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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目前物联网编码标志存在的编码体系不统一、方案不兼容、局限于某些领域、无法实现跨行业、跨
平台、规模化的物联网应用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编码思想和体系。它抽象出一种提供位移的载体物

品和一般的实体物品，而现实中的产物品可以看做是由两者以不同方式的结合，对实体物品和载体物品采用统

一编码，就完成了对物品在生产和流通阶段的编码标志。基于云计算的解析服务系统对物品的所有者和状态的

信息进行动态更新，就能满足物联网对物品的实时监控和智能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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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联网是通过射频识别、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
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体与互联网

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

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使人们通过互联网能够监控处于

庞大网络中的物品运行状况，从而实现对物品的智能化、精确

化管理与操作。物联网统一标志是物联网建设的基石。物联

网编码标志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编码标志不统一，方案不兼容，

无法实现跨行业、跨平台、规模化的物联网应用。在国内物联

网示范工程的应用中，因为采用各自系统的编码方案，所以当

需要实现跨系统、跨平台、跨地域的互联互通时，就会遇到编码

标志不统一这一瓶颈问题。随着物联网应用的深入，跨系统、

跨平台、跨地域之间的信息交互、异构系统之间的协同和信息

共享会逐步增多，建立统一物联网编码标志体系已成为共识。

目前对编码标志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现存的编码体

系进行稍加修改，以适用于某一方面［１～３］，本文在研究各个编

码体系思想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编码体系和思想，以

解决全球物联网发展中物品的统一编码问题。

!

　传统编码体系及物联网编码要求

在理论上，现有物品标志的标准之所以种类繁多，是由于

物品编码标志的研究还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框架，各编码体

系针对特定的应用领域和行业，造成了标志方法之间存在很大

的差异，当前多种编码标志方案（ＥＰＣ、ＵＩＤ、ＣＰＣ、ＭＣｏｄｅ、ＩＳＯ
等）并存，ＥＰＣ标准侧重于物流管理和库存管理；ｕＣｏｄｅ没有固
定的编码规则，可用于库存管理、信息发送、接收以及产品和零

部件的跟踪管理等；ＣＰＣ商务产品编码体系针对贸易界、零售
业、物流业，为每一个企业及产品赋予唯一的编码；ＭＣＯＤＥ是
韩国提出的，在移动商务领域使用 ＲＦＩＤ的编码，目前主要应
用在韩国移动商务领域。此外，编码体系包含多种分级结

构［４］，而且每种类型的分级结构也不尽相同，更为复杂的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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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编码中的一种又分为很多种不同的子类型。它们都是针对

不同的应用领域，采用不同的编码标志方法，它们所用的编码

体系和思想差异很大，扩展性不强，无法用一种编码方法解决

所有领域的编码问题，尤其是不能满足新产品、新事物的分类

编码问题，且编码体系之间并不相互兼容。以上种种问题严重

阻碍了物联网的快速发展。因此，全球物联网的发展首先要对

每一个物品统一身份标志和建立一套完整编码体系。

物品编码系统是指由不同数据结构、不同应用领域、不同

承载方式的物品编码构成的系统，该系统是国家物品识别网络

的基石，用于为上层自动识别系统提供数据采集内容。文献

［５］提出了建立物联网的物品编码体系需具备以下特性，才能
满足物联网建设的需求：

ａ）科学性。物品编码体系的建立需遵循人类认识事物的
基本方法和一般规律，首先应对物品编码体系的各构成要素及

其关系进行透彻的研究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归纳和分析对象

并将两者结合起来，建立一个结构明确、易于使用和维护的体

系框架，使得体系之间各要素的联系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物品

编码体系客观反映了我国目前编码发展现实状况，可满足不同

层次的信息化发展需求，是一个科学的编码体系。

ｂ）兼容性。物联网是实现所有物与物之间信息交换的途
径。这就必然要求物品编码体系能实现内容各子系统的兼容，

尤其是在开放流通领域中，各编码系统的兼容是打破信息孤

岛、实现信息共享的必然要求。

ｃ）全面性。物品编码体系需面向各行各业的所有物品，
如能源、化工、服装等行业。它是一个全面的编码体系，可以在

物品的贸易运输、商品结算、产品追溯等多个环节应用。

ｄ）可扩展性。按照实际发展情况和需求变化，物品编码
体系需满足扩展性要求，保留一定的扩展位，为新的物品编码

的需求提供发展空间和方向。

ｅ）国际性。全球化的发展必然要求各国之间对物联网的
建设相互合作、相互支持。在物品编码领域，由于需确保物品

编码在全球的唯一性，要求各国协商一致，根据各国的市场与

需求合理分配代码。这需要一个国际机构统一组织管理，推动

物品编码实现国际化，积极引导物联网的建设。

ｆ）无歧视性。不管采用全数字还是字母结合的形式，物品
编码都不受地方色彩、语言、经济水平、政治观点的限制，它是

无歧视性的编码。

&

　统一编码体系思想

根据物联网目前发展的需要，如何以最简洁的编码形式标

志物品尽可能多的信息，同时满足将来社会的需求，这将大大

简化物联网标志体系的后续工作，如标示、识别、解码等，方便

兼容或者转换在某些领域的编码体系，并在全球物联网发展中

将产生深远影响。物质是指在人们的意识之外独立存在又能

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物品作为具有使用价值的物

质，种类繁多，数目庞大，而且新物品层出不穷，为了方便人与

物、物与物之间的信息交流，方便人类的生产生活，为每一个物

品确定一个“身份”统一编码是物联网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物质存在的形式，即运动和静止。一切物质处于运动中。

因此，物质的存在形式是运动，物品出产后，物品的运动形式主

要表现在位置的变化和使用价值的损耗。在商品经济中，商品

形成后，一般要进行价值交换，即物品所有权的变更，然后随着

人们使用，获取使用价值，最后废弃消失。因此，描述物品的信

息因素主要有产生、位移、物权变化、使用价值的损耗等状态

信息。

&


!

　物品抽象分类

物品从生产到实现其使用价值的过程中，一般都会有位置

的变化即位移。位置的变化是通过物品的运动实现的。按照

物品的运动属性———能否为其他物品提供位移服务，可分为：

能为其他物品提供位移服务的称为载体；否则称为实体。从载

体抽象出各种各样的位移服务———载体物品，例如 Ｔ１１０列车
是从上海站到北京站的载体，从物质的运动形式上看，它其实

就是上海铁路局提供的把乘客或者货物的物理位置由上海变

成北京的一种作用因子，这种作用因子本文称之为载体物品。

这里定义的实体物品则是一般的商品。从这个分类角度分析，

世界上所有物品生产厂商分为：ａ）利用原材料生产实体物品；
ｂ）利用各种各样的载体为物品提供位移服务。对这两类物品
编码，就完成了物品在生产和流通阶段的身份标定。

实体物品与载体物品的关系如下：

ａ）实体物品之间可以通过有机组合形成新的物品，如波
音的零件厂商生产的物品最终组装成波音飞机。

ｂ）载体物品之间能够相互搭载，例如物流行业提供的就
是从甲地到乙地的位移；又如中国邮政从甲地到乙地的邮件，

可以借助铁路或者民航提供的这种位移服务。

ｃ）实体类物品借助载体类物品运动，现实中表现为位移。
例如网购的商品，通过物流的公路、铁路、航空等提供载体类产

品最终到达消费者。

ｄ）载体物品是厂商通过实体物品提供的。例如，铁路局
通过实体物品火车，为实体物品提供位移服务。

纵观全球的物品，实体类物品在厂家生产后，借助载体类

物品到达消费者。交易后，也就是物权变化后，最终人们获取

物品的使用价值，然后变成无用之物，退出人类的生活。在销

售和消费阶段涉及到位置的变化、所有权的变化，以及在使用

过程中状态信息的变化。本文提出的编码体系由物权所有者

对其物品的状态信息进行动态更新，以满足物联网中物品信息

的实时性。

"

　统一编码体系方法

实体类载体物品和载体类实体物品具有共同的编码要素，

因此采用相同的方法编码。下面按照物品编码的组成要素：地

理坐标、物品类别代码、单件物品代码，逐一介绍编码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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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体物品编码方法

１）地理坐标
物品的来源是相对固定唯一的，例如产地或者工厂，相对

于地球这个参考系，它的地址是固定的，可以由经度、纬度、高

度唯一确定，同样也确定了国家、地区、邮政编码、街道号等生

产厂商注册的信息。因此，公司注册时，在现有信息的基础上，

再加上其所在地理坐标，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映射：地理坐标

→
ｆ
生产单位。由于地球表面上的坐标点是无限的，它确定无

数个生产厂商，而且也能容纳未来可能出现的单位，还能解决

由于未来社会发展带来的编码扩展的问题，一劳永逸。这种新

型编码方法打破了传统的国家、地区的编码歧视、注册先后顺

序不公平等问题。这个信息用于编码中，简单明了，节省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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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后续工作。其用公式表示为

ｆ（ｘ，ｙ，ｚ）→ｅ，ｅ∈Ｅ （１）

其中：ｘ表示纬度；ｙ表示经度；ｚ表示相对于地表高度（适用在
高层建筑中，厂商在同一坐标上，可以省略）；ｅ表示某个生产
厂商；Ｅ表示全球现存的或者未来出现的物品生产厂商。
２）物品类别代码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物质财富

迅速膨胀，产生的物品种类急剧增长，种类繁多，用途多样；现

在的编码体系包括由联合国统计署制定的《产品总分类》，很

难对其作出准确的分类，尤其是对将来出现在未知领域的物

品。因此，传统的编码方法面临着严峻挑战。

本文提出一个新的方案用于解决传统编码在物品分类方

面出现的问题。具体以某个生产厂商ｅ，从诞生到消逝即整个
生存过程中，生产的物品种类十分有限，因此只需要把 ｅ生产
的物品种类按照先后顺序进行编号，就可以建立从物品种类编

号到这种物品的详细信息（物品种类名称、品牌 、原料、运输、

加工、有效期、重量、尺寸等）。函数表示为

ｆ（ｘ，ｙ，ｚ，ｍ）→Ｍ，Ｍ∈｛Ｍ｝ （２）

其中：ｘ表示纬度；ｙ表示经度；ｚ表示相对于地表高度；ｍ表示
生产厂商ｅ所生产的某种产品的编号；Ｍ表示编号为 ｍ的这
类产品所对应的详细信息（物品种类名称、品牌 、原料、运输、

加工、有效期、重量、尺寸等）；｛Ｍ｝表示生产厂商ｅ的产品种类
详细信息的集合。

３）单件物品代码
现实生活中，企业所生产的某种类型的产品往往很多，都

需要对每个产品进行编号，假设某生产厂商ｅ生产的编号为ｍ
的这类型产品中，按照顺序进行编号，同样可以建立该产品的

编号ｎ到这个产品的信息Ｎ（如生产日期等）的映射。函数表
示为

ｆ（ｘ，ｙ，ｚ，ｍ，ｎ）→Ｎ，ｎ∈｛Ｎ｝ （３）

其中：ｘ表示纬度，ｙ表示经度，ｚ表示相对于地表高度，ｍ表示
生产厂商ｅ所生产的某种产品的类别编号，ｎ表示某类中第 ｎ
个物品的个体编号，｛Ｎ｝表示生产厂商 ｅ的具体一个产品的详
细信息的集合。

综上所述，通过地理位置、类别编号、物品编号能够指向确

定的某个物品的详细信息。把所有的 Ｅ、Ｍ、Ｎ建立数据库，即
建立了编码和物品之间的解析环节。其中由物品的生产厂商

负责为每一个产品分类和单品分配唯一的、不重复的类别代码

和单件物品代码。因此，统一编码体系的物品代码是由地理坐

标、类别代码和单品序列号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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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体物品编码方法

采用和实体物品同样的编码方法，可以完成载体物品的编

码，只是它们的代码对应的解析信息有所不同。

１）地理坐标
ｆ（ｘ，ｙ，ｚ）→ｅ，ｅ∈Ｅ

其中：ｘ表示纬度；ｙ表示经度；ｚ表示相对于地表高度（高层建
筑中，厂商在同一坐标上，可以省略）；Ｅ表示全球现存的或者
未来出现的载体物品生产厂商；ｅ表示某个生产厂商。
２）物品类别代码

ｆ（ｘ，ｙ，ｚ，ｍ）→Ｍ，Ｍ∈｛Ｍ｝

其中：ｘ表示纬度；ｙ表示经度；ｚ表示相对于地表高度；ｍ表示
载体生产厂商 ｅ所提供的某种载体的编号；Ｍ表示编号为 ｍ

的这类产品所对应的详细信息（起点、终点 、始发时间、到达时

刻等）；｛Ｍ｝表示生产厂商ｅ的载体种类的详细信息的集合。
３）单件物品代码
现实生活中，企业所生产的某种类型的产品往往很多，都

需要对每个产品进行编号，假设某生产厂商ｅ生产的编号为ｍ
的这类型产品中，按照顺序进行编号，同样可以建立这个产品

的编号到该产品的信息（载体搭载的实体物品信息、所有者、

它的状态信息）。函数表示为

ｆ（ｘ，ｙ，ｚ，ｍ，ｎ）→Ｎ，ｎ∈｛Ｎ｝

其中：ｘ表示纬度；ｙ表示经度；ｚ表示相对于地表高度；ｍ表示
生产厂商ｅ所生产的某种产品的类别编号；ｎ表示某类物品的
个体编号；Ｎ表示具体载体物品的详细信息（载体搭载的实体
物品信息、所有者、它的状态信息）；｛Ｎ｝表示生产厂商 ｅ的具
体一个产品的详细信息的集合。

综上所述，物品编码方法与解析信息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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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实体物品和载体物品的不同结合方式的编码方法

１）实体物品之间
实体物品之间可以通过有机组合形成新的物品。假设不

同生产单位的产品Ａ１，Ａ２，…，Ａｎ，经过其他生产厂商的有机组
合，生产出新的产品Ｂ。则 Ｂ按照上述方法编码，它的解析信
息除了必要的说明信息外，还应直接包含 Ａ１，Ａ２，…，Ａｎ的代
码，便于逐一查出物品 Ｂ的详细信息。如果 Ｂ再和其他产品
结合，形成新的物品，则新物品的编码方法不变，解析信息应包

含Ｂ的代码。更复杂的物品，应采用上述循环嵌套的方法进
行编码解析。

２）载体物品之间
载体物品之间能够相互搭载。假设某厂商的载体物品 Ｃ

从甲地到乙地，需要借助其他单位的载体物品 Ｄ提供的某段
位移服务，则Ｄ的编码方法和载体物品的编码方法一样，不同
的是在Ｄ代码对应的解析信息中，要包含 Ｃ的代码，两者的状
态信息相关联。例如，Ｄ的状态信息中，位置发生更新时，从 Ｃ
的代码查到的状态信息中，其位置将作相应的变化。多重搭载

的物品编码解析方法以此类推。

３）实体物品与载体物品
实体类物品，借助载体类物品运动，在现实中表现为位移。

载体物品以实体物品为依托，为其他实体物品提供位移服务。

假设载体物品Ｃ为实体物品Ｅ提供某位移服务，Ｃ所依托的实
体物品Ｆ是某交通工具。那么Ｃ的解析信息中应包括 Ｆ和 Ｅ
的代码。从Ｅ的代码可以获取载体物品Ｃ和交通工具Ｆ的信
息。而它们的解析信息中文字说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综上所述，通过对实体物品和载体物品的编码就完成了商

品从生产单位到消费者的所有编码任务，同时也完成了每个物

品身份的标志。在商品经济中，物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涉及物

权的转移，物品在其使用价值消耗过程中，又有物品的状态信

息。因此，在销售和使用阶段，只需要对其拥有者和状态信息

进行动态更新，就能满足物联网对物品的智能化识别、定位、跟

踪、监控和管理，使人们通过互联网能够监控物品运行情况，从

而实现对物的智能化、精确化管理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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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基于云计算的解析服务系统［６］

云平台是云计算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作为云计算服

务的基础，管理着数量巨大的底层物理资源，以虚拟化的技术

来整合一个或者多个数据中心的资源，屏蔽不同底层设备的差

异性，统一分配和调度计算资源、存储资源与网络资源，以一种

透明的方式向用户提供包括计算环境、开发平台、软件应用在

内的多种服务。在使用者看来，云平台的资源是无限扩展的，

用户可以利用各种终端设备通过网络接入到云平台，随时获

取、实时使用、按需扩展计算和存储资源。

物联网通过覆盖全球的传感器、ＲＦＩＤ标签技术实时感知海
量数据，并能通过汇聚、挖掘与智能处理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为

不同行业的应用提供智能服务。物联网数据具有海量、多态、动

态、关联的特点。全球数以万计的生产厂商，每时每刻都在进行

物品的生产，于是在物流运输方面，物品的动态信息在变化；商

品交易方面，物品所有者也在变化；在人们获取其使用价值时，

物品的状态信息也会变化。这些物品的数据需要同步到云上，

因此要利用数据中心与计算平台存储、管理物联网的海量数据，

并对物品的编码进行解析服务，然后反馈需要的物品信息。

本文所描述的编码方法就是把单品编码与它所对应的信

息建立映射关系，如式（１）～（３）所示。单个物品的信息就由
ｅ、Ｍ、Ｎ以及物品所有者和物品的信息组成，物品的状态信息
随物品所有者动态更新。用户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物品情况下

载合适的数据库资源，进行动态更新，以满足解码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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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编码体系的特点

在本文提出的编码体系中，以地理坐标确定生产厂商，打

破了其他编码体系中国家、地区的限制，建立起三维空间坐标

点与全球的厂商单位一一对应，并且能够无限扩展系统。物品

类别代码由厂商决定，不再受国际组织制定的各种物品分类标

准的束缚，克服了现在分类标准对未来新领域新事物界定不明

确的缺点。此编码体系只有三段编码要素，代码简洁，利用云

计算技术进行物品代码解析，速度更快。对实体物品的抽象分

类，并且每类都采用相同的编码方法，打破了不同行业和不同

领域的限制，突破了现存编码体系分类标志不统一，方案不兼

容，无法实现跨行业、跨平台、规模化的物联网应用。

#

　结束语

本文分析了现存编码体系的利弊和现实生活中物品属性，

提出一种新型的统一编码体系和思想，抽象出载体物品和实体

物品，并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应现实中四种情况的编码

问题，采用同一种新的编码方法，解决了物品的生产和流通阶

段的统一编码难题。进一步解释了物品在销售和使用阶段解

析信息的更新方法，满足物联网每一个物品情况的实时监控和

智能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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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２７０６页）ＧＰＳ数据进行有效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实现的
移动位置历史挖掘和异常检测系统能够分析并可视化展示候

鸟迁徙过程中产生的经停地分布、每一个经停地对候鸟迁徙的

重要性以及移动序列分布；ｂ）提出了一种移动序列相符度计
算方法，可视化展现该计算结果后，可轻松发现常见移动模式

和异常行为，为生物学家进行动物监测和分析提供了基础。目

前，在该系统所采用的建模方法中，在提取移动序列时只考虑

了序列的顺序，没有考虑候鸟栖息在各个经停地的时间顺序，

而后者也应该是计算移动序列相符度时应该考虑的因素。在

接下来的工作中，会逐步完善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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