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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物流与信息技术是相伴相生、相辅相成的。
由于信息流、商流、资金流都可以利用网络快速实现，而物流一般是不可能直接通过网络传输的方式
来完成的，所以实现现代物流的关键是要建立一个覆盖面广、反应快速、成本有效的物流信息管理系
统。
只有应用物流信息技术，才可能为物流系统的信息管理提供丰富的技术手段和解决方案，大幅度地提
高信息管理水平和客户服务质量，实现专业化、网络化、信息化的现代物流发展目标。
　　“物流信息技术与应用”是教学改革与创新过程中工学结合的产物，是物流管理等专业的一门核
心课程。
它先综述物流信息技术和物流信息系统，再分述典型的现代物流信息技术，最后通过物流信息管理系
统综合应用现代物流信息技术，以降低整个物流系统的成本，提高物流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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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流信息技术与应用》是2010年国家级精品课程“物流信息技术与应用”的配套教材。
《物流信息技术与应用》可分为3个部分，首先对物流信息技术进行概述，其次对条码技术、射频技
术、物流EDI技术、物流电子商务、GIS技术、GPS技术进行了介绍，最后对物流信息系统及典型的物
流信息系统进行了介绍。
《物流信息技术与应用》知识体系完整，教学环节丰富；每章末均设计了实训与考核，并提供了相关
的实训参考。
《物流信息技术与应用》不仅方便教师教学，而且方便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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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主动式标签、被动式标签和半被动式标签　　主动式标签内含电源，用自身的射频能量主动
地发射数据给阅读器，其工作可靠性高，信号传送距离远。
主动式标签还可通过设计电池的不同寿命对标签的使用时间或使用次数进行限制。
主动式标签用在需要限制数据传输量或者使用数据有限制的地方，如一年内，标签只允许读写有限次
。
主动式标签的缺点主要是标签的使用寿命受到限制，而且随着标签内电池电力的消耗，数据传输的距
离会越来越小，因而影响系统的正常工作。
　　被动式标签的通信能量，要靠外界的提供（即从阅读器发射的电磁波中获得）才能正常工作。
被动式标签既有不含电源的标签，也有含电源的标签。
含有电源的标签，电源只为芯片运转提供能量，这种标签称为半主动标签。
被动式标签具有永久的使用期，常常用在标签信息需要每天读写或频繁读写的地方，而且被动式标签
支持长时间的数据传输和永久性的数据存储。
被动式标签的缺点主要是数据传输的距离要比主动式标签短，因为被动式标签依靠外部的电磁感应而
供电，它的电能就比较弱，数据传输的距离和信号强度就受到限制，需要敏感性比较高的信号接收器
（阅读器）才能可靠识读。
　　2）只读标签与读写标签　　这是根据射频标签的读写方式来划分的。
在识别过程中，内容只能读出，不可写入的标签是只读型标签。
只读型标签所具有的存储器是只读型存储器。
只读标签又可分为以下3种。
　　只读标签：只读标签的内容在标签出厂时已被写入，识别时只可读出，不可再改写，其存储器一
般由ROM组成。
一次性编程只读标签：标签的内容只可在应用前一次性编程写入，识别过程中标签内容不可改写，其
存储器一般由PROM、PAL组成。
可重复编程只读标签：标签内容经擦除后可重新编程写入，识别过程中标签内容不可改写，其存储器
一般由EPROM或GAL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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