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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模具 标识编码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模具行业工业互联网标识编码的组成、编码结构、各部分的编码规则以及对应代码表。

本文件适用于模具行业工业互联网标识编码体系建设以及标识对象信息的处理与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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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模具成品 finished mold product

经过组装完成可直接交付给客户用于量产的模具。

3.2

模具零部件 mold component

组成模具主要装配结构的零部件。

4 编码原则

4.1 唯一性

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内，标识编码应保证不重复，每一个编码仅对应一个对象。

4.2 兼容性

与国内已有的本行业相关编码标准应协调一致，保持继承性和实际使用的延续性。

满足相关信息系统之间进行数据交换的要求。

4.3 实用性

以满足本行业资源管理和信息交换为目标，编码规则应符合该行业的普遍认识，考虑企业信息化系

统建设和标识实际应用现状，设计相对全面、合理、有用的编码结构。

4.4 可扩展性

应根据本行业工业互联网应用需求，规划合理的编码容量并预留适当空间，以保证可在本编码体系

下进行扩展、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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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科学性

编码结构应简洁明确，必要时设置校验码位、安全码，以保证编码的正确性和安全性。编码结构一

旦确定，应保持相对稳定。

5 编码结构

5.1 模具

模具工业互联网标识编码采用Handle标识，由标识前缀和标识后缀两部分组成，前缀与后缀之间以

UTF-8字符“/”分隔，其中标识前缀由国家代码、行业代码、企业代码组成，用于唯一标识企业主体；

标识后缀由模具代码和其他（可选）组成，用于唯一识别标识对象，其结构见图1。

图 1 模具标识编码结构

5.2 模具零部件

模具零部件工业互联网标识编码采用Handle标识，由标识前缀和标识后缀两部分组成，前缀与后缀

之间以UTF-8字符“/”分隔，其中标识前缀由国家代码、行业代码、企业代码组成，用于唯一标识企业

主体；标识后缀由模具代码、零部件代码和其他（可选）组成，用于唯一识别标识对象，其结构见图2。

图 2 模具零部件标识编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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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标识前缀

标识前缀由国家代码、行业代码、企业代码组成，以UTF-8字符“.”分隔，其结构见图3。

图 3 标识前缀结构

标识前缀各代码段长度、数据类型及其代码含义见表1。

表 1 标识前缀组成

代码段 长度（字符） 数据类型 说明

国家代码 2位 字符型 需遵从标识体系和标识注册管理机构相关要求。

行业代码 3位 字符型 唯一标识制造业门类。

企业代码 ≤20位 字符型 唯一标识工业互联网运营单元。

7 标识后缀

7.1 模具

7.1.1 概述

模具成品的标识后缀由模具代码和其他（可选）组成，以UTF-8字符“.”分隔，其结构见图4。

图 4 模具产品标识后缀结构

7.1.2 模具代码

模具代码由类别代码、年份代码和模具顺序代码组成，长度为7位，编码结构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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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模具代码结构

模具代码各代码段的长度、数据类型和代码含义见表2。

表 2 模具代码组成

代码段 长度（字符） 数据类型 说明

类别代码 1位 字母 标识对象的类别，模具采用大写英文字母 M表示

制造厂代码 3位 字符型 标识模具制造工厂，由用户自定义

年份代码 2位 十进制数字 标识模具生产年份，用年份的后 2位数字表示

模具顺序代码 4位 十进制数字
标识模具生产顺序，由用户按照模具的生产顺序进行编码，不

足位用 0补齐

7.1.3 其他

其他项为可选，可用于标识模具的类型、材质、尺寸、工艺等基本属性，其代码由大写字母或十进

制数字组成，编码规则用户自定义。

7.2 模具零部件

7.2.1 概述

模具零部件的标识后缀由模具代码、零部件代码和其他（可选）组成，以UTF-8字符“.”分隔，其

结构见图6。

图 6 模具零部件标识后缀结构

7.2.2 模具代码

模具代码的结构组成见7.1.2。

7.2.3 零部件代码

零部件代码由部件分类码、零件分类码和零部件顺序代码组成，长度为7位，编码结构见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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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零部件代码结构

零部件代码各代码段的长度、数据类型和代码含义见表3。

表 3 零部件代码组成

代码段 长度（字符） 数据类型 说明

部件分类码 1位 字符型 标识模具部件大类，用户自定义

零件分类码 2位 十进制数字型 标识模具零件小类，用户自定义

零部件顺序代码 5位 十进制数字型
标识模具零部件生产顺序，由用户按照零部件的生产顺序进行

编码，不足位用 0 补齐

7.3 其他

其他项为可选项，可用于标识模具的类型、材质、尺寸、工艺等基本属性，其代码由大写字母或十

进制数字组成，编码规则用户自定义。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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