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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与物流的古老历史相比，物流管理学作为一门研究物流的学科，却只有数十年的时间。
传统的物流管理方式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新的形势呼唤着现代物流管理。
当前。
在发展现代物流的实践中还面临认识、体制、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制约，其中现代物流人才的缺乏，
已严重影响了我国现代物流的发展，加快培养现代物流人才已成当务之急。
《物流自动化识别技术》是一本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实践性的物流类专业书籍。
作者结合多年来从事现代物流学领域的科研与教学，结合参加企业和政府物流研究项目的实践，较为
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现代物流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前沿。
相信本书的出版，对国内现代物流理论和应用的研究，对国内现代物流人才的培养，都将起到非常积
极的促进作用。
　　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以理论作为基础，按照由浅入深的顺序介绍条形码和射频识别技术，
介绍了它们的工作原理及其应用，尽量避免过多的理论推导。
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介绍条形码和射频识别技术的基础之上，对其在各个行业的应用举出了很
多实例，努力做到理论深刻而又浅显易懂，且通过案例分析论证，深化知识，使读者不但能够掌握条
形码和射频识别技术，而且能够设计和搭建实际的应用系统。
　　本书共分11章，主要内容包括条码技术概论、EAN·UCC系统、商品条码、EAN／UCC一13码
、EAN／UCC-128码、二维条码、条码的应用、RFID系统与应用概述、RFID系统的标准与技术问题
、RFID系统在物流中的应用、使用Bartender软件制作条码。
本书内容丰富，可以作为高等学校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用书，也可以作为条形码和射频识别系
统开发项目应用的参考资料。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物流自动化识别技术>>

内容概要

　　《物流自动化识别技术》分两部分，共11章，主要内容为条码技术概论、EAN·UCC系统、商品
条码、EAN／UCC－13码、EAN／UCC－128码、二维条码、条码的应用、RFID系统与应用概述
、RFID系统的标准与技术问题、RFID系统在物流中的应用、使用Bartender软件制作条码。
《物流自动化识别技术》倾注了作者多年来从事物流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经验和心血，内容涉及全
面且有一定的研究深度，是一本非常适合物流领域的入门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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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高速分拣机每小时可以完成2万次拣选，一些制造商甚至宣称有更高的拣选速度。
但务必要注意，处理速度和物件大小、重量及物件特性密切相关。
当RFID（射频）终端上安上条码浏览器，并和WMS连接时，利用RFID终端就可以提高拣选速度。
尽管很难确切地说出RFID终端对库房作业改善的幅度，但这种改善很容易就能被看出来，拣货员的作
业活动得到了更多监督，拣货更加精确，拣货过程中还能获得更多的实时信息。
RFID标签在货物追踪上更具优势。
想象一下，一个托盘上承载20个货箱，每个货箱里面都是不同的货物。
利用RFID，这些货物的信息一次就能扫描完毕，而条码则需要逐个扫描才能确定货物的性质，扫描速
度被极大地提高了。
　　除了上面提到的能感受到的益处外，自动化还可以减少工伤和货损、改善公司形象、降低对操作
工的依赖，尤其是库房里有特殊需要、操作工短缺的时候。
但是，与此同时，自动化也有缺点：对变化的货物吞吐量和货物种类缺乏弹性、冗长的项目实施周期
、项目实施中间服务质量的下降等。
　　可以看出，自动化带来了更高的物流作业水准，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执行成本。
因此，所有的优劣条件都让是否采用自动化难以抉择，那么，如何选择仓库自动化的可行性呢?自动化
需要很昂贵的成本投人，只有通过运营成本的节减才能收回投资。
　　2．选择仓库自动化项目的四个问题　　①要对项目进行审视，着眼于实际业务需要，而不是为
自动化而自动化。
在考虑自动化的时候，还要考虑与它相配套的手工作业。
事实上，基本上没有哪一个立体仓库是真正的立体仓库，任何立体仓库都是自动化与手工的结合。
确定项目的时候，需要建立计划数据库。
一般情况下，需将未来3-5年内仓库的吞吐量、存储容量、订单货物的类别等要素考虑进去。
　　②进行技术评估，确定自动化是否适当。
根据库房吞吐量和存储需要，可以确定是否需要自动化和自动化要达到的程度。
　　按照作业水平，可以把库房作业分成由低到高的四个层次：简单手工操作——例如托盘堆垛、货
箱上架、根据指定单拣选等；机器辅助作业——借助升降机，把托盘送上货架，或用直式输送机辅助
运输货箱；简单自动化作业——例如，在全托盘进出的库房里，利用自动起重机和简单的输送系统；
复杂自动化作业——包括指示灯辅助拣选系统、复杂的输送系统、高速分拣系统等。
随着库房作业复杂程度和库房容量的增长，我们的选择也会跟着变化。
例如，当库房每小时处理的订单超过500个时，自动化作业就被提上议事日程了。
　　③当确定有必要实施自动化以后，下一步就要对设备的性能进行详细的审视。
每个被选设备的可选特性只需通过“是／否”备选框就可以挑选出来。
例如，对严格实行先进先出的库房来说，单倍深自动存储系统就足够了，无须采用双倍深的存储系统
或密集的起重机系统。
对设备的特性进行如此细致的评估后，就能理直气壮地得出弃用某些设备的结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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