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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工业互联网标识信息规范 第8部分：服装》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介

（一）任务来源

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的积极推动，发展迅

速。其中，Ecode、GS1等主流工业互联网标识已经通过一维条

码、二维码、RFID、NFC等载体形式得到初步应用。目前，工业

互联网技术在中国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建立和发展纺织工业

互联网已是大势所趋。

服装业是广东省九大支柱产业之一,当前,广东服装业已逐步

发展成为高新技术应用和时尚创意集聚的现代都市型产业。总体

而言，广东省服装行业发展良好，产业结构明显优化，逐步形成

以创意为中心，生产、销售等环节为外围的同心圆产业组织结

构。然而，近年以来面临国内浙江等地和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

家服装行业的强力竞争，整体产业竞争力仍需进一步提升。

广东省佛山市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编码所、广东亿锋物联网

科技有限公司和广东省纺织工程学会紧扣工业互联网发展浪潮，

共同承担了广东省市场监管局项目《广东省纺织工业互联网物联

网编码服务标准化试点》，建设了Ecode物联网纺织行业公共服

务平台（www.ecodefz.com），可以利用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

的Ecode编码，为纺织、服装企业提供纺织服装行业的Ecode码编

码申请、编码下载、信息回传、编码查询、第三方接入、信息追

溯、防伪、数据分析、决策辅助等工业互联网大数据服务和个性

化应用服务。然而，若要真正建设纺织、服装行业的工业互联

网，进行跨企业、跨行业的应用，必然需要建立服装标识信息规

范，以解决服装的产品信息、物流信息、工艺信息、交易信息等

数据信息在企业间、行业间的交互问题。

本标准是参考了相关文献，并结合服装单位多年以来的作业

经验而制定的，是《纺织工业互联网标识信息规范》系列标准的

第8部分，在《纺织工业互联网标识信息规范 第1部分：基础信

息》的基础上扩展、规定了纺织工业互联网服装部分标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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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对纺织工业互联网服装部分标识信息的交换、查询、存储

和管理等。

2022年8月，广东省纺织团体标准技术委员会对团体标准

《纺织工业互联网标识信息规范 第8部分：服装》进行了标准制

定立项评审,并批准了本标准的修订立项。

（二）工作基础和相关起草过程

1. 工作基础

本标准由广东省佛山市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编码所、广东亿

锋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提出，通过对服装行业开展详细和细

致的调研，了解服装的信息要求，采纳多方分享的宝贵经验和建

议，作为本标准编制的重要参考。

2. 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起草工作组

广东省纺织团体标准技术委员会于 2022 年 9 月成立标准起

草工作组，开展本标准的立项、筹备、研发和研讨等组织工作。

（2）工作分工

本标准由标准起草工作组负责起草。

主要成员：龚悦、邓锦云负责标准各阶段文稿的指导制订与

修订完善。蔡卫旭负责标准起草组织工作，广东省纺织团体标准

技术委员会负责起草小组工作会议、调研工作的组织与筹备，并

提供服装行业的技术指导。劳志洺、甄健伟提供纺织工业物联网

服装实际数据应用参考，蔡卫旭、麦华浩、吴星宇、何颖嘉、杜

玉玲、戴璐嘉负责查阅、分析相关标准和文献，编写标准草案稿

和编制说明。

（3）起草过程

起草小组邀请参编单位和行业专家进行了标准内容探讨，规

定了制定计划、制定原则、 标准框架、标准主要内容。对影响

服装标识信息的主要方面进行了论证和调研，确定了标准研究路

线。对调研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组织对标准进行了对比分

析，确定了本标准编制思路和大纲。

2022年12月中起草小组完成了标准初稿，并邀请参编单位、

服装企业代表和专家对标准初稿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收集了相关

意见和建议。标准起草工作组根据收集到的意见进行了逐一讨论

和分析，对标准初稿完成了修改，于2023年1月形成了征求意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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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国内外有关法律法规和其它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是参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团体标准管理规

定，并结合服装从业单位的经验和技术水平而制定。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确定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在本标准编制中，坚持以下原则：

(1) 规范性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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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进行制定。

(2) 一致性

尽量与现行有效的国家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本系列标准第 1 部分，以及对纺织工业互联网标识信

息的具体要求保持一致。

(3)适用性

在保证应用安全性的前提下，促进科技进步，提高生产率和

降低生产成本，考虑现有纺织工业互联网的现状，制定与社会发

展要求相适应的规定。

(4) 可操作性

充分考虑我国纺织工业互联网技术现状和现有的分析条件、

技术水平、可能达到的程度，对服装标识信息要求做了最低的规

定，各企业可根据各自的安装技术和质量控制水平适当提高要

求，不宜做统一的规定，只宜进行引导性的规范，以便使标准更

具有可操作性。

（二）本标准主要参考的标准和文献

标准起草工作组广泛查阅相关标准和文献，借鉴相关可行性

的标准条款，主要参考资料如下：

GB/T 1335.1 服装号型 男子

GB/T 1335.2 服装号型 女子

GB/T 1335.3 服装号型 儿童

GB/T 5296.4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4部分：纺织品和服装

GB/T 6411 针织内衣规格尺寸系列

GB/T 8685 纺织品 维护标签规范 符号法

GB/T 15557 服装术语

GB/T 16160 服装用人体测量的尺寸定义与方法

GB/T 23560 服装分类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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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2670 电子商务交易产品信息描述 服装

GB/T 33745 物联网 术语

QB/T 2262 皮革工业术语

T/GDTEX 23.1 纺织工业互联网标识信息规范 第1部分：基

础信息

T/GDTEX 23.4 纺织工业互联网标识信息规范 第4部分：针

织布

（三）主要内容

章节主要内容如下：

1.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纺织工业互联网中服装标识信息的术语和定

义、元数据概念模型及信息描述。

本部分适用于纺织工业互联网中服装标识信息的交换、查

询、存储和管理等。

2.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1335.1 服装号型 男子

GB/T 1335.2 服装号型 女子

GB/T 1335.3 服装号型 儿童

GB/T 5296.4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4部分：纺织品和服装

GB/T 6411 针织内衣规格尺寸系列

GB/T 8685 纺织品 维护标签规范 符号法

GB/T 15557 服装术语

GB/T 16160 服装用人体测量的尺寸定义与方法

GB/T 23560 服装分类代码

GB/T 32670 电子商务交易产品信息描述 服装

GB/T 33745 物联网 术语

QB/T 2262 皮革工业术语

T/GDTEX 23.1 纺织工业互联网标识信息规范 第1部分：基

础信息

3. 术语

规定了 GB/T 15557、GB/T 32670、GB/T 33745、T/GDTEX

23.1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元数据概念模型

纺织工业互联网服装标识信息元数据概念模型参见附录 A。

纺织工业互联网服装标识信息元数据概念模型宜包括服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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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信息、服装通用信息、服装分类信息、工艺信息等。

5. 信息描述

以表格形式，对服装通用信息、服装分类信息、工艺信息等

信息的元数据元素的中文名称、英文名称、名称缩写、定义、数

据类型及格式、约束/条件、值域、最大出现次数和备注进行了

规定。

基础信息、术语和定义、缩略语、信息描述原则沿用本标准

第1部分内容，以保持本标准各部分的一致性，本文件不再赘

述。

6. 附录 A 纺织工业互联网服装标识信息元数据概念模型图

以关系图的形式，构建了纺织工业互联网服装部分标识信息

元数据概念模型图，给与读者构建纺织工业互联网服装部分标识

信息元数据概念模型的实际参考。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广东拥有众多服装生产企业、品牌企业和营销企业，而服装

标识信息的跨企业、跨行业应用，可以让服装供应链上下游企业

高效共享要素资源、优化供应链配置、降低成本、提高整体效

率，并推动传统纺织服装产业的转型发展，引领服装产业在全国

范围内的创新，增强广东本地纺织服装产业的技术创新与核心竞

争力。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

无。

七、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部分是在《纺织工业互联网标识信息规范 第 1 部分：基

础信息》基础上针对服装部分的标识信息扩充。针对服装部分的

标识信息描述，各单位可在本标准约定的标识信息的基础上进一

步扩充。

纺织工业互联网标识信息规范团体标准编制组

2023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