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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了无线识别（RFID）技术，还需要管家吗？
”这是胡锦涛主席在参观美国西雅图微软公司“未来之家”时发出的感慨。
　　射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技术是当前最受人们关注的热点技术之一，也是
我国信息化建设的核心技术之一。
这项技术既和传统应用紧密相关，又充满着新意与活力。
RFlD的应用领域众多，如票务、身份证、门禁、电子钱包、物流、动物识别等，它已经渗透到我们曰
常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给我们的社会活动、生产活动、行为方法和思维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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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射频识别（RFID）技术近年来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在各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和人们的生产与生
活息息相关。
本书主要介绍与RFID技术相关的原理与应用。
全书共10章。
第1章帮助读者初步了解RFID技术的基本概念；第2-6章介绍RFID的基础理论和标准；第7-9章通过对
典型芯片的介绍，分析讨论了在125kHz、13.56MHz与微波应用下阅读器、应答器和天线的设计，并提
供了软、硬件实现的方法；第10章在EPC编码的基础上介绍了物联网的基本概念与应用。
　　本书内容吸取了RFID技术的最新进展，采取从基础理论到工程实践的叙述方式，知识面广，难易
适中。
本书可作为电子信息与电气类专业本科生与研究生教材、RFID技术研修班的培训教材，也可供工业、
物流领域的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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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射频识别技术概论　　1.1　射频识别技术及其特点　　射频识别是无线电频率识别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的简称，即通过无线电波进行识别。
在RFID系统中，识别信息存放在电子数据载体中，电子数据载体称为应答器。
应答器中存放的识别信息由阅读器读出。
在一些应用中，阅读器不仅可以读出存放的信息，而且可以对应答器写入数据，读、写过程是通过双
方之问的无线通信来实现的。
　　射频识别具有下述特点：　　它是通过电磁耦合方式实现的非接触自动识别技术；　　它需要利
用无线电频率资源，必须遵守无线电频率使用的众多规范；　　它存放的识别信息是数字化的，因此
通过编码技术可以方便地实现多种应用，如身份识别、商品货物识别、动物识别、工业过程监控和收
费等；　　它可以容易地对多应答器、多阅读器进行组合建网，以完成大范围的系统应用，并 构成完
善的信息系统；　　它涉及计算机、无线数字通信、集成电路、电磁场等众多学科，是一个新兴的融
合多种技术的领域。
　　1.2　射频识别的基本原理　　1.2.1　基本原理　　1.　RFID的基本交互原理　　射频识别的基本
原理框图如图所示。
　　应答器为集成电路芯片，它的工作需要由阅读器提供能量，阅读器产生的射频载波用于为应答器
提供能量。
　　阅读器和应答器之间的信息交互通常是采用询问一应答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必须有严格的时序关
系，时序由阅读器提供。
　　应答器和阅读器之间可以实现双向数据交换，应答器存储的数据信息采用对载波的负载调制方式
向阅读器传送，阅读器给应答器的命令和数据通常采用载波间隙、脉冲位置调制、编码调制等方法实
现传送。
　　2.　RFID的耦合方式　　根据射频耦合方式的不同，RFID可以分为电感耦合方式（磁耦合）和反
向散射耦合方式（电磁场耦合）两大类。
　　3.　RFID的工作频率　　RFID系统的工作频率划分为下述频段。
　　（1）低频（LF，频率范围为30～300 kHz）：工作频率低于135 kHz，最常用的是l25 kHz。
　　（2）高频（HF，频率范围为3～30 MHz）：工作频率为13.56 MHz±7 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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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内容新颖：涉及RFID技术的最新进展与应用。
　　逻辑清晰：采用从基础理论到工程实践的叙述方式，由浅入深，由简到繁，各章既自成体系，前
后又有所兼顾，避免重复，适合教学与工程人员参考。
　　知识全面：以RFID技术为主线，结合具体实践应用，涉及电路、数字通信原理、微波技术、密码
学等多学科专业知识，介绍详略得当。
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如果没有更高需求，可以不用查阅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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