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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21049—2007《汉信码》,与GB/T20149—2007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

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将“术语与定义”更改为“术语、定义、符号和缩略语”,删除了2007年版的第3章中与引用文件

不必重复列出和重新定义的术语与定义,并将2007年版的有关内容更改后纳入(见第3章,

2007年版的第3章和第4章);

b) 增加了“模块”和“统一资源标识符”的术语和定义(见3.1.1和3.1.13);

c) 增加了“缩略语”(见3.2.2);

d) 增加了“颜色反转”(见4.1.2.2);

e) 增加了“Unicode模式”(见5.3.10),增加了“GS1模式”(见5.3.11),增加了“URI模式”(见5.3.12);

f) 增加了“Unicode模式编码”(见5.4.12),增加了“GS1模式编码”(见5.4.13),增加了“URI模式

编码”(见5.4.14);

g) 增加了“通则”(见5.7.1);

h) 更改了“符号质量”(见第7章,2007年版的第8章);

i) 增加了“数据传输”(见第10章);

j) 更改了“汉信码校正图形参数”(见附录A,2007年版的表1);

k) 更改了“纠错特性”(见附录B,2007年版的附录A);

l) 增加了附录D“URI模式字符集”(见附录D);

m) 增加了附录F“汉信码构造示例”(见附录F);

n) 更改了附录I“汉信码印刷质量———码制特殊指标”(见附录I,2007年版的附录H);

o) 增加了附录K“汉信码的码制标识符”(见附录K);

p) 增加了参考文献(见参考文献)。
本文件由全国物流信息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7)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北京网路畅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仁聚智汇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北京意锐新创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重庆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成海、罗秋科、王毅、李素彩、董晓文、邓惠朋、黄燕滨、张铎、王越、施煜、丁炜、

陈震宇、杜景荣、刘晓琰、沈丁成。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7年首次发布为GB/T21049—2007;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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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提请注意,声明符合本文件时,可能涉及第5章、第8章、第9章、附录 A、附
录B、附录C与附录D相关的专利的使用。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对于该专利的真实性、有效性和范围无任何立场。
该专利持有人已向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承诺,他愿意同任何申请人在合理且无歧视的条款或条件下,

就专利授权许可进行谈判。该专利持有人的声明已在本文件的发布机构备案。相关信息可以通过以下

联系方式获得:
专利持有人姓名: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中心B座三至六层

邮政编码: 100011
网址: www.ancc.org.cn
联系人: 王毅

E-mail: wangyineu@live.cn
请注意除上述专利外,本文件的某些内容仍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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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信  码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汉信码的符号特性与符号结构、数据编码与符号表示、符号印刷、符号质量、译码过

程、参考译码算法、数据传输等技术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自动识别和数据采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2905 条码术语

GB/T16986 商品条码 应用标识符

GB/T23704—2017 二维条码符号印制质量的检验

ISO/IEC646 信息技术 信息交换用ISO7位编码字符集(Informationtechnology—ISO7-bit
codedcharactersetforinformationinterchange)

ISO/IEC15424 信息技术 自动识别与数据采集技术 数据载体标识符[Informationtechnology—

Automaticidentificationanddatacapturetechniques—Datacarrieridentifiers (includingsymbology
identifiers)]

ISO/IEC19762 信 息 技 术 自 动 识 别 与 数 据 采 集 技 术 术 语[Informationtechnology—

Automaticidentificationanddatacapture(AIDC)techniques—Harmonizedvocabulary]

3 术语、定义、符号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GB/T12905、ISO/IEC1976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模块 module
一维条码和层排式二维条码中符号字符的最窄构成单元,或矩阵式二维码中最小的信息承载单元。
[来源:GB/T12905—2019,2.29]

3.1.2 
位置探测中心 positiondetectioncenter
汉信码位置探测图形3个深色模块(3.1.1)×3个深色模块(3.1.1)的中心。

3.1.3 
辅助校正图形 assistantalignmentpattern
位于汉信码符号边缘,用于同步符号模块(3.1.1)的功能图形。

1

GB/T21049—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