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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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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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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华标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优思物联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优荑众创实业（深圳）有限公司、优思物码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保億国际有限公司、北

京物联网学会、江苏新美星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无锡瑞芯微电子有限公司、南京华创包

装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深圳云里物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易朴飞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瑞迪莱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涛、胡文贵、陈雁缇、廖品华、孙铭蔚、王志良、何云涛、印刚、

刘惠山、许俪馨、龙招喜、高雅、王玉祥。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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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建立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体系标准旨在提出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在物联网领域应用的

体系框架和遵循原则，有效规范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的编码规则、不同应用领域中对标识编

码信息的采集与识别及信息服务管理，促进快速推广此类标识的商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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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体系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体系框架构成，并规定了此体系框架中智能广播物联

网标识的编码规则、感知与控制部分的信息类型及传输等相关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体系在各应用领域的设计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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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3745 物联网 术语 

GB/T 37056 物品编码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33745、GB/T 3705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能广播物联网  intelligent broadcast IoT 

通过蓝牙标签等主动通信类智能标识装置实现物品信息采集传输而构建的物联网。 

3.2 

    载体  carrier  

存储标识或其他数据的物理实体或虚拟实体。 

注：如蓝牙标签、RFID 标签、条码，二维码等。 

3.3 

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体系  identification system of intelligent broadcast IoT  

适用于智能广播物联网的标识赋码、识读、存储、解析体系。 

3.4 

物联网网关  IoT gateway 

物联网中执行互联网协议和蓝牙等接入层协议，可对标识数据进行解析、过滤、计算、

存储、加密和协议转换的多协议智能设备。 

3.5 

关联  connect 

物品与标识之间、不同数据类型之间指向同一物理实体或虚拟实体所发生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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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体系框架 

4.1 总体要求 

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体系框架是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体系的结构基础。智能广播物联

网标识体系框架遵循物联网应用系统的共性需求及特征，为应用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的物联

网体系设计提供参考。 

本文件对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体系框架中的标识部分给出标识编码和编码规则的描述，

感知与控制部分给出相关设备与通信要求描述，信息服务部分给出信息服务内容和相关技术

描述，从而规范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体系的应用实现。 

4.2 框架结构 

本标准所包含的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体系框架由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感知与控制和

信息服务三部分组成，见图 1。  

 

图 1 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体系框架 

CS
TE



 

T/CSTE 0075—2020 

3 
 

4.3 关联关系 

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体系框架各部分之间的关联关系见表 1。 

表 1 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体系关联关系描述 

序号 对象名称 关联关系描述 
关联关系

属性 

1 
智能广播标识

载体 

智能广播物联

网标识编码 

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编码通过本关联与智

能广播标识载体中的软硬件系统（如标签

内存、外接芯片等），以协议和（或）数

据通信类接口的方式实现数据写入、存储

和读出，协议主要包括蓝牙协议、射频协

议，数据通信类接口主要包括串口、USB

接口等。 

通信连接 

2 智能广播标识 采集与识别 

采集与识别中软硬件系统（如网关、手机）

通过本关联与智能广播标识中的标识编

码、扩展信息，以数据通信类接口（如标

签附着绑定关系、空间位置绑定关系等）

实现关联绑定的感知信息交互。 

通信连接、

逻辑关联 

3 采集与识别 物联网网关 

物联网网关中软硬件系统通过本关联与采

集与识别设备获取的智能广播标识及扩展

信息实现关联感知、控制信息交互。 

通信连接 

4 物联网网关 工控系统-组网 
工控系统-组网中软硬件系统通过本关联

与物联网网关实现设备控制和信息交互 。 
通信连接 

5 工控系统-组网 行业应用 

行业应用软硬件系统通过本关联与工控系

统-组网设备系统实现设备控制和信息交

互。 

通信连接 

6 行业应用 信息服务云 

信息服务云的软硬件系统通过本关联实现

对行业应用软硬件系统的信息交互、维护、

解析和管理信息交互。 

通信连接 

5 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 

5.1 总体要求 

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是基于蓝牙标签等主动通信类智能标识载体，实现物品信息唯一

身份代表、可被采集识别的物联网标识，遵循物联网领域物品标识共性需求及特征。 

本文件描述了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组成、关联关系和标识载体，规范了智能广播物联网

标识的应用实现。 

5.2 智能广播标识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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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广播标识载体应为具备主动广播、应答功能且有一定数据存储、处理、传输能力的

标识载体，包含但不限于蓝牙标签、有源 RFID 标签等。智能广播标识载体应通过通讯协议

主动广播、被动广播、应答或通过具体协议定义的工作模式全部或部分传输所包含的智能广

播物联网标识编码数据，从而建立通信链路；智能广播标识载体应支持标识数据信息扩展的

安全存储和控制传输。 

智能广播标识载体基于主动广播标签或装置，对通用标识载体有兼容性，通用标识载体

是可存储数据信息、基于被动采集、识别的标识载体，包含但不限于条形码、二维码等。 

5.3 标识组成 

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由智能广播标识载体和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编码组成，见图 2。智

能广播物联网标识载体与标识编码信息应一一对应并绑定，防止二者分离，以保证追溯信息

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图 2 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框架 

5.4 关联关系 

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框架中各部分之间的关联关系如表 2 所示。 

表 2 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关联关系描述 

序号 对象名称 关联关系描述 
关联关系

属性 

1 
智能广播标识

载体 

智能广播物联

网标识编码 

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编码通过本关联与智

能广播标识载体中的软硬件系统（如标签

内存、外接芯片等），以协议和（或）数

据通信类接口的方式实现数据写入、存储

和读出，协议主要包括蓝牙协议、射频协

议，数据通信类接口主要包括串口、USB

接口等。 

通信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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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关联关系描述（续） 

序号 对象名称 关联关系描述 
关联关系

属性 

2 通用标识编码 
智能广播物联

网标识编码 

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编码与通用标识编码

中的标识编码，通过本关联实现不同系统

中标识编码的数据的对应关系。 

逻辑关联 

3 扩展信息 
智能广播物联

网标识编码 

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编码中的标识编码与

扩展信息（如传感信息）通过数据通信类

型接口的方式实现关联绑定。 

通信关联 

 

6 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编码 

6.1 总体要求 

   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编码规则遵循物联网物品标识编码规则的唯一性要求，从编码原则、

编码结构、标识代码编制和标识代码承载方式上对标识编码提出进一步要求，规范智能广播

物联网标识编码的应用。 

6.2编码原则 

   参照 GB/T 37032 中对编码的描述，在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体系中的标识编码通过赋予物

理实体或虚拟实体全局唯一的物品身份标识代码，对现有通用标识编码体系具备兼容性，可

扩展附加数据信息，如传感信息。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主要起到的功能是实现对物品的唯一

标识（identification），其唯一身份编码应满足如下的基本原则： 

a) 唯一性：对基本特征相同的物品（一类、一批或一个物品等）作为一个编码对象，

每一个编码对象分配一个代码； 

b) 稳定性：代码确定后，应在物品的基本特征没有发生变化时保持不变； 

c) 兼容性：在标识对象编码系统中，代码的类型、结构和编写格式应当统一。应与相

关标准的相关内容协调一致； 

d) 可扩展性：编码标识系统应能够在标准框架下，根据应用需求进行相关的扩展，包

括对附加代码、传感信息的支持和不同对象标识需求的支持。 

6.3编码结构 

6.3.1代码结构 

标识对象编码系统中的核心是物品唯一标识代码，为保证该编码在蓝牙通信协议上存储

传输的便捷性、应用适用性和广泛兼容性，该代码的总体结构定义为由三段代码组成的可组

配式代码，代码结构示意见图3. 

C1C2C3C4C5C6C7C8C9C10C11C12 G1G2G3G4G5G6G7G8G9G10G11G12 U1U2U3U4U5….Um-2Um-1Um 

图3 标识代码代码结构示意图 

6.3.2 编码字符集 

字符集采用由RFC 4648定义的Base 64编码字符集。 

6.3.3 链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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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段代码、G段代码、U段代码可以全部链接起来使用，也可以以C代码段为起始，与G代

码段或U代码段链接单独使用。 

a) C代码段：该段代码为物联网物品所有者标识，本文件中，该段代码 C1取 0，标识

长度为 12 位，支持所有物品所有者标识方案的编码转换和一一映射对应，后续代

码分为国家/行业代码段、企业唯一标识代码段两部分。 

b) G 代码段：该段代码为物联网物品类型唯一标识，本文件中，该代码段 G1取 0，长

度为 12 位，支持在某一物品所有者规定的物品种类标识方案的唯一编码和现有编

码的一一映射对应。后续代码为对象类目代码（G2与 G3）和种类唯一标识代码两部

分。 

c) U代码段： 该代码段为物联网单个物品的唯一标识，本文件中，该段代码最短为 8

个字符，最长为 64 个字符，可选长度可以为 8，16，20，24…64等 4 的倍数，采

用右对齐补零方式兼容其他编码方案。 相关唯一性由算法（如 UUID等公开算法或

非公开算法）、信息系统（企业编码系统、行业编码系统等）或现有唯一编码（已

存在的唯一编码方案）进行确定。 

6.4代码编制 

6.4.1编制原则 

唯一标识代码采用分级管理，保证物品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的应用唯一性和稳定性。 

6.4.2 物联网所有者标识的编制 

物联网所有者标识的唯一性由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体系管理机构进行保证，所有物联网

所有者标识由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管理机构或其授权机构进行分配或备案确认，确保物联网

所有者标识的全球唯一性。 

6.4.3物联网物品类型标识和单个物品标识的编制 

物联网物品类型唯一标识和单个物品标识由经管理机构确认的合格智能广播物联网物

品所有者负责分配和管理，物联网物品类型唯一标识和单个物品标识一经分配，在全球供应

链中不得重复分配代码，从而确保分配给特定物品的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在全球范围内的唯

一性和稳定性。 

6.4.4企业代码段编制 

智能物联网标识企业代码段应与智能广播标识载体名称建立关联关系。 

6.5 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代码的使用 

智能数据采集载体应将智能广播物联网物品标识作为一个整体代码进行存储和传输。当

智能数据采集载体具有其他传感信息或物品属性数据时，需要附加特定的信息标识符，与物

联网唯一标识一起进行传输。信息系统进行存储与交换时，物联网唯一标识应采用字符型数

据类型、作为一个数据项整体进行存储与传输。 

6.6 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代码的承载方式 

6.6.1 编码承载转换方法 

将完整标识代码按照代码顺序，转化为信息位流之后转化为8位字节形式进行芯片编码，

如承载数据载体未规定，则固定采用BE位序。 

6.6.2 C+G代码技术方案 

即C代码段和G代码段连用的技术方案，将两段代码转化为二进制形式后，首尾连接起来

后转化为18个 Octet Bytes。 

6.6.3 C+U代码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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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C代码段和U代码段连用的技术方案，将两段代码转化为二进制形式后，首尾连接起来，

转化为固定长度的 Octet Bytes。 

6.6.4 C+G+U的技术方案 

根据U的选择不同，确定不同的承载方式，将两三段代码转化为二进制形式后，首尾连

接起来，转化为固定长度的 Octet Bytes。 

6.6.5 附加编码与扩展信息标识问题 

标识代码中设定指定字段为附加编码信息和可接收扩展信息标识，如传感信息。 

7 感知与控制 

7.1 总体要求 

本文件描述了在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体系中，感知与控制应按照具备授权管理机制的数

据协议将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编码写入并存储于智能广播标识载体，通过多种采集和识别方

式感知智能广播标识载体中存储的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信息、读取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编码

信息及扩展信息，并通过具备授权管理机制的物联网网关的软硬件系统实现信息传输、操控

和信息处理。 

7.2 采集与识别 

参照 GB/T 37032 中对“采集与识别”的描述 ，在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体系中，采集

与识别是指按照数据协议和编码规则将编码存入主动广播的数据载体（包含但不限于蓝牙信

标、有源 RFID标签等），通过对应读写设备对主动广播的数据载体进行自动识别和主动采集，

读取编码信息并提供给物联网网关或信息服务进行处理的过程。智能广播物联网采集和识别

协议包含但不限于蓝牙通信协议、传感网络协议、位置信息协议、RFID空中接口协议等。 

7.3 物联网网关 

    参照 GB/T 33474 对“物联网网关”的描述，在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体系中，物联网网

关通过数据协议、加密协议和边缘计算技术实现对标识数据信息的数据传输、数据处理、安

全认证和管理。物联网网关设备感知端与信息采集系统应具有安全认证机制。 

7.4 工控组网 

通过物联网网关组成的局域网，用于信息传输、分布计算和数据管理。 

8 信息服务 

8.1 总体要求 

本文件描述了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体系中信息服务的组成及技术依据，规范了此系统中

可提供的信息服务类型及实现信息服务的技术方式。 

8.2 信息服务组成 

参考 GB/T 37032 对“信息服务”的描述，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体系中，信息服务由工

控系统和信息服务云实现。 

工控系统由带智能计算芯片的工控主板组成，可通过移动通信技术（包含但不限于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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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协议和区块链技术实现标识数据的局域性通信传播及标识信息处理。 

信息服务云基于云服务器平台，可完成对标识数据的所有信息服务，包含标识解析服务、

信息发现服务和为其他行业应用或第三方应用平台提供接入服务，如可引发供应链金融信贷、

保险服务等。 

8.3 技术根据 

依据 GB/T 33474 中物联网技术框架（见附录 A）,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体系技术框架将

物联网设计的主要技术分为应用、网络、感知和公共技术四个部分，见图 4。 

 

手机终端 计算机终端

显示系统 专用终端

I/O技术 人机工程

终端设计技术

行业/专业
应用设计

系统建模

系统分析

SOA中间件

应用设计技术

M2M平台 媒体分析

分布数据处
理

云计算

海量存储 数据库

应用支撑技术

认证授权

人工智能

数据挖掘

应
用
技
术

网
络
技
术

光通信网络 移动通信网（包含5G） 异构网 VPN 互联网

M2M网络 局域网 WIFI 自组织网络 总线网

感
知
技
术

感知数据处理技术

传感网 网关 模数转换 M2M终端 传感网中间件

采集控制技术

传感器 条码 RFID 智能设备接口 位置信息采集多媒体信息采集 激励源

公共技术

标识

安全

QoS

网管

蓝牙标签

蓝牙网关

区块链 边缘计算

 

图 4 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体系技术框架 

其中，为实现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体系基于智能广播物联网标识的系统服务，在物联网

技术框架的感知技术层面补充蓝牙标签和蓝牙网关，并修改“执行器”为“激励源”（微波

或激光），在网络技术层面移动通信网补充 5G，在应用支撑技术层面补充区块链技术和边

缘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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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物联网技术框架 

GB/T 33474将物联网设计的主要技术分为应用、网络、感知和公共技术四个部分，如

图 A.1所示。 

手机终端 计算机终端

显示系统 专用终端

I/O技术 人机工程

终端设计技术

行业/专业
应用设计

系统建模

系统分析

SOA中间件

应用设计技术

M2M平台 媒体分析

分布数据处
理

云计算

海量存储 数据库

应用支撑技术

认证授权

人工智能

数据挖掘

应
用
技
术

网
络
技
术

光通信网络 移动通信网 异构网 VPN 互联网

M2M网络 局域网 WIFI 自组织网络 总线网

感
知
技
术

感知数据处理技术

传感网 网关 模数转换 M2M终端 传感网中间件

采集控制技术

传感器 条码 RFID 智能设备接口 位置信息采集多媒体信息采集 执行器

公共技术

标识

安全

QoS

网管

 

图 A.1 物联网技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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