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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机械电气图用图形符号。 
本标准适用于金属切削机床、木工机床、电加工机床、铸造和锻压机械等工业机械电气图样和其他

技术文件。 

2  引用标准 

GB 4728 电气图用图形符号 
JB/T 2740 工业机械电气设备电气图、图解和表的绘制 
IEC 617 简图用图形符号 

3  术语 

3. 1  图形符号 
 通常用于图样或其他文件以表示一个设备或概念的图形、标记和字符。 
3. 2  符号要素 
 一种具有确定意义的简单图形，必须同其他图形组合以构成一个设备或概念的完整符号。 
 例如：灯丝、栅极、阳极、管壳等符号要素组成电子管的符号。符号要素组成符号时，其布置可以

同符号表示的设备的实际结构不一致。 
3. 3  一般符号 
 用以表示一类产品和此类产品特征的一种通常很简单的符号。 
3. 4  限定符号 
 用以提供附加信息的一种加在其他符号上的符号。 

注：限定符号通常不能单独使用，但一般符号有时也可以作限定符号。例如：电容器的一般符号加到传感器上即构

成电容式传感器。 

3. 5  方框符号 
 用以表示元件、设备等的组合及其功能，既不给出元件、设备的细节也不考虑所有连接的一种简单

的图形符号。 
 注：方框符号通常用在使用单线表示法的图中，也可用在全部示出输入和输出接线的图中。  

3. 6  预调 
 建立初始条件。例如：预先规定回路的控制值。 
3. 7  微调 
 电容、电感、电阻的细调处理。 

4  符号的绘制 

 本标准中的图形符号可以直接采用或按比例绘制。 

机械工业部 1996-04-22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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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个符号

第 2 条 
第 13章 

13 · 2 · 4 

 布置符号时，应使连接线之间的距离是模数（2.5 mm）的倍数，通常为两倍（5 mm），以便标注端

子的标志。 
 一般情况下，符号可直接用于绘图；在计算机辅助绘图系统中，符号则应画在网格上（见第 7章）。 

5  符号的编号 

 本标准中的每个符号都给出一个序号。此序号由三段构成： 
 a.  第一段，表示本标准的第几章； 

b.  第二段，表示该章的第几条； 
c.  第三段，表示该条的第几个符号。 
三段之间以“· ”分开。 
在本标准的每章中，每条从 1 开始连续编号。 
在每一条中，符号从 1 到 99连续编号。 
在编号的第二段（即条）的下面用了符号“=”或“ ”，前者表示与 IEC 617等效，后者表示本次

修订时新设计的符号。若没有这两种标志，即说明此符号是 GB 4728和本标准前版自定的图形符号，

而本标准仍在采用。 
例如： 

 
 
 
 

6  符号的使用 

 本标准尽可能完整地绘出符号要素、限定符号和一般符号，但只绘出有限的组合符号的例子。如果

某些特定装置或概念的符号在本标准中未作规定，允许通过已规定符号的适当组合进行派生。为适应不

同图样或用途的要求，可以改变彼此有关的符号的尺寸，如电力变压器和测量用互感器就经常采用不同

大小的符号。 
 本标准中的符号可以根据需要放大或缩小。当一符号用于限定另一符号时，该符号常常缩小绘制。

各符号缩小或放大时，其相互间及符号本身的比例应保持不变。 
 本标准示出的符号方位不是强制的。在不改变符号含义的前提下，符号可根据图面布置的需要旋转

或成镜像放置，但文字和指示方向不得倒置。 
 导线符号可以用不同宽度的线条表示。 
 为清晰起见，符号通常带连接线示出。只要不另加说明，符号只绘出带连接线的一种形式。 
 大部分符号上可以增加补充信息，但仅在有这种信息的推荐方法的情况下，本标准才示出实例。 
 本标准中有些符号具有几种图形形式，“优选形”是供优先采用的。在同一张电气图样中只能选用

一种图形形式，图形符号的大小和线条的粗细亦应基本一致。 

7  符号适用计算机辅助绘图系统的规定 

 a.  符号应设计成能用于特定模数 M 的网格中；例如：模数 M 为 2.5 mm； 
b.  符号的连接线同网格线重合并终止于网格线的交点上； 
c.  矩形的边长和圆的直径应设计成 2 M 的倍数。对较小的符号则选为 1.5 M、1 M 或 0.5 M； 
d.  两条连接线之间至少应有 2 M 的距离，以符合国际通行的 小字符高为 2.5 mm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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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符号的说明 

 本标准规定的图形符号，均按无电压、无外力作用的正常状态示出。 
 本标准规定的图形符号中的文字符号、物理量符号等，应视为图形符号的组成部分，但这些文字、

物理量符号等不属本标准规定的内容。 

9  符号要素、限定符号和常用的其他符号 

9. 1  符号要素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9. 1. 1 
= 

9. 1. 2 
= 

9. 1. 3 
= 

 
  元件 
  装置 
  功能元件 
    注：填入或加上适当的符号或代号于轮廓符号内

以表示元件、装置或功能。 

9. 1. 4 
= 

   边界线 
    注：用于表示边界的元件、装置等，是实际地、

机械地或功能地相互联系在一起。  

9. 1. 5 
= 

   屏蔽（护罩） 
    注：屏蔽可画成任何方便的形状。  

 
9. 2  电流和电压种类的限定符号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9. 2. 1 
= 

9. 2. 2 
= 

 

  直流 
    注：电压的数值应标注在符号的右边，系统类型

应标注在符号的左边。 
  示例：直流带中间线的三线制 220 V（两根
导线与中间线之间为 110 V）2 M 可用 2+M代

替。 

9. 2. 3 
= 

9. 2. 4 
= 

9. 2. 5 
= 

 

  交流 
    注：频率或频率范围以及电压的数值应标注在符

号的右边，系统类型应标注在符号的左边。 
  示例：交流三相带中性线 50 Hz，380 V（中
性线与相线之间 220 V）3 N 可用 3+N代替。 
  示例：交流、三相、50 Hz，具有一个直接接

地点且中性线与保护导线全部分开的系统。 

9. 2. 6 
=    交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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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9. 2. 7 

=    中性（中性线） 

9. 2. 8 
=    中间线 

9. 2. 9 
=    正极 

9. 2. 10 
=    负极 

 
9. 3  力或运动的方向 
 箭头可用来表示方向，符号的可动部分沿此方向运动以给出所需效应（见符号 9.3.2 示例）。 
 箭头也可用于表示力的方向或符号所代替的零件运动的方向。 
 由运动产生的效应可用符号或文字予以说明。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9. 3. 1 
=    按箭头方向的直线运动或力 

9. 3. 2 
=  

  双向直线的运动或力 
  示例：当 3从 1 向 2 移动时，频率增加。 

 

9. 3. 3 
=    按箭头的方向单向旋转（示出顺时针方向） 

9. 3. 4 
=    双向旋转 

9. 3. 5 
=    两个方向均有限制的双向旋转 

 
9. 4  流动的方向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9. 4. 1 
=    能量、信号的单向传播（单向传输） 

9. 4. 2 
=  

  不同时双向传播 
  交替的发送和接收 

 
9. 5  信号波形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9. 5. 1 
=    正脉冲 

9. 5. 2 
=    负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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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9. 5. 3 
=    正阶跃函数 

9. 5. 4 
=    负阶跃函数 

9. 5. 5 
=    锯齿波 

 
9. 6  机械控制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9. 6. 1 
= 

9. 6. 2 
= 

 

  机械的连接 

  气动的连接 
  液压的连接 
  示例：具有指示旋转方向的机械连接。 

    注：箭头应视作从连接符号前面向里旋转。 

9. 6. 3 
=    自动复位 

    注：三角为指向返回方向。 

9. 6. 4 
=  

  定位 
  非自动复位 
  维持给定位置的器件 

9. 6. 5 
=    脱离定位 

9. 6. 6 
=    进入定位 

9. 6. 7 
=    两器件之间的机械联锁 

 
9. 7  接地、接机壳和等电位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9. 7. 1 
=  

  接地一般符号 
    注：如表示接地的状况或作用不明显，可补充说

明。  

9. 7. 2 
=    无噪声接地（抗干扰接地） 

9. 7. 3 
=  

  保护接地 
    注：本符号可用于代替 9.7.1 以表示具有保护作

用。  
  例：在故障情况下防止触电的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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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9. 7. 4 
= 形式 1 

9. 7. 5 
= 形式 2 

  接机壳或接底板 

9. 7. 6 
=    等电位 

 

10  导线和连接器件 

10. 1  导线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0. 1. 1 
= 

10. 1. 2 
= 

10. 1. 3 
= 

 

  导线、导线组、电线、电缆、电路、母线的

一般符号 
    注：当用单线表示一组导线时，若需示出导线数，

可加相应数量短斜线或画一条短斜线加数

字表示。  

  示例：三根导线。 

  示例：三根导线。 
  更多情况可按下列方法表示： 
  在横线上面注出：电流种类、配电系统、频

率和电压等。 
  在横线下面注出：电路的导线数乘以每根导

线的截面积。若导线的截面不同时，应用加号

将其分开。导线材料可用化学元素符号表示。 

10. 1. 4 
=  

  示例：直流电路 110 V，两根铝导线，导线

截面积为 120 mm2。 

10. 1. 5 
=  

  示例：三相交流电路，50 Hz 380 V，三根

导线，截面积均为 120 mm2，中性线截面积为
50 mm2。 

10. 1. 6 
=    单线和复线交替表示法 

10. 1. 7 
=  

  屏蔽导线 
    注：同 10.1.9 的注。 

10. 1. 8 
=    绞合导线（示出两股） 

    注： 10.1.9 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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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0. 1. 9 
= 形式 1 

10. 1. 10 形式 2 

  电缆中的导线（示出三股） 
  形式 1为优选型 
    注：几根导线组成一根电缆（或绞合在一起，或

在一个屏蔽内）但在图上代表它们的线条彼

此又不接近，可用 10.1.11 的方法表示。  

10. 1. 11 
=    示例：五根导线箭头所指的两根导线在一根

电缆中。 

10. 1. 12 
 形式 1   屏蔽电缆多线表示法（示出三根导线） 

10. 1. 13 
 形式 2   屏蔽电缆单线表示法（示出三根导线） 

 
10. 2  端子和导线的连接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0. 2. 1 
=    导线的连接 

10. 2. 2 
=    端子 

    注：必要时圆圈可以涂成圆黑点。  

10. 2. 3 
=    端子板（示出带线端标记的端子板） 

10. 2. 4 
=    导线的连接 

10. 2. 5 
=    导线的多线连接 

10. 2. 6    示例：导线的交叉连接（点）单线表示法。 

10. 2. 7    可拆卸的端子 

10. 2. 8    导线或电缆的分支和合并 

10. 2. 9   导线的不连接（跨越） 

10. 2. 10 

 
  示例：单线表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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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0. 2. 11 
=  

10. 2. 12 
=  

  一组相似连接件的公共连接 
    注：相似连接件的总数注在公共连接符号附近。 

  示例：复接的单行程选择器（10 个触点）。 

 
10. 3  连接器件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0. 3. 1 
=    插座（内孔的）或插座的一个极 

10. 3. 2 
=    插头（凸头的）或插头的一个极 

10. 3. 3 
= 

  多极插头和插座（示出带 6 个极） 
  多线表示形式 

10. 3. 4 
= 

 

  单线表示形式 

10. 3. 5 
=  

  连接器的固定部分 
    注：仅当需要区别连接器的固定部分与可动部分

时才采用此符号。 

10. 3. 6 
=    连接器的可动部分 

    注：同 10.3.5 的注。 

10. 3. 7 
= 

  配套连接器 
    注 
    1  同 10.3.5的注。  
    2  连接器接线图，可根据连接器的具体形状

（圆、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等）画出其
示图，在小圆圈内写上连接导线号，接线柱

上面写出接线柱号。或用接线表列出接线柱

号和与之对应的导线号。  

10. 3. 8 
 

 

  示例：配套连接器的连线图 
    注：小圆圈内的号为导线号，圆圈上面的数字为

对应的接线柱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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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0. 3. 9 
=    接通的连接片 

10. 3. 10 
=    断开的连接片 

10. 3. 11 
= 

10. 3. 12 
= 

 
  插头插座式连接器（如 U型连接） 
  插头—插头 
  插头—插座 

10. 3. 13 
    具有欠电压、过电流保护的插座 

 
10. 4  电缆附件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0. 4. 1 
= 

  电缆直通接线盒（示出带三根导线） 
  多线表示（优选形） 

10. 4. 2 
= 

 

  单线表示 

10. 4. 3 
= 

  电缆连接盒，电缆分线盒（示出三根导线T
型连接） 
  多线表示（优选形） 

10. 4. 4 
= 

 

  单线表示 

10. 4. 5 
  

  电缆（线束）所用的软管 
    注 

    1  软管可以画成曲、直两种形状。  

    2  必要时可在适当位置标注出导线的根数。 

    3  在符号的上方或适当位置，可标注代号及型

号。例：φ 30 的金属软管 WMφ30；φ 30 的

塑料软管 WPφ30；φ 30 的包塑金属软管

WPMφ30。 

10. 4. 6 
    电缆（线束）穿管所用的金属管接头 

    注：可在上方或适当的位置标注型号或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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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0. 4. 7 
 形式 1 

10. 4. 8 
 形式 2 

  电缆（线束）敷设时所用的钢管或塑料硬管 
    注 

    1  若是钢管可在 10.4.7 符号适当位置内写上

“WM”字样，若是塑料管写上“WP”。 

    2  型号的尺寸可标注在字母代号后面。例：

3/4″金属管 WM3/4″。  

    3  符号中的 n表示导线或电缆的根数。  

10. 4. 9 
    线扎 

    注： n是导线的根数。  

 

11  无源元件 

11. 1  电阻器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1. 1. 1 
=    电阻器的一般符号 

11. 1. 2 
=    可变电阻器 

  可调电阻器 

11. 1. 3 
=  

  压敏电阻器 
  变阻器 
    注：U可以用 V代替 

11. 1. 4    热敏电阻器 
    注：θ可以用 t°代替 

11. 1. 5    熔断电阻器 

11. 1. 6 
=    滑线式变阻器 

11. 1. 7 
=    带滑动触点和断开位置的电阻器 

11. 1. 8 
=    加热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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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1. 1. 9 
=    带动触点电位器 

11. 1. 10    带开关的滑动触点电位器 

11. 1. 11 
=    预调电位器 

 
11. 2  电容器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1. 2. 1 
=    电容器一般符号 

11. 2. 2 
=    极性电容器 

11. 2. 3 
=  

  可变电容器 
  可调电容器 

11. 2. 4 
=    双联同调可变电容器 

    注：可增加同调联数。 

11. 2. 5 
=    微调电容器 

11. 2. 6 
=    热敏极性电容器 

    注：θ可以用 t°代替。 

11. 2. 7 
=    压敏极性电容器 

    注：U可以用 V代替。  



JB/T 2739－ 96 

 12 

11. 3  电感器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1. 3. 1 
=  

  电感器、线圈、扼流线圈 
    注 

    1  变压器绕组见第 13 章电能的发生和转换。 
    2  如果要表示带磁芯的电感器。可以在该符号

上加一条线。这条线可以带注释，用以表示

非磁性材料。并且这条线可以断开画，表示

磁芯有间隙。  
    3  符号中半圆数目不作规定，但不得少于三个。 

11. 3. 2 
=    示例：带铁芯的电感器。 

11. 3. 3 
=    可变电感器 

 

12  半导体管、光敏、磁敏及数字符号显示器件 

12. 1  半导体二极管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2. 1. 1 
=    半导体二极管一般符号 

12. 1. 2 
=    发光二极管一般符号 

12. 1. 3 
=    利用温度效应的二极管 

    注：θ可以用 t°代替。 

12. 1. 4 
=    用作电容性的二极管（变容二极管） 

12. 1. 5 
=    单向击穿二极管，电压调整二极管，江崎二

极管 

12. 1. 6 
=    双向击穿二极管 

12. 1. 7 
=    双向二极管，交流开关二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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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  晶体闸流管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2. 2. 1 
=  

  三极晶体闸流管 
    注：当没有必要规定控制极的类型时，这个符号

用于表示反向阻断三极晶体闸流管。  

12. 2. 2 
=  

  反向阻断三极晶体闸流管，N 型控制极（阳

极侧受控） 

12. 2. 3 
=  

  反向阻断三极晶体闸流管，P 型控制极（阴

极侧受控） 

12. 2. 4 
=  

  可关断三极晶体闸流管，N型控制极（阳极

受控） 

12. 2. 5 
=  

  可关断三极晶体闸流管，P 型控制极（阴极

受控） 

12. 2. 6 
=  

  双向三极晶体闸流管 
  三端双向晶体闸流管 

12. 2. 7 
=  

  反向导通三极晶体闸流管，N 型控制极（阳

极受控） 

12. 2. 8 
=  

  反向导通三极晶体闸流管，P 型控制极（阴

极受控） 

12. 2. 9    光控晶体闸流管 

 
12. 3  半导体三极管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2. 3. 1 
= 

 
  PNP 型半导体三极管 



JB/T 2739－ 96 

 14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2. 3. 2 
=    NPN 型半导体三极管，集电极接外壳 

12. 3. 3 
=    具有 P 型双基极单结型半导体管 

12. 3. 4 
=    具有 N型双基极单结型半导体管 

12. 3. 5 
=    P 型沟道结型场效应半导体管 

12. 3. 6 
=    N 型沟道结型场效应半导体管 

    注：栅极与源极的引线应绘在一直线上。 

12. 3. 7    N 型沟道结型场效应半导体对管 

 
12. 4  光电子、光敏和磁敏器件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2. 4. 1 
=  

  光敏电阻 
  具有非对称导电性的光电器件 

12. 4. 2 
=  

  光电二极管 
  具有非对称导电性的光电器件 

12. 4. 3 
=    光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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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2. 4. 4 
=    光电半导体管（示出 PNP 型） 

12. 4. 5    光导体激光器 

12. 4. 6    发光数码管 

12. 4. 7 
=    有四个欧姆接触的霍尔发生器 

12. 4. 8 
=    磁敏电阻器（示出线性型） 

12. 4. 9    磁敏二极管 

12. 4. 10    NPN 型磁敏半导体三极管 

12. 4. 11    发电二极管型光耦合器 

12. 4. 12    发电三极管型光耦合器 

12. 4. 13    集成电路光耦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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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2. 4. 14 
=  

  磁耦合器 
  磁隔离器 

12. 4. 15    光电转换器 

12. 4. 16    电光转换器 

 
12. 5  数字符号显示器件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2. 5. 1   单位荧光数字符号显示管 

12. 5. 2 简化形 
 
 
 

 

12. 5. 3 
=  

  数字符号显示管 
  （多个冷阴极充气管） 
  计数管 
    注：所显示的字符可标注在其冷阴极上方。 

12. 5. 4 
=  

  计数管 
  ——两组导向阳极 
  ——一组主阴极 
  ——一个输出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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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2. 5. 5 
= 

简化形 

 

    注：如需要，放电旋转方向可用箭头示出。 

 

13  电能的发生和转换 

13. 1  电机的零部件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3. 1. 1 
=    换向绕组或补偿绕组 

13. 1. 2 
=    串励绕组 

13. 1. 3 
=    并励或他励绕组 

13. 1. 4 
=    集电环或换向器上的电刷 

    注：仅在必要时标出电刷，见符号 13.3.4。  

 
13. 2  电机的类型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3. 2. 1 
=  

  电机一般符号 
  符号的星号必须用下述字母代替： 
  C：同步变流机 
  G：发电机 
  M：电动机 
  GS：同步发电机 
  MG：能作发电机或电动机使用的电机 
  MS：同步电动机 
    注：可以加上交流或直流符号。 
  SM：伺服电机 
  TG：测速发电机 
  TM：力矩电动机 
  IS：感应同步器 

13. 2. 2 
=    手摇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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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3  直流电机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3. 3. 1 
=    串励直流电动机 

13. 3. 2 
=    并励直流电动机 

13. 3. 3    他励直流电动机 

13. 3. 4 
=  

  短分路复励直流发电机（示出接线端子和电

刷） 

13. 3. 5  
  短分路复励直流发电机（示出换向绕组和补
偿绕组以及接线端子和电刷） 

13. 3. 6    永磁直流电动机 

 
13. 4  交流换向器电动机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3. 4. 1 
=    单相交流串励电动机 

13. 4. 2 
=    单相推斥电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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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3. 4. 3 
=    三相交流串励电动机 

13. 4. 4 
=    三相交流并励电动机 

 
13. 5  同步电机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3. 5. 1 
=    三相永磁同步发电机 

13. 5. 2 
=    单相同步电动机 

13. 5. 3 
=    中性点引出的星形连接的三相同步发电机 

13. 5. 4 
=    每相的两端都引出的三相同步发电机 

13. 5. 5 
=    单相永磁同步电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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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3. 5. 6    三相永磁同步电动机 

13. 5. 7    单相磁滞同步电动机 

13. 5. 8    两相磁滞同步电动机 

13. 5. 9    三相磁滞同步电动机 

 
13. 6  异步电机示例 
 电机一般符号 13.2.1应该用于转子不存在外部连接的异步电机。如鼠笼式电动机，如有外部连接，

则应在一般符号内示出代表转子的一个圆，见符号 13.6.3。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3. 6. 1 
=    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 

13. 6. 2 
=    单相鼠笼式有分相端子的异步电动机 

13. 6. 3 
=    三相线绕转子异步电动机 

13. 6. 4 
=  

  转子上有自动启动器的三相星形连接异步
电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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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3. 6. 5 
=    限于一个方向运动的三相直线异步电动机 

13. 6. 6    三相、鼠笼，绕组三角连接的电动机 

13. 6. 7 
    三相、鼠笼，绕组星形连接的电动机 

13. 6. 8  
  三相、单绕组（双速）鼠笼异步电动机（8/4
极） 

13. 6. 9  
  三相、单绕组（三速）鼠笼异步电动机（8/4+6
极） 

13. 6. 10 
  

  每相的两端都引出的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

机（例如作 Y–△起动的异步电动机） 

 
13. 7  变流机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3. 7. 1 
= 

 

  并励三相同步变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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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3. 7. 2    变流机组 

13. 7. 3 
=  

  具有公共永久磁铁的直流到直流旋转变流

机（d. c./d. c. 电动发电机） 

13. 7. 4 
=  

  具有公共磁场绕组的直流到直流旋转变流

机（d. c./d. c. 电动发电机） 

13. 7. 5 
  

  中频发电机组图例 
  图示为三相工频输入，三相中频输出的中频

发电机组，改变激磁相序，可以获得输出频率

相差 2f1 的两个频率（f1 为输入工频频率）。 
  例：300 Hz输出，改变相序可获得 200 Hz
（顺相序）或 400 Hz（逆相序）。 

 
13. 8  自整角机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3. 8. 1  

  符号内的星号必须用下列字母代替： 
  CX：控制式自整角发送机 
  CT：控制式自整角变压器 
  TR：力矩式自整角接收机 
  TX：力矩式自整角发送机 

13. 8. 2  

  符号内的星号必须用下列字母代替： 
  CDX：控制式差动自整角发送机 
  CDT：力矩式差动自整角变压器 
  TDR：力矩式差动自整角接收机 

13. 8. 3    传输解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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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9  旋转变压器和感应移相器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3. 9. 1 

 

  符号内的星号必须用下列字母代替： 
  R：旋转变压器（正余弦旋转变压器、线性
旋转变压器） 
  RX：旋转变压器发送机 
  RT：旋转变压器 
  RDX：旋转变压器差动发送机 
  Ph：感应移相器 

 
13. 10  伺服电机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3. 10. 1    两相伺服电动机 

13. 10. 2    电磁式直流伺服电动机 

13. 10. 3    永磁式直流伺服电动机 

 
13. 11  测速发电机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3. 11. 1    交流测速发电机 

13. 11. 2    电磁式直流测速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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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3. 11. 3    永磁式直流测速发电机 

13. 11. 4    脉冲测速发电机 

 
13. 12  伺服测速发电机组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3. 12. 1    交流伺服测速机组 

13. 12. 2    直流伺服测速机组 

 
13. 13  步进电动机、力矩电机、电机扩大机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3. 13. 1    永磁步进电动机 

13. 13. 2  
  三相步进电动机 
    注：对多相步进电动机用多根出线表示，如四相

则用四根线表示，以此类推。  

13. 13. 3    永磁式直流力矩电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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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3. 13. 4    交流力矩电动机 

13. 13. 5    电机扩大机 

 
13. 14  感应同步器示例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3. 14. 1    圆感应同步器 

13. 14. 2    直线感应同步器 

 
13. 15  变压器的一般符号 
 同类型变压器有两种符号形式： 
 形式 1：用一个圆表示一个绕组，限于单线表示法使用。在这种形式中不用变压器铁芯符号。 
 形式 2：使用符号 11.3.1表示每个绕组，可改变半圆的数量以区分某些不同的绕组，变压器铁芯的

表示见符号 11.3.1的注 2，本型式为优选型。 
 电流互感器和脉冲变压器的符号可用直线表示初级绕组，次级绕组可使用上列任一形式。 
 以上两条适用于从 13.15~13.18 中的任何一条。 

图  形  符  号 
序  号 

形式 1 形式 2 
说      明 

13. 15. 1 
= 

·1 

 

 

  双绕组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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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形  符  号 
序  号 

形式 1 形式 2 
说      明 

13. 15. 2 
= 

    注：瞬时电压的极性可以在形式 2 中表示。  
  示例：示出瞬时电压极性的双绕组变压器。 

13. 15. 3 
= 

  

  流入绕组标记端的瞬时电流产生辅助磁通。 

13. 15. 4 
= 

13. 15. 5 
= 

  

  三绕组变压器 

13. 15. 6 
= 

13. 15. 7 
= 

  

  电抗器，扼流圈 

13. 15. 8 
= 

13. 15. 9 
= 

  

  电流互感器，脉冲变压器 

 
13. 16  自耦变压器 

图  形  符  号 
序  号 

形式 1 形式 2 
说      明 

13. 16. 1 
= 

13. 16. 2 
= 

 

 

  单相自耦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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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形  符  号 
序  号 

形式 1 形式 2 
说      明 

 
13. 16. 3 

= 

13. 16. 4 
= 

 

 

  三相自耦变压器 
  星形联接 

13. 16. 5 
= 

13. 16. 6 
= 

  

  可调压的单相自耦变压器 

 
13. 17  感应调压器和移相器 

图  形  符  号 
序  号 

形式 1 形式 2 
说      明 

13. 17. 1 

13. 17. 2 

 

 

  单相感应调压器 

13. 17. 3 
= 

13. 17. 4 
= 

  

  三相感应调压器 

13. 17. 5 

13. 17. 6 

  

  三相移相器 



JB/T 2739－ 96 

 28 

13. 18  饱和电抗器（磁放大器）的一般符号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3. 18. 1 
=  

  具有两个绕组和一个共用磁芯的饱和电抗

器 

13. 18. 2 
=    饱和电抗器框图 

13. 18. 3 
=    磁放大器框图 

13. 18. 4    分裂电抗器 

 
13. 19  变流器方框符号、可控硅调速装置、充退磁器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3. 19. 1 
=    直流变流器 

13. 19. 2 
=    整流器 

13. 19. 3 
=    逆变器 

13. 19. 4 
=    桥式全波整流器 

13. 19. 5 
=    整流器/逆变器 

13. 19. 6 
  

  直流稳压电源 
    注：当输出电压不可调节时可取掉调节符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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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3. 19. 7 
    直流–直流稳压电源 

13. 19. 8 
    交流稳压电源 

13. 19. 9 
    可控硅调速装置 

13. 19. 10 
    充退磁器 

 
13. 20  原电池和蓄电池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3. 20. 1 
=  

  原电池或蓄电池（组） 
    注：长线代表阳极，短线代表阴极。为了强调阴

极，短线可更粗。 

 

14  开关、控制和保护装置 

14. 1  两个或三个位置的触点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4. 1. 1 
=  

  动合（常开）触点 
    注：本符号也可用作开关一般符号。 

14. 1. 2 
=    动断（常闭）触点 

14. 1. 3 
=    先断后合的转换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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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4. 1. 4 
=    中间断开的双向触点 

14. 1. 5 
=    先合后断的转换触点 

14. 1. 6 
=    双动合触点 

14. 1. 7 
=    双动断触点 

 
14. 2  延时触点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4. 2. 1 
= 形式 1 

14. 2. 2 
= 形式 2 

   当操作器件被吸合时，延时闭合的动合触点 

14. 2. 3 形式 1 

14. 2. 4 形式 2 

   当操作器件被释放时，延时断开的动合触点 

14. 2. 5 
= 形式 1 

14. 2. 6 
= 形式 2 

   当操作器件被释放时，延时闭合的动断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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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4. 2. 7 

14. 2. 8 

形式 1 
 
 
 
形式 2 

  当操作器件被吸合时，延时断开的动断触点 

14. 2. 9 
=    吸合时延时闭合和释放时断开的动合触点 

 
14. 3  单极开关 
 惯例 1：由于“推”或“拉”操作的器件一般具有弹性返回，因此不需要示出自动复位符号 9.6.3，
但当在闭锁的情况下，定位符号 9.6.4 应予以示出。 
 惯例 2：旋转操作的器件一般没有自动复位符号，所以定位符号不必示出，但当在自动复位的情况

下，自动复位符号应示出。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4. 3. 1 
=    手动开关的一般符号 

14. 3. 2 
=    按钮开关（不闭锁） 

14. 3. 3 
=    拉拔开关（不闭锁） 

14. 3. 4 
=    旋钮开关、旋转开关 

14. 3. 5 
    紧停按钮 

 
14. 4  非电量控制的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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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4. 4. 1    压力开关 

14. 4. 2    液位开关 

14. 4. 3    脚踏开关 

14. 4. 4    凸轮操作的动合触点开关 

14. 4. 5 
    钥匙操作的动合触点开关 

14. 4. 6 
    计数器控制的动合触点开关 

14. 4. 7 
  

  气动或液动的单向控制开关 
    注：气动或液动产生的力向箭头方向运动时，触

点闭合。  

14. 4. 8 
  

  流量控制的动合触点开关 
    注：当为气体控制时，在操作件中加一黑色圆点。 

14. 4. 9 
    转速控制的动合触点开关 

14. 4. 10 
    线速度控制的动合触点开关 

14. 4. 11 
=  

  位置开关动合触点 
  限制开关动合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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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4. 4. 12 
=  

  位置开关动断触点 
  限制开关动断触点 

14. 4. 13 
  

  拨盘开关 
    注 

    1  a为数制，如 a=8、 10、 16，为八进制、十进

制、十六进制。 
    2  n 为数位，如 n=0、 1、 2、3……，即个位、

十位、百位。  

  例：          十进制的两位数 

14. 4. 14 
    霍尔接近开关 

14. 4. 15 
=  

  对两个独立电路作双向机械操作的位置或

限制开关 

14. 4. 16 
=  

  热敏开关动合和动断触点 
    注：可用动作温度代替。  

14. 4. 17 
=    热敏自动开关，动断触点 

    注：注意区别此触点和下图热继电器触点。 

14. 4. 18    热继电器动断触点 

14. 4. 19 
=    具有热元件的气体放电管荧光灯起动器 

14. 4. 20    三极时间开关 

 
14. 5  变速灵敏触点，水银液位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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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4. 5. 1 
=    惯性开关（突然减速而动作的） 

14. 5. 2 
=  

  三端水银开关 
  三端液位开关 

14. 5. 3 
=  

  四端水银开关 
  四端液位开关 

 
14. 6  多极和多位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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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4. 6. 3 
=    有四个独立电路的四位手动开关 

14. 6. 4 
=  

  刷片从一个位置转入下一个位置时，有瞬时

跨接的单极六位开关 

14. 6. 5 
=  

  在每一个位置上，刷片跨接三个相邻端子的

单极多位开关 

14. 6. 6 
=  

  在每一个位置上，刷片跨接四个端子，但跳

过中间一个端子的单极多位开关 

14. 6. 7 
=    可积累并联的单极多位开关 

14. 6. 8 
=  

  六位多极开关中的一个极 
  当刷片从位置 2转入 3时，此极较其他极提

前接通，当刷片从 5 转入 6时，此极较其他极

滞后断开，刷片向相反方向移动时，提前接通

变成滞后，反之亦然。 

14. 6. 9 
=    位置 2不接通的单极四位开关 

 
14. 7  复合式开关的方框符号 
 有多种方式可用来完成复合式开关的功能，如用旋转薄片开关、滑动开关、鼓形控制器、偏心控制

接触的组件等。也有多种方式可在电路图上用符号表示开关的功能。目前尚没有一种符号系统能在每一

个用途里都很优越。应根据图形的意图和开关装置的复杂程度来选择所使用的图形符号系统。因此，本

条只是用符号表示复合式开关的一种方式。为了容易理解起见，以下各例均附有符号所表示的器件的结

构图。对复合式开关，下述方法是用一般符号，但必须附带一个连接表示以补充说明这个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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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4. 7. 1 
=    复合开关的一般符号 

14. 7. 2 
=  

  具有 A到 F 六个端子的十八位旋转薄片式

开关，其结构如下图所示（开关位于位置 1） 

 位置 端子的互相连接 

14. 7. 3 
=  

 

 

    注：若开关为多层，可以分层表示。 

14. 7. 4 
  

  单极三层四位开关 
    注： S1-1、 S1-2、S1-3 分别为开关 S1的第 1、2、 3

层，开关从 1 位到 4位来回旋转（开关位于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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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8  三相开关装置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4. 8. 1    带过热脱扣的接触器 

14. 8. 2 
    三相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 

14. 8. 3 
  

  具有电磁脱扣、过载热脱扣和欠电压脱扣三

相断路器（例如自动空气开关等） 
    注 
    1  开关中没有某种脱扣类型时，不画某种驱动

器件符号。 
    2  欠压线圈位置不作规定。 

14. 8. 4    三相负荷开关 

14. 8. 5    三相隔离开关 

 
14. 9  电动机起动器的方框图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4. 9. 1  
  电动机起动器的一般符号 
    注：特殊类型的起动器，可以在一般符号内加上

限定符号。 

14. 9. 2 
=  

  步进起动器 
    注：起动步数可以示出。  

14. 9. 3 
=    调节–起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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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4. 9. 4 
=  

  可逆式电动机直接在线接触器式起动器、可

逆式电动机满压接触器式起动器 

14. 9. 5 
=    星–三角起动器 

14. 9. 6 
=    自耦变压器式起动器 

14. 9. 7 
=    带可控整流器的调节–起动器 

 
14. 10  接触器和继电器线圈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4. 10. 1 
= 

14. 10. 2 
= 

形式 1 
 
 
 
形式 2 

  线圈的一般符号   

14. 10. 3 
=    缓慢释放（缓放）继电器的线圈 

14. 10. 4 
=    缓慢吸合（缓吸）继电器的线圈 

14. 10. 5 
=    缓吸和缓放继电器的线圈 

14. 10. 6 
= 

14. 10. 7 
= 

 

  极化继电器的线圈 
    注：当标有圆点的极点绕组端子相对于另一端子

为正时，动触点朝着标有圆点的位置运动。 

  示例：在绕组中只有一个方向的电流起作

用，并能自复的极化继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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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4. 10. 8 
= 

  示例：在绕组中任一方向的电流均可起作用

的具有中间位置并能自复的极化继电器。 

14. 10. 9 
= 

 

  示例：具有两个位置的极化继电器。 

 
14. 11  测量继电器框图符号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4. 11. 1 
=    零电压继电器 

14. 11. 2 
=    逆流继电器 

14. 11. 3 
=    欠功率继电器 

14. 11. 4 
=    延时过流继电器 

14. 11. 5 
=  

  具有两个电流元件和整定范围从 5A到 10A
的过流继电器 

14. 11. 6 
=    大于 5A小于 3A 动作的电流继电器 

14. 11. 7 
=    欠压继电器 

  整定范围从 50V 到 80V重整定比 130% 

14. 11. 8 
=    在三相系统中的断相故障检测继电器 

14. 11. 9 
=    堵转电流检测继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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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2  传感器和检测器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4. 12. 1 
=    接近传感器 

14. 12. 2 
= 

14. 12. 3 
= 

 

  接近传感器件方框符号 
    注：操作方法可以表示出来。  

  示例：固体材料接近时操作的电容性的接近

检测器 

14. 12. 4 
=    接触传感器 

14. 12. 5 
    温度传感器 

14. 12. 6 
    压力传感器 

14. 12. 7 
    电阻传感器 

14. 12. 8 
    红外检测传感器 

14. 12. 9 
  

  动平衡装置符号 
  表示在旋转体内质点非内在可变动后达到

平衡。 
    注：测头符号可根据传感器的性质（例如接近传

感器或接触传感红外检测传感器）选择。 

14. 12. 10 
  

  电感测量仪 
  若输出是电平信号，则触点可改为符号

（  或  ）。 

 
14. 13  接触、接近开关触点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4. 13. 1 
= 

 

  接触敏感开关动合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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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4. 13. 2 
= 

 

  接近开关动合触点 

 
14. 14  熔断器和熔断器式开关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4. 14. 1 
=    熔断器一般符号 

14. 14. 2 
=    带机械连杆的熔断器（撞击式熔断器） 

14. 14. 3 
=    具有报警触点的三端熔断器 

14. 14. 4 
=    具有独立报警电路的熔断器 

14. 14. 5 
=    熔断器式开关 

14. 14. 6 
=    熔断器式隔离开关 

14. 14. 7 
=    熔断器式负荷开关 

14. 14. 8 
=    任何一个撞击式熔断器熔断而自动释放的

三相开关 

 
14. 15  火花和充气放电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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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4. 15. 1 
=    火花间隙 

14. 15. 2 
=    双火花间隙 

14. 15. 3 
=    保护用充气放电管 

14. 15. 4    保护用对称充气放电管 

 
14. 16  抑制器、空调器、过滤器、干燥器、漏电流保护器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4. 16. 1 
=    电子斩波器 

14. 16. 2 
  

  阻容抑制器 
    注 
    1  单相框外引线为两根，三相为三根。 
    2  可用“ FV”代替框内的全部内容。 

14. 16. 3 
    压敏电阻抑制器 

    注：同 14.16.2 的注。 

14. 16. 4 
  

  击穿二极管抑制器 
    注 
    1  同 14.16.2的注。  
    2  必要时要标出二极管正极。  

14. 16. 5 
    三相漏电流保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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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4. 16. 6 
    空调器 

14. 16. 7 
    过滤器一般符号 

14. 16. 8 
    干燥器一般符号 

 
14. 17  动力控制器或操作开关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4. 17. 1 
 

 

  动力控制器或操作开关的一般符号 
    注 
    1  方框可以是长方形或正方形，其大小视触点

多少而定。 
    2  框内上面的星号“*”必须画开关位置的示意

符号，下面的星号“ *”填上 QM或 SA 以表

示动力控制器或一般的操作开关。  

    3  框外的引线视触点的多少而定，但属于一对

触点的引线必须画在框边的同侧，且必须相

邻。 
    4  在电路图中允许将一对触点的两根线移在方

便的位置，但连接必须按图例所示。 
  其大小视触点多少而定。 

 
14. 18  动力控制器或操作开关的示例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4. 18. 1 
 

 

  动力控制器 
  有两个（1—2，3—4）无灭弧装置的动断（常

闭）触点，四个（5—6，7—8，11—12，13
—14）有灭弧装置的动合（常开）触点和一个
（9—10）有灭弧装置的动断（常闭）触点，

共七对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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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4. 18. 2 
  

  控制器或操作开关 
    注：框内开关位置可用角度代替，其上可用文字

符号表示操作（如向前、向后、自动、手动

等）。 

14. 18. 3 
  

  自动复位控制器[示出两侧自动复位到中央

两个位置（01、02）] 

 

15  测量仪表、灯和信号器件 

15. 1  指示仪表示例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5. 1. 1 
=    电压表 

15. 1. 2 
=    无功电流表 

15. 1. 3 
=    无功功率表 

15. 1. 4 
=    功率因数表 

15. 1. 5 
=    相位表 

15. 1. 6 
=    频率表 

15. 1. 7 
=    同步表 

15. 1. 8 
=    示波器 

15. 1. 9 
=    差动电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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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5. 1. 10 
=    检流计 

15. 1. 11 
=  

  温度计  高温计 
    注：θ可以由 t°代替。 

15. 1. 12 
=    转速表 

15. 1. 13    和量仪表（示出电流和量） 

15. 1. 14 
    功率表（例如单相或三相功率表） 

15. 1. 15    极性表 

15. 1. 16    静电计 

15. 1. 17    电流表 

 
15. 2  记录仪表示例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5. 2. 1 
=    记录式功率表 

15. 2. 2 
=    组合式记录功率表和无功功率表 

15. 2. 3 
=    记录式示波器 

 
15. 3  积算仪表示例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5. 3. 1 
= 

 
  小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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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5. 3. 2 
=    安培小时计 

15. 3. 3 
=    电度表（瓦特小时计） 

15. 3. 4 
=    无功电度表 

 
15. 4  计数器件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5. 4. 1 
=    脉冲计（电动计数器） 

15. 4. 2 
=    手动预调到 n的脉冲计（如 n=0则重调） 

15. 4. 3 
=    电动复零脉冲计 

15. 4. 4 
=  

  带有多触点的脉冲计 
  计数器每记录 1 次，10 次，100 次，1000
次有关触点闭合一次 

15. 4. 5 
=    凸轮驱动的每 n次触点闭合一次的计数器 

15. 4. 6 
  

  既可人工预调到 n 又可电动复位的脉冲计

（N表示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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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5  热电偶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5. 5. 1 
=    热电偶（示出极性符号） 

15. 5. 2 
=    带有非隔离加热元件的热电偶 

15. 5. 3 
=    带有隔离加热元件的热电偶 

 
15. 6  角位置或压力变送器及指示仪表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5. 6. 1 
=  

  角位置或压力变送器 
  狄森型（直流型） 

15. 6. 2 
=  

  角位置或压力指示器 
  狄森型（直流型） 

15. 6. 3 
=    角位置或压力指示器（电感型） 

15. 6. 4 
=    角位置或压力变送器（电感型） 

 
15. 7  灯和信号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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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5. 7. 1  

  灯一般符号 
  信号灯一般符号 
    注 
    1  如果要求指示颜色，则在靠近符号处标出下

列字母 RD（红）、YE（黄）、GN（绿）、BU
（蓝）、WH（白）。 

    2  如要指出灯的类型，则在靠近符号处标出下

列字母：Ne（氖）、Xe（氙）、Na（钠）、Hg
（汞）、I（碘）、IN（白炽）、EL（电发光）、

ARC（弧光）、 FL（荧光）、 IR（红外线）、

UV（紫外线）、LED（发光二极管）。 

15. 7. 2 
    带起辉器、镇流器的日光灯 

15. 7. 3 
    带变压器的信号灯 

15. 7. 4 
=    闪光型信号灯 

15. 7. 5 
=    电喇叭 

15. 7. 6 
=    电铃 

15. 7. 7 
=    蜂鸣器 

15. 7. 8 
=    电警笛、报警器 

 

16  控制系统的框图符号 

16. 1  信号发生器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6. 1. 1 
= 

 
  500 Hz正弦波发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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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6. 1. 2 
=    500 Hz锯齿波发生器 

16. 1. 3 
=    脉冲发生器 

16. 1. 4 
=    频率可调的正弦波发生器 

16. 1. 5 
    手摇脉冲发生器 

16. 1. 6    振荡器一般符号 

16. 1. 7    多谐振荡器 

 
16. 2  变换器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6. 2. 1 
=    变频器，频率由 f1变到 f2 

16. 2. 2 
=    倍频器 

16. 2. 3 
=    分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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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6. 2. 4 
=    脉冲倒相器 

16. 2. 5 
=    脉冲再生器 

16. 2. 6 
    频率–电压变换器 

 
16. 3  衰减器、滤波器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6. 3. 1 
=    固定衰减器 

16. 3. 2 
=    可变衰减器 

16. 3. 3 
=    滤波器一般符号 

16. 3. 4 
=    高通滤波器 

16. 3. 5 
=    低通滤波器 

16. 3. 6 
=    带通滤波器 

16. 3. 7 
=    带阻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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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4  阈限器件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6. 4. 1 
=    未指定类型的阈限器件（例如限幅器） 

16. 4. 2 
=  

  该器件对超过规定阈限值的所有信号均具

有线性的输入–输出特性，对输入瞬时信号的

振幅在零和阈限值之间则无输出 

16. 4. 3 
=  

  该器件对超过规定阈限值的所有信号均具

有线性的输入–输出特性，对输入瞬时信号的
振幅在零和阈限值之间则无输出 

16. 4. 4 
=    正峰值限幅器 

16. 4. 5 
=    负峰值限幅器 

 

17  电磁阀、电磁离合器、电磁吸盘、电磁调速装置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7. 1. 1    阀的一般符号 

17. 1. 2    电磁阀 

17. 1. 3    电动阀 

17. 1. 4 
    带灯电磁阀 

17. 1. 5    电磁离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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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7. 1. 6    电磁转差离合器或电磁粉末离合器 

17. 1. 7    电磁制动器 

17. 1. 8 
    电磁吸盘 

17. 1. 9 
    电磁调速装置 

 

18  二进制逻辑单元 

18. 1  组合单元 
 约定：单元功能限定符号表明，使各输出呈现其内部“1”状态，输入必须呈现“1”状态的数目。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8. 1. 1 
=  

  “或”单元通用符号 
  只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输入呈现“1”状态，

输出才呈现“1”状态。 
    注：如果不会引起意义混淆，“≥ 1”可以用 1 代

替。  

18. 1. 2 
=  

  “与”单元通用符号 
  只有所有输入呈现“1”状态，输出才呈现

“1”状态。 

18. 1. 3 
=  

  逻辑门槛单元，通用符号 
  只有呈现“1”状态输入的数目等于或大于

限定符号中以 m表示的数值，输出才呈现“1”
状态。 
    注 
    1  m总是小于输入端的数目。  
    2  具有 m=1的单元就是或单元。 

18. 1. 4 
=  

  等于 m单元，通用符号 
  只有呈现“1”状态输入的数目等于限定符

号中以 m表示的数值，输出才呈现“1”状态。 
    注 
    1  同符号 18.1.3的注 1。 
    2  m=1 的 2 输入单元就是通常所说的“异或”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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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8. 1. 5 
=  

  多数单元，通用符号 
  只有多数输入呈现“1”状态时，输出才呈
现“1”状态。 

18. 1. 6 
=  

  逻辑恒等单元，通用符号 
  只有所有输入呈现相同的状态，输出才呈现

“1”状态。 

18. 1. 7 
=  

  奇数单元（奇数校验单元） 
  模 2 加单元，通用符号 
  只有呈现“1”状态的数目为奇数（1、3、5
等），输出才呈现“1”状态。 

18. 1. 8 
=  

  偶数单元（偶数校验单元）通用符号 
  只有呈现“1”状态的输入数目为偶数（0、
2、4 等）输出就呈现“1”状态。 

18. 1. 9 
=  

  异或单元 
  只有两个输入之一呈现“1”状态，输出才
呈现“1”状态。 
    注：在两个以上输入情况下，使用 m=1的符号还

是使用 18.1.7 符号由所包括的功能决定。 

18. 1. 10 
=  

  输出无专门放大的缓冲单元 
  只有输入呈现“1”状态，输出才呈现“1”
状态。 

18. 1. 11 
=  

  非门 
  反相器（在用逻辑非符号表示器件的情况

下） 
  只有输入呈现外部“1”状态，输出才呈现

外部“0”状态。 

18. 1. 12 
=  

  反相器（在用逻辑极性符号表示器件的情况

下） 
  只有输入呈现 H电平，输出才呈现 L电平。 

18. 1. 13 
=  

  具有磁滞特性的单元，通用符号 
  在单元内用磁滞特性符号“    ”作总限定
符号，指定单元所有输入/输出包含如“双向

门槛输入”所说明的磁滞特性。星号“*”必

须用指定单元逻辑功能的总限定符号代替，除
非限定符号是数字 1，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

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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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  编码器代码转换器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8. 2. 1 
= 

 

  编码器 
  代码转换器  通用符号 
    注：X 和 Y可分别用表示输入和输出信息代码的

适当符号代替。 

 
18. 3  算术单元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8. 3. 1 
=    加法器，通用符号 

18. 3. 2 
=    减法器，通用符号 

18. 3. 3 
=    先行进位产生器（进位传递和产生）通用符

号 

18. 3. 4    乘法器，通用符号 

18. 3. 5  

  数值比较器通用符号 
  规定级联比较器为从低位到高位进行比较，

否则应有说明。例如用“H–L”放在限定符号

“COMP”下面。 

18. 3. 6 
=    算术逻辑单元，通用符号 

  总限定符号应加补充信息以说明单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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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8. 3. 7 
=    半加器 

18. 3. 8 
=  

  一位全加器 
    注：简单的一位全加器可用奇数单元（模 2加单

元）和逻辑门槛单元另行描述，如下图所示： 
 

 

 
18. 4  二进制延迟单元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8. 4. 1 
=  

  规定延迟时间的延迟单元 
  输出端发生从内部“0”状态到内部“1”状

态的转换相对输入端发生同样的转换延迟 t1。 
  输出端发生从内部“1”状态到内部“0”状
态的转换相对输入端发生同样的转换延迟 t2。 
    注： t1和 t2可以用秒字单位或数字单位表示的实

际延迟代替，可标在方框内或外。如两个延

迟相同，只写一个值就够了。  
  例如： 
 

 

18. 4. 2 
=    延迟单元（100 ns） 

18. 4. 3 
=    抽头延迟单元（级差 10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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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5  双稳单元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8. 5. 1 
=  

  初始“0”状态的 RS—双稳 
  在电源接通瞬间，输出处在其内部“0”状
态。 

18. 5. 2 
=  

  初始“1”状态的 RS—双稳 
  在电源接通瞬间，输出处在其内部“1”状

态。 

18. 5. 3 
=  

  RS—双稳、非易失的 
  在电源接通瞬间，输出的内部逻辑状态与电
源断开时的状态相同。 

18. 5. 4    RS 双稳元件 

18. 5. 5    JK双稳元件 

18. 5. 6  
  T 型双稳 
  （二进制分频器，补码元件） 

 
18. 6  单稳单元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8. 6. 1 
=  

  单稳，可重复触发 
  （在输出脉冲期间） 通用符号 
  单个发射 
  每次输入变到其“1”状态，输出就变到或

维持其“1”状态，经过由特定器件的特性决
定的时间间隔后，输出回到它的“0”状态，

从输入 后一次变到其“1”状态算起。 
    注：在输入端动态输入符号的用法是随意的。 

18. 6. 2 
=  

  单稳，非重复触发（在输出脉冲期间）通用
符号 
  只当输入变到其“1”状态时，输出才变到
其“1”状态，经过由特定器件的特性决定的
时间间隔后，输出回到它的“0”状态，不管
在此期间输入变量有什么变化。 
    注：输入端动态输入符号的用法是随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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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7  非稳态单元 

 
 

19  模拟单元 

19. 1  放大器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9. 1. 1 
= 

 
  放大器的一般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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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9. 1. 2 
=    可调放大器 

19. 1. 3 
=  

  运算放大器一般符号 
  a1…an为输入信号 
  u1…uk为输出信号 
  w1…wn代表加权系数有正负号的数值 
  m1…mn代表放大系数有正负号的数值 
  ui=m×mi×f（w1a1，w2a2…，wnan） 
  式中：i=1，2…，k 
  除了那些实质上是数字的以外，放大系数的

符号都应保持在每个输出上。当整个单元，只

有一个放大系数，或者从加权系数和放大系数

提出公因子时，定性符号中的“m”可以用绝

对值代替。 

 
19. 2  函数器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9. 2. 1 
= 

 

  函数器一般符号 
  f（x1…xn）为函数的适当标记，必要时应有
详细说明。 
  x1…xn 为函数的变量。 
    注：图形“/”不应用来表示除法，因为该符号与

电平转换器和译码器的符号容易混淆。 

 
19. 3  坐标转换器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9. 3. 1 

 

  坐标转换器，极坐标变到直角坐标 
  u1=acosb 
  u2=asinb 

 
19. 4  信号转换器 
 输入和输出间的特定关系标记可表示在符号框线内。 
 如果数字是连续序列，除非另有表示，否则，在图形中应明确标出 高位，其他位允许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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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9. 4. 1 
=    数—模转换器一般符号 

19. 4. 2 
=    数—模转换器一般符号 

 
19. 5  电子开关 
 规定数字信号为定义“1”状态，模拟信号可以通过为常开开关。 
 规定数字信号为定义“0”状态，模拟信号可以通过为常闭开关。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9. 5. 1 
=  

  双向开关（常开），通用符号 
  只要数字输入 e处在定义“1”状态，模拟

信号在 c和 d之间能按任一方向通过。 
    注：可以加一箭头表示单向开关（常开）。  

19. 5. 2 
=  

  示例：只要数字输入 e 处在定义“1”状态，

模拟信号就只能按箭头所示方向通过。 

19. 5. 3 
=  

  双向开关（常闭），通用符号 
  只要数字输入 e处在定义“0”状态，模拟

信号在 c和 d之间能按任一方向通过。 
    注：可以加一箭头表示单向开关。  

19. 5. 4 
=  

  （常闭） 
  示例：只要数字输入 e 处在定义“0”状态，

模拟信号就只能按箭头所示方向通过。 

19. 5. 5 
=  

  由两个数字输入的“与”功能启动的双向转

换开关 

19. 5. 6 
=  

  两个独立的双向开关（一个常开，一个常闭） 
  两个开关均由同一个二进制输入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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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数据处理系统及其他装置图形符号 

20. 1  数据处理系统图形符号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20. 1. 1 
    程序控制装置 

20. 1. 2 
    微计算机 

20. 1. 3 
    积分仪一般符号 

20. 1. 4 
    显示器一般符号 

20. 1. 5 
    打印机一般符号 

20. 1. 6 
    数控装置 

 
20. 2  其他装置图形符号 
 对于新应用的装置或系统，若本标准中找不到对应图形符号，可用框图符号画出，框内加文字代号

或限定符号或装置的型号。文字代号必须符合 JB/T 2740 的规定。若 JB/T 2740 中找不到文字代号，可

按下列原则进行组合： 
 a) 第一个字母必须按照 JB/T 2740 表 8 单字母的规定。 

b) 其他字母可采用英文字头，用两字符和三字符表示。 
c) 当一组字符不足以表达时，可采用两组字符表示，中间用“·”隔开。 
d) I 和 O不能作单字母使用。 
例如采用微计算机 386 图形符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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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目前国内所用 PLC 机较多，但是，对梯形图用图形符号国家无统一标准，为了满足用户的需要，

我们选用了国内大多数厂家所用的图形符号，以供设计者作为参考。一旦国家有了这方面的统一标准，

以国家标准为准。 
序  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A. 1. 1 
 

  常开 
      PLC 内部控制的继电器触点 

A. 1. 2 
 

 
  常闭 

A. 1. 3 
 

  常开 
      CNC 送来的信号触点 

A. 1. 4 
 

 
  常闭 

A. 1. 5 
 

  常开 
      机床侧送来的触点 

A. 1. 6 
 

 
  常闭 

A. 1. 7 
   延时闭合 

                PLC 中时间继电器触点 
A. 1. 8 
 

 
  延时断开触点 

A. 1. 9 
    PLC 内部控制的继电器线圈 

A. 1. 10 
    PLC 输出到 CNC 的继电器线圈 

A. 1. 11 
    PLC 输出到机床侧的继电器线圈 

A. 1. 12 
    PLC 中时间继电器线圈 

A. 1. 13 
    PLC 的功能指令 

 

（参考件） 
梯形图用图形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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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全国金属切削机床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机械工业部北京机床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由陕西机床厂、秦川机床厂、重庆机床厂、长沙机床厂负责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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