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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参照国际物品编码协会（ＧＳ１）制定的《ＧＳ１通用规范》（８．０版）第２章第２节“物流单元的

编码与符号标记”、第３章第４节“物流单元的ＧＳ１应用标识符”、第６章第７节“ＧＳ１物流标签设计”，

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起草的。本标准在技术内容上符合《ＧＳ１通用规范》（８．０版）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按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格式重新编写

和修订了有关内容，并对部分技术内容作了改动。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８１２７—２０００《物流单元的编码与符号标记》。本标准与ＧＢ１８１２７—２０００相比

主要变化如下：

———删除了原标准的“ＥＡＮ／ＵＣＣ前言”，相关内容调整到标准正文进行描述；

———将原标准第２章“引用标准”改为“规范性引用文件”，并对引用标准的名称进行了更新；

———修改了原标准第３章中“物流单元”的术语及其定义，删去了“链接”、“数据标题”、“承运商”、

“客户”、“供应商”、“正文”、“人工转换”的术语及其定义，增加了“标签文本”的术语及其定义；

———用“犡尺寸”替代原标准的“放大系数”；

———将原标准第４章“特征描述”改为“物流单元的编码”，增加了第４．１条“代码结构”、第４．２条

“编制规则”。其中：

●　将原标准附录Ａ“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ＳＳＣＣ１８”的内容进行了调整，并移到第４．１．１条

“物流单元标识代码的结构”；

●　将原标准第７章“物流单元标签条码应用标识”内容进行了修改，并调整到第４．１．２条“附

加信息代码的结构”；

———增加了第５章“条码表示”；

———将原标准第５章“标签格式”改为第６章“物流单元标签”，并对原内容进行了修改；

———将原标准第６章“技术要求”改为第７章，并对原内容进行了修改和调整；

———增加了第８章“物流单元标签的位置”；

———增加了附录Ａ“货物托运单元与装运单元代码的编制”；

———保留原标准附录Ｂ的内容，并将标题由“物流单元标签实例”改为“标签实例”。

本标准的附录Ａ是规范性附录，附录Ｂ是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物流信息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北京交通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黄燕滨、韩树文、李素彩、杜景荣、文向阳、郭卫华、赵辰、王耀球。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８１２７—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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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条码

物流单元编码与条码表示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物流单元的编码、条码表示，物流单元标签的技术要求和位置。

本标准适用于开放的贸易环境中物流单元的标识与数据自动采集。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９８８—１９９８　信息技术　信息交换用七位编码字符集（ｅｑｖＩＳＯ／ＩＥＣ６４６：１９９１）

ＧＢ／Ｔ２６５９　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ＧＢ／Ｔ２６５９—２０００，ｅｑｖＩＳＯ３１６６１：１９９７）

ＧＢ１２９０４　商品条码　零售商品编码与条码表示（ＧＢ１２９０４—２００８，ＩＳＯ／ＩＥＣ１５４２０：２０００，ＮＥＱ）

ＧＢ／Ｔ１２９０５　条码术语

ＧＢ／Ｔ１４２５７　商品条码　条码符号放置指南

ＧＢ／Ｔ１５４２５　ＥＡＮ·ＵＣＣ系统　１２８条码

ＧＢ／Ｔ１６９８６—２００９　商品条码　应用标识符（ＩＳＯ／ＩＥＣ１５４１８：１９９９，ＮＥＱ）

ＧＢ／Ｔ１８３４８　商品条码　条码符号印制质量的检验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２９０５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物流单元　犾狅犵犻狊狋犻犮狊狌狀犻狋狊

在供应链过程中为运输、仓储、配送等建立的包装单元。

３．２

标签文本　狋犲狓狋

物流单元标签中用文字表示的信息。

４　物流单元的编码

４．１　代码结构

４．１．１　物流单元标识代码的结构

物流单元标识代码是标识物流单元身份的惟一代码，具有全球惟一性。物流单元标识代码采用

ＳＳＣＣ（ｓｅｒｉａｌ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ｃｏｄｅ，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表示，由扩展位、厂商识别代码、系列号和校

验码四个部分组成，是１８位的数字代码，分为四种结构，见表１。其中，扩展位由１位数字组成，取值

０～９；厂商识别代码由７～１０位数字组成；系列号由９～６位数字组成；校验码为１位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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