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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在林产品物流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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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林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哈尔滨150040)

摘要：物联网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智能交通、农业、公共安全等领域。在林产品物流领域，由于林产品涉及产品范围

广泛难以标准化等原因物联网未能推广。物联网技术与林产品物流结合，让林产品携带含EPc代码的射频识标签，达到对

林产品从采伐、运输、仓储、配送、销售等整个过程进行管理的目的，从而解决长期以来因为信息闭塞，产品积压等导致

林产品质量等级下降，成本增高的问题。物联网在林产品物流中的实施将有利于疏通林产品的流通，大幅度提高资源利用

率，对林业企业以及国家资源的合理利用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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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intemet 0f tIlin铲；f0陀so pmducIs logistics；RFID

1前言

1．1物联网的概念

物联网的概念自1999年提出，已引起人们的

广泛关注并成为热点，关于物联网的基本概念目前

还没有统一的定义，目前最广泛认同的是：物联网

指的是将各种信息传感设备，如射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6c“on，RFID)装置、红外感应

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多种装置按照约

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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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实现全球物品信息

实时共享的实物互联网一“Intemet of Things”(简

称物联网)。

通俗来说，物联网就是“物物相连的互联

网”。这有两层意思：第一，物联网的核心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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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互联网，是在互联网基础上延伸和扩展的网

络；第二，其用户端延伸和扩展到了任何物品与物

品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担’3 J。

1．2林产品物流

我国是一个林业生产和消费的大国，林产品的

有效流通会影响到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和质量，据统

计，林产品的销售价格中物流费用占总成本的30％
～49％MJ，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林产品物

流发展比较落后，现代先进的技术设备使用的范围

较小，特别是采用计算机管理产品生产、销售方面

不普及，造成林产品市场信息处理的滞后性，致使

林产品物流销售渠道不畅通。许多森工企业地处偏

远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如果信息化程度不

高，很难掌握现今多变的市场的需求∞J。因此，实

现物流信息化对林产品物流具有重要意义。

2物联网技术及其应用

2．1 物联网的结构图以及工作原理

典型的物联网由三大部分组成，如图1所

示旧J，即RFID系统、中间件Savant系统和Intemet

系统。其中RFID系统主要包括RFID电子标签

(Tag)、阅读器(Reader)及数据交换和管理系统

(Processor)软件；中间件savaJlt系统由Savant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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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器、ONS(Object Naming Sen，ice)服务器、PML

(Physical Markup Language)服务器及相应的数据

软件等组成；Intemet系统由计算机系统和网络服

务器等组成。

图l物联网的基本组成

Fi昏l C哪ponents ofthe int唧et oft王lings ‘

物联网系统中的RFID阅读器可控制射频模块 如：树种、等级、材积、售价等同时携带。物联网

向电子标签发射读取信号，并接收标签的应答信’ 通过条码、射频识别等采集数据，‘然后传到Inter一

号，对电子标签的对象标识信息进行解码，从而将 net上，可对木材从采伐、运输、仓储、配送、销

对象标识信息连带电子标签上的其它相关信息传输 售整个过程进行管理。

到savant系统以供处理。通常其工作频段和电子 2．3物联网技术在其它相关领域的应用实例

标签上频率是一致的。在图l所示的物联网系统 (1)交通领域。RFID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工作

中，阅读器在接收到来自电子标签的载波信息，并 过程中，阅读器(Reader)首先通过天线发送加密

对接收信号进行解调和解码后，会将其信息送至计 数据载波信号到动车上固化的电子标签(Tag)也

算机中的中间件Savant系统软件进行处理，处理 就是所谓的应答器(Transponder)，应答器的工作

后传送到Intemet，然后再在Intemet上利用ONs 电路被激活，之后再将载有车辆信息的加密载波信

找到该物品信息所存储的位置，由ONS给Savant 号发射出去，此时阅读器便依序接收解读数据，送

系统指明存储该物品的有关信息的服务器，并将这 给应用程序做相应的处理，完成预设的系统功能和

个文件中的关于该物品的信息传递过来o 7|。 自动识别，实现车辆的自动化管理，如武汉市城市

2．2林产品物流的特点 路桥不停车收费(ETC)系统集成项目，车辆首先

林产品一方面具有物流节点多，物流线路长， 申请安装电子标签和IC卡，在通过路桥隧道前，

作业场所变动频繁的特点；另一方面，由于林产品 驶入ETc专用车道，系统会自动识别，计算车辆
品种繁多、个体产品形状大小不一造成标准化水平 行驶费用，直接从IC卡上扣除通行。交易完成后，

低，“天保工程”使运输成本相对增加，林产企业 车道电动栏杆自动升起，放行车辆¨0I。

信息化程度低【8]。目前林产品物流存在的主要问 (2)农业领域。采用物联网技术，在温室生

题是：物流企业与原材料供应企业、生产企业、销 产中大量采用无线传感器管理调控温度、湿度、光

售企业、顾客之间信息沟通存在障碍；产品运输、 照、通风、二氧化碳补给、营养液供给等，使栽培

仓储等成本偏高，物流效率低下，物流技术手段落 条件达到最适宜水平，合理利用资源，提高产品的

后，使得林产品物流一度成为林产业发展的“瓶 产量和质量，同时具有综合环境控制、肥水灌溉决

颈”【9】。 策与控制、紧急状态处理和信息处理等功能¨1|。

将物联网技术与林产品物流结合，在林区，将 在农产品物流研究上，如烟草物流、粮食物流，也

电子标签打在林产品上，使对象的所有信息，例 开始施行物联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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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共安全领域。食品安全一直备受关注，

食品行业的“溯源物流系统”就是物联网的应用。

日本自2001年起建立了食品身份证制度，即农产

品履历制度，用来实现对农产品产销的追踪【l2l。

基于RFID技术的“安全猪肉监控追溯系统”2005

年在上海正式投入使用，该系统将RFID标签打在

猪耳朵上，实时获取生猪的饲料、病历、喂药、转

群、检疫等信息。生猪从出生开始，就为其佩带载

有其唯一的ID号码的RFID标签，这个标签一直

伴随其运输、屠宰、零售的过程¨3|。世博会的电

子票，上海浦东机场的防入侵物联网系统等，都是

物联网技术的成功典范。

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已经逐渐延伸到各个领域，

并且各个领域都在努力创新它的应用广度。但是由

于它涉及到一个庞大的系统，它的应用尚未大范围

的普及。

3物联网在林业方面的应用

3．1木材的运输

应用GPs接收板、GPRS MODEM和微程序控

制器3个模块研制木材物流车载定位仪如图2所

示，能加大县级林业局对木材运输监管力度，路线

数据可以做为罚处证据，杜绝套证偷运无证木材的

现象。

图2车载定位仪的机构图

Fi昏2 F姗ework ofthe c盯locator

车载定位仪由3个模块组成，微程序控制器

(MCU)每隔l min从串口0读取GPs接收机的经

纬度数据，并通过串口l控制GPRS MODEM将经

纬度数据发送至林业局服务器的固定IP地址¨引。

目前在林产品运输上，运用GPs的趋势在慢慢增

强，并且不断有新的技术开发出来，例如：应用
GSM MODEM的超长短信收发技术实时传送码单数

据，实现了有备而查、多警种联动，加大对假码单

及非法运输的打击力度¨5|。

3．2林产品跟踪管理

马来西亚半岛林业部采用RFID追踪木材和管

理森林。此系统支持树木预砍伐盘点，收集砍伐信

息；在堆场将树木造成原木时，及原木被运出林地

时，经过林地外鸭FD(丁加奴省森林部)检查站

时获取信息，所有在监管链被追踪的树木都贴有符

合EPc Gen2和Is018000—6c标准的无源超高频

标签。项目根据供货能力和外形采用了两种标签，

一种标签的运行频率是860—960MHz，另一种是
865—869MHz．【1 6。。

德国弗朗霍夫学会推出一款木质RFID标签，

此标签由纸和一种主要的木质材料提取的化学复合

物木质素构成。标签与一支天线相连，卡车经过安

装有RFID阅渎器的进人口时，标签被读取。标签

存储一个数字编码，与相关信息，如木材的来源、

数量、类型和目的地相对应ⅢJ。

3．3木材仓储管理

应用RFID技术的木材仓储管理系统核心是放

置木材的货车上设置一个感应器，相应在仓库各出

人口的通道处设置RFID读取机。木材在通过读取

机时，中心电脑就可以通过木材货车上的感应器获

得木材的信息。库内各楞区中间和出库通道同样设．

置一定数量的RFID读取机，以追踪木材在库的信

息和出库的信息。从而实现计算机管理中心对木材

从人库开始的自动识别、定位、输送、存取、出库

等全部业务流程的可视化管理【l 8|。

4物联网在林产品物流上应用的问题

4．1 编码标准化的问题

目前，较大的标准体系总部设在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的Auto—ID Center，推行所谓的EPC电子产

品编码标准，EPC global于2004年4月公布了第

一代RFID技术标准。由于林产品涉及到的产品范

围非常广泛，所以制定标准还需要国家相关部门进

行协调。中国的物联网及电子标签标准目前是一张

白纸。但中国必须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物联网标

准，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抢占国际物联网技

术标准的话语权和制高点，争取将我国自主标准上

升为国际标准或将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纳

人国际相关标准中。

4．2成本问题

一般而言，只有RFID标签的单价下降到1元

以下，才可能大规模应用于整箱整包的商品；下降

到0．3元以下，才有可能应用于单件包装消费

品¨引。同时由于“天保工程”实施以后，木材的

采伐量大大降低，使单位木材的成本也大幅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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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j对于昂贵的信息设备的投入就更少，目前中国

林产品的流通回到比较原始的地步。

经考察，发现计算机信息化在黑龙江省带岭林

业局实现得很少，基本上所有的数据都是要人工填

写录入计算机，并且采用三联单的形式对林产品进

行跟踪管理，整个过程人工作业量繁重，环节累赘。

5结束语

物联网要实现一个首要的条件就是流通的物品

必须携带电子标签，也就是RFID。作为最重要的

传感器，RFID是目前研究物联网的重点。在林产

品物流中，由于林产品种类多，产地不均匀，物流

过程粗犷等特点，使目前物联网在林产品物流方面

的应用还大有开发的必要。值得欣慰的是，与计算

机、互联网不同，我国在物联网技术研发方面处于

世界前列，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同美国、英国、德

国一起成为国际标准制定的主导国，而且是世界上

极少数能实现产业化的国家之一啪J，中科院早在

1999年就启动了传感网的研究和开发并著有显著

的优势和重大影响力。相信得益于物联网，整个林

产品物流过程将能实现全程计算机化，很大程度减

少流通成本。并且物流环节更加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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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优势。通过深化

企业改革、发展非林产业、关停亏损企业、挖掘潜

力活化资金等一系列举措不断增强企业的实力，实

现了新的经济增长。经验表明，资源优势战略是构

筑新型的林业企业，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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