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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50年前集成电路的发明和飞速发展，为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的生活方式带来巨大的变革。
器件的特征尺寸已从20世纪70年代的10um发展到今天的32nm，集成度从几十个晶体管发展到几亿只，
微处理器的时钟频率从几兆赫到几千兆赫，存储器的成本下降了7个数量级。
过去认为难以做到的事，目前已经成为现实。
集成化和数字化结合导致信息技术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微电子、计算机、通信、网络、家电等先进技
术形成了庞大的信息产业。
集成电路的应用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功能也日益复杂。
近年来，伴随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射频识别（RFID）技术得到快速普及和推广，成为信息领域的一个
重要分支。
　　自动识别是可以提供关于人物、动物、货物和商品等特征和信息的一门先进技术，具有广泛的应
用领域。
目前自动识别系统有条形码识别、光学符号识别（特殊的字符）、生物特征识别（语音、指纹或人脸
）、计算机图像识别、非接触IC卡和射频识别等多种方法。
RFID具有可远距离识别、存储容量大、随时写入信息、快速识别和可追溯等优点，有可能发展成为今
后全球商品或物流中最广为采用的技术。
我国RFID的频率范围主要在13.56MHz的高频和840MHz～845MHz与920MHz～925MHz的特高频频段，
未来将延伸至微波（2.45GHz左右）频段。
当前高频应用占市场的主流地位，但是特高频RFID具有快速、大容量、远距离、移动识别、长期跟踪
等优点，其应用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
RFID是一门综合性技术，包含高频技术、电磁兼容、微电子学、计算机、数据安全和密码学、无线通
信和网络等系统集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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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介绍了特高射频识别(UHF-RFID)系统的构成、发展趋势、设计技术基础和技术标准；在介
绍UHF-RFID标签芯片、读写器芯片、标签和标签读写器设计技术的基础上，结合UHF-RFID应用系统
设计技术，给出了多个应用实例的设计方案。
最后，本书介绍了UHF-RFID项目的立项、论证、实施管控、项目监理、质量管理、验收及推广应用
等。
    通过本书，读者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UHF-RFID所涉及的关键技术，并可以结合实际进行应用方案
的设计。
本书适合于从事RFID及关键技术研发的科技人员阅读，也可供相关专业的教师、本科生及研究生作为
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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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应用RFID技术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加快物资保障速度　　RFID技术的应用，实现了真正的自动识别，完全不要人工干预，大大加
快各项业务的处理速度，加速了物资从供应地到战场的运送，提高军事物流保障的反应能力。
　　2.实现军事物流供应链的可视化　　使用RFID技术不但改善了军事物流各个节点（如仓库、配送
中心）的管理效率，还可以实现对在途物资的实时跟踪和监控，使各级指挥人员掌握物流供应链的实
时动态，实现整个物流系统的完全可视。
　　3.实现联合库存，消除超额库存　　由于RFID技术能实现整个物流系统所有物资的实时可视，物
流指挥机构可以对不同地域的仓库统一指挥和调度，合理调整保障物资的存储结构，消除多余的库存
储备。
另外，由于可以实时掌握战场物资保障的情况，也消除了物资的重复请领。
　　4.减少人工操作，降低出错率　　应用RFID技术，物资信息的录入实现自动化，避免了人工录入
可能出现的错误，因此提高了数据的准确性和规范化，实现整个物流系统数据的统一。
　　5.实现信息化的仓储管理　　将RFID技术用于我军的仓库物资管理，能有效地解决仓库物资流动
有关的信息管理，不但可以知道一天内处理货物的件数，还可以看到这些货物的相关信息。
另外，使用RFID技术可以快速准确地了解仓库库存水平，防止货物的损耗或统计错误而导致的缺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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