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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参考ISO/IEC16022:2006《信息技术 自动识别和数据采集技术 数据矩阵码条码规范》

起草,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物流信息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7)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厦门市标准化研究院、江西省标准化研

究院、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辽宁省标准化研究院、青岛市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毅、李素彩、刘晓琰、丁炜、杜景荣、李振良、董晓文、邓惠朋、沈丁成、陈浩、

缪延晖、孟若普、李铮、张天仪、孙俊林、吕锡源、李丹莉、吴鑫鑫、施伟、文晓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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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据 矩 阵 码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数据矩阵码的符号特性、符号结构、数据编码、符号尺寸和印制质量要求、纠错规则、
参考译码算法、数据传输以及用户可选的应用参数等技术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数据矩阵码的生成与识读。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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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2905—2019 条码术语

GB/T15273.1 信息处理 八位单字节编码图形字符集 第一部分:拉丁字母一

GB/Z19257—2003 供应链数据传输与交换

GB/T23704—2017 二维条码符号印制质量的检验

ISO/IEC646 信息技术 信息交换用ISO7位编码字符集(Informationprocessing—ISO7-bit
codedcharactersetforinformationinterchange)

ISO/IEC8859-5:1999 信息技术 8位单字节编码图形字符集 第5部分:拉丁字母/斯拉夫字

母(Informationtechnology—8-bitsingle-bytecodedgraphiccharactersets—Part5:Latin/Cyrillic
alphabet)

ISO/IEC19762 信息技术 自动识别与数据采集技术 统一词汇[Informationtechnology—

Automaticidentificationanddatacapture(AIDC)techniques—Harmonizedvocabulary]

3 术语、定义、符号和数学/逻辑符号

3.1 术语和定义

ISO/IEC19762和GB/T12905—201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码字 codeword
二维条码字符的值。由条码逻辑式向字符集转换的中间值。
[来源:GB/T12905—2019,2.54]。

3.1.2 
模块 module
一维条码和层排式二维条码中符号字符的最窄构成单元,或矩阵式二维码中最小的信息承载单元。
[来源:GB/T12905—2019,2.29]。

3.1.3 
图形随机化 patternrandomising
为了提高符号的可译码性,按照本文件给出的伪随机化算法,对原始的编码码字序列进行的特定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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