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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条码 贸易单元的小面积条码表示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贸易单元的小面积条码(GS1DataBar条码)符号的结构、数据符编码、尺寸、印制质

量要求、校验方法和译码算法。
本标准适用于商品小面积标签的贸易项目及附加信息的标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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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988 信息技术 信息交换用七位编码字符集

GB12904 商品条码 零售商品编码与条码表示

GB/T12905 条码术语

GB/T14258 信息技术 自动识别与数据采集技术 条码符号印制质量的检验

GB/T15425 商品条码 128条码

GB/T16986 商品条码 应用标识符

ISO/IEC15424 信息技术 自动识别与数据采集技术 数据载体标识符(包括码制标识符)[In-
formationtechnology—Automaticidentificationanddatacapturetechniques—Datacarrieridentifiers
(includingsymbologyidentifiers)]

ISO/IEC24723 信息技术 自动识别与数据采集技术 GS1复合码码制规范(Informationtech-
nology—Automaticidentificationanddatacapturetechniques—GS1compositebarcodesymbology
specification)

GS1通用规范2016版(GS1GeneralSpecifications)

3 术语、定义和数学运算符

3.1 术语和定义

GB/T12905、GB/T1698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复合码 compositebarcode
由一维条码和二维条码组合成的条码符号。

3.1.2
一维部分 linearcomponent
GS1复合码中用于对贸易项目标识的一维条码部分。

3.1.3
二维部分 2Dcomponent
GS1复合码中用于对贸易项目的附加信息(如批号、有效期等)标识的二维条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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