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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昌

本规范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 2010 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

[2010J74 号文)和中国石油和化学下.业联合会《关于转发下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0 年

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的通知))(中石化联质发[2010J222 号文)的要求，由中国石油和

化工勘察设计协会委托全国化工自动控制设计技术中心站组织修叮。

本规范自实施之日起代替《仪表供气设计规定 ))HG/T 20510→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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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

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本规范。

本规范的主要技术内容:化工装置测控仪表的供气设计方法和要求。

本规范与 HG/T 20510→2000 相比，主要变化如 F:

1.删除在计算耗气量时，标准状态与操作状态的换算公式。

2. 修订气源装置容量计算公式和储气罐容积计算公式。

3. 修订"气源装置送出压力"。

4. 修订"安全供气"。

5. 修订"供气系统配管管径选取范围表"。

本规范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规艳的技术内容由赛鼎工程有限公司负责解释。本规范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与

赛鼎工程有限公司联系(联系地址:山西省太原市高新区赛鼎路 1 号，邮政编码 :030006 ，电子邮箱:

duyu@sedi口. COffi. cn) ，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赛鼎工程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杜菇张晋红贺润鸿

主要审查人:赵柱陈鹏童秋阶贾艺军孟海亮王发兵

林洪俊张建一张济航高文革孙菊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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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为了统一仪表供气在化工行业的技术要求，推进仪表供气工程设计的规范化，达到技术先

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的日的，制订本规范。

1. O. 2 本规范适用于化工装置测量和控制仪表的供气设计。

1. O. 3 仪表供气系统的负荷包括气动仪表、气动执行机构、电/气转换器等气动设备用气和正压防

爆通风用气、仪表修理车间气动仪表调试检修用气、仪表吹洗用气等。

1. O. 4 仪表气源应采用沽净、干燥的压缩空气。应急情况下，可采用氮气作为临时性气源。

1. O. 5 仪表供气设计规范除应符合本规范要求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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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源 instrument air 

维持仪表和执行机构运行的带压气体。

2.0.2 供气系统 air supply system 

连通气师、与仪表，实现仪表供气的配管网络。

2. O. 3 超气量 air consumption 

仪表在工作时所消耗的空气流量。

2. O. 4 稳态耗气量 static air consumption 

在稳态时，仪表在其工作范围内所消耗的空气的最大流量，通常是用每小时标准主方米表示。

2.0.5 最低供气压力 lowest pressure of air supply 

维持仪表和执行机构正常工作所需供气管网压力的下限值。

• 2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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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源质量3 

3.0.1 供气系统气源操作(在线)压力 F的露点，应比工作环境或历史上当地年(季)极端最低温度

至少低 100C 。露点换算见图 3.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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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1 露点换算图

仪表空气含尘粒径不应大于 3μm，含尘量应小子 lmg/m:l 。

仪表空气中油含量应小于 lppm 。

3.0.2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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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气源装置

4.1 气源装置容量

4. 1. 1 气源装置设计容量即产气量，应符合本规范第1. o. 3 条所阐明的仪表用气负荷的需要。工
艺吹扫用气应独立设置，不得从仪表空气管上取气。

4. 1. 2 仪表总耗气量大小，决定气源装置设计容量。仪表总耗气量计算，宜采用汇总方式计算，也

可以采用下列简便的方法估算仪表超气总量:

1 每台控制阀耗气量为 O. 7Nm3 /h~ 1. 5Nm3 /h; 

2 控制室气功仪表每台耗气量为 O. 5Nm3 /h~ 1. ONm3 /h; 

3 现场气动仪表每台耗气量为1. ONm3 /h; 

4 切断阀的耗气量要根据气缸容积和每小时大约动作次数估算;

5 正压通风防爆柜耗气量根据制造商提供的数据估算。

4. 1. 3 仪表气源装置容量应按下式计算:

qVI = qV2 (2 斗 A)

式中 :qvl 气源装置供气设计容量 .Nm3 /h;

qV2 各类仪表耗气总和 .Nm3 /h;

A 供气管网系统泄漏系数，取 O. l~O. 3 。

4.2 气源装置送至各装置界区的压力

(4. 1. 3) 

4.2.1 根据设计中气动仪表的选型要求，可供选用的气源装置送至装置各界区的压力范围宜为:

500kPa(G) ~700kPa( G) 。规定的压力下限值为气源装置送至装置各界区的最低压力，若低于此规

运值时，应设置声光报警并采取相应安全措施。

4.3 安全供气

4.3.1 仪表供气管网压力低应报警，压力超低宜联锁。

4.3.2 仪表气源装置在送出总管上可设置在线露点仪，信号送控制室。

4.3.3 备用气源来源:储气罐、备用空压机。

4.4 储气罐容积的确定

4.4.1 气源装置中应设有足够容量的储气罐，储气罐容和、应按下式计算:

V = 60qV1 tρ 。 /Cρ1 户2 ) 

式中 :V 一-一储罐容积 .m3 ; 

• 2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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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VI 一一气源装置供气设计容量，Nm3 /h;

户1 一→一正常操作压力， kPa(A) ; 

ρ2-一←最低送出压力， kPa(A) ; 

户。一一大气压力，通常 ρ。= 10 1. 33kPaCA); 

t 一一保持时间，mln 。

HG/T 20510-2014 

4.4.2 保持时间 t ，应根据生产规模、工艺流程复杂程度及安全联锁自动保护系统的设计水平来确

定。当有特殊要求时，应由工艺专业提出具体保持时间 t 值;没有特殊要求，可以在 15min~ 20min 

内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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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场仪表供气方式

5. 1 单线供气方式

5. 1. 1 对分散布置或者耗气量波动较大的供气点宜采用单线供气方式供气(见图 5. 1. 1)。在不影

响相邻负荷用气的情况下，对耗气量波动大的用气点，可在气源总管上取源。

1一气源干管 ;2 气源截止阀 ;3 气源球阀 ;4 空气过滤器减压阀凸 现场用气设备

图 5. 1. 1 单线式供气配管系统图

5.2 支干式供气

5.2.1 对多台仪表或仪表布置密集的场合，宜采用支干方式供气，由支干引至供气点(见图 5.2. 1)。

2 

于

2 
8 

2 
画画'咱

支

2 

支

2 

支

6 

1 气源干管 ;2 气源截止阀 ;3 气源球阀 ;4 空气过滤器减压阀 ;5 仪表供气点 ;6 排污阀

图 5.2.1 支干式供气系统图

5.2.2 对多台仪表或仪表布置密集的场合，可采用支干方式供气，由支于引至空气分配器或供气点

(见图 5.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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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干

6 

2 

支

2 

支

2 

支

1 气源干管 ;2 气源截止阀 ;3 气源球阀 ;4 空气过滤器减压阀; 5 仪表供气点; 6 空气分配器 ;7 排污阀

固 5.2.2 支干式供气系统图

5.3 环形供气

5.3.1 当供气管网对多套装置的仪表供气时，可将供气管网首尾相接，形成环形配管(见图 5.3. 1)。

至A区至B区

一
置
…

-
装
…

…
跟
一

一
气
一

总管 至C区

图 5.3.1 环形供气配管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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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控制室供气

6. 1 供气方式

6. 1. 1 控制室的总气源应并联安装两组空气过滤器及减压阀，每组容量应按总容量选取(见图

6. 1. 1) 。

2 6 

l叩4￥二

1 压力表 ;2 气动定值器 ;3一大功率安全阀 ;4一大功率空气过滤器; 5 大功率减压阀 ;6 压力开关

图 6. 1. 1 定值器设定减压装置配管图

6. 1. 2 控制室内应设有供气系统的监视与报警仪表，应设有气源总管压力指示和压力低限报警。

6. 1. 3 控制室第二气据不得使用氮气。

6. 1. 4 过滤减压装置引出侧，应安装压力控制器和安全排放阀，排放口应设在室外。对供气压力为

140kPa(G) 的供气系统，供气系统起跳值为 160kPa(G) ~200kPa(G) 。

6.2 供气总管规格及盘后配管

6.2.1 供气总管分整体和组合两种结构形式。当总管很长时，应采用组合式安装较为方便。总管

直径一般为 40mm~50mm，材质有不锈钢和黄铜两种。总管水平安装时，其坡度应大于 3/1000 ，并

在下游侧最低点装设排污阀。

6.2.2 盘后的供气配管，宜用如mmX1mm 不锈钢管。

6.3 气源阔的配置

6.3.1 在每个供气支路上，应设置仪表气源阀。

6.3.2 气源阀的设置应有 10%~20% 的备用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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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供气系统管路

7.1 管路敷设

7. 1. 1 供气管路宜架空敷设，而不宜在地面或地下敷设。在管路敷设时，应避开高温、放射性辐射、

腐蚀、强烈震动及工艺管路或设备物料排放口等不安全环境。若难以避开时，应采取相应措施确保

人身和设备安全，并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仪表配管配线设计规范 ))HG/T 20512 的要求。

7. 1. 2 供气总管和干管的敷设，应由管道专业根据自控专业提出的仪表供气条件进行设计和敷设。

采用气源分配器时的气源配管，应由管道专业根据自控专业条件要求，敷设至空气分配器。

7.2 管路上取气

7.2.1 当供气系统需要在供气总管或干管引出气掘时，取源部位应设在水平管道的上方，并应在取

源部位接管处安装气源截止阀。

7.3 排污

7.3.1 在供气系统配管设计时，应设置排污点，并应在干管最低点和末端设排污阀，排污阀宜选用

球阀。

7.4 接表端配管

7.4.1 在接表端配吉处，应配备空气过滤器减压阀做净化和稳压处理。

7.4.2 在供气点布置集中的场合，可采用空气过滤器减压阀进行集中净化稳压处理，设一组备用，

并联运行。

7.4.3 单独供气过滤减压时，气源阀应安装在空气过滤器减压阀的上游侧，并靠近仪表端。

7.4.4 当采用集中过滤减压时，气源阀应安装在空气过滤器减压阀的下游侧每个支路的配管上，而

后再接用气仪表 n

7.5 供气系统连接

7.5.1 供气系统采用不锈钢管时，宜采用焊接式或法兰式连接阀门、焊接管件。

7.5.2 供气系统采用镀辞钢管时，宜采用镀辞螺纹连接管件，不应采用焊接连接。

7.6 取气点的备用数及管路末端处理

7.6.1 在供气系统设汁时，供气总管、干线或气源分配器上，应留有 10% ~20%的备用供气点。备

用点宜采用阀门或堵头。

7.6.2 在供气总管或干管末端，应用盲板或丝堵封住，不应将管路末端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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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配管材质与管径选择

8.1 材质选择

8. 1. 1 供气系统的总管和干管配管，可选用不锈钢管或镀钵钢管。

8. 1. 2 气源球阀下游侧配管宜选用不锈钢管。

8.2 管径规格选择

8.2.1 气源球阀上游供气系统配管管径最小宜为 1/2in 。

8.2.2 供气系统配管管径选取范围应符合表 8. 2. 2 的规定。特殊供气点(例如用气量较大的活塞

式切断球阀等)的供气点数，应由设计另行确定。

表 8.2.2 供气系统配管管径选取范围表

NPS 1/2 3/4 1 1;1 2 3 

管径

DN 15 20 25 40 50 80 

供气点数 1~4 5~10 11~25 26~80 81~150 151~300 

8.2.3 气源球阀下游侧配管规格的选择应根据仪表选型确定。常用的不锈钢管规格:如2mmX

1. 2mm ,1>10mmX lmm，如mmXlmm 或如mmXlmm o

• 240 • 



HG/T 20510 • 2014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理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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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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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的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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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表配管配线设计规范)) HG/T 20512 

<<Quality Standard for Instrument Air)) ANSI/ISA-7. O. 01-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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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仪表供气设计坝范 >>HG/T 20510- -2014 ，经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4 年 5 月 6 日以第 32 号公告

批准发布。

本规范是在《仪表供气设计规定>>HG/T 20510-2000 的基础上修订而戚，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

中国华毒工程公司，主要起草人是蔡德纯、马德信、叶宏标。

本规范修订过程中，全国化工自动控制设计技术中心站组织多方人员对编制大纲、征求意见稿、

送审稿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与审查，广泛采集有丰富经验的设计人员与专家的意见。编制组经过不断

修改、补充、完善，修订完成本规范。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使用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仪

表供气设汁规范》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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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

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范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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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气源质量

3.0.1 以露点限制气源中温含量是工程设计中最普遍适用的方法。仪表气源中只允许少量水蒸气

存在，这些水蒸气一且低温冷凝(即结露) ，会使管路和仪表生锈，降低仪表工作可靠性。在高寒地

区，甚至产生冻结，危及控制系统的安全。因此，仪表气源中湿含量的控制应以不结露为原则。

本规范参考 IEC 规范和原仪表供气设计规定，采用带压露点(在线)表示法。一些气源装置制造

厂常用常压露点作为装置干燥能力的技术指标，应按本规范图 3.0.1"露点换算图"进行换算。

结露温度极限要求，应根据供气系统工作环境极端最低温度而定。本规范把露点极限值定为比

环境温度低 10 0C ，也就是说，净化后的干气露点应比环境温度下限值低 10 0C 。

为实施本规范要求，应对气体进行干燥处理，气体的干燥方法很多，常用的有化学法、机械法和

吸附法等，目前多采用吸附干燥法。

3.0.2 含尘粒径采用国际标准 PIP PCCIAoO 1 ((仪表风系统标准》不大于 3μm，含尘量小于

1mg/m3 。

3.0.3 仪表空气中油含量应小于 1ppm ，参考以下资料:

Design of Instrument Air SystemsCPIP PCCIAOOl)中 3.2. 14"The maximum total oil or hydro

carbon content , shall be as close to zero as possible , and under no circumstances shall it exceed 

1 ppm. " 

Quality Standard for Instrument AirCANSI/ISA-7. O. 01-1996) 中 5. 3 Lubricant content 

"The Iubricant co口tent should be as close to zero as possible , and under no circumstances shall 

it exceed one (1) ppm w/w or v/v. Any Iubricant in the compressed air system shall be evaluated 

for compatibility with end-use pneumatic devices. For example , the use of automatic oilers is strong

ly discouraged. " 

《压缩空气 第 1 部分:污染物净化等级 ))CGB/T 13277.1-2008) ，本标准中未规定仪表空气含

油量的等级，参考CGB/T 13277-1991)中建议仪表空气等级为 3 级。对应本标准中压缩空气含油

量应小于等于 1mg/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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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气源装置

4.1 气源装置容量

4. 1. 2 仪表耗气量的取值是综合了智能电气阀门定位器的耗气量及国外标准而定的，目前广泛使

用的智能电气阀门定位器的耗气量见表 1。罔外流程工业实践学会的 PIP PCCIAOO 1<< 仪表风系统

标准》中估算的控制阀耗气量为 3. 4m3 /h，远高于同内的控制阀耗气量估算值。

表 1 智能型电气阀门定位器耗气量

型号 稳态耗气量

Fisher DVC6000 O. 38Nm3 /h (1. 4bar); 1. 3Nm' /h(5. 5bar) 

Masoneilan SVIII AP O. 34Nm3 /h(2. 1bar) ;0. 44Nm' /h(3. 1bar) 

SAMSON 373x O. llNm' /h，与气源压力无关

SIEMENS SIP ARTPS2 O. 036Nm' /h( 1. 4bar) 

Foxboro SRD99 1!960 O. 1Nm' /h( 1. 4bar) ;0. 15Nm3 /h(6bar) 

ABB- H & B TZIDC O. 085Nm3 /h，与气源压力无关

山武 SVP 3000 O. 24Nm' /h (1. 4bar) ;0. 3Nm3 /h(5. Obar) 

Flowserve PMV - D3 O. 018Nm3 /h 

KOSO EP800 O. 3Nm' /h( 1. 4bar)单作用 ;0. 9Nm3 /h (1. 4bar)双作用

吴忠、 AEP300 O. 12Nm' /h( 1. 4bar) ;0. 18Nm' /h(7bar) 

切断阀的起气量取决于气缸容积和装置对阀开关次数的要求，而这两者又与工艺操作紧密相

关，表 2 是在耗气量为 1旷 /h~2m3 /h(标准状态)时某型气缸 lh 内开关次数的例子，动作一次需气

量(L)指气源供气压力为 O.55MPa 时的需气量。

表 2 气缸阀开关次数

活塞缸尺寸 行程长度 动作一次 气量
执行机构型号 活塞数 对应开关次数

(mm) (mm) 需气量(L) (m3/h) 

006 1 70 51 0.23 1~2 668~1337 

015 111 0.57 1~2 268~538 

023 1 111 76 O. 85 1~2 180~360 

036 1 138 76 1. 28 1~2 120~240 

050 1 159 76 1. 71 1~2 88~178 

059 2 111/138 76 2. 13 1~2 72~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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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活塞缸尺寸 行程长度 动作一次 气量
执行机构型号 活塞数 对应开关次数

(mm) (mm) 需气量(L) (m3 /h) 

072 2 138 76 2.56 1~2 60~ 120 

100 2 159 76 3. 53 1~2 43~87 

135 1 210 127 4.82 1~2 31~62 

210 1 260 127 6. 76 1~2 22~44 

270 2 210 127 9. 64 1~2 15~30 

345 2 210/260 127 11. 58 1~2 J3~26 

370 311 152 12.79 1~2 J2~24 

420 2 260 127 13.53 1~2 11~22 

575 1 394 152 18. 56 1~2 8~16 

740 2 311 152 25. 58 1~2 6~12 

945 2 3111394 152 31. 36 1~2 5~10 

1150 2 395 152 37. 11 1~2 4~8 

1480 2 311 305 48. 97 1~2 3~6 

1930 2 311/394 305 63. 70 1~2 2~4 

2380 2 394 305 79.41 1~2 1~2 

」

正压通风防爆仪表柜中仪表电器供电前，需对柜内气体进行置换，此时耗气量可按柜内容积大

小的 5 倍计算，正常工作日才，起气量与仪表柜的泄漏程度有关约为 2m3 /h~8旷 /h D

4. 1. 3 本规范公式 4. 1. 3 是按汇总法计算仪表气源装置容量的计算公式，其中引入了两个修正系

数，系数 2 是对仪表工作状态的修正。因为，要确定仪表稳态耗气量和暂态耗气量之间的真实关系

是很难的，当仪表工作状态不稳定时，仪表艳气重要增加，所以取系数 2 作为瞬时耗气量的修正。另

一个修正系数是对管路系统泄漏量的修正，由于供气管网配管方法、泄漏点多少均不同，一般资料介

绍为 10%~30% ，但最少不小于 10% ，故此系数为 0.1~0.3 ，具体数值由设计酌情选定。

4.3 安全供气

4.3.3 备用气源的作用是当工作气源失压时，不致使送出斥力突然下降，维持气源在短时间内不致

中断，仪表仍能正常工作.留有足够时间对气源故障造成的生产事故进行处理和维修，确保 l丁艺生产

过程的安全。

气源备用方式有备用空压机组、备用储气罐和备用辅助气源三种，可由工程设计选用。

备用辅助气源备用方式，不是要求所有装置都要采用，只有十分必要时才考虑，对大多数工程来

讲，前两种备用方式中选择一种就可以了。

如果备用气源为氮气源，其泄漏点或排放点处不得有氮气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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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控制室供气

6.3 气源阀的配置

6.3.1 如果选用快速插接件的供气管路，气源阀可不必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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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供气系统管路

7.1 管路敷设

7. 1. 2 参照国际上设计分工惯例，本规范将气源管的总管和干管的配管设计明确规定由管道专业

设计。

7.4 接表端配管

7.4.2 在密集安装供气仪表场所，如果采用大功率过滤减压装置，由于减压功率较大，在发生突然

故障时，可能使下游侧压力突然升高，损坏仪表。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其出口侧应设置安全阀，安

全阀整定的起跳压力，视仪表的供气压力而定，若供气压力为 140kPa(G) 时，整定值为 160kPa(G)

为宜。

关于气源配管涂色问题，本规范暂不做要求，如果需要，可按空气管路色标涂色。

对于工艺过程要求的快速切断、快速开启的气动执行机构的供气配管应特殊设计。通常采用的

办法是在气源管路中配置快速世压阀或快速充压阀，并设置气源保压罐。由于该产品在设计中可要

求仪表产品成套供货，故本规范无此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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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配管材质与管径选择

8.1 材质选择

8. 1. 1 配管材质的选择可根据具体工程的管材规定确定。

8.1.2 气源球阀下游侧配管也可用尼龙管、PVC 管。

8.2 管径规格选择

HG/T 20510--2014 

8.2.2 规范中的数据是以目前国际、国内采用的气体输送流速为 3m/s~5m/s 确定的，小管径的供

气点数量限制应更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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