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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燉Ｔ２０００１《标准编写规则》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 １部分：术语；
——第 ２部分：符号；
——第 ３部分：信息分类编码；
——第 ４部分：化学分析方法。
本部分为 ＧＢ燉Ｔ２０００１的第 ３部分，代替 ＧＢ燉Ｔ７０２６—１９８６《标准化工作导则 信息分类编码标准

的编写规定》。本次修订按照 ＧＢ燉Ｔ１．１—２０００对原标准进行了重新调整，并增加了一些具体内容，主要

修改如下：
——修改了标准的中、英文名称。标准名称改为《标准编写规则 第 ３部分：信息分类编码》；
——标准的总体编排和结构按 ＧＢ燉Ｔ１．１—２０００进行了修改；
——增加了目次、前言和第 ３章“术语和定义”；
—— 对原标准的结构进行了修改，原第 ４章“信息分类编码标准的构成”改为第 ５章“结构”，原第

３、５、６、７、８章改为第 ６章“起草”、第 ７章“分类与代码表编写的格式、要求和细则”和第 ８章

“编排格式”；
——除根据 ＧＢ燉Ｔ１．１—２０００对标准的要求增加和修改了相应的内容外，根据信息分类编码标准

化发展的需要还适当增加和修改了相应的条目；
——修改了附录 Ａ；
——增加了参考文献。
ＧＢ燉Ｔ２０００１是标准化工作导则、指南和编写规则等系列国家标准之一。下面列出了这些国家标准

的预计结构及其对应的国际标准、导则、指南，以及将代替的国家标准：
ａ） ＧＢ燉Ｔ１《标准化工作导则》

—— 第 １部 分：标 准 的 结 构 和 编 写 规 则（ＩＳＯ燉ＩＥＣ导 则 第 ３部 分，代 替 ＧＢ燉Ｔ １１—１９９３、
ＧＢ燉Ｔ１２—１９９６）；

—— 第 ２部 分：标 准 的 制 定 方 法 （ＩＳＯ燉ＩＥＣ 导 则 第 ２部 分，代 替 ＧＢ燉Ｔ １３—１９９７、
ＧＢ燉Ｔ１７—１９８８）；

——第 ３部分：技术工作程序（ＩＳＯ燉ＩＥＣ导则第 １部分，代替 ＧＢ燉Ｔ１６７３３—１９９７）。
ｂ） ＧＢ燉Ｔ２００００《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１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词汇（ＩＳＯ燉ＩＥＣ指南 ２，代替 ＧＢ燉Ｔ３９３５１—１９９６）；
——第 ２部分：采用国际标准的规则（ＩＳＯ燉ＩＥＣ指南 ２１）；
——第 ３部分：引用文件的规则（ＩＳＯ燉ＩＥＣ指南 １５，代替 ＧＢ燉Ｔ１２２—１９９３）；
——第 ４部分：标准中涉及安全方面内容的编写（ＩＳＯ燉ＩＥＣ指南 ５１）；
——第 ５部分：产品标准中涉及环境方面内容的编写（ＩＳＯ燉ＩＥＣ指南 ６４）。

ｃ） ＧＢ燉Ｔ２０００１《标准编写规则》
——第 １部分：术语（ＩＳＯ１０２４１，代替 ＧＢ燉Ｔ１６—１９９７）；
——第 ２部分：符号（代替 ＧＢ燉Ｔ１５—１９８８）；
——第 ３部分：信息分类编码（代替 ＧＢ燉Ｔ７０２６—１９８６）；
——第 ４部分：化学分析方法（ＩＳＯ７８２，代替 ＧＢ燉Ｔ１４—１９８８）。

本部分的附录 Ａ是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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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由中国标准研究中心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标准研究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冯卫、李小林、胡嘉璋。
ＧＢ燉Ｔ７０２６于 １９８６年 １１月首次发布，２００１年第一次修订并重新确定标准号为 ＧＢ燉Ｔ２００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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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写规则

第 部分：信息分类编码

 范围

ＧＢ燉Ｔ２０００１的本部分规定了信息分类编码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
本部分适用于信息分类编码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编写；企业标准的编写可参照使用，非

信息分类编码标准中含有信息分类编码内容的章、条也可参照使用。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 ＧＢ燉Ｔ２０００１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ＧＢ燉Ｔ１１—２０００ 标 准 化 工 作 导 则 第 １部 分：标 准 的 结 构 和 编 写 规 则（ＩＳＯ燉ＩＥＣ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ｓ，

Ｐａｒｔ３，１９９７，Ｒｕｌ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ｄｒａｆｔｉｎｇ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ＮＥＱ）
ＧＢ燉Ｔ７０２７ 信息分类编码标准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ＧＢ燉Ｔ１０１１３ 分类编码通用术语

 术语和定义

ＧＢ燉Ｔ１．１—２０００第 ３章和 ＧＢ燉Ｔ１０１１３中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 ＧＢ燉Ｔ２０００１的本部分。

 总则

 基本要求

信息分类编码标准的编写应遵守 ＧＢ燉Ｔ１．１—２０００的规定，标准中分类原则和编码方法还应符合

ＧＢ燉Ｔ７０２７的规定。
 标准的协调

制定信息分类编码标准时，应与相关的信息分类编码标准及其他相关标准相协调。

 结构

信息分类编码标准的内容和层次划分应符合 ＧＢ燉Ｔ１．１—２０００第 ５章的规定。
表 １给出了信息分类编码标准中要素的典型编排示例，并列出了每个要素所允许的内容。编写标准

时，可根据标准化对象的具体特征和制定标准的目的选择表 １中的有关要素，还可包含表 １之外的其他

规范性技术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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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信息分类编码标准中要素的编排

要素类型

资料性概述要素

规范性一般要素

规范性技术要素

资料性补充要素

要素ａ的编排

封面

目次

前言

引言

名称

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

分类原则和方法

编码方法

分类与代码表

规范性附录

资料性附录 ｂ

参考文献

索引

要素所允许的内容ａ

名称

标识标准的其他内容（见 ＧＢ燉Ｔ１．１—２０００中 ６．１．１）

（内容的编排见 ＧＢ燉Ｔ１．１—２０００中 ６．１．２）
条文
注
脚注

条文
图
表
注
脚注

名称的文字

条文

注
脚注

引导语

引用文件

脚注

条文

图

表

注
脚注

条文

图

注
脚注

条文

图

注
脚注

表

注
脚注

条文

图

表

注
脚注

条文

图
表
注
脚注

引用文件
脚注

（内 容 的 编 排 见 ＧＢ燉Ｔ １．１中 ６４３和 本 部 分 的

６４３）
ａ 黑体表示“必备要素”；正体表示“规范性要素”斜体表示“资料性要素”。
ｂ 资料性附录不可以包含规范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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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草

 资料性概述要素

信息分类编码标准的封面、目次、前言、引言的编写应符合 ＧＢ燉Ｔ１．１—２０００中 ６１的规定。
 规范性一般要素

 信息分类编码标准的名称、范围和规范性引用文件的编写应符合 ＧＢ燉Ｔ１．１—２０００中 ６２的

规定。
 信息分类编码标准名称应简短、明确地反映信息分类编码标准化对象或标准的主题。除信息分

类编码基础性通用标准和规定外，信息分类编码标准名称的形式一般为《×××分类》、《×××代码》或

《×××分类与代码》。
 规范性技术要素

 术语和定义

术 语 和 定 义 为 可 选 要 素，它 应 给 出 为 了 理 解 标 准 中 某 些 术 语 所 必 需 的 定 义。在 编 写 时 应 符 合

ＧＢ燉Ｔ１．１—２０００中 ６３１的规定。
 分类原则和方法

信息分类编码标准的分类原则应符合 ＧＢ燉Ｔ７０２７的规定，阐明标准的分类依据和采用的分类方

法。当标准内容比较简单或无需分类时，本要素可以省略。
 编码方法

信息分类编码标准的编码方法应符合 ＧＢ燉Ｔ７０２７的规定，阐明标准所采用的代码种类、代码结构

以及编码方法。层次码的代码结构还可用示意图表示，例如：
××

第 １层代码名称

×××

第 ２层代码名称

×××

第 ３层代码名称

当 代码结构较复杂时，可用示例说明。若代码较长需校验时，应 阐 明 代 码 的 校 验 方 法，也 可 参 照

ＧＢ燉Ｔ１７７１０。
．． 分类与代码表

 分类与代码表（或代码表）应以表格的形式列出，表格一般由代码栏、编码对象名称栏（在代码

表中可简称“名称栏”）、说明栏组成，并可根据实际需要适当增减栏目，如下所示：
示例：

代 码 名 称 说 明

附录 Ａ中表 Ａ１和表 Ａ２给出了代码表的具体示例。
 当表格内容比较简单时，为了减少篇幅可以在一页中排两列或两列以上的表格。
 当说明栏的内容很多时，可就相同的编码对象列出两个表：一个表只列出代码和编码对象名

称，以便于直观地了解编码对象的分类；另一个表再增加对编码对象名称的说明。
 规范性附录

规范性附录为可选要素，它给出标准正文的附加条款。规范性附录的编写应符合 ＧＢ燉Ｔ１．１—２０００
中 ５２６和 ６３８的规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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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性补充要素

 信息分类编码标准的资料性补充要素的编写应符合 ＧＢ燉Ｔ１．１—２０００中 ５２６和 ６４的规定。
 当一个标准的分类对象与另一个标准的分类对象相近，但分类原则或方法不同时，为方便使用，
在资料性附录中可给出这两项标准的代码对照表。
 当分类编码对象较多，可以编制代码索引。代码索引应位于附录之后。索引可采用下述形式

编排：
ａ） 按编码对象名称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
ｂ） 按编码对象名称的英文对应词字母顺序；
ｃ） 按有关的其他关系排序。

 其他规则

 当所制定标准是在已发布的某标准基础上延拓细化时，可将已发布标准的全部代码作为所制定

标准代码的一部分。
 当所制定标准需要用已发布的某标准代码作为其代码中一部分时，可将已发布标准的全部代码

或部分层次的代码作为所制定标准代码的一部分。

 分类与代码表编写的格式、要求和细则

 代码栏

 格式

代码一般在代码栏内左起顶格书写。
当代码层次较多时，代码栏可按层次再进行划分（见附录 Ａ的表 Ａ２）。

 要求

代码的设计应符合 ＧＢ燉Ｔ７０２７的规定。
 代码字符应正确无误、易认易读。应避免使用容易被混淆和误解的字符，如下列字符：

——在数据交换的句法结构中可能用到的字符，如：问号（？），冒号（：），加法符号（＋），省字号（’）
等。

—— 在一个标准中音相似、形相近的字符应避免同时出现，如：字母“Ｉ”与数字“１”，字母“Ｏ”与数字

“０”等。
 代码最好全部用数字或全部用字母表示。字母数字混合的形式一般在特殊位置（如第一个位

置或最后位置）使用，而不宜在随机的位置使用。
 当选用顺序码时，代码一般要等长。例如：用 ００１～９９９，而不用 １～９９９。
 当采用层次码时，同层次的代码要等长。
 在一个标准中，代码书写形式要一致。如：当采用字母码时应一律用大写（或小写），不能大、小

写混用。同一层次的代码字体字号要一致。
 采用数字型代码时，如果有收容类目时其代码通常采用末位数字为“９”的代码。
 为便于读写，代码可分成小段。分隔符可采用“”“·”“空格”等。例如：７５４６２３可写成７５４６２３
或 ７５４·６２３。
 名称栏

．． 格式

 编码对象名称在名称栏内左起顶格书写。每个编码对象名称占一行，当编码对象名称较长时，
可延续下一行，延续的部分要与上一行对齐。
 当采用线分类法时，第一层次的编码对象名称左起顶格书写，第二层空一个字，第三层、第四

层……等编码对象名称分别左起空二个字、三个字……书写，同层的编码对象名称上下对齐。
当代码表是 ６３４２或 ６３４３所述第二个表的情况时，各层编码对象名称可以上下对齐书写。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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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编码对象名称应尽量选用现行标准中规定的术语。
 编码对象名称应使用规范化的词语，简练地描述编码对象，并能确切地反映该编码对象的全

部内容和含义。
 编码对象名称应尽量按同一种形式组成，同层次的编码对象名称字体、字号应一致。
 说明栏

 格式

说明的内容在说明栏中左起空一格书写，当说明的内容较长时可延续下一行，延续的部分要左起顶

格排。
 要求

 说明应尽量简短、扼要。
 对容易混淆的或具有特殊意义的编码对象应进行简要解释，以便正确理解编码对象概念的内

涵和外延。
 当某一编码对象有多个名称时，可在说明栏中列出该编码对象名称的同义词。

 编排格式

信息分类编码标准的编排格式及幅面要求应符合 ＧＢ燉Ｔ１．１—２０００第 ７、８章的规定。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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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资料性附录）

分类与代码表的编排

表 ﹢ 分类与代码表的示例

代 码 名 称 说 明

…… …… ……

２ 化学性危险和有害因素

２０５ 易燃易爆性物质 含遇湿易燃性物质

２０５０５ 易燃易爆性气体

２０５１０ 易燃易爆性液体

２０５１５ 易燃易爆性固体

２０５２０ 易燃易爆性粉尘与气溶胶

２０５９９ 其他易燃易爆性物质

２１０ 自燃性物质

２１５ 有毒物质 包 括 刺 激 性、窒 息 性、致 敏 性、致 畸 性、致 癌

性、溶血性、麻醉性等物质

２１５０５ 有毒气体

…… …… ……

表 ﹢ 分类与代码表的示例

代 码

土纲 亚纲 土类 亚类 土属 土种
名 称 说 明

Ａ 铁铝土

Ａ１ 湿热铁铝土

Ａ１１ 砖红壤

Ａ１１１ 典型砖红壤

Ａ１１１１１ 红泥质砖红壤 红 泥 质 指 发 育 于 第 四

纪红色粘土母质的土壤

Ａ１１１１１１１ 景洪砖红土 云南

Ａ１１１１１９９ 其他红泥质砖红壤

Ａ１１１１２ 涂砂质砖红壤 涂 砂 质 指 发 育 于 砂 质

浅海沉积物母质的土壤

Ａ１１１１２１１ 砂砖红土 广东

…… …… …… …… …… …… ……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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