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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標準係依 2010 年發行之第 3 版 ISO 4414，不變更技術內容，制定成為中華民國國

家標準者。  

本標準係依標準法之規定，經國家標準審查委員會審定，由主管機關公布之中華民國

國家標準。  

依標準法第四條之規定，國家標準採自願性方式實施。但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引

用全部或部分內容為法規者，從其規定。  

本標準並未建議所有安全事項，使用本標準前應適當建立相關維護安全與健康作業，

並且遵守相關法規之規定。  

本標準之部分內容，可能涉及專利權、商標權與著作權，主管機關及標準專責機關不

負責任何或所有此類專利權、商標權與著作權之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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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範圍  

本標準適用於 CNS 15347 之 3.1 所定義之機械中的氣壓流體動力系統與零件之通用

規則與安全要求。本標準旨在說明氣壓流體動力系統相關之重大危害並說明應用之

原則，使系統應用於其預期用途時，避免危害之發生。  

備考 1.  參照第 4 節與附錄 A 

本標準並未完全處理重大的危害噪音。  

備考 2.  噪音主要取決於機器中之氣壓零件或系統的安裝。  

本標準適用於系統與零件之設計、建構與修改，並同時考慮下列項目：  

(a)  組裝  

(b)  安裝  

(c)  調整  

(d)  不中斷的系統操作  

(e)  維修與清理之簡易與經濟性  

( f)  所有預期用途之可靠的操作  

(g)  能源效率 ;與   

(h)  環境  

2.  引用標準  

下列標準因本標準所引用，成為本標準之一部分。下列引用標準適用最新版 (包括

補充增修 )。  

CNS 14165  電器外殼保護分類等級 ( IP 碼 )  

CNS 14804  機械安全－緊急停止－設計原則  

CNS 15347  機械安全－設計之一般原則－風險評鑑及風險降低  

CNS 15522  機械安全－雙手控制裝置－功能面與設計原則  

CNS 15735  機械安全－防止非預期啟動  

CNS 16068-1 機械安全－控制系統安全相關部分－第 1 部：設計之一般原則  

ISO 1219-1 Fluid power systems and components −  Graphic symbols and 

circuit  d iagrams −  Par t  1 :  Graphic symbols for  conventional  use 

and data-processing applicat ions  

ISO 1219-2 Fluid power systems and components Graphic symbols and circuit  

diagrams − Part  2:  Circuit  d iagrams  

ISO 5598 Fluid power systems and components Vocabulary  

ISO 11727 Pneumatic  fluid  power −  Identificat ion of ports  and control  

mechanisms of control  valves and other  components  

3.  用語及定義  

CNS 15347 及 ISO 5598 所規定及下列用語及定義適用於本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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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試車  

採購人員正式驗收系統的程序。  

3.2  緊急控制  

可將系統帶到安全狀態的控制功能。  

3.3  功能板  

含有說明手動操作裝置之性能 (例如開 /關、前進 /後退、左 /右、上 /下等 )或系統執

行之功能狀態 (例如夾緊、舉升、前進 )資訊的面板。  

3.4  惰性氣體  

無法燃燒的氣體，其特性類似空氣，並以不同於空氣的方式而不會對壓力與 /或溫

度的影響發生反應。  

3.5  採購者  

規定機器、設備、系統、或零件需求的一方，並且決定產品是否能滿足這類要求。 

3.6  供應商  

承包提供產品而滿足採購者需求的一方。  

4.  重大危害清單  

表 A.1 列出機器使用氣壓動力，其相關之重大危害。  

5.一般規定與安全要求  

5 .1  通則  

5 .1 .1  設計機械之液壓系統時應考慮系統中所有預期之操作與用途。應依照如 CNS 

15347 所述之風險評鑑 ,  以確定在系統依照預期用途使用時與系統相關之可預見

風險。合理可預見之誤用不應造成危害。所識別出之風險應在設計中予以消除，

當此種做法不可行時，則應依照 CNS 15347 所建立之程序採用安全裝置 (第一優

先 )或警告標示 (第二優先 )以消除此等風險。  

備考：  本標準提供氣壓動力系統組件之要求；這些要求中有些取決於系統中所

安裝之機器其相關的危害。因此液壓系統的最終規格與構造可能需要根  

5.1 .2  控制系統應依照風險評鑑進行設計。採用 CNS 16068-1 時可符合本要求。  

5.1.3  應考慮預防對機器、系統、與環境的危害。  

5.1.4  偏離本標準時，應獲得買賣雙方的書面同意。購買者與 /或供應商應留意適用之

國內與當地規定或法律。  

5.2  氣壓系統設計與規格的基本要求  

5 .2 .1  零件的選擇  

5 .2 .1 .1  系統中所有零件與管路之選擇或規格 ,  應可提供使用時之安全性，且在系統於

其預期用途之下使用時 ,  零件與管路應在其額定限制中運作。零件與管路應做

適當選擇或規定以便其在系統預期用途之下均能可靠運作。當零件與管路的

失效或故障 (malfunction)可能造成危害時應特別注意其可靠性。  

5.2.1 .2  應根據製造商的建議而選擇、應用、與安裝零件與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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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3  建議可行時應採用符合公認之國際標準所製造之零件與管路。  

5.2.2  非預期的壓力  

5 .2 .2 .1  若過大壓力會造成危害時，系統中所有相關組件應作適當設計或保護，以避

免可預見的壓力超過系統的最大工作壓力或系統中任何部分之額定壓力。  

5.2.2 .2  過壓保護之最佳方法為，在系統的所有相關部位使用一個或多個洩壓閥以限

制其壓力。其他方法，例如壓力調節閥，也可以採用，如果其亦可以滿足應

用要求。  

5.2.2 .3  系統的設計、建構、與調整應使壓力的衝擊與波動達到最小。壓力的衝擊與

波動不應造成危害。  

5.2.2 .4  壓力損失或壓降不應造成人員之危害，且不宜造成機械之損壞。  

5.2.2 .5  全部的氣壓組件應排放至連接大氣條件之非危害區域。  

5.2.2 .6  當高的外部負荷反應在致動器上時，應提供預防產生無法接受的壓力之方法。 

5.2.3  機械移動  

無論是預期或非預期之機械移動 (例如加速、減速、或舉升 /固持質量等之影響 )，

都不應造成危害人員的狀況。  

5.2.4  噪音  

設計氣壓系統時，應考慮預期之噪音。應根據應用情況而採取使噪音造成之風

險降到最低的措施。應考慮空中傳播的噪音與結構噪音。  

備考：有關低噪音機械與系統之設計，參照 ISO/TR 11688-1。  

5.2.5  洩漏  

內部或外部洩漏不應造成危害。  

5.2.6  氣壓系統之操作與功能要求  

應定義下列操作與功能的規格：  

(a)  工作壓力範圍；  

(b)  工作溫度範圍；  

(c)  使用氣體的種類 (例如空氣、氮氣、或其它惰性氣體 )；  

(d)  循環速率；  

(e)  工作週期；  

( f)  零件的壽命；  

(g)  事件之順序；  

(h)  過濾與潤滑，包含不需潤滑之零件的識別；  

( i )  提供升降；  

( j )  緊急、安全、與能量隔離的要求；  

(k)  油漆與防護的塗料；  

( l )  與零件相容的潤滑油。  

附錄 B 提供的表格與檢查表能有助於收集與記錄此類資訊。這些表格與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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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用於記錄將氣壓系統應用於移動式機械的規格。附錄 B 的個別表格也有可

修改的電子檔。  

5.2.7  控制或能量供應  

無論採用何種類別的控制或能量供應 (例如電氣或氣壓 )，發生以下動作 (無論是

非預期性或預期性 )時，不應造成危害：  

(a)  啟動或關閉能量供應；  

(b)  降低能量供應；  

(c)  切斷能量供應；  

(d)  恢復能量供應 (非預期或預期 )。  

5.2.8  主動隔離能量源  

系統的設計應有助於正向隔離能量源 (參照 CNS 15347 之 6.3.5 .4)。氣壓系統，

可採取下列方式達成，例如：  

－  利用適當之切斷裝置隔離供應，該切斷裝置應能鎖定 ,  且應易於接近不會造

成危害，或利用含有壓力釋放特性、且能鎖定之適當的切斷裝置將系統壓力

隔離或消除；  

－  當系統減壓時，能釋放或支撐機械的負荷；  

－  隔離電源 (參照 IEC 60204-11:2009 的 5.3)。  

系統應能有助於液壓的散逸。  

當隔離系統或系統減壓後要恢復能量供應時，應採取預防措施。  

5.2.9  零件與控制的位置  

系統的設計與結構應使零件與控制的位置要能夠容易觸及、調整、與保養，並

且不會造成危害。  

5.2.10  非預期啟動  

為了預防非預期的啟動，應根據 ISO 14118 採取預防措施。  

5.2.11  無法控制的致動裝置之移動  

如果迅速開截止閥 (shut-off valve)可能會無法控制致動器的移動時，應提供軟啟

動 /緩啟動閥。  

5.2.12  空中傳播的危害性物質  

系統的設計、建構與 /或裝置，使空中傳播的危害物質最少。  

5.3  追加的要求  

5 .3 .1  位置條件與作業環境  

應定義位置條件與作業環境。附錄 B 提供的表格與檢查表有助於收集與記錄這

類資訊，其內容包含：  

(a)  安裝的環境溫度範圍；  

(b)  安裝的環境溼度範圍；  

(c)  大氣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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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氣壓供應的規格，例如壓力、流動能力、壓力露點、額定過濾精度、與含油量； 

(e)  可用的公共設施，例如電力、水、廢棄物處理等；  

( f)  電力網路細節，例如電壓與其容許誤差、頻率、可用功率 (若有限制時 )等；  

(g)  電路與裝置的保護；  

(h)  污染源；  

( i )  震動源；  

( j )  火災、爆炸、或其它危害的可能嚴重性以及相關應急資源的取得；  

(k)  異常環境或地理條件，例如海拔高度、紫外線輻射；  

( l )  防護裝置的要求；  

(m)  進入、使用、與保養的空間要求，確保零件與系統穩定與安全使用的位置與

零件的安裝；  

(n)  法律與其它環境限制因素 (例如，噪音等級 )；  

(o)  其它安全與特殊要求。  

5.3.2  零件、管路、與組件的安裝、使用與維修  

5 .3 .2 .1  更換  

零件、管路、與組件的安裝應當容易更換，而且不必拆卸機械的其它部分。  

5.3.2 .2  提供吊裝設備  

所有重量超過 15 公斤以上之零件、組件或管路宜提供吊裝設備以方便拆卸與

吊裝。 (參照 CNS 15347 之 6.3.5 .5)。  

5.3.3  清潔與上漆  

5 .3 .3 .1  進行機器的外部清潔與上漆時，敏感性材料不應接觸不相容液體。  

5.3.3 .2  進行上漆時，應覆蓋住不須上漆的區域 (例如活塞桿與指示燈 )，且事後要將覆

蓋物拆除。上漆完成後，應能清楚看見所有警語與安全標示。  

5.3.4  運輸準備  

5 .3 .4 .1  管路的識別  

當必須拆除並運送氣壓系統時，應清楚標示管路與對應的連接。標示應對應任

何適當圖面的資料，並且沒有牴觸。  

5.3.4 .2  包裝  

應包裝氣動系統的所有零件以進行運送，必須保留標示，並使所有零件免於受

損、扭曲、污染、與腐蝕。  

5.3.4 .3  開口的防護  

氣壓系統與零件之外露開口，尤其是各種管件均應在運輸期間以密封或儲存在

乾淨閉封之適當容器中保護。公牙應被保護，使用之所有保護裝置均應為在拆

除之前不用重新組裝的種類  

5.4  零件與控制的特別要求  

5 .4 .1  氣壓馬達與擺動馬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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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1  保護  

氣壓馬達與擺動馬達應安裝在不會造成預期損傷的地點，或有適當的防護。轉

動軸與聯軸器應適當防護以避免對人員造成危害。  

5.4.1 .2  安裝  

氣壓馬達與擺動馬達安裝於其驅動組件上或連接於驅動組件時，應充分的固定

以確保其能適當地對準並且承受所施加的扭矩。避免不慎使末端受到損傷，宜

考慮是否有側向作用力。  

5.4.1 .3  負荷與速率的考量  

應用氣動馬達與擺動馬達時應考量啟動與停動轉矩、負荷變動與移動負荷之動

能的影響。  

5.4.2  汽缸  

備考：  許多氣壓缸之設計 ,  預期適用於特定種類的工業或應用。包含迴轉式、

轉動式、無桿式、電纜式、焊接式、鑄造式、氣囊式等。  

5.4.2 .1  抗挫曲  

請留意行程長度、負荷、與氣壓缸之安裝以避免使氣壓缸活塞桿在任何位置發

生彎曲或挫曲情形。  

5.4.2 .2  負載與超過額定限度  

當應用時會超過額定限度或必須承受衝擊負載時，應提供適當的結構與 /或支

撐壓力強度。當汽缸末端當作前擋塊時，建議安裝緩衝器以避免衝擊力。  

5.4.2 .3  底座的定額  

應對需要之負載選擇底座連接物。應在行程範圍內的任何位置上，針對預期之

最高負載設計底座與支撐結構。  

5.4.2 .4  抗衝擊與振動  

任何安裝或連接於汽缸的連接物的組裝方式，應能抵抗使用時因衝擊或振動所

引發之鬆脫。  

5.4.2 .5  底座扣件  

汽缸底座扣件與配件的設計與安裝應考慮所有可預期之作用力。底座扣件應能

適當吸收轉動力矩。  

5.4.2 .6  對準  

底座表面的設計應能預防安裝之汽缸發生扭曲。汽缸安裝的方式應能避免操作

時發生非預期的側向負荷。  

5.4.2 .7  可調式行程止檔塊  

如果根據外部行程止檔塊來決定行程長度時，應提供鎖定可調式行程止檔塊的

方法。  

5.4.2 .8  活塞桿的材料、拋光、與防護  

活塞桿材料與拋光的選擇應使磨損、腐蝕、與可預見之衝擊損害降到最小。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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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塞桿免於因凹痕、刮傷、腐蝕等所引發之可預見的損傷。也可以使用防護罩。 

5.4.2 .9  通氣孔  

單向活塞式汽缸應具備通氣孔的設計，當排出被置換的空氣時，通氣孔的位置

要能避免對人員造成危害。  

5.4.3  閥門  

5 .4 .3 .1  選擇  

閥門的類型與安裝方式選擇應能確保正確的功能、適當的洩漏緊度與抵擋可預

見之機械與環境影響。  

5.4.3 .2  安裝  

安裝閥門時，應考慮下列情形：  

(a)  支撐勿依靠其相關管路或接頭，拆除閥件時要儘量不影響管路；  

(b)  避免不當安裝閥門基座的方法，例如固定螺栓的種類、接口識別、或其它

識別；  

(c)  重力、衝擊、與振動對閥體主要元件的影響，使閥門零件的不當移動或損

壞可能降至最低；  

(d)  避免背壓的影響，當堆疊或使用匯流閥或共用排氣管時，背壓會影響功能

與安全使用；  

(e)  充分的間隙，使扳手與 /或螺栓可進入以拆除、維修、或調整閥門與任何

相關的電路連接。  

5.4.3 .3  岐管  

5 .4 .3 .3 .1  表面平整度與拋光  

應根據閥門供應商的建議處理岐管表面的平整度與拋光。  

5.4.3 .3 .2  扭曲  

當岐管保持在預期工作壓力與溫度範圍內操作時，岐管不能因為扭曲而故障。  

5.4.3 .3 .3  安裝  

應穩固地安裝岐管。  

5.4.3 .3 .4  內部通道  

內部通道包含鑄孔與鑽孔，應使內部通道免於外物的影響，例如氧化層、毛

邊、碎屑等會限制流量或移動而造成任何零件的誤動作與 /或損壞，包含密封

件與填料。  

5.4.3 .4  閥門控制機構與相關的操作裝置  

5 .4 .3 .4 .1  機械與手動操作的閥件  

機械與手動操作的閥門的安裝不得因可預見之操作力而受到損壞。  

5.4.3 .4 .2  電動操作的閥門  

5 .4 .3 .4 .2 .1  電氣連接  

應根據適當的標準 (例如 IEC 60204-1)連接電源。當出現危害性操作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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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採取適當的防護 (例如防爆與防水 )。  

5.4.3 .4 .2 .2  端子座的外殼  

當閥門有指定端子座時，端子座的外殼的結構應參照下列說明：  

(a)  根據 CNS 14165 做適當防護  

(b)  永久定位之端子與末端電纜留下適當空間，其中包含額外的電纜長度； 

(c)  要預防電氣檢修蓋的繫留扣件發生鬆脫，例如螺絲要帶有止退墊片；  

(d)  電氣檢修蓋要有適當之固定裝置，例如鏈條；  

(e)  電纜的連接要避免形成應變。  

5.4.3 .4 .2 .3  電磁閥  

應根據 CNS 14165 選擇電磁閥 (例如循環速率、溫度額定值 )，包含適當之

防護等級，使電磁閥能在最小與最大電壓時可靠地操作閥門。  

應考慮電磁閥表面的溫度會上升。當溫度超過可接觸的極限時，應根據位

置或防護情形而量測溫度，以防止人員接觸電磁閥表面。如果無法量測溫

度時，應使用警告標誌，參照 ISO 13732-1。  

5.4.3 .4 .2 .4  手動越權裝置  

當電動操作的閥門無法使用電氣控制時，如果為了安全或其它理由而必須

操作閥門時，應裝置手動超控裝置。手動越權裝置的設計與選擇應使手動

越權裝置不會因不小心而操作，且除非特別說明，當離開手動控制時，手

動超控裝置應復歸。  

5.4.3 .5  洩壓閥  

洩壓閥應靠近可能會超過額定壓力之零件或管路的位置。  

5.4.3 .6  快速排氣閥  

應安裝快速排氣閥，使排氣不會危害人員。  

5.4.3 .7  流量控制閥  

流量控制閥應位在汽缸孔上或靠近汽缸孔的位置。  

5.4.3 .8  三位閥  

宜分析使用三位閥的系統，特別是中心位置密封者，以判定系統與 /或閥件滲

漏是否會造成非預期的影響，例如非預期的汽缸移動。  

5.4.4  空氣準備零件  

5 .4 .4 .1  通則  

為了確保所需要的空氣品質，應在氣動系統的進口點安裝空氣準備裝置。必要

時可在子系統內安裝追加的空氣準備裝置。  

空氣製備裝置的實際位置應盡量接近受防護之裝置，而且應隨時進行保養。  

備考：空氣製備裝置的選擇取決於使用點的流量與壓力需求。  

5.4.4 .2  過濾  

5 .4 .4 .2 .1  通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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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提供能將系統內不利之固態、液態、與氣態材料排除的方法。  

5.4.4 .2 .2  額定過濾精度  

過濾的程度應符合零件與環境條件的需要。  

5.4.4 .2 .3  過濾性能的惡化  

如果過濾性能惡化 (有時顯示通過濾心的壓降會增加 )會導致危害狀態時，應

清楚顯示這類惡化的情況。  

5.4.4 .2 .4  提供保養  

應能清潔過濾器與分離器，而且過濾器與分離器的漏放與更換不會擾亂到管

路。適用的話，應提供帶有可拆除或更換元件的過濾器。如果可採用一種以

上的濾芯時，應確認濾芯的等級。  

5.4.4 .2 .5  排水  

空氣管路的過濾器與分離器應使用排水裝置進行漏放，且最好採用自動式裝

置。需要時應使排水管免於受凍而造成損壞。當收集與棄置廢液時，應考慮

環境與安全的問題。  

5.4.4 .3  潤滑  

5 .4 .4 .3 .1  使用  

潤滑油不應供應給不需進行額外潤滑的零件。  

5.4.4 .3 .2  潤滑液的相容性  

必要時，應指定適當之潤滑油用於系統。該潤滑油應與系統內全部的零件、

彈性物件、塑膠管路、與可撓式軟管相容。  

5.4.4 .3 .3  潤滑器  

當需要進行潤滑時，宜將潤滑器放在靠近需要潤滑的裝置並保持在上方位

置。當無法將潤滑器保持在裝置上方進行潤滑時，宜採用循環式或射出式潤

滑器。潤滑器應位在便於添加潤滑油的地方。  

必要時，潤滑器應具備排放管，可將收集在潤滑杯底部的水分排出。  

5.4.4 .4  空氣乾燥  

5 .4 .4 .4 .1  當需要降低水－蒸氣含量時，應使用乾燥空氣。所採用空氣乾燥機的類型取

決於環境與系統的要求。  

5 .4 .4 .4 .2  空氣乾燥機的尺寸應能在特定壓力露點下傳輸需要之空氣流速。  

5 .4 .4 .5  空氣製備零件的屏蔽  

5 .4 .4 .5 .1  當產品的額定壓力與空杯體積高於 100 kPa .  l (1  ba r.  l )時，為了使人員免於

受到過濾器、分離器、過濾調壓器、與潤滑器之非金屬杯破損的危害，宜遮

蓋住非金屬杯。  

5 .4 .4 .5 .2  為了避免塑膠杯在特定環境下發生破損 ,  或使用地點沒有屏蔽，應採用金屬杯。 

5 .4 .5  管路與流路  

5 .4 .5 .1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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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1 .1  管路材料的設計與選擇應考慮位置條件。  

5 .4 .5 .1 .2  通過管路的流速不宜因溫度變化或壓降而造成危害。  

5 .4 .5 .1 .3  避免因管路內徑的突然變化而使流速變動。  

5 .4 .5 .1 .4  為了最佳化反應時間，致動器與直接控制之閥門間的管路長度宜保持最短距離。 

5 .4 .5 .1 .5  為了使能量損耗達到最少，連接器的數量宜保持最少。  

5 .4 .5 .2  管路佈局  

5 .4 .5 .2 .1  管路的設計宜使人員不必使用到階梯或梯子。外部負荷不宜施加在管路上。  

5 .4 .5 .2 .2  管路不應用於支撐會施加過度負荷於管路上的零件。零件質量、衝擊、振動、

與壓力衝擊都會引發過度負荷。  

5 .4 .5 .3  管路的識別、位置、與安裝  

5 .4 .5 .3 .1  管路的安裝宜使安裝應力最少，管路安裝的位置宜免於可預見之損害，而且

管路的安裝不宜限制進入進行零件調整、維修、或更換。  

5 .4 .5 .3 .2  管路宜加以識別或定位，其方式是不會導致錯誤的連接，而發生危害或誤動作。 

5 .4 .5 .4  異物  

傳導裝置、接頭、與流路 (包含鑄孔與鑽孔 )  都不應包含有害的異物，例如氧

化層、毛邊、碎屑等會限制流量或移動而造成任何零件的誤動作與 /或損壞，

包含密封件與填料。  

5.4.5 .5  管路的支撐  

5 .4 .5 .5 .1  應穩定支撐管路。  

5 .4 .5 .5 .2  支架不應損及管路或降低流量。  

5 .4 .5 .5 .3  表 1 提供管路支架間建議的最大距離。  

 

表 1  管路支架間建議的最大距離  

額定的管路外部直徑  

mm 

管路支架間建議的最大距離  

m 

≦ 10 1 

＞ 10 且 ≦ 25 1.5  

＞ 25 且 ≦ 50 2 

＞ 50 3 

 

5.4.5 .6  組件之間的管路  

當機器由分離之組件所構成時，宜採用能穩固安裝的隔板式末端裝置或末端歧

管來支撐管路，並提供組件間之各種管路長度末端的連接。  

5.4.5 .7  跨越進出通道的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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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進出通道的管路不應干擾進出通道的正常使用。管路宜位在地板以下、或

遠高於地板，並且要根據安裝位置的條件。必要時，管路應容易接近、穩固支

撐、且免於外部的損害。  

5.4.5 .8  快速型聯接器  

應選用並安裝快速型 (快速釋放 )聯接器，使聯接器迅速連接或分開：  

(a)  聯接器不應以危險方式連接或分開；  

(b)  不應以危險方式射出壓縮空氣或微粒；  

(c)  當存在危害時，應提供受控的壓力釋放系統。  

5.4.5 .9  軟管組件  

5 .4 .5 .9 .1  一般要求  

軟管組件應符合下列要求：  

(a)  應採用先前尚未裝在其它軟管組件而執行操作的軟管；  

(b)  應根據軟管製造商提供之最大儲存時間與儲存條件的建議；  

(c)  應在製造商建議的壓力額定值內；  

(d)  應用特性會導致危害時，應選擇有導電性或無導電性的軟管組件。  

5.4.5 .9 .2  安裝  

軟管組件的安裝應符合下列要求：  

(a)  操作零件期間，軟管組件的最小長度應避免使軟管彎曲與變形；不宜使

軟管彎曲的半徑小於指定的最小彎曲半徑；  

(b)  安裝與使用軟管組件時，要使軟管的扭轉變形最小，例如造成轉動接頭

堵塞的後果；  

(c)  要固定與保護軟管組件，使軟管表面的過度摩擦最少；  

(d)  如果軟管組件的重量會造成過度變形時，要支撐軟管組件。  

5.4.5 .10  管路的拆卸  

拆卸管路時不宜防礙到與管路外的零件，而且不需要使用特殊工具。  

5.4.5 .11  軟管組件與塑膠管路的故障  

5 .4 .5 .11.1  當軟管組件或塑膠管路的故障會構成扭曲危害時，應採取適當方法抑制變

形或加以防護。此外，宜安裝壓縮空氣用的空氣軟管。  

5.4.5 .11.2  當軟管組件或塑膠管路的故障會構成噴出管內流體的危害時，應採取適當

方法加以防護。  

5.4.6  控制系統  

5 .4 .6 .1  非預期的動作  

在所有的作業階段中，控制系統的設計應能預防發生非預期的危害性動作與致

動器的不正常程序，特別是垂直與傾斜動作。  

5.4.6 .2  壓力調節  

5.4.6 .2 .1  應控制系統壓力，並使系統壓力維持在安全限度內，例如，為了安全而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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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迴路內使用調壓器時，宜採用自動卸壓式調壓器；參照 5.2.2 .2 與 5.2 .2 .4。 

5.4.6 .2 .2  不應採用非設計為安全零件之卸壓式調壓器作為唯一保護裝置，以預防卸壓

功能不適當而造成壓力過高。  

5.4.6 .2 .3  所採用調壓器的類型，由要求之壓力調節與流速特性準確度決定 (參照 ISO 

6953-1)。  

5.4.6 .3  調節控制機構  

5 .4 .6 .3 .1  壓力與流量控制閥的建構應能在額定範圍內進行調整。調整可能會超過額定

值；額定值並非可調整之最大極限。  

5.4.6 .3 .2  調節控制機構應能使設定值保持在特定限度內，直到重置為止。  

5.4.6 .3 .3  所採用調壓器的類型，由要求之壓力調節與流速特性準確度決定 (參照 ISO 

6953-1)。  

5 .4 .6 .4  穩定性  

應選擇壓力與流量控制閥，使實際壓力、實際溫度、或負荷的變化不會造成誤

動作或危害。  

5.4.6 .5  抗破壞  

在未經授權而變更壓力或流量可能會導致危害或誤動作的地方，壓力與流量控

制閥或壓力與流量控制閥的外殼應能搭配抗破壞裝置 (例如，調壓器上的鑰匙

鎖 )。  

5.4.6 .6  手動控制手柄  

手動操作手柄的移動方向不應混淆；例如，移動手柄向上不宜減弱受控裝置；

參照 IEC 61310-3。  

5.4.6 .7  手動設定控制  

如果提供手動控制設定時，應安全地設計該控制，且手動控制設定模式的優先

等級應高於自動控制。  

5.4.6 .8  雙手控制  

如果提供雙手控制時，應根據 ISO 13851 設計並應用雙手控制。  

5.4.6 .9  安全位置  

應利用能保持或切換回安全位置之閥門 (例如藉由彈簧張力或類似物理原理 )

來控制任何要求維持其位置或移動至某特定位置的致動器，而使控制系統失效

時能達到安全目的。  

備考：  要脫離安全位置時，必須施加壓力或作用力；參照 ISO 13849-2:2003

的表 5.2。  

5.4.6 .10 含伺服閥或比例閥的控制系統  

5 .4 .6 .10.1  越權系統  

當致動器是由伺服閥或比例閥所控制，而且控制系統的誤動作會導致致動

器造成危害時，應提供能保持或恢復致動器的控制、或中斷致動器動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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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5.4.6 .10.2  其它裝置  

當致動器的速率是由伺服機制或比例閥控制，且如果發生意外移動可能會

造成危害時，致動器應有方法保持或移動致動器回到安全位置。  

5.4.6 .11  系統參數的監控  

當系統操作參數的變化會構成危害時，要能清楚顯示系統的操作參數，例如

應提供系統的溫度與壓力。  

5.4.6 .12  多台裝置的控制  

當機器上裝有不只一種有相互關係之自動與 /或手動控制裝置，而且任何這類

裝置失效會導致危害時，應提供防護性的聯鎖裝置或其它安全方法。在可行

的狀況下，如果聯鎖裝置中斷動作不會自然引起危害時，這些聯鎖裝置應能

中斷所有的操作。  

5.4.6 .13  藉由位置感應的順序控制  

可行的話應採用位置感應的順序控制，尤其當壓力或時間推移控制的順序故

障會造成危害或損壞時，一定要使用位置感應的順序控制  

5.4.6 .14  控制的位置  

5 .4 .6 .14.1  手動控制  

手動控制裝置的位置與安裝應符合下列條件：  

(a)  將控制放置在操作人員正常工作位置能達到的地方；  

(b)  操作人員不需要先進入先前的轉動或移動裝置就能操作控制；  

(c)  不會干擾操作人員所必要之工作移動；  

(d)  手動控制裝置的設計、選擇、與定位要使操作人員不會曝露於危害中。 

5.4.6 .14.2  外殼與隔間  

外殼、隔間、門、包覆物及在其中的控制裝置，其排列應提供適當的空間

進行保養與通風。  

5.4.6 .15  緊急控制  

系統應根據 ISO 13850 包含緊急停止或緊急控制。  

5.4.7  診斷與監控  

5 .4 .7 .1 壓力的量測  

5 .4 .7 .1 .1  宜根據壓力量測的範圍而選擇壓力量測儀器，使系統的最大工作壓力不會超

過穩定狀態壓力最大刻度值的 75 %或不會超過循環壓力最大刻度值的 65 %。 

5.4.7 .1 .2  當系統內含壓力量測儀器之永久性裝置時，應使壓力量測儀器免於受到快速

壓力波動的影響。  

5.4.7 .2  電源供應指示燈  

電氣裝置宜包含個別零件之電氣狀態顯示信號。  

5.4.8  氣壓消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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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排放空氣的聲壓位準高於適用法規與標準之上時，應採用氣壓消音器。排

放口式消音器本身不應造成危害。消音器不宜產生不利的背壓。  

5.4.9  密封件與密封裝置  

密封件與密封裝置應符合下列條件：  

(a)  不應受空氣、溼氣、溫度、或使用之流體或潤滑油的不良影響；  

(b)  應與相鄰之接觸材料相容；  

(c)  應根據供應商的建議存放；  

(d)  應在使用壽命的範圍內使用；  

(e)  進行特定之生產使用前，宜在盡量接近實際應用之條件下執行測試。  

5.4.10  收納裝置與緩衝槽  

當系統含有 (除了工廠的供應系統外 )收納裝置與緩衝槽時，應考慮下列要求：  

(a)  充足的容量以提供需要之壓力穩定；  

(b)  根據適用規定而設計、建構、與標示；  

(c)  必要時應提供正確的壓力量測；  

(d)  當地點要求收集冷凝物時，要提供漏放管與避免凍結的防護；  

(e)  當中斷空氣供應時，要能排氣或隔離氣動壓力。  

如果隔離壓力時，應提供鎖定式手動關斷閥以保持緩衝槽內的壓力。如果收納

裝置或緩衝槽必須進行排氣時，應提供手動閥，且應在零件上安裝適當之保養

警告標示。  

6.  安全要求與驗收測試的確認  

氣壓系統應按規定進行檢查與測試以確認下列情況：  

(a)  確認系統與零件符合系統規格；  

(b)  系統內的零件連接符合線路圖；  

(c)  系統及全部的安全零件能正確發揮作用；  

(d)  除了功能性之空氣消耗外，當系統持續使用於所有預期使用條件下之最大壓力

時，不應發生聽得到聲音的洩漏現象；宜遵照正確的安裝步驟以克服氣動系統

的洩漏問題。  

備考：  由於氣動系統可能不是完整的機器，當氣動系統納入機器後，才能執行許

多確認程序。  

檢查與測試所確認之結果應做成文件。  

7.  使用資訊  

7 .1  一般要求  

使用資訊應盡可能根據 CNS 15347 之 6.4 的要求。  

7.2  最後資訊  

應提供符合本系統最後驗收用的下列文件：  

(a)  根據 ISO 1219-2 的最終線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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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考： ISO 1219-2 提供建立唯一識別碼的方法；參照 7.4.2 .1  

(b)  零件表；  

(c)  一般的佈置圖；  

(d)  保養與操作資料與手冊；參照 7.3；  

(e)  必要時提供證書；  

( f)  組裝說明；  

(g)  如果隨系統提供潤滑油或油性材料時，要提供潤滑油或油性材料的安全資料表。 

7.3  保養與操作資料  

7 .3 .1  應提供說明系統操作與保養的說明書，包含根據 CNS 15347 之 6.4 對所有氣壓設

備 (含管路 )  的說明。  

備考：一般這些要求由系統供應商提供。  

這些資料應清楚顯示下列內容：  

(a)  說明啟動與關機程序；  

(b)  提供任何必要之減壓說明，指出正常排氣裝置未減壓之系統零件；  

(c)  說明調整的程序；  

(d)  指示外部潤滑點、需要之潤滑油種類與觀察間隔、與是否可以在加壓下裝填

潤滑器；  

(e)  指出必須定期進行保養的排放管、過濾器與測試點等的位置；  

( f)  說明特定組件的保養程序；  

(g)  列舉建議的備用件；  

(h)  根據軟管組件之保養需要而提供建議。  

7.3.2  對於控制系統中安全相關零組件的零件保養與更換，應提供與使用壽命與使用時

間相關的資訊。  

備考：當應用 CNS 16068-1 時，必須使用本資訊以維持設計的性能水準。  

7.4  標示與識別  

7 .4 .1  零件  

7 .4 .1 .1  可行的話，應以永久且立即可見的形式在零件上提供並顯示下列細節：  

(a)  製造商或供應商的名稱與 /或商標；  

(b)  製造商或供應商的產品識別；  

(c)  額定壓力；  

(d)  根據 ISO 1219-1 的符號，根據 ISO 11727 正確指出所有的連接埠；這些符

號的方位宜對應實體組件。  

備考：一般這些要求由系統供應商提供。  

7.4.1 .2  如果空間不足而造成字體過小而不易閱讀時，可提供補充說明資料，例如說

明書 /保養單、目錄表或附屬標籤。  

7.4.1 .3  應顯示氣壓馬達的轉動方向。應顯示過濾器、潤滑器與調節器的流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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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4  表 2 說明可在零件或補充文件尚提供之選擇性資訊。  

 

表 2  零件與 /或補充文件可提供之追加  資訊  

零件 必要資訊 選擇性的資訊(a)
 備註 

氣壓馬達 – 自由氣流的消耗量 – 

旋轉式致動器 
轉動角度 – – 

位移 – – 

汽壓缸 
汽缸孔 – – 

行程長度 – – 

電磁閥 

電壓 – – 

交流電頻率或 V.A. 

直流功率 
– – 

– 防護等級(IP 等級) 根據 CNS 14165 

方向控制閥 
工作壓力範圍 – 可代替額定壓力 

接口尺寸 – – 

壓力開關 

工作壓力範圍 – 可代替額定壓力 

壓差範圍 – – 

開關的電壓與電流容量 – – 

– 防護等級(IP 等級) 根據 CNS 14165 

過濾器 
額定過濾精度 – 參照 ISO 5782-1 

接口尺寸 – – 

調壓器 
接口尺寸 – 參照 ISO 6953-1 

– 壓力調整範圍 – 

潤滑器 

接口尺寸 – 參照 ISO 6301-1 

– 操作必需的最小流量 – 

– 潤滑閥的調整方向 – 

註(a)
 所有零件的溫度額定為選擇性項目。 

 

7.4.2  系統內的零件  

7 .4 .2 .1  應將氣壓系統內的各種零件與軟管組件指定唯一的識別碼；參照 7.2(a)。應利

用該識別碼來辨識零件表、一般佈置圖、與 /或線路圖上的零件與軟管組件。

識別碼宜清楚並永久標示在靠近零件或軟管組件的裝置上，而不是標示在零

件或軟管組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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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2  積層閥的順序與方向宜清楚並永久標示在靠近積層閥組件的位置，但不是標

示在積層閥組件上；參照圖 1。  

 

 

說明  

1  個別閥件  

2  積層閥組件  

3  基座  

4  岐管組件  

5  個別成組的岐管座  

備考：  本圖顯示一包含三個基座的完整岐管組件。其中的兩種基座在岐管座

上裝積層閥組件；另一個基座在岐管座上只裝一個閥件。  

 

圖 1 積層閥組件的範例  

 

7.4.3  接口與導管  

7 .4 .3 .1  應清楚與明確辨識所有的接口。所有的識別符號應符合線路圖上的識別符號。 

7.4.3 .2  如果配置錯誤沒有以任何其它方避免的話，應清楚與明確標示將氣動系統連

接至其它系統的導管，而且要與相關文件上的資料對應。  

根據線路圖上的資料，可採用下列其中一種方式做導管識別：  

(a)  以導管的識別號碼做標示；  

(b)  以零件與接口識別來標示導管的末端；  

－  局部端接頭標示，或  

－  兩端之接頭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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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結合 (a)與 (b)對全部導管與導管末端進行標示。  

7.4.3 .3  應以永久且顯而易見的方式在軟管上顯示下列細節：  

(a)  製造商或供應商的名稱與 /或商標；  

(b)  製造日期 (年 /季 )；  

(c)  額定壓力；  

(d)  額定內徑 (選擇性 )。  

備考：一般這些要求由軟管製造商提供。  

7.4.3 .4  應以永久且顯而易見的方式在塑膠管上顯示下列細節：  

(a)  製造商或供應商的名稱與 /或商標；  

(b)  製造日期 (年 /季 )；  

(c)  額定外部直徑 (選擇提供 )。  

備考：一般這些要求由塑膠管製造商提供。。  

7.4.4  閥門控制機構  

7 .4 .4 .1  閥門控制機制與功能，應以線路圖上相同之識別，做明確且永久的標示。  

7.4.4 .2  當氣壓或相關電路圖上有相同的電動閥門控制機構 (例如電磁圈與其插頭或電

纜 )時，兩邊之迴路圖應以相同的方式示別。  

7.4.5  內部裝置  

閥與其他功能性裝置 [孔塞、通道、梭動閥、止回 (單向 )閥等 ]安裝於歧管上、安

裝板、安裝墊或接頭應在其接觸開口旁邊做明確標示。當接觸開孔位於一或多

個零件下方時，則可行時應在隱藏零件旁邊提供識別資料並標示〝隱藏〞。當這

種作法不可行時，則應以其他方式提供識別。  

7.4.6  功能板  

每一個控制站均宜配置功能板，且應位於可以方便讀取的位置。功能板應簡單

易懂，且可提供所控制各系統的明確識別功能。當這種作法不可行時，則應以

其他方式提供識別資料。  

8.  識別說明 (參考本標準 )  

強烈建議選擇遵守本標準之製造商 ,  在測試報告、型錄與銷售文件中使用以下說明：  

「氣壓系統與其零件是依據 ISO 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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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參考 )  

顯著危害表  

 

表 A.1 與機器之氣動力使用相關的顯著危害表  

危害 相關條文 
其它相關標準 

編號 類別 CNS 15347 本國際標準 

A.1 

機械危害： 

參照表 B.1.1 

5.2.1, 5.2.2, 5.2.3, 5.2.5, 

5.2.8, 5.2.11 5.3.1, 5.3.2, 

5.3.4.1, 5.4.1.1, 5.4.2.1, 

5.4.2.2, 5.4.2.3, 5.4.2.4, 

5.4.3, 5.4.4.2.3, 5.4.4.5, 

5.4.5.2, 5.4.5.3, 5.4.5.4, 

5.4.5.7, 5.4.5.8, 5.4.5.9, 

5.4.5.11, 5.4.6.3, 7.3, 7.4.1 

 

－ 形狀 

－ 將元件移動至固定零件的方法 

－ 質量與穩定性(元件的位能) 

－ 質量與速度(元件的動能) 

－ 不當的機械強度 

－ 因以下原因而累積位能 

－ 彈性元件(彈簧) 

－ 液體或氣體 

－ 真空 

－ 滲漏 

A.2 電氣危害 參照表 B.1.2 5.2.8, 5.3.1, 5.4.3,4.2.1 ISC 60204-1 

A.3 

因可能的人員接觸、火焰或爆

炸、以及熱源輻射而導致灼傷與

燙傷的熱危害 

參照表 B.1.3 5.3.1, 5.4.3,4.2.3 ISO 13732-1 

A.4 噪音產生的危害 參照表 B.1.4 5.2.4, 5.3.1, 5.4.3.6, 5.4.8, 6 
ISO/TR 

11688-1 

A.5 振動產生的危害 參照表 B.1.5 
5.3.1, 5.4.2.4, 5.4.3.1, 

5.4.3.2(c) 
 

A.6 輻射產生的危害 
參照表 B.1.6 5.3.1 

ISC 61000-2-2 

ISC 61000-6-4  － 電磁場 

A.7 材料與物質產生的危害 參照表 B.1.7 5.2.12, 5.3.1, 5.4.2.9, 7.2  

A.8 
因設計機器時忽略人體工學原則

而造成的危害 
參照表 B.1.8 5.2.9, 5.3.2, 5.4.6.7  

A.9 滑倒、跌倒、與墜落危害 參照表 B.1.9 5.3.1, 5.4.5.7  

A.10 火災或爆炸危害 請參見表 B.1.10 5.2.12, 5.3.1, 7.2  

A.11 
能量供應錯誤、機械零件故障、

與其它功能失調造成之危害 
5.4(b), 6.2.11 

5.2.1, 5.2.2, 5.2.5, 5.2.7, 

5.4.6.9, 5.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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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與機器之氣動力使用相關的顯著危害表 (續 )  

危害 相關條文 
其它相關標準 

編號 類別 CNS 15347 本國際標準 

A.11.1 
能量供應錯誤(能量與 /或控制線

路)： 
5.4(b), 6.2.11 

5.2.7, 5.2.8, 5.2.10, 5.3.1, 

5.4.3.4.2.3, 5.4.3.4.2.4 

 

 － 能量變動；   

 － 非預期啟動；   

 － 已下命令但不能停止；   

 
－ 機器抓住之移動零件或工件墜

落或射出； 
 

 

 － 自動或手動停止受阻；   

 － 防護裝置並未完全發生效用。   

A.11.2 未預期之機器零件或流體射出 

參照表 B.1.1; 

6.2.10, 6.2.11.1, 

6.2.11.5, 6.3.2.1 

5.3.1, 5.4.5.8, 5.4.5.11 

 

A.11.3 
控制系統失效、誤動作(非預期的

啟動、非預期的超越限度) 

參照表 B.1.1; 

6.2.11.1, 

6.2.11.2, 

6.2.11.4, 5.4 

5.2.7, 5.2.8, 5.2.10, 5.4.6.2, 

5.4.6.9, 5.4.6.10, 5.4.6.13 
CNS 16068-1 

A.11.4 裝配錯誤 6.4.5 
5.3.1, 5.3.2, 5.3.4.1, 5.5.3.2 

(b), 5.4.5.3, 7.4.2 

 

A.12 
鄰時遺漏、與/或安全相關之量測/

方法定位錯誤而造成之危害 
6.3 

  

A.12.1 啟動或停止裝置 6.2.11, 6.2.12 5.2.7  

A.12.2 安全標記與訊號 6.2.8 g), 6.4.3 7.3  

A.12.3 各種資訊或警告裝置 6.4.3, 6.4.4 5.4.4.2.3, 5.4.6.5, 5.4.7, 7.4  

A.12.4 裝置未連接能量供應 6.3.5.4 5.2.7, 5.2.8, 7.3  

A.12.5 緊急裝置 6.3.5, 6.2.11  ISO 13850 

A.12.6 
關鍵設備與配件的安全調整與/或

保養 
6.2.15, 6.3 

5.2.9, 5.4.1.1, 5.4.2.7, 

5.4.5.11, 5.4.4.5, 5.4.6.3, 

5.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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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參考 )  

收集氣動系統與零件資料的表格以確保符合 ISO 4414 

 

(點擊此處可進入附錄之電子修改版本 )  

□  原始版   □  修訂版      改版編號： _____________ 改版日期： _____________ 

採購詢價編號： ___________ 採購訂單編號： ___________ 發布日期： _________ 

B.1 一般要求  

B.1.1  設備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1.2  試車  

地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1.3  相關各方的姓名與聯絡資訊  

買方  

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聯絡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供應商  

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聯絡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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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1.4  交貨地點  

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部門 (如果適用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1.5  氣壓系統  

□  ISO 4414:2010，氣動流體動力－系統與零件的通則與安全要求  

□  追加的補充協議  

□  公司的氣壓標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工廠或部門的補充內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其它標準與規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  版別  來源  

    

    

    

    

 

B.1.6  流體 (空氣 )特性；參照 5.2.6  

最高供應壓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kPa  (___________________bar)  

最低供應壓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kPa  (___________________bar)  

最高流速： _______________L(ANR) s-1 @ ____ kPa(____ bar)   

□  可供應  

□  須要供應  

壓縮機潤滑油的類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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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定過濾精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高壓力露點： ___________________℃  

B.1.7  位置或操作環境條件；參照 5.3.1  

海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 

正常大氣壓力： ___________________ kPa (___________________bar)  

安裝的溼度範圍： ___________________% 相對溼度 (如果已知 )  

最低環境溫度： __________________℃  

最高環境溫度： __________________℃  

空中傳播污染物等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環境噪音等級： __________________dB 

地板表面：□  木板   □   鋼筋混凝土   □   其它 ____________ 

電路細節：電壓  ： ____________________ V     ±_________ V 

頻率： ____________________ Hz 

有效功率 (如有限制 )： ________ W 

相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交流                □   直流  

其它設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廢料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振動曝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高振動等級與頻率 (如果已知 )  Level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頻率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z 

Level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頻率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z 

Level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頻率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z 

緊急、安全、與能量隔離要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它特殊法律與 /或安全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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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人員安全以及氣動系統與零件的要求：  

□  機器周圍的護欄  

□  機櫃門鎖  

□  控制零件鎖  

□  其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氣裝置的防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P(根據 CNS 14165)  

火災或爆炸危害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可取得之處理設施  

(例如起重滑車、通道、地面裝備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特殊進出或安裝需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1 .8  最終資訊；請參見 7.2  

基本認可使用 
說明 

系統交貨日最終所收到的結果 

Copies Reproducible Copies Reproducible 

□ □ 氣動系統線路圖 □ □ 

□ □ 電氣系統線路圖 □ □ 

□ □ 氣動零件表 □ □ 

□ □ 作業順序 □ □ 

□ □ 時序圖 /進度表 □ □ 

□ □ 管路佈局 □ □ 

□ □ 樓面佈局 □ □ 

□ □ 基礎圖 □ □ 

 

完成訂單所要提交之最初圖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包含現場變動的圖面  

□  提交之圖面為以下格式：□   電子檔  □   紙本 –卷軸   □   紙本 –摺疊  

買方指定之圖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買方相關設備的圖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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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9  系統需求；參照 5.2.6  

最高工作壓力： ____________________ kPa(____________________ bar)  

流體最高工作溫度： ____________________℃  

流體最低工作溫度： ____________________℃  

極限溫度範圍 (啟動或間歇操作 )：  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  

曝露於人員的最高表面溫度： 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週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統的使用壽命 (例如小時數、周期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潤滑需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抬高零件與 /或系統的要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漆或防護塗料的需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標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高噪音等級的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安全、與能量隔離的要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2 零件要求  

5 .2 .1  氣動馬達與擺動馬達；參照 5.4.1  

項目編號 類別 
軸心速率 

min
-1

 

排氣量 

cm
3
 

額定壓力 

kPa (bar) 
適用標準 

      

      

      

      

      

 

B.2.2  汽缸；參照 5.4.2  

項目編號 類別 
額定壓力 

kPa (bar) 

孔洞 

mm 

活塞桿直徑 

mm 

行程 

mm 
適用標準 供應商 

雙作用 

        

        

        

        

        

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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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編號 類別 
額定壓力 

kPa (bar) 

孔洞 

mm 

活塞桿直徑 

mm 

行程 

mm 
適用標準 供應商 

        

        

        

        

其它 

        

        

        

 

B.2.3  方向控制閥；參照 5.4.3  

本類別包含電磁操作閥、空氣導向操作閥、機械操作閥、手動操作閥、逆止閥、

換向閥、與其它。  

項目編號 類別 
額定壓力 

kPa(bar) 

額定流速 

l min
-1

 
適用標準 供應商 

      

      

      

      

      

      

      

      

      

 

B.2.4  快速洩壓閥；參照 5.43  

項目編號  類別  
額定壓力  

kPa(bar)  

額定流速  

l  min
- 1

 
適用標準  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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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5  其它閥件；參照 5.4.3  

本類別包含操作流量控制、鎖定閥、雙手閥、non-t ie-down 閥、press clutch safety

閥、洩壓閥、順序閥、延時閥、與慢啟動 /軟啟動閥。  

項目編號 類別 
額定壓力 

kPa(bar) 

額定流速 

L min
-1

 
適用標準 供應商 

      

      

      

      

      

      

      

      

      

 

B.2.6  空氣製備零件；參照 5.4.4  

過濾器(微粒型、凝聚型、或蒸汽移除型) □ 含手動排放管  □ 含自動或半自動排放管 

項目編號 類別 
額定壓力 

kPa(bar) 

額定流速 

L min
-1

 
適用標準 供應商 

      

      

      

調節器(釋壓或非釋壓型) □ 含壓力計  □ 不含壓力計 

項目編號 類別 
額定壓力 

kPa(bar) 

額定流速 

L min
-1

 
適用標準 供應商 

      

      

      

潤滑器 

項目編號 類別 
額定壓力 

kPa(bar) 
最高溫度℃ 適用標準 供應商 

      

      

調壓過濾器與三點組合(FLR) □ 實際工作時為組合件  □ 裝置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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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7  管路；參照 5.4.5  

塑膠管路  □  不允許  

□  壓力  ______________kPa(_________bar)以下允許  

項目編號 材質 
最高額定壓力 

kPa(bar) 
適用標準 供應商 

塑膠管路包含管件、接頭、與支架 

     

     

     

     

     

剛性管路包含管件(鋼管與銅管)、接頭、支架、旋轉接頭、安裝歧管之閥件、迴路歧管 

     

     

     

     

     

撓性管包含軟管與軟管配件 

     

     

     

     

     

 

B.2.8  輔助壓縮機  

項目編號 類別與說明 壓力 kPa(bar) 適用標準 供應商 

     

     

     

 

B.2.9  配件  

本類別可包含接收器、消音器、壓力開關、計量器、快速聯接器等。  

項目編號 類別與說明 額定壓力 kPa(bar) 適用標準 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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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0  其它零件  

項目編號 類別與說明 適用標準 供應商 

    

    

    

    

    

    

    

 

B.2.11  零件可靠性  

當要求控制系統之安全相關零件的可靠性時，可利用 ISO 19973。系統供應商

可要求零件製造商提供以下資訊。  

項目編號 零件 MTTF
(a)

 B10 lift
(b)

 

    

    

    

    

    

    

註(a)
 MTTF為Weilbull分布的特徵壽命。 

(b)
 B10 lift特指中位壽命或 95 %信賴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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