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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面向物流信息服务的 M2M业务系列标准之一,该系列标准拟分为:
———基于 M2M技术的移动通信网物流信息服务总体技术框架;
———移动通信网面向物流信息服务的 M2M平台技术要求;
———移动通信网面向物流信息服务的 M2M通信模块技术要求;
———移动通信网面向物流信息服务的 M2M协议。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通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85)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公司、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军辉、刘越、彭巍、胡昌玮、杨贝斯、齐飞、马书惠、黄海昆。

Ⅲ

GB/T32404—2015



基于 M2M技术的移动通信网物流
信息服务总体技术框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基于 M2M技术的移动通信网物流信息服务的总体技术框架,对服务于物流行业的

M2M系统的总体架构、各模块功能、系统工作流程、通信模块、安全体系等进行规范,为基于 M2M技术

的物流信息服务的工作提供标准支撑。
本标准适用于面向物流信息服务的 M2M业务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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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18354—2006 物流术语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GB/T18354—200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M2M machinetomachine/man
机器与机器/人之间的通信。

3.1.2 
M2M 平台 M2Mplatform
M2M业务管理平台

3.1.3 
M2M 应用平台 M2Mapplicationplatform
提供 M2M业务的应用平台。

3.1.4 
物流 logistics
物品从供应地向接收地的实体流动过程。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

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实施有机结合。

3.1.5 
物流 M2M 感知节点 logisticsM2Msensingnode
进行环境感知和数据采集的传感器等终端,它们的处理能力、存储能力和电源等资源有限,只能进

行短距离的通信。

3.1.6 
物流 M2M 末梢网络 logisticsM2Msensingnetwork
多个物流 M2M感知节点组成的网络称为物流 M2M末梢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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