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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12905—2000《条码术语》。本标准与GB/T12905—2000相比,主要技术变化

如下:
———调整原标准的范围并按系统编排,分为:范围、基础术语、码制、条码识读、条码符号制作、条码

符号检测,共六部分。
———增加了二维条码、商品条码等相关术语,共增加条目75个。
———删除了34个非通用术语。
———修订了43个条目的解释。
本标准由全国物流信息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7)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宁波甬标物品编码中心、宁波市标准化研究院、浙江省物品编

码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青岛市标准化研究院、河北省标准化研究院、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标准化研究院、陕西省标准化研究院、河南省标准化研究院、重庆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山西省

标准化研究院、内蒙古自治区标准化院、畅想物联(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素彩、楼庆华、朱跃峰、杜景荣、葛伟三、阮晓华、丁炜、候汉平、韩树文、

张永沛、邢延林、李丛芬、刘力真、廖权虹、贺国庆、宁继荣、高娟、陈震宇、张秋霞、顾海涛、张洪。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2905—1991、GB/T1290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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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码 术 语

1 范围

本标准界定了条码基础、码制、条码识读、条码符号制作、条码符号检测等方面的术语及其定义。
本标准适用于与条码技术有关的研究和应用。

2 基础术语

2.1 
条码 barcode
由一组规则排列的条、空组成的符号,可供机器识读,用以表示一定的信息,包括一维条码(2.2)和

二维条码(2.3)。

2.2 
一维条码 linearbarcode;one-dimensionalbarcode
仅在一个维度方向上表示信息的条码符号。

2.3 
二维条码 two-dimensionalbarcode;2Dcode
二维码

在二个维度方向上都表示信息的条码符号。

2.4 
码制 symbology
关于条码符号的类型、数据的表示方法、编码容量和条码字符集等特征的规定。

2.5 
条码系统 barcodesystem
由条码符号设计、制作及扫描识读等部分组成的系统。

2.6 
条 bar;darkbar;blackbar
条码符号中反射率较低的部分。

2.7 
空 space;lightbar
条码符号中反射率较高的部分。

2.8 
起始符 startcharacter;startcipher;startcode
位于条码符号起始位置的若干条与空。

2.9 
终止符 stopcharacter;stopcipher;stopcode
位于条码符号终止位置的若干条与空。

2.10 
空白区 cleararea;quietzone;quietarea;clearzone
条码符号外侧与空的反射率相同的有限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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