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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 二维条码标签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纺织产品二维条码标签字段信息的要求、二维条码码制和标签形态。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纺织产品的二维条码标签。
非标签用途的二维条码可不执行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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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5296.4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4部分:纺织品和服装

GB/T12905 条码术语

GB/T18284 快速响应矩阵码

GB/T27766 二维条码 网格矩阵码

3 术语和定义

GB5296.4和GB/T12905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标签字段信息的要求

4.1 标签属性字段

本字段是判断二维条码作为标签使用的依据,字段内容为“标签”。

4.2 使用说明字段

二维条码标签中使用说明字段的内容应符合GB5296.4的规定。

4.3 自定义字段

制造者可在保证二维条码标签容易识读的前提下,添加其他自定义字段信息。常见自定义字段包

括:品牌、颜色、货号、价格和可追溯号等。自定义字段不应存在误导、欺骗或不良影响的内容。
注1:可追溯号是用来识别和跟踪产品的一串字符,通过网络访问可追溯到的信息包括:使用说明字段、自定义字段

以及产品在生产、运输、销售等环节中的信息。

注2:由于二维条码存储容量较大,故没有规定字段长度要求。

5 二维条码码制

二维条码码制宜使用网格矩阵(GM)码或快速响应矩阵(QR)码,GM码使用时应符合GB/T27766
的要求,QR码使用时应符合GB/T18284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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