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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流通电子标识数据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粮食流通环境中的收购单位、储备单位、物流承运单位,在不同作业环节的流程管理

中,使用的系统电子标识数据规范,其中包括相关术语和定义、电子标识内保存的数据内容及存储格式。
本标准适用于涉粮企业应用电子标识技术统计以下几方面业务处理情况:在收购过程的各个作业

环节包括作业登记、质检化验、称重、结算等流程监管每一批粮食的处理情况,在储备过程中的储藏监控

情况,以及物流承运单位在转运过程的轨迹跟踪与调度情况,监管部门还可及时采集获取涉粮企业的基

础数据。同时电子标识内容中结合了库存粮食识别代码规范贯通上下游企业,从而实现粮食流通环境

中追溯管理,电子标识内部预留标识特征信息以备检验电子标识的合法性,从技术角度杜绝使用伪造标

识的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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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S/T1713—2015 库存粮食识别代码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库存粮食识别代码 identificationcodeofstockgrain
标记一个货位粮食的唯一标识符。
[LS/T1713—2015,定义3.1]

3.2
货位 cargo
识别粮食存储量的单元。
[LS/T1713—2015,定义3.2]

3.3 代码标识 identificationofgrainsourcetracingcode

由当前货位信息形成的当前货位粮食的唯一代码标识,即由企业组织机构代码(9位)、货位代码

(11位)、货位封仓时间(12位,YYYYMMDDhhmm)无缝连接组成的唯一标识符。
[LS/T1713—2015,定义5.2.4]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RFID:射频设别技术(RadioFrequency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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