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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ＩＳＯ／ＩＥＣ１５４１５：２００４《信息技术　自动识别与数据采集技术　条码符号印制质量

检验规范　二维符号》（英文版）。

本标准与ＩＳＯ／ＩＥＣ１５４１５：２００４相比，主要技术差异如下：

———对附录的次序作了调整；

———在７．１中，对矩阵式二维条码检测过程用项目的方式进行表述，以突出过程的各个步骤；

———增加了“附录Ｇ　二维条码符号检验报告实例”；

———修改了各等级分级表格中等级阈值范围的表达方式；

———在一些表述方法上作了一些适合中文习惯的修改。

本标准的附录Ｄ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Ｅ、附录Ｆ、附录Ｇ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辰、刘伟、王毅、熊立勇、罗秋科、黄燕滨、郭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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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条码技术是基于编码图形的标识技术。根据规则将字符转换为一定尺寸的条、空或模块阵列构成

的条码符号图形，这种规则被称为码制规范。

条码可分为一维条码和二维条码，二维条码又可以分为层排式（堆积式）二维条码和矩阵式二维条

码。由一维条码部分和二维条码部分组合形成的、表示一组信息或相关数据的条码称为复合码，其中二

维条码部分的位置与一维条码部分的位置保持特定关系。

层排式二维条码符号是由一系列行垂直排列形成的矩形符号，以表示一整段数据信息。其中每行

由表示数据和前缀部分的符号字符构成。每个符号字符具有一维条码符号字符的特征，每行也同样具

有一维条码符号的特征；因此，每行可以通过一维扫描技术进行识读，但在整段信息传送到应用软件前，

符号中所有行的数据都必须识读。

矩阵式二维条码符号通常是由深色浅色模块构成的矩形符号，模块的中心位于网格的交点。为了

识读矩阵式二维条码符号，需要知道每个模块的坐标，在译码前应以二维的方式对符号进行分析。点码

是矩阵式二维条码的一个子集，点码的单个模块和其他邻近的模块不直接相接，它们之间用空分开。

除非另有说明，本标准中“符号”是指这两种类型的二维条码符号。

作为机器识读的数据载体，条码符号的印制必须保证在其使用时能够被识读。

为了客观评价条码符号的质量，条码设备制造商、条码符号制作者和使用者需要一个共同标准的测

试规范，作为开发设备、制定应用标准或评价符号质量的依据。本标准可作为条码设备制造商、条码符

号制作者和使用者在设备开发、符号制作过程控制和质量评价的基础。

检测条码符号的检测设备的性能可参照ＩＳＯ／ＩＥＣ１５４２６《条码检测仪一致性规范》（第１部分：一维

条码检测仪和第２部分：二维条码检测仪）的内容。

本标准遵循一维条码符号印制质量检验标准 ＧＢ／Ｔ１４２５８的一般原则，其质量评价结果和

ＧＢ／Ｔ１４２５８具有一定的可比性。本标准的应用应结合被测条码符号的码制规范，码制规范提供了应

用中所需要的符号的具体细节。层排式二维条码符号的检测是根据ＧＢ／Ｔ１４２５８的方法进行的，在第

６章对其中的修改进行了说明；对于矩阵式二维条码，所用的参数和方法有所不同。

目前，在符号制作的不同阶段评价条码符号质量有多种方法。本标准给出的方法为符号制作者和

贸易伙伴提供了一个在二维条码符号制作后，进行质量评估的通用的标准化的手段，不替代现有的其他

质量控制方法。应根据适用的码制规范需要，将参考译码算法以及其他测量细则对本标准所描述的过

程给予补充，强制性的码制规范和应用标准也可以对这些过程进行变更或替代。

各参与方可以通过协商采用其他质量评价方法，或将之作为应用标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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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自动识别与数据采集技术

二维条码符号印制质量的检验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层排式和矩阵式二维条码符号的检测、分级以及符号整体质量评价的方法，给出了造

成偏离最佳等级的可能原因及相应的纠正措施。

本标准适用于二维条码码制规范已给出参考译码算法的二维条码符号印制质量的检验，其方法也

可部分或全部应用于其他码制二维条码符号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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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８２８．１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１部分：按接收质量限（ＡＱＬ）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０３，ＩＳＯ２８５９１：１９９９，ＩＤＴ）

ＧＢ／Ｔ６３７８．１　计量抽样检验程序　第１部分：按接收质量限（ＡＱＬ）检索的对单一质量特性和单

个ＡＱＬ的逐批检验的一次抽样方案（ＧＢ／Ｔ６３７８．１—２００８，ＩＳＯ３９５１１：２００５，ＩＤＴ）

ＧＢ／Ｔ１１１８６．２　 漆 膜 颜 色 的 测 量 方 法 　 第 二 部 分：颜 色 测 量 （ＧＢ／Ｔ１１１８６．２—１９８９，

ｅｑｖＩＳＯ７７２４２：１９８４）

ＧＢ／Ｔ１２９０５　条码术语

ＧＢ／Ｔ１４２５８　信息技术　自动识别和数据采集技术　条码符号印制质量的检验（ＧＢ／Ｔ１４２５８—

２００３，ＩＳＯ／ＩＥＣ１５４１６，ＭＯＤ）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２９０５和ＧＢ／Ｔ１４２５８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像素　狆犻狓犲犾

在一个图像采集器件（如ＣＣＤ或ＣＭＯＳ器件）的阵列中的单个光敏单元。

３．２

有效分辨率　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狉犲狊狅犾狌狋犻狅狀

测量仪器从被测符号表面采集图像的分辨率，以每毫米的像点数或每英寸的像点数表示。其计算

方法为：图像采集元件的分辨率乘以测量仪器光学系统的放大系数。

３．３

纠错容量　犲狉狉狅狉犮狅狉狉犲犮狋犻狅狀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二维条码符号（或纠错块）中用来对拒读错误和替代错误进行纠正的码字数目减去用于探测错误的

码字数目。

３．４

检测区　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犪狉犲犪

包括被测二维条码及其空白区的整个矩形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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