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体标准《自动化分拣系统信息模型 

通用规范》编制说明 

一、标准编制工作简况 

2022 年 7 月团体标准《自动化分拣系统信息模型通用规

范》立项，归口于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创新联盟。该标准由顺

丰科技有限公司牵头并组织起草，标准起草工作组由顺丰速

运有限公司、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海

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邮

科技有限公司、嘉里物流联网有限公司、丰豪供应链（香港）

有限公司、丰修科技（澳门）有限公司、京东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日日顺供应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圆通速递有限公司。 

二、标准立项的必要性 

随着物流行业的飞速发展，分拣系统已被大规模应用，

其具有或产生的各类数据，可深加工产生巨大价值。同时业

内对系统利用的深层价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产生了比如设

备资产管理、预测性维护、精益生产等衍生应用。但由于各

设备厂商的需求和技术差异，大量的分拣数据、设备、业务、

服务采用不同的数据描述方式，导致数据异构化、设备异构

化、应用异构化等问题，阻碍了产业发展，主要体现在： 

——数据价值低：数据具有完整性差、表述方式不统一

等特性，使得数据解析与共享困难，导致数据利用效率低下，

数据价值无法充分利用； 

——业务复制成本高：不同设备的标准各异，设备接入

开发成本高、时间长，且新增应用需要针对不同的标准多次



定制开发，造成业务的复制成本增高； 

——产业链合作难：不同厂家之间的接入协议、数据模

型数量众多且各自封闭，产业链内部自成体系，使得产业链

各主体间协作困难，设备联动及维护难度大，服务兼容性差，

严重影响用户体验。 

为解决以上痛点，本文件制定了分拣系统信息模型，确

立了分拣系统信息模型的构成和建模规则，规定了直线分拣

系统信息模型和交叉带分拣系统信息模型。本标准的发布，

可促进物流设备标准化、数字化发展，同时助力企业精益生

产、降本增效。 

三、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1.标准符合《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相关要求； 

2.标准具备科学性、先进性，并联动港澳、广泛适用于

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 

（二）主要内容： 

章节 标题 主要技术内容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分拣系统信息模型的术语和定

义，确立了分拣系统信息模型的构成和建模规

则，规定了直线分拣系统信息模型和交叉带分

拣系统信息模型。本文件适用于指导物流行业

分拣系统信息模型的开发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18354  物流术语 

GB/T 35738  物流仓储配送中心输送、分



拣及辅助设备 分类和术语 

GB/T 40209  制造装备集成信息模型通

用建模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信息模型、自动化分拣系统、自动分拣总控系

统、设备等 

4 

自动化分拣系统信

息模型的构成和建

模规则 

自动化分拣系统的构成、信息模型的建模规则 

5 
直线自动分拣系统

信息模型 

直线自动分拣系统总控系统信息模型、直线自

动分拣系统设备信息模型、直线自动分拣系统

通用组件信息模型 

6 
环形交叉带自动分

拣系统信息模型 

环形交叉带自动分拣总控系统信息模型、环形

交叉带自动分拣系统设备信息模型、环形交叉

带自动分拣系统通用组件信息模型 

（三）确定依据 

为提高粤港澳大湾区物流发展质量，推动现代物流体系

建设，该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参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等政策文件。 

四、标准有何先进性或特色性 

本标准规定了分拣系统信息模型由系统主体模型，设备



信息模型和系统组件物模型组成。其中设备信息模型由设备

主体模型和设备组件物模型构成。直线分拣系统由系统主体

模型，设备信息模型和系统组件模型构成，直线分拣系统信

息模型中的设备信息模型由单件分离机，通道式安检机，动

态称，视觉扫描器，RFID 扫描器，摆臂分流器等分拣设备和

通用运输机，伸缩带式输送机，翻转皮带机，摆轮分流机等

辅助设备组成；直线分拣系统信息模型中的系统组件物模型

由计算机组件，显示器组件，交换机组件，格口组件组成。

交叉带分拣机系统信息模型由系统主体物模型，设备信息模

型和系统组件物模型组成，其中的设备信息模型由交叉带式

分拣机，供件台，视觉扫码器，灰度仪等分拣设备和通用输

送机，伸缩带式输送机，翻转皮带机，摆轮分流机等辅助设

备构成；系统组件模型和直线分拣系统信息模型相同。该标

准规范物流分拣系统信息模型核心环节的设备模型和关键

信息模型。 

标准创新性地提出了物流中转从装卸、输送、理货、识

别、分拣等关键环节中涉及到的绝大部分核心信息的数字化

抽象，以及对象的特征和功能的标准化。其中单件分离机是

通过自动分离、拉距，将混堆包裹形成单件流的设备。单件

分离机信息模型由单件分离机主体和输送驱动组件、I/O 组

件、视觉成像组件、计算机组件物模型构成。摆臂分流器信

息模型由摆臂分流器主体和输送驱动 组件、位置驱动组件

物模型构成。动态称信息模型由动态称 主体和输送驱动组

件、I/O 组件、计算机组件、称重组件、体积测量组件物模



型构成。视觉扫码器信息模型由视觉扫码器主体和显示器组

件、输送驱动组件、I/O 组件、视觉成像组件、计算机组件

物模型构成。该标准对物流信息模型应包含信息对象的基本

属性，以及描述对象的基本特征、状态和能力提出对应的要

求和标准。 

五、标准在粤港澳三地调研、研讨、征求意见及

邀请三地专家审定的情况 

2022 年 7 月，编制组搭建了标准框架，并进行了任务分

工。编制组成员收集并研读了有关于分拣设备使用要求、自

动化分拣系统相关技术要求、信息模型的文献、标准等材料，

并针对自动化分拣系统的用户、设备提供商进行了访谈与调

研，综合考虑以上结果，确定了自动化分拣系统相关设备物

模型规则及组件的定义，形成了标准草案初稿。 

2022 年 8 月，编制组就标准草案初稿进行了多次讨论，

主要围绕文本的规范性、程序的科学性以及服务规范的合理

性。编制组根据讨论结果不断完善草案，进行内容上的更新、

格式上的修改，确保草案的高质量，最终基本确定初稿内容。 

2022 年 9 月，编制组就标准草案进行多次讨论后形成了

征求意见稿，并由深圳市标准化协会组织进行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公开渠道包括官网和微信公众号，征求意见时间为 1

个月。 

2022 年 11 月 24 日，深标协召开了《自动化分拣系统信

息模型通用规范》团体标准专家评审会，共邀请粤港澳大湾

区 5 名专家，经过讨论和质询最终输出 10 条意见，并形成



专家评审意见汇总处理表。编制组在会后依据专家意见对标

准进行了完善，形成标准报批稿。 

 

 

 

审查阶段意见汇总处理表 

文件名称 自动化分拣系统信息模型通用规范 文件种类 标准 

牵头起草

单位 

顺丰科技有限公司 立项日期 2022.08 

承办人 李进 职务/职称 

标准化

经理 

联系电话 18098908489 

序号 章条编号 意见内容 专家 处理意见 备注 

1 前言 

鉴于本标准在编制

过程中没有识别出

文件的内容涉及专

利，故需要在标准

前言中补充有关于

专利未识别的补充

信息 

但丹 采纳 

起草组将在

标准前言中

补充有关于

专利未识别

的补充信息 

2 第 1 章 
范围的描述建议与

章标题保持一致 
刘伟华 采纳 

起草组将按

照章标题修

改范围 

3 第 1 章 

为提高标准文献的

检索和应用，需要

考虑是否有必要在

标题或范围中增加

应用行业的内容 

黄曼雪 部分采纳 

起草组将在

范围中增加

物流行业 

4 第 3 章 

术语和定义内容较

多，编制组需逐个

认真检查，对于已

标注来源的术语，

需进一步确认准确

性 

黄承发，

黄曼雪 
采纳 

为提高标准

易读性，起草

组对术语进

行精简，将只

保留必要的

术语并确定



英文和定义

的准备性。 

5 第 4 章 

信息模型结构图的

层次性不够清晰且

包含设备不完整，

需按照系统实际情

况进行调整和补充 

李明 采纳 

为提高信息

模型表达清

晰性，起草组

将按直线分

拣系统和交

叉带分拣系

统分别绘制

结构图。 

6 第 4 章 

仅给出一二级建模

等级列表，无解释

说明，难以理解，

建议补充 

刘伟华，

李明 
部分采纳 

考虑到团体

标准具有一

定先进性，本

文件将直接

按照高等级

的建模规则

来规定信息

模型，并在前

言中补充说

明。 

7 第 5 章 

表格标题、表格中

出现的数学符号、

英文等建议仔细检

查纠正 

刘伟华、

黄承发 
采纳 

起草组将重

新按照模型

架构，调整表

格，并检查表

格内容，修改

表格编号。因

本标准会同

时编制英文

版，故删除表

格中的英文。 

8 附录 A 

对象类型定义表的

编号规则不够清

晰，建议调整 

李明，黄

承发 
部分采纳 

起草组重新

讨论后确定

删除该附录，

而在属性表

格中给出对

象编号的规

则 

说明：专家以评审会形式评审，共提出主要建议 8条，顺序号为 1-8。 

 



 

 

 

图一 粤港澳大湾区专家参与标准线上评审会 

 

六、重大分歧意见处理情况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技术指标设置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无具体量化技术指标。 

八、标准对比及采标情况分析 

无采标。 

九、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专利。 

十、标准信息变更说明 

无。 

十一、其他说明事项 

无。 

标准编制组 



2022 年 11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