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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RFID应用指南:面向用户的应用模式、标准、编码及软硬件选择》以用户的视角，从RFID项目实施
流程切入，围绕RFID应用的需求，介绍新技术时代的RFID技术与物联网的概念；解析RFID技术标准
及相关法规的应用；讨论项目前期准备及以“RFID友好性、应用模式、应用集成度”为分析方法的可
行性研究；重点解读人—机—物交互界面的信息标识编码、标签选择、读写器选择、中间件选择、数
据集成以及挖掘RFID数据价值的应用案例，在技术性、专业性、系统性的基础之上，突出了与用户匹
配的实用性、实践性、操作性和易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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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曦，自1998年起，作者先后在国内外相关企业及研究单位从事物流、供应链管理、PFID应用及研究
等工作，期间赴英国华威大学学习，攻读Engineering
Business Management专业，2002年获Mastr of
Science（理学硕士）学位，2007年取得由American Society of Transportarion and
Logistics颁发CTL
Certificate（美国注册物流师）资质，现供职于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和深圳市RFID产业标准联盟。

十多年的国内外学习研究和工作实践，触发了作者关于RFID应用研究的许多有益思考，作为一个复合
型技术人员，作者站在物流与供应链的流程中，从RFID项目出发，为用户开发了一个“第三方的规范
化系统化专业化的实用性好操作性强通俗易懂的综合应用工具”。
据此，编写了将欧美发达国家RFID的成功应用经验与我国情结合的《RFID应用指南——面向用户的应
用模式、标准、编码及软硬件选择》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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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阶段试验（货箱）：2002年2月，联合利华、宝洁、卡夫、可口可乐、吉列、沃尔玛和强生等
公司将包装盒上配有.EPC：标签的货物在全美8个州中选定的配送中心和零售商之间运输，尽管从货
堆试验到包装盒试验大大增加了传输的数据量，但系统运行仍然良好。
　　第三阶段试验（单个物品）：2002年年底，Auto-ID中心测试系统具备处理更大数据量的能力，标
签被加载到单个物品上。
　　2003年，国际物品编码协会（EANInternational——2005年更名为GSl）决定成立全球产品电子代码
中心来管理和实施EPC的工作，Auto.ID中心遂加盟国际物品编码协会，并宣告更名为EPCglobal
（ElectronicProductCodeglobal，简称EPC或EPCglobal），一个专门从事全球物联网研究的非营利机构
就此诞生。
同年10月28～29日Auto.1D中心最后一次董事会议在东京召开，自同年10月31日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英国剑桥大学、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日本庆应大学、中国复旦大学和瑞士圣加仑大学
的Auto-ID中心更名为Auto-ID实验室。
　　EPC可为每一个商品建立全球开放的标识标准，以EPC软硬件技术构成的“EPC物联网”能够使产
品的生产、仓储、采购、运输、销售及消费的全过程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从而大大提高全球供应链的
性能，引起了全球各界的极大关注。
全球著名的零售商、制造商等终端用户与顶尖系统集成商共同参与了EPC系统的测试，经过对EPC系
统协同研究，整合产品标识，构建了EPC系统。
　　EPC系统的信息网络由本地网络和Internet组成，在Internet的基础上，通过EPC中间件、对象名称
解析服务（ONS）和EPC信息服务（EPCIs）来实现全球范围的“实物互联”，加之此前GSI建成的全
球数据同步（GDS）网络，使EPC拥有覆盖了全世界107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万多家企业，约1000万左右
商品数据库的支持，EPC模式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物联网雏形。
不过，当时的物联网概念还仅限于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对任何物品识别和管理的网络，主要是指商
品、物流，供应链互联的狭义物联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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