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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天，随着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条码已经成为全球通用的商务语言，无线射频技术正在
应用于铁路、物流、邮政、公共安全、资产管理、物品追踪与定位等多个领域，以指纹识别技术为代
表的生物识别技术开始在金融、公共安全等领域得到逐步推广，这一切都预示着自动识别技术的应用
将大大促进我国各领域信息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20世纪80年代末期，条码技术开始在我国得到普及和推广。
作为一种数据采集的标准化手段，通过对供应链中的制造商、批发商、分销商、零售商的信息进行统
一编码和标识，为实现全球贸易及电子商务、现代物流、产品质量追溯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2003年中国“条码推进工程计划纲要”的提出和实施，条码技术已经开始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个
领域。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以条码技术、射频识别技术、生物特征识别技术为主要代表的自动识别技术，在
与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光电技术、互联网技术等高新技术集成的基础上，已经发展成为2l世纪提
高我国信息化建设水平，促进国际贸易流通，推进国民经济效益增长，改变人们生活品质，提高人们
工作效率，获得舒适便利服务的有利工具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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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我国信息化建设和国际化发展进程的加快，自动识别技术已广泛应用于零售、物流运输、邮
政通讯、电子政务、工业制造、交通运输等各个领域，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
《自动识别技术导论》共分为七章，对条码识别技术、射频识别技术、语音识别技术、图像识别技术
以及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等进行了全面和概括性介绍，对自动识别技术的基础部分——编码技术作了较
为详细的论述。
通过《自动识别技术导论》，读者能对自动识别技术的发展有—个整体和全面的了解。
　　《自动识别技术导论》可作为高校自动识别技术专业教材，也适合于从事自动识别技术研究与应
用及物流信息系统规划等工作的人员，以及自动识别行业相关企业、管理部门的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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