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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80_E6_9C_AF_c31_542057.htm 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即射频识别）技术是从20世纪80年代走向成熟

的一项自动识别技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RFID技术已在各

行各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能对人员和物品的流动实行快捷

准确的管理。目前，RFID技术已逐渐成为提高军事物流供应

链管理水平，降低保障成本，增强部队战斗力不可缺少的技

术工具和手段。RFID技术在我军物流领域的应用，必将给军

事物流保障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RFID技术与未来信息化战争

物流保障 未来信息化战争空前剧烈，战场物资消耗猛增剧涨

，军事物流保障的任务更加繁重、责任更加重大，军事物流

活动的结果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胜负。信息化的战场环境要求

军事物流必须适时、适地、适量的为作战部队提供物资保障

，即在准确的时间与地点向作战部队提供数量适当的军用物

资，这给军事物流保障的快速性、机动性和准确性等提出了

更高要求，要求军事物流信息准确、可靠、快速、高效的传

输、采集、处理和交换，对物资保障的全过程实施指挥控制

，建立“精确型”战场物资保障系统，实现物资保障决策的

科学化和快速化，提高战场物资保障效率和效益。 RFID技术

利用无线射频方式进行非接触式双向通信交换数据以达到自

动识别目的，具有防水、防磁、耐高温、使用寿命长、读取

距离大、标签上数据可以加密、存储数据容量更大、存储信

息更改自如、可识别高速运动物体并可同时识别多个标签等

优点，操作快捷方便，特别适合于实现军事物流系统的自动



化管理。 为了适应未来信息战的要求，我军正在积极的致力

于物流信息化建设。但是对RFID技术在军事物流系统的应用

范围和潜力还缺乏明确的认识，对于军事物流系统中物资管

理和跟踪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总体水平较低，突出表现

为：一方面，库存物资管理信息化程度普遍不高，大部分仓

库管理主要依赖人工操作，无法很好的适应未来战争对于快

速准确保障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保障物资种类和数量繁

多，因而当物资发出后，无法实时跟踪了解在途物资的位置

、状态等信息；同时，在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下，当部队的

实际需求发生变化时，也无法及时将在途物资重新调配。 存

在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现在的管理方式难以实现军事物

流信息的实时采集和传输。在军事物流保障中应用RFID技术

，将实现真正的自动识别，能很好的解决物流信息的实时采

集和传输问题，而且迅速准确，大大加快了各项业务的处理

速度，实现物资保障从供应地到需求地的全程可视，实现对

战场在途物资的实时追踪和指挥控制，必将大大改善我军的

物资保障现状，提高军事物流保障能力。 美军RFID技术应用

状况 目前外军对RFID技术应用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军。美国国

防部对RFID技术的应用源于现代战争的需要：1991年海湾战

争中，美国向中东运送了约4万个集装箱，但由于标识不清，

其中2万多个集装箱不得不重新打开、登记、封装并再次投入

运输系统。战争结束后，还有8000多个打开的集装箱未能加

以利用。后来美军估计，如果当时采用了RFID技术来追踪后

勤物资的去向并获得集装箱的内容清单，将可能为国防部节

省大约20亿美元的支出。海湾战争后，美军为解决物资在请

领、运输、分发等环节中存在的严重现实问题，给作战部队



提供快速、准确的后勤保障，提出了全资产可视性计划，要

实现后勤保障中资产的高度透明化。而RFID技术的应用使美

军实现后勤物资透明化成为可能，为自动获取在储、在途、

在用资产可视性信息用提供了方便灵活的解决方案。 RFID技

术已经被美军广泛应用于军事物流保障领域，如特定物品寻

找系统、运输途中物资可见性系统、单兵电子病历卡、生理

状态监测器和服装发放装置等，极大的改革了传统物流跟踪

方式，并在欧洲回撤、索马里维和、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

争等实战活动中取得了理想的效果。通过采用RFID技术，使

美军的平均后勤补给时间大大缩短。 伊拉克战争中，美军通

过给每个运往海湾的集装箱上加装SAVI科技的射频卫星芯片

，准确地追踪了国防部发往海湾的 4万个集装箱，从而实现

对“人员流”、“装备流”和“物资流”的全程跟踪，并指

挥和控制其接收、分发和调换，使物资的供应和管理具有较

高的透明度，大大提高了军事物流保障的有效性。RFID技术

的应用，使得美军后勤补给能力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可以

轻松掌握所有后勤补给的实时信息，实现对后勤物资从工厂

到士兵的全程追踪，也使美军实现了由“储备式后勤”到“

配送式后勤”的转变。与海湾战争相比，伊拉克战争中的海

运量减少了87％，空运量减少了88.6％，战略支援装备动员量

减少了89％，战役物资储备量减少了75％。这种新的运作模

式，为美国国防部节省了几十亿美元的开支。 我军物流保障

应用RFID技术的思路 目前RFID技术在我军的应用基本上还处

于起步阶段，要实现射频识别技术的全面推广和运用，建立

适应我军后勤发展的军事物流系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

手： 1、加强RFID技术推广应用的组织领导 由总后勤部牵头



统一组织规划、统一技术体制、统一信息标准、统一软件开

发，并与作战指挥系统兼容，从研究开始就杜绝信息化建设

中各自为政、互不统一、缺乏系统集成等问题的出现；成立

全军RFID技术推广应用领导小组，负责全军RFID技术推广应

用。 2、成立全军RFID技术应用研发中心 成立全军RFID技术

应用研发中心，建设相关实验室，着眼未来信息化战争实际

，跟踪国内外RFID应用研究发展动态，积极探索RFID在我军

军事物流领域的应用研究，以带动全军的后勤信息化的发展

。 3、建立我军RFID标准体系 成立全军RFID标准化工作委员

会，负责建立我军RFID技术标准体系，研究制定军事物流信

息分类、指标体系、各类信息编码代码等标准和规范。要注

意与我军现有信息系统的集成和融合，同时，要兼顾与民

用RFID技术标准的兼容，以利于军民一体物流的实现。在标

准制定之后，要及时下发相关的科研院所及后勤部队，并加

强对使用标准的督导，切实把标准化建设落到实处。 4、开

展规划研究、突破关键技术 从全军物流的全局出发，从顶层

对研究项目进行规划设计，并根据我军现状确定当前及今后

一段时期内RFID技术在军事物流领域应用的重点和难点。组

织科研力量协力攻关，力争解决标准建设、加密技术等关键

难题，为RFID技术在战场在途物资指挥控制系统以及仓储管

理系统中的应用做好准备。 5、建立RFID技术平台，研制开

发应用软件 研究确立RFID技术及其与相关技术的接口和服务

的标准规范，建立通用一体化RFID技术平台，对各类应用软

件进行顶层设计、总体规划，确定详细开发目录，分级、分

专业组织开发。同时，对现有软件系统进行改造和升级，研

究解决系统技术安全保密问题。 6、在仓库及后勤信息部队



试点后推广 选择部分仓库和后勤信息部队进行实验试点，使

得RFID技术的应用真正与部队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通过解

决实际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不断完善RFID技术的应用研究。

军事物流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考虑到军事物流

供应链上各个环节RFID技术应用的合理高效衔接，因此在选

择试点的时候，要注意从全军这个全局的高度考虑问题，在

标准化、一体化上狠下功夫，从而最大限度的挖掘整个军事

物流系统的保障潜力，使我军后勤保障实现质的飞跃。 在

对RFID技术应用研究较为成熟时，由总后勤部统一规划，在

全军后勤领域展开全面的推广应用，使得RFID技术在我军后

勤领域真正发挥出保障实力，实现我军后勤保障革命性的突

破，从而大大增强我军信息化战场的综合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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