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信息 2011 年 第 7 期SCIENCE & TECHNOLOGY INFORMATION

科

射频识别技术（RFID）的研究
史玉敏 吴春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工程学院青岛分院 山东 青岛 266041）

【摘 要】RFID 以其独特的优势，逐渐地被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商业自动化和交通运输控制管理等领域。本文分别从 RFID 的概念、优

势、结构和原理、应用情况几个方面来研究 R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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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即无限射频识别技术，该技

术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 是一项利用射频

信号通过空间耦合实现无接触信息传递并通过所传递的信息达到识

别目的的技术。 作为一种自动识别与数据采集技术快速进入商业、制

造业、交通运输业、物流管理、安全检查、票证管理、军事装备等领域得

到广泛应用，应用行业不断扩大，理论得到丰富、发展和完善，正在发

展成为一个跨专业的独立领域。许多企业纷纷投入到射频技术的应用

与推广中，以此来提高运营效率和效益。 美军是最早将 RFID 技术运

用于军事物流的国家，并在实战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军事效益，RFID
技术已逐步成为提高军事物流供应链管理水平，降低保障成本，增强

物流保障能力的重要技术工具和手段。
作为一项技术手段，RFID 的历史并不短，但其应用在近几年迅猛

扩张、飞速发展。 目前 RFID 的应用已成为业界讨论的热点，我们在科

技界、商业界、工业界、时尚界，随处可见这一高新技术新的应用。射频

识别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推广将是我国自动识别行业的一场技术革

命，实现射频识别技术在我国成熟、全面的应用将是个长期的过程，需

要我们共同努力。

1 RFID 的优势

RFID 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自动的无线电射频识别技术， 它通过无

线射频信号自动识别目标对象并获取相关数据，识别工作无须人工干

预，可工作于各种恶劣环境。RFID 技术可识别高速运动物体并可同时

识别多个标签，操作快捷方便。RFID 之所以是一种备受瞩目的自动识

别技术，主要因为它具有非接触，读取距离远；读写速度快，可对高速

物体进行识别；穿透力强，可穿过玻璃、布料、木材、塑料等非金属物体

进行识别；耐环境性好、可在油污、粉尘等恶劣环境下工作，能够防水、
防磁、耐高温，不受风、雨、雪、雾等天气影响全天候工作。 此外，RFID
还具有数据的读写功能、容易小型化和多样化的形状、快速自动扫描、
耐久性强、可重复使用、安全保密性高、数据的记忆容量大、存储信息

更改自如等优点。

2 RFID 的结构及原理

射频识别是信息技术与无线电技术在自动识别领域中的结合，以

该 技 术 为 基 础 构 建 的 射 频 识 别 统 通 常 由 电 子 标 签 （Tag）， 读 写 器

（READER）、天线组成。 射频识别系统实际上就是读写器与电子标签

之间用无线电频率进行通讯的无线通讯系统。在电子标签中存有一定

格式的电子数据，以此作为待识别物品的标识性信息。 电子标签贴附

在待识别物品上，工作时，“读写器”发射出用于激活电子标签的无线

电波， 被激活后的电子标签发射出加密的载有目标识别码的无线电

波，经识别器中的软件处理后，提取出所需信息，并将这种数字信息传

送到计算机，实现对物品识别信息的采集、处理及远程传送等管理功

能。 [1][2]

2．1 读写器，也称为阅读器，用于读取（在读写卡中还可以写入）标签

信息的设备。 它在射频识别系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读写器的收

发距离客场可短，根据它本身的输出功率和使用频率的不同，从几厘

米到几十米不等。 有时，为了减少尺寸，降低设备制造成本，便于搬运

与运输，也可以将天线与射频模块封装在同一外壳单元中，构成了集

成式读头或者一体化读头。
2．2 电子标签，有的称射频标签、射频识别。 它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自

动识别技术，通过射频信号识别目标对象并获取相关数据。 由耦合元

件及芯片组成，标签含有内置天线，用于和射频天线间进行通信；它是

射频识别系统真正的数据载体，由线圈（天线）和用于存储有关应用标

识信息的存储器及微电子芯片组成。 基于不同的应用，对射频标签的

体积、性能等的要求也各不相同。一般来说射频标签的主要特点有：体

积小、容量大、寿命长、可重复利用等特点，可支持快速读写、非可识识

别、移动识别、多目标识别、定位及长期跟踪管理。
2．3 天线（Antenna），用于在标签和读写器间传递射频信号，以控制数

据的获取和通讯。 天线在射频标签和读写器间发射电磁波，给射频标

签提供微量能量，并负责接收来自射频标签发出的射频信号。 [3]一般而

言，天线都会与读写器整合在一起，可设计为手持式或固定式。
系统的工作原理就是：读写器通过发射天线发送一定频率的射频

信号，当射频卡进入发射天线工作区域时产生感应电流，射频卡获得

能量被激活， 射频卡将自身编码等信息通过卡内置发送天线发送出

去，系统接收天线接收到从射频卡发送来的载波信号，经天线调节器

传送到读写器，读写器对接收的信号进行解调和解码，然后送到后台

数据管理系统进行相关处理，数据管理系统根据逻辑运算判断该卡的

合法性，针对不同的设定做出相应的处理和控制，发出指令信号控制

执行机构动作。 这样，读写器通过天线可实现无接触地读取并识别标

签中所保存的电子数据，从而达到自动识别物体的目的。

3 射频识别技术在军事物流系统中的应用

射频识别（RFID）技术是一种基于无线技术的自动识别和数据获

取技术，其应用始于二战时期友军飞机的识别。 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

和超人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成熟与发展，射频频识别技术在各领域得

到了快速发展。 随着射频识别技术在各领域的快速发展，其在军事物

流领域的应用引起了广泛重视和全面研究。
美 国 国 防 部 通 过 军 事 物 流 可 视 化 管 理 系 统 （Military Logistics

Visibility Management System），可以掌握和控制全部军事物流的信息，
连续或离散地监视相应的“装备流”、“物资流”和“人员流”的动 态 情

况，包括当前所在地点、输送目的地及流向，实现可视化管理，也可以

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及作战命令，及时执行军事物流的调拨、运输和

转移，改变军事物流输送目的地及流向，使军事物资供应更能适应各

级指挥员的作战意图，从而大大地提高后勤保障效率，实现由“储备式

后勤”向“配送式后勤”过渡。
美国国防部借助射频识别技术， 实现军事物资供应链可视化，建

立了全球最大的 RFID 及其通信网络，分布在 30 多个国家机场、海港

和铁路的终端近 1500 个节点，每天监控数千个货柜和集装箱。该网络

使美国军方能够追踪货物运输，包括军事装备、军需物资及其流向（运

输）的自动识别和监管，有效地保证军事物资的安全。 [4]

射频识别技术在军事后勤领域的应用，对于提高物流的效能有重

要作用，能够提高作业能力、优化流程、节省人力物力，有效地提高了

保障效率，提高了物资追踪能力、库存管理能力和老公生产率，极大地

减少了重复申请与物品损失，优化了内部的业务流程。

4 结束语

RFID 识别系统和其他自动识别技术相比，具有无需接触、自动化

程度高、耐用可靠、识别速度快、适应各种工作环境，可实现高速和多

标签同时识别的特点。射频识别技术以其能够自动识别物品并获取相

关数据而被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显示出巨大

的发展潜力与应用空间。 目前，各国正在加紧 RFID 技术研发、推进

RFID 标准，推广 RFID 应用。 （下转第 4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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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行新技术实践能力的培训

在院内对青年实践教学人员进行 Pro/E、数控技术、快速成型技术

等新技术的培训。
3）校企培训

从企业聘请专家对实践教学人员进行新设备、 新技术的培训，目

前已聘请长城机床厂、 四川自贡机床厂、 清华 CAD 公司等单位的专

家，对柔性机电综合控制系统、MC 加工、CAD/CAM 集成技术等进行了

培训。
4）人才引进

从 2002 年开始，陆续从株洲 331 厂、湘火炬技术部等知名厂家厂

引进 10 多名长期在生产一线、 经验非常丰富的高级工程是担任实践

教学指导老师。
通过以上走出去、请进来和内部培训的多种方式，逐步形成一支

“队伍精干、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师德高尚”的实践教学团队。
3.4 开放试验实训室和实践教学基地、组织和创设各类竞赛

开放试验实训室和实践教学基地，学生可以自己拟定试验创新课

题，填写创新试验项目申请表后，交至实践创新基地办公室，由基地指

导老师及技术支持小组集体决定是否同意该项目试验。 通过开放，学

生可以基本不受限制的随时到基地进行学习， 使之真正成为知识运

用、知识融合和知识创新的场所，提高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积极组织和参加各类竞赛，挖掘同学们的创新潜能与智慧，培养

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合作精神，为他们提供锻炼能力和施展才华的

机会。 在 2010 年的举行的湖南大学生工程训练能力竞赛中，要求机械

2008 级所有学生人人参赛，人人构思方案，最后组织答辩小组对所有

方案进行审核、筛选。近两年，学生获奖数量和层次都不断提升，2009、
2010 年各获得湖南省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中一等奖一项， 2009 年获全

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表现组一等奖一项，2010 年获全国三维

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三等奖一项。

4 结束语

机械专业创新型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将大大提升机械设计学科

的科研水平与实力， 改善机械专业本科生创新设计教学实验条件，实

现机械设计创新实践教学和深化工程实际训练，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

创新能力，缩短社会对人才的能力要求与学校培养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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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39 页）传输，它克服了传统网络中信息的上下路只能在节点

中进行的限制。 图 3 是 OCDMA 全光网络开放结构，光上下路可以按

需要在两个光交叉连接点或光交换节点之间随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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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DMA 技术是实现全光网络和全光通信的非常有发展前途的一

种技术，具有实现全光通信，优良的安全性能、抗干扰性强，同时允许

多个用户的随机接入。它能实现包括宽带信息在内的多种媒体的超高

速数据的传输和交换，组网方式非常灵活、通信协议简单、信息处理时

延很小， 很适合于光纤接入网和超高速计算机光纤局域网， 采用以

OCDMA 技术可实现并行通信和多址联接。 但 OCDMA 技术目前还处

于实验室研究阶段，还有很多技术及应用上的问题需要解决。 随着光

纤通信以及光电子元器件技术的不断发展，OCDMA 技术最终将走向

实用化，在未来的全光网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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