘制剖面图，可在平面图 

上标注设备基础上表面标高。

5 . 3 . 7 在土建图上有管沟和排水沟详图时，在设备布置图上应给 

出其位置。沟的定位尺寸和断面尺寸可根据情况标注。

5 . 4 热力系统管道布置图

图 5 为热力系统设备和管道布置平面图画法示例（一 

图 6 为热力系统设备和管道布置平面图画法示例（二 \

图 7 为热力系统设备和管道布置剖面图画法示例。

5 . 4 . 6 当管道规格 0 ^ 0 2 0 0 时宜采用双线绘制。

5 . 4 . 7 管路附件按比例绘制可以避免因空间尺寸不足而导致其  

安装、运行和使用时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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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4 . 9 对于弹簧支架，支架一览表中还应有弹簧的安装荷载和弹  

簧的预压值。

5 . 5 鼓、引风及烟气处理系统管道布置图

图 8 为鼓风系统管道平面图画法示例。

图 9 为引风系统管道平面图画法示例。

图 1 0为引风系统管道剖面图画法示例。

5 . 5 . 1 工程规模大而且复杂时，可单独绘制鼓风系统、引风系统  

及烟气处理系统图样。鼓 、引风系统的设备应在设备、管道平面图 

和剖面图中表示。所以单独绘制鼓、引风系统管道布置图时重点  

表达对鼓、引风系统管道的安装要求。

5 . 6 上煤与除渣系统布置图

图 1 1为上煤系统平面图画法示例。

图 1 2为上煤系统剖面图画法示例。

5 . 6 . 6 当胶带输送机由设备厂家成套供应时，可以简化其布置  

图 ，仅标注滚筒、托辊、中间架、支腿等的布置尺寸即可。

5 . 6 . 7 安装图中宜采用细实线绘制设备的简化外形轮廓和土建  

基础 ；采用粗实线绘制支座和框架等；用短粗实线示意地脚螺栓； 

采用双点划线绘制预埋件。

5 . 6 . 9 同类型、同规格的设备，其布置相同时才可执行本条规定  

的简化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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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鼓风系统管道平面图画法示例



图 9 引风系统管道平面图画法示例



图 1 0 引风系统管道剖面图画法示例



图 1 1 上煤系统平面图画法示例



上煤系统剖面图画法示例



6 供热管网图样画法

本章所附图样属于同一工程。图样仅为画法示例，不是设计示 

范。本标准是对制图的规定，设计深度等不属于本标准内容，因此 

某些制图内容，如图形符号、设备和主要材料表等在图样中未给出。

6 . 2 供热管网管线平面图

图 1 3为供热管网管线平面图画法示例。图中给出了供热管  

道采用地上敷设、管沟敷设和直埋敷设时的画法示范。

6 . 2 . 1 现行行业标准《供热术语标准》011 5 5 中定义供热管线： 

“输送供热介质的室外管道及其沿线的管路附件和附属构筑物的  

总称”。供热管网管线平面图上除了绘制供热管道以外，还要绘制 

沿线的附属构筑物。由于图上绘制的不是一条管线，而是若干条  

管线，所以全称为供热管网管线平面图，而不称为管线平面图。

条文中所指“相关的地下管线”及“构筑物”指对供热管线的敷 

设和运行产生影响的其他管线和构筑物。如给排水管道、燃气管  

道 、电力电缆、通信线路、压缩空气管道和输油管道等管线以及地  

铁 、涵洞等其他构筑物。

如需标注坐标网，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总图制图标准》

丁 50103— 2001 的规定。

6 . 2 . 3 如有足够的定位尺寸，可以不标注坐标。90。转角可不标  

注角度，以减少工作量；非 90。转 角 标 注 小 于 180。的夹角，使一个  

转角的角度数值是唯一确定的。

6 . 2 . 4 对枝状管网规定管线横剖面的剖视方向应从热源向热用  

户方向观看；使所得到的图形是唯一的。这一规定参照了原苏联 

国家标准《热 网 施 工 图 》1^001 21. 605— 82。现行行业标准《供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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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标准》 5 5 中定义：“环状管网是干线构成环状的供热管  

网”。按这一规定环形干线上任一点都可有两个管线横剖两，而且 

环状管网管段中水流方向随水力工况变化，为了使其管线横剖面  

是唯一的、确定的，规定对环状管网的横剖面按设计工况下水流方  

向从热源向热用户方向观看来绘制。这样规定不仅适用于多热源 

环状管网，也适用于多热源枝状管网。

横剖面型式相同是指管线上各管段不仅横剖面型式一致（或 

都是通行管沟，或都是半通行管沟，或都是不通行管沟，或都是直  

埋敷设〉，而且管道根数相同，但管道规格和安装尺寸不同的情况。 

此时只需绘制一个横剖面图，在该图上标注符号或字母，然后列表 

表达各横剖面的管道规格与安装尺寸。

6 . 2 . 5 代表管沟宽度的两条轮廓线如按比例绘制在供热区域平  

面图上，将合并为一条线，因此用两条线表示管沟只能是示意轮廓  

线 。图上这两条线的间距不予严格规定，但不能过宽。

6 . 2 . 6 地上敷设时，应绘制各管架；地下敷设时，应标注固定墩、 

固定支座等支座。设有导向支架的还应标注其定位尺寸。

管线上节点指管路上设有管路附件（阀门、补 偿 器 、三 通 、弯 

头 、除污器、疏水、放水装置、放气装置等〉的部位。有“节点”、“接 

点”、“结点”等名称。其中“节点”用得较为普遍，而且比较合理，故 

被采用。

6.2.9 — 套供热管网图纸中管道所采用的线型、代号和图形符号 

较多时则需要集中列出并加以注释，宜放在最主要的反映供热管  

网全貌的供热管网管线平面图上。

6 . 2 . 1 0 在按管线分段绘制的供热管网管线平面图中，管线起始  

点和终止点的编号应与其衔接的平面图中对应点的编号一致，并 

根据需要标注工程编号和图纸编号等。

6 . 3 供热管网管道系统图

图 1 4为供热管网管道系统图画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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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如管道为水平并列布置，图中供水、回水管道的 

布置应符合从热源向热用户方向观看右供左回的规则；如管道为 

上下布置，可参考上述规则制图。

6 . 4 管线纵断面图

图 1 5为管线纵断面图画法示例。

6 . 4 . 2 管线纵断面图由三部分组成。把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称  

为管线纵断面示意图，三部分总称为管线纵断面图。为了清晰表  

达管线纵断面示意图，其中有些部位，如检查室、人孔等无法严格  

按比例绘制，因此称为管线纵断面示意图亦有根据。

6 . 4 . 3 参照原苏联国家标准《热 网 施 工 图 》10(3丁 21. 605— 82， 

管沟敷设时在管线纵断面示意图上不必画出管道，在管线纵断面  

图下部对应地画出管线平面展开图。管线平面展开图上所标注转 

角点的角度数值应与供热管网管线平面图上一致。铅垂方向反映 

比例的标尺的画法不予规定。

现行行业标准《城镇供热管网设计规范》0：！！ 3 4 - 2 0 1 0要求 

热力管线与河流、湖泊交叉时，应标注河流、湖 泊 5 0年一遇的最高 

水位，或按工程设计的具体要求标示相应年限 (频 率 的 最 高 水 位 、 

航道底设计标高或稳定河底设计标高。

6 . 4 . 4 所规定的两种管线转角符号可任选。90。角只要求绘制转  

角符号，不标注角度数值，是为了减少标注制图工作量。

^  4，5 管线敷设情况标注栏的各栏目可根据管线敷设方式等情  

况编排与增减有关项目，例如 ：地上敷设或管沟敷设遇到管道分层  

布置时，可标注最低一层管道的管底标高及各层支承结构的顶面  

标高。

6 . 5 管线横剖面图

图 1 6为管线横剖面图画法示例。图中分别给出了供热管道  

采用地上敷设、管沟敷设和直埋敷设时的管线横剖面图画法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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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管线节点、检查室图

图 1 7为检查室画法示例。

6 . 6 . 1 节点俯视图的方位与供热管网管线平面图上该节点的方  

位一致，有利于绘图、读图和施工。

6 . 6 . 3 固定支架、滑动支架、导向支架以及补偿器等管路附件因  

外形各异且比较复杂，因此为了提高效率可采用简化外形轮廓  

表示。

6，6.4

3 管路附件的主要外形尺寸，对阀门是指阀体长度、阀杆长 

度 ，对补偿器是指安装时外形轮廓的长度和宽度〔或直径、其他附 

件参照执行。

6 . 7 保温结构图

6，1. 1〜1 1. 4 这四条是对需要绘制保温结构图时提出的要求。

8 图

图 1 8为水压图画法示例。

6 . 8 . 2 管道平面展开简图上可绘制干线、支干线。支干线管线较  

长时可采用折断画法。

6.8.5 — 般情况下可只绘制静水压线及主干线的动水压线。如 

供热区域地势变化大、热用户与供热管网的连接方式多样化以及  

对某些位于支干线上的特殊用户或重要用户以及高层建筑需要给  

出用户入口资用压头时则还要绘制支干线的动水压线。

6 . 8 . 6 如果一个供热系统有不同的压力工况 ，一 个工况下的静  

水压线和动水压线 '可 以 用 粗 实 线 表 示，其他工况下的静水压线  

和动水压线可以用粗虚线等表示。因此本条中规定静水压线和  

动水压线应用粗线绘制是对一个供热系统只有一种压力工况制  

定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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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5 管线纵断面图画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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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6 管线横剖面图画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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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7 检查室画法示例



编号 0 8 1： [奶

供水营水鴂度1毗 0丨 6860 6360 60.80 5800 545

目水瞀水鴂度㈣20丨 3200 37 00 4020 “00 “5

图 1 8 水压图画法示例



7 热力站和中继泵站图样画法

本章所附图样属于同一工程。图样仅为画法示例，不是设计示 

范。本标准是对制图的规定，设计深度等不属于本标准内容，因此 

某些制图内容，如图形符号、设备和主要材料表等在图样中未给出。

7.1 一 般 规 定

本节规定了热力站图样应包括的基本图样及绘制中的共性要  

求 。根据实际工程需要，在图面表达清楚的前提下可适当增减本  

章所列的图样。

当一套图样中有管系图时，剖面图可简化。

当系统较简单，在平面图和剖面图上能充分反映出设备和管  

路之间的各方位尺寸时，可不绘制管系图。

7 . 2 流 程 图

7 . 2 . 1 流程图不反映设备和管路的空间相对位置关系。当系统 

较简单时，可仅绘制流程图而不绘制管系图。

7 . 3 设备与管道布置图

图 1 9为设备布置平面图画法示例。

图 2 0为管道布置平面图画法示例。

图 2 1为管道布置剖面图画法示例。

根据工程复杂程度以及热力站的规模可绘制设备与管道布置  

图，或分别绘制管道布置图和设备布置图。当系统较简单时，可不 

单独绘制设备布置图，而在设备和管道布置图中表达相应设备的  

布置要求，充分反映出设备和管路之间的各方位尺寸，以满足施工 

安装的要求。

81



7 . 3 . 4 平面图上设备编号时，应与管系图上的设备编号一致。

7 . 3 . 8 工程复杂时，应绘制支架图。

7 . 4 管 系 图

图 2 2为管系图画法示例。

7 . 4 . 1 轴测投影法为现行国家标准《技 术 制 图 投 影 法 》 丁 

14692— 2008规定的常用投影方法。正轴测投影法和斜轴测投影  

法均可采用。

管系图这一术语来源于现行国家标准《技 术 制 图 通 用 术 语 》 

0 ^  13361— 1992。其定义为：“表示管道系统中介质的流向、流 

经的设备，以及管件等连接、配置状况的图样。”

7 . 4 . 6 特指的管路附件指制造、安装有特殊要求的管路附件。如 

无特殊要求，则它们不包括在需要特指的管路附件中，例如一般的 

三通、弯头等。

7 . 4 . 1 0 管系图中可标注管道管底或管道中心线的标高，但要加  

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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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9 设备布置平面图画法示例



图 20 管道布置平面图画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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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 管系图画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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