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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而汽车

的制造水平是一个国家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

现在，。全球化”已成为时代的主要特征，我国已置身于国际化的大市场中，

要想和大的汽车生产商抗衡，在激烈的自由化、科技化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

就必须建立现代化的设计开发、质量控制、服务监督、售后服务体系。就必须对

零部件的所有信息、整车的所有装配信息和售后信息加以全面、科学的控制和监

督，实现汽车生产的信息化。

本课题在J2EE技术平台的基础上设计实现了基于RFID的汽车生产信息追

踪系统。课题综合运用了新出现的RFID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利用

RFID技术的射频识别特性，网络和计算机的联通特性和J2EE技术的诸多优势

构建起了面向信息化、网络化、自动化、智能化、监控化的一整套供汽车生产信

息追踪系统。本系统实现了汽车零部件网络采购、汽车零部件来源的监控和流经

路径的追踪，实现了汽车零部件出库和入库的自动点货。装配时，收集每一道工

序的详细信息。装配后记录测试数据。经销商销售汽车时采集顾客信息回传到生

产厂家。如果汽车出现问题可以迅速召回和进行责任追踪。

研究开发本系统，不仅可以打造世界一流的汽车生产体系和销售体系，大幅

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企业竞争力。同时可以依此为依托，进一步在其他领域推广

类似技术，从而最终实现包含各个领域、各个种类的产品的。物联网”，全面提

升我国的经济实力．

关键词J2EE；物联网；中间件；射频识剐；寻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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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the economics．Our country is worthy ofthe name‘'the

world factory"’一wlaile,the level of Auto Industry indicltttcs the level of a country’s

manufacture．

Now,economies integration are stepping 011 the juice．We have to compete with

the foreign powerful Auto manufacturer in the world market that is free and

teelanologieal．So we must set up a set ofmodem system that face to design,quality

control，SCI"ViCA：．By using it，we湖monitor all Info exactly,including：sour∞of

parts Orcomponents，InfoofAutoitselfand clientthatbuyAuto．

Based 011 the slxongpoint ofcomputer Intemet,a software system ofauto produce

is designed and carried out in the paper,whiela is supported by a new RFID

teelmology,that c孤identify objeet by Radio Frequency．The system build Oil J2EE

platform,it provide a perfc,=t function which face to information,network。

automation．intelligent．It啪trace and collect correlative Into during producing

Auto．By using it，you c缸buy 01"sell your Auto parts and components On line，you

Call monitor the Info of the auto paris and eomlponents sourr．,e and the parts and

components how to used root and branch,you caⅡdo nothing while storing the parts

Or components．they will be calculate automatically．the system can collect detail Info

of every working procedure and testing data automatically．Aider get the client

information that dealers collect,you c龃1"eCall the defect auto and find the n强湖
efficiently．

By research this system，WC啪made the best Auto produce and sell system in

the worl正whiela improve the 1evel of 0111"country’s Auto manufacture．At the SalVe

time．We c缸spread this techniques with this project's support,further,We Call using it

in every appropriate field to strengthen OUr country economic power

Key words J2EE；Material network；middleware；RFID；addr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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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1章绪论

1。1课题的来源和意义

本课题是由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组织，由中国标准

化协会承担的我国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标准研究的课题中的EPC框架体系结构

中RFID中间件技术的研究。

我国现在已经置身在国际大市场中，我们的竞争对手是发达国家的跨国性大

企业，它们大多经过多年的资金和技术积累，拥有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生产技术，

拥有一流的生产标准和规范。而我国的汽车零部件和汽车生产则令人担忧，我国

的汽车零部件和汽车生产企业大多是小企业，由于资金和技术积累时间少，使得

在和他们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但是，RFID技术将带来传统生产方式和销售方式

的根本变革，RFID技术的出现使我们和那些跨国大企业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谁

先将RFID技术尽快应用到实际当中，谁就有可能在下一代的竞争中占据主动。

使用RFID和相关软件技术可以实现：第一、汽车零部件的网上采购系统，

通过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融合电子商务和RFID技术，可以实现网上汽车零部件

的洽谈，交易。谈好后，直接下达提货单，将所出售货物推出仓库付于买方即可，

出货时系统会自动点货和计价，传送给交易控制中心。这样实现了出售货物的自

动化和信息化。同时省去各种单据的签署和投递，节约了人力和物力。而买入方

收到货物后可以一次性直接入库，系统会自动点货和计价，并传送数据到交易中

心，买方可适时的进货，甚至实现零库存进货，节约成本。通过在程序内内置信

息可以将零部件的流转信息一同传送给买方，这样买方就有了零部件的所有信

息。第二、生产过程监控系统，我们在各个工序安装识读器，这样我们可以记录

每一零部件每一个工序信息传入监控中心，以备责任追溯和纠正技术问题。第三、

汽车销售系统，我们在销售的地点安装识读器，然后在出售时录入顾客资料，这

样我们就有详细的资料，可以快速召回问题汽车。第三客户查询系统，我们基于

上面的资料可以让每一希望买车的人查到汽车的所有信息，希望修车的人迅速查

到零部件的所用信息，所要做的只须将零部件在识读器前一晃。

如果开发应用本系统，不仅可以实现生产的信息化，网络化，提高产品的质

量，而且可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企业生产的标准化，实现规模有序生产，

变分散的小企业为大企业，集中优势，形成竞争合力，在和跨国的大企业竞争中

获得主动。同时可以集中管理，规范市场，监督来源不明的产品，打击假冒伪劣；

优化汽车零部件的资源配置，提高整个产业链的运行效率，使汽车制造业迅速成

长，提高汽车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同时可以依此为依托，进一步在其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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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推广类似技术，从而最终实现包含各个领域、各个种类的产品的真正的“物联

网”，实现整个国家范围内的产品生产自动化、信息化．

通过开发本系统，可以为RFID和网络的结合奠定现实基础、积累技术经验

和获得方案的实际验证，以为其他行业和领域推广和应用RFm和计算机结合的

技术提供可行性借鉴和实际经验，使我国的所有领域的产品竞争力提高。

1．2课题背景

1。2。1无限射频识别技术的兴起

无限射频识别技术的核心是电子标签，电子标签即为RFID，有的称射频标

签、射频识别。它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通过射频信号识别目标对象

并获取相关数据I¨，识别工作无须人工干预，作为条形码的无线版本，RFID技

术具有条形码所不具备的优点：射频标签内存可变，特有的辨识器不能被复制，

作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视野之内，不需要光源，甚至可以透过外部材料读取数据，

使用寿命长，能在恶劣环境下工作，能够轻易嵌入或附着在不同形状、类型的产

品上，读取距离更远，可以读写数据，存取速度更快，内容可动态改变，能够同

时处理多个标签，安全性更高，数据存取有密码保护；还可以对RFID标签所附

着的物体进行追踪定位。如果条形码标签被划破，污染或是脱落，扫描仪就无法

辨认目标，而射频标签损坏也可以读取数据。条形码只能识别生产者和产品，并

不能辨认具体的商品，贴在所有同一种产品包装上的条形码都一样，无法辨认哪

些产品先过期。而射频标签的芯片内存有该产品的详细信息，如产品的名称、产

地、材料、批次、生产日期、以及产品有效信息等BJ。

基于这些优点，无限射频识别技术自然成为企业信息化，生产自动化、过程

全方位监控化的理想实现方式。应用RFID技术可以迅速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产

品质量，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所以无限射频识别技术一出现就成为了最受人们

关注和最感兴趣的技术之一．近来，RFD技术迅速席卷全球，世界各国积极发

展自己的RFID技术，以求在信息化的大趋势下争取主动，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

席之地，借助RFID实现本国的经济跨越式发展。由于其不可估量的经济价值，

RFID被业界称为11r业的“最大金矿”。

无线射频识别技术是目前rr业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包括mM、I-IP、SUN

公司等在内的rr巨头都纷纷推出了自己的RFID解决方案【”．RFD应用的范围

遍及制造物流、医疗、运输、零售，国防等等【4】pJ，根据ABI Research的调查，

到2008年全球将有近四十亿美元的市场，其中一半以上为软件应用。然而RFID

成功之关键除了标签的价格、天线的设计、波段的标准化、设备的认证之外，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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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要有RFID系统的运作中枢一RFD中间件软件和企业应用软件。

由于RFID中间件和系统蕴藏着巨大的经济价值，所以在国外RFID技术已

经吸引了无数个大小公司，mM、SUN、甲骨文以及微软等知名国际软件厂商都

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RFD中间件的开发。目前，mM、微软、甲骨文、SAP、

S蕊、TIBCO、WCbMcthods等中问件软件供应商都陆续宣布了各自RFID中间件

的策略【6l，凭借自身强大的实力，稳稳地把占着市场的主导地位，属于第一梯队。

而众多国内软件厂商如东方通、中创、普元等只能担当配角，属于第二梯队。同

国外厂商比较，国内中间件厂商的整体实力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当前国内的RFID

中间件市场尚不成熟，尤其是对于安全等深层次功能的提供，各软件供应商还没

有明确的措施。

1．2．2我国的汽车制造水平现状

1．2．2．1现状长期以来，汽车工业作为国家重点投资和发展的产业，虽然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世界汽车工业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国的汽车

工业尚属幼稚产业，国际竞争力不足，随着经济全球化，汽车工业必须面对国际

与国内广泛领域的挑战。

经过建国50年的发展，我国汽车业已经具备了较好的产业基础【7】，汽车总产

量己跃居世界第2位，汽车工业已经初步显示出产业关联度大、资金积累能力强

和就业人口多的特点。随着汽车工业的进一步快速发展，汽车工业对国民经济发

展的贡献正越来越突出。总量迅速增长，产业规模显著扩大

但是行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及制约因素，首先、‘傲、乱、差”问
题是中国汽车工业发展中长期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散”是指我国的汽车生产

企业规模小、零散，缺乏对其的管理。目前全国共有汽车整车生产企业123家，

生产厂家过多，但是对其的管理规范不到位，不能有效管理，形成合力，导致无

法形成汽车生产的必要经济规模，生产效率低下。“乱”是指汽车零部件市场供

应链混乱，各个企业的零部件来源无法规范和监控，。差”是指我国的汽车制造

业效率低下，质量和服务达不到汽车制造业要求的水平。另外，零部件工业落后

于整车发展，除极少数合资企业产品外，我国汽车零部件工业产品水平和技术开

发能力比整车更为落后，直接导致整车产品质量提高缓慢。原因有：各企业分别

引进不同国家的同类车型，汽车整车未达到规模经济要求，而且零部件还没有实

现国际上通行的通用化、系列化和标准化；零部件配套上的地方保护主义，也严

重影响了零部件经济规模的形成。

1．2．2．2汽车工业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挑战进入21世纪，在世界各国产业结

构调整和贸易及投资自由化迅速发展的带动下，各国的经济交往日益密切，极大

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分工与合作，世界汽车工业的全球化走势也日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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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生产和系统化供货将成为发展潮流。在世界汽车界，模块化生产和系

统化供货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潮流。整车厂将不仅仅在产品上而且在技术上

更加依赖配件厂商，而这使得零部件厂商成为决定未来汽车工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国内外汽车工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表明，未来的我国汽车工业必将更深入地

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来，要想在这种形式下取得主动，在投资自由化中拥有话语

权，必须想出办法尽快改变我国汽车制造的现状，解决我国汽车制造业存在的制

约汽车制造业发展的问题。

1．2．2．3解决方案将RFID技术与计算机技术和我国的汽车制造业结合，应

用RFID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构建汽车物联网，通过RKID技术带来的革命式的产

业变革，升级我国的汽车制造业，在汽车生产信息化、自动化、监控化、标准化

方面予以根本性的提高，这样我国的汽车业才能在国际化的过程中获得最大收

益。

1．3国内外研究现状

RFID技术在国外的发展较早也较快。尤其是在美国、英国、德国、瑞典、

瑞士、日本、南非目前均有较为成熟且先进的RFID系统。

EPCglobal Iac．于2005年底核准GEN2标准，ISO也于2006年6月采纳GEN2

规格为ISO 18000-6C标准。随着ISO 18000-6C标准的制定，更多的国际大厂如

11和飞利浦，将加速提供GEN2产品，这将加快RFID成本的降低。另外，各国

也积极的在规划调整超高频段的分配，以满足Is0 18000-6C标准频段的需求。

加快RFID硬件的迅速发展．

在软件方面，BEA、mM、东方通科技三家软件厂商占据市场份额63．9％。

国内中间件市场发展势头良好，东方通科技在国内厂商中位居第一。目前，中间

件在国内整个软件行业中应该是发展速度最快的市场之一。当然，中国软件产业

整体上还比较弱，整个社会信息化的程度无论在广度、深度方面都还不够，这些

自然也限制了国内软件产业及中间件的市场规模。同国外厂商比较，国内中间件

厂商的整体实力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随着国家信息化建设

的不断深入，社会对应用软件，特别是对网络应用起支撑作用的中间件产品的巨

大需求却是不争的事实，国内中间件和企业应用软件的市场才刚刚开始启动，存

在巨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瞵】．

当前，市场上尚无规格化应用软件。目前的解决方式是经由客制化的开发，

但客制化的开发耗时，成本高，且不易维护。尤其在摸索阶段，作业流程常需调

整，应用软件也须配合调整。所以RFID应用软件也应该逐渐朝向规格化发展，

以满足变动调整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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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硬件方面，国内技术正在迅速成长，2006年‘中国射频识别(RFD)技

术政策白皮书》发布，国家拨款支持863计划先进制造技术领域重大项目‘‘射频

识别(RFD)技术与应用”，并且建立国家射频识别产业化(上海)基地。

2006年，海尔加入EPCgIobfl：上海政府完成百万气瓶电子标签标识工作；

中国标准化考察团对日本、韩国进行了考察访闯；我国《动物射频识别代码结构

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全国首家RFID公共技术支持中心在广州成立；上海百联

集团下属百联配送有限公司物流配送中心成功实旌RFID仓库管理系统项目；广

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5年内采购1．25亿张电子客票，计划将原有的纸质车票全

面更换成RFID电子车票；全国物品编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以加强我国物

品编码标准的统一归口管理，完善我国物品编码标准体系建设；国家金卡工程

RFID应用工作组成立，进一步推进金卡工程。上海出租车去年年底全部安装电

子标签、中国铁路体系全面采用RFED调度系统。而已经有成功案例的香港国际

机场使用了被动超高频RFD技术、实行了实时旅客行李跟踪系统后行李识别率

提高了8％。从去年发生的关于RFED的大事就可以看出，我国的RFID技术即

将迅速如风暴一样席卷全国。

在软件方面，深圳图书馆新馆在全国图书馆中率先采用无线射频技术，将可

以实现图书自助借还、图书自助分拣、自动整序排架、自助清点馆藏、智能图书

车和射频防盗报警等，中国香港和深圳港口正式启动RFED无线射频识别追踪管

理系统，负责货物的海洋运输管理。

在汽车业方面，主要是国外的应用。国外l疆D发展的很快。2006年4月，

VDC的数据统计，2005年全球RFD市场在汽车行业的价值总量达到了三亿一

千二百万美元。其中硬件部分(不包括频雷达收发器和遥控车门系统的收入)大

约占到56％的比例，2006年到2010年的这段时间，汽车行业RFID市场的年增

长率将保持在20％左右。2005年全球汽车市场所对RFID产生的市场值为3．12

亿美元， 2010年时将增长至7．65亿美元。如图1．1所示18】。

2●■

确

● 蚺 一 一 一 - 一 憎 一 _

图l—l RFID在汽车市场中产值(单位：百万美元)

Fig．1-l produge V妇in∞lto mmket

目前，应用RFID技术最广的区域是车辆出入管理与安全系统。通过装上

RFID跟踪器可以跟踪汽车的精确位置；通过电子熄火器可以让车辆不能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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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其RFID读取器能够读取到设置在使用人激活锁匙上面的RFID标签的正确

信息。例如，在车辆出入管理方面，荷兰鹿特丹港的Broekman集团公司的大型

汽车集散场，使用RFID技术可以对停放在那里的四万多车辆中的任何一辆进行

准确定位管理。在安全管理方面， 2006年12月，RFID防盗汽车牌照将在吉隆

坡上路，德国将RFID应用于名贵老爷车防盗，墨西哥汽车公司应用RFID轮胎

防盗等。而我国的实华开公司2005年3月也推出新型RHD汽车防盗系统卿，

但是，汽车业RFD最大的成长点是在生产过程自动化，生产过程监控。现

在国外的大的汽车生产公司正在积极开发推广使用，例如，本田在意大利的子公

司已在汽车底盘和部分零部件(包括转速机和发动机等)上粘贴了无源高频RFID

标签，在装配线上采集相关信息。宝马和丰田等大型汽车公司和NYK等远洋运

输公司，已经使用RFID实现资产管理，他们在汽车上和货物集装箱中使用

WhereNet的主动式芯片，通过在资产管理系统中监视RFID标签，可以确保汽

车和集装箱按照规定的日程准时出库，货物可以正确地放到集装箱中【I仉。2007

年3月，韩国现代汽车宣布它的物流供应链将应用RFID技术，借助RFID标签，

现代物流公司可以对物流供应链各个环节和步骤的运行情况进行追踪监管，并实

时采集数据信息：包括运往配送中心的运输环节、重新打包装箱环节、由配送中

心运出后的环节、运往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科斯塔．梅萨和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

的配送中心以及最后到达蒙哥马利装配工厂。同时三菱汽车澳大利亚分公司，投

入六十三万澳元，将RFID技术用于跟踪车辆的生产过程，跟踪涂装、车体和总

装车问生产过程【l“。2007年，HUM英国本田汽车制造总部将(Honda)应用超

高频RFID标签追踪运往英国Swindon装配中心的汽车零部件等。

由此可见，RFID的硬件技术正在迅速成熟并应用于实际当中，在汽车制造

业方面发展迅速，除了现在应用广泛的定位和安全管理，生产自动化也将快速发

展。但是紧迫的是，国内还没有面向生产自动化和生产过程监控化的应用研究出

现，更没有物联网的应用。所以开发一种面向网络化、智能化，实现生产自动化、

过程监控化、信息化的汽车生产信息追踪系统尤为重要。一则可以跟进国际先进

技术，二则可以提高我国汽车制造业水平，提高企业自身的竞争力。

1．4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课题主要开发基于J2EE技术平台的RFID系统中间件和标准的网上物流企

业应用，全面实现对汽车生产过程的信息化追踪。整个系统分为：汽车零部件的

采购(或者自己生产)系统、汽车组装信息采集系统、问题汽车召回系统和责任

追踪系统和汽车信息查询系统。计划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1)汽车零部件采购系统零部件购入管理子系统、产品出售管理子系统、

本企业产品浏览子系统、采购清单管理子系统和公司信息管理子系统．



绪论

(2)汽车组装信息采集系统信息的采集子系统、信息的整理子系统、工

序信息的设定子系统、信息的保存子系统和信息对外服务子系统。

(3)问题汽车召回系统和责任追踪系统销售商采集数据子系统、销售商

采集数据回传子系统、召回子系统子系统、公司信息管理子系统、企业内部责任

追溯子系统和企业外部问题零部件责任追溯子系统。

(4)汽车信息查询系统互联网寻址子系统和信息查询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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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系统开发运行环境的搭建

2．1 系统开发采用的技术路线

本系统设计采用J2EE技术．一方面，J2EE技术建构在JAVA语言基础之上。

JAVA语言有跨平台的特性，具有“一次编写，处处运行”的特性，很容易和其

它平台系统集成。另一方面，J2EE技术提供了用于企业开发的组件，如S矗'vlet、

FJB、JSP等组件，使得应用J2EE技术可以轻松实现基于三层设计方案的分布式

系统“21。

2．2本系统所用到的技术

本系统构建需要实现完整的业务系统。需要使用的技术有：XML、CSS、

J，CVrASClⅢ叮、APPLET、HTML、EJB、JSP、JSF、SERVLET,JDBC、JAVABEAN，

弘W①OC等相关技术。

本系统采用三层的modcl-view．∞n昀l盯的设计模式，在地址解析器部分采用

JSP来开发视图部分，使用sm-vlct开发控制器部分，使用javaBe龃实现页面数

据的存储、响应的数据处理，使用EJB实现对任务调度模块的代理，使用正则

表达式、javascript完成数据的校验。使用jdbc实现对数据实体的存取。特别地，

在汽车零部件采购系统部分采用优秀的新技术JSF代替JSP+Serlc￡模式来实现

MVC模式的程序设计，使系统开发、维护、扩展更加容易。

2．2．1 J2SDK

J2SDKI．4是目前比较通用的版本，1．4在java的跨平台特性、安全性的基础

上，增加很多新特性功能，提供更高性能、可扩展性、稳定性、和服务能力。最

新的版本是J2SDKl．5，性能更好，但是基于其他工具对J2SDKI．5的支持性问题

和实验室现有的工具以及2SDKI．4是非常成熟的、经过实际检验的版本，本系

统开发决定使用J2SDKl．4版本。

2．2．2 Jbui lder开发环境

Borland Jbuilder具有强大的功能，是可视化java集成开发工具，可以快速开

发包括复杂企业级应用系统的各种java程序，包括独立运行程序、Applet、Servlet、

jsp、皇ib、WebServiee等。它还可以自动检查页面错误，直接配置数据库连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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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动提示用户想记却记不住的属性和方法；提供对企业应用程序的开发功能，

继承多种服务器；提供团队开发能力，提供版本控制：提供程序发布功能；提供

远程部署能力；提供内置的Tomcat服务器的集成，使WEB开发更方便。所以

决定采用Jbuilder集成开发环境L12】。

2．2．3 Weblogic服务器

Weblogie是因特网的基础构架软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中间件。它使企业能

够开发、部署、集成新一代电子商务应用(如B2B电子交易)，并且支持从WEB

发布到企业级事务处理的商务应用。它能够建立、扩展、集成、部署和管理应用

系统的平台，包括很多开发、部署和管理工具Il”。

但是Weblogic不可以一次启动多个实例，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实例必须是独

占的。这样就会给调试程序带来不便。这点可以用Tomcat补充．

2．2．4 Tomcat服务器

提供WEB开发能力【培】，具有小巧、反应速度快的特点，可以一次启动多个

实例，很适合开发、调试WEB程序。可是它不提供EJB的支持．

所以，本系统开发决定同时使用Weblogic和Tomcat服务器。

2．2．5部署工具

可以使用Jbuilder来对开发程序进行打包并部署或者远程部署，使用

Weblogic来完成对企业应用的部署。

2．3系统的配置

在下载和安装Juilder2005、Weblogic8．1后，需要对之进行相应的配置，在配

置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问题，下面给出了配置的详细步骤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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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JBuider2005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2．3．1．1 出现的问题描述当打开JBuilder2005后，通常会发现有光标错位和

汉字乱码问题，表现为不能正确显示光标位置和中文字符。光标错位和汉字乱码

一般出现在斜体字符和粗体字符(关键字)中。

2．3．1．2出现的问题原因在不同的区域设置中，JavaJDK自动调用与之相对

应的prop,岛'ties文件，Sun公司所推出的JDK与中文系统相对应的properties文

件存在问题，该文件没有区分英文字体的正常粗体和斜体的显示。

2．3．1．3解决方法

(1)方法一安装完JBuider2005后，在第一次启动之前，找到JBuider．config

文件(JBuidc'u'2005安装目录／bin文件夹内)，用记事本程序打开，在文件中添加

vmparam·Dprimetie．editor．useVariableWhhFont-吨-ue。如图2．1所示。

●applications
u■_-ePIll．n 3211

v—●●e——jx 7毙
竺曼乜墨匕曼曼=墅窟￡耋!曼兰耋宝：!蔓量生空￡一醋熹寰坚acj。一鱼l蔓’晤，主艇EQ醴譬=主口暖
■Flake sure that DLL。s in the lib directory&1SO get picked up
addlihpath．．／1tb

圈2-1 JBuidcr．config文件片断

Fig．2-1 Scrap ofJBuidcr．config

以上解决方法需要在安装完3Bmlder2005后未启动之前设置才能有效。往往

是在开始开发代码工作后才发现有光标错位和汉字乱码问题的，这时候如果重新

安装一遍JBuilder2005或许是一件很繁琐的事，可以用以下方法来解决。

(2)方法二通过菜单Tools-)Preferences--+Fonts，单击Editor，在字体中选

择宋体后，单击OK按钮即可。通常情况下在Font family中只有Dialolnput、

CourierNew、LucidaSansTypewriter三种字体，没有中文字体。如果在Editor中

选择另一种字体，如CourierNew，虽然也可以解决光标错位，但这种方法并不能

同时解决汉字乱码问题。推荐通过以下添加宋体的办法来解决：

找到IBuildcr2005登录操作系统的用户文件user_zEpropertics，此文件在系

统用户文件夹下(以本机为例，路径名是：DADocuments and

Settings＼gg＼_．primetime2005＼user_zh．properties)。用记事本程序打开，在该文件中

添加：

editor．display,fixed_fonts．3=、u5b8b＼u4f53．(宋体的Unicode表示)。如图2．2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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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d／splap；Fixed—Fonts．1=Courier Hey

editor．display；Fixed—Fonts．2-Lucida Sans Tgpewiter
!生兰12[：璺兰三e三苎坚；!皇苎!堕￡竺空生兰：兰：玉些兰垒璺垒!坚皇￡三兰．
editor．display；knom—Fonts．1=Arial

图2-2 1】sa吐pro弘撕a文件片断

Fig．2-2 Scrap ofW哆血pr唧硎目

重启JBllilder2005，就可以看到宋体，如图2-3所示。

图2-3 JuiGlcr的字体配置

Fi口-3 Font co砬寄ml垃髓ofJuild日

选择Font family为宋体，这样就能同时解决光标错位和汉字乱码的问题。

2．3．2 WebIogiC启动及出现的问题

安装并配置完Weblogic服务器后，启动服务器，在浏览器中输入下亟的网址：

http：／／localhost：7001／console，其中localhos：t为本地主机计算机名，如果服务器在

其他机器上，应该输入相应的计算机名或P地址。然后输入用户名密码登录后，

就可以进入控制台进行数据源配置、部署EJB等工作了。如果Ⅲ浏览器版本不

高于5．5，控制台会提示浏览器版本过低，版本过低会导致控制台的某些功能不

正常，比如不能显示界面的左侧树形图等，因此需要升级浏览器到6．O或以上版

本。

2．3．3 JDBC的安装及SOL Server的配置

到微软网站http：／／www．microsofl．com／china／sql／downloads／defauiLasp，在产

品更新栏中下载MicrosoftSQL Server 2000 Driver for 5DBC驱动后安装。把安装

目录(以作者本机为例)D：kProgram Files＼Mierosofl SQLServer 2000 Driver for

JDBC恤下的三个文件：msbase．jar、mssqlserver．jat'、mssqlserver．jar拷贝到
％WL_HOME％＼severRib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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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数据库企业管理器，通过安全性一登录一新建登录，输入名称，选择SQL

Server身份验证，输入用户名，密码。然后设置该用户服务器角色和数据库访问

权限，对于初学者，不妨全部选中，当然处于安全性考虑，这显然不是一个明智

之举。

打开Iviicrosoft SQLServer下的服务器网络实用工具，查看确定启用的协议

中的TCP／IP的属性端口，默认情况下为1433，这是通过网络访问数据库的端

口号。

2．3．4 JBu i I der2005+Web I og i c8．I+SQL Server2000配置

在我的电脑一属性一高级一环境变量一系统变量中，

(1)新建java—home变量变量名为：java_home，变量值为：

D：、BorlandkJBuilder2005＼jdkl．4，如图2-4所示。

图2_4 java环境变量的设置

Fig．2．4 Configuration oqava envionmcnt variable

(2)修改path变量 在path变量前添加：

％!iava__homc％；．；咧ava_home％＼bin；，新的path变量值为：

啊ava．_home％；．；啊ava．_home％kbin；
％Syst朗1Roo嘞抛ySt锄32；％SystemRoot％；％S”tenlRoot％＼syst印132懈，b锄；D

、Prognm Filcs、lMicrosoft SQL Serv盯、80＼1bol如巧TN

(3)新建WL_HOME变量变量名为：WL_HO皿；变量值为：
D：＼bea＼weblogic81·

(4)新建cIasspath变量变量名为：dasspath，变量值为：

啊ava_．home％＼bin；．；咧ava_home％mb；啊avajome％、lib＼dtj钙

峋ava home％＼lib＼tools．jar；％WL_HOME％kserverklibkmsbase．jar；
％WL HOME％kscrverklib'cnsutil．jat；
％wL HoME％、serv踟bh丑ssqlserv嘶《
(5)配置JDBC连接池、数据源启动Weblogic控制台，展开

Scrviccs℃rDBC＼Connection Pools节点，单击ConHgure a new JDBC Connection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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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base Type选择MS SQLServer，Database Driver选择M／crosofi's MS SQL

Server Driver(Type 4 XA)Versions 2000。

在定义连接属性页面中，填写数据库服务器P地址，要连接的数据库，及

其数据库登录名等信息。如图2．5所示。

图2-5 weblogic数据源的配置

Fig．2-5 Configuration ofData$otlruc in weblogic

在测试数据库连接界面中，如果上一步信息填写无误，可以不作修改，直接

Test Driver Configration，来测试能否连接到数据库。

系统会提示[Mieroso羽[SQLServcr 2000 Drive*forJDBC]Error establishing

socket的错误，这是由于没有加载SQL Server的驱动程序。通常由以下两个原因

造成的。

原因一：程序中的Port和SQLServer提供的端口不一致。打开SQLServer

的服务器网络实用工具，确保TCP／IP协议己启动，这是进行通讯的必要条件，

再选中TCP／IP协议后点击属性，会看到了一个端口号，默认情况下为1433，这

是在getConnection里用到的端口号，必须把定义连接属性页面中用到的Port，

写成这个端口号。

原因二：Weblogic启动时没有加载SQL Server的JDBC驱动程序。在路径

bea＼wcblogic．,81、sen"vcr＼bin下找到startWLS．emd文件，或

bca＼user_projcctsklomaim、Jmydomain下的startWebLogic．enad文件。在文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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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PATH--％CLASSPATH％；--项(这是Weblogic服务器启动时调用的类库文

件路径)在后面加上：

％wL-HOMB％＼serv踟b恤ba∞j《％、ⅣL__HOME％、serv训ib㈣j《％、ⅣL一-H
OME％、server、lib虹sqlserv盯．j虻如图2．6所示。

图2-6 Weblogic环境变量的设置

Fig．2-6 Configuration ofWeblogic envionme口at variable

重新启动Weblogic，进行到测试数据库连接界面这一步后，单击Test Driver

Configration测试连接，此时系统会提示未能找到‘master．．xp jdbc ’存储_open

过程。将Program FilesLMicrosofl SQL Server 2000 Driver forJDBC＼SQLServer JTA

下的sqljdbc．ml文件拷贝到SQLSin-vet的Binn文件夹下：Program Filcs、~ficrosoR

SQLServerhMSSQLkBinn。然后打开查询分析器，执行Program Files＼~licrosoft

SQLServer 2000 Driver forJDBC＼SQLServer JTA下的instjdbc．sql数据库文件，运

行这个文件后，会安装一些需要的存储过程。

然后重启Weblogic，配置数据库连接池，进行到测试通过后，单击Create and

deploy，连接池就配置好了。

配置好连接池，如果需要Test一下连接池是否工作正常，可以通过单击

Testing项下的Test Pool。如图2．7所示。

图2—7 weblogic连接池的配置出现的问题

Fig．2·7 Problems in the础目m蜘ofWeblog／c connection pool

仔细阅读Waring信息会发现，Test需要TestTableName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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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Configuration-*Conneetions---}Advanced Options，show下的三个Test选

中如图2-8所示，apply后，再进行测试就会显示Connection successful 011：

myserver·

E焉Talt闩培●-f¨●d C●n憎c帅瞳

Speci缸s whethm Webl_吲c s．眦t·嘲·-t们喇·c矗帅h向m g汹叼簟to廿_嘲瞳‘Y蛐
ntuet tpocH’_T●●t T●bI●N引T'·below．)

I霹Tj●_ChH-●●d C●nn●叫●一
SPecme0—hIh矗W曲LJ埠虻翻M t喇●●co佃怕饷n柚er c馆a‘蛔g彝b埘b捌m喇dl“口≈协
the Sinl or connoctmns mbie in Ihe paoL(Y∞nitrst specWy●TeSt Tmla“NmTle,)

I E7 i1，．_IRttflllm-d cbmdb∞
Sp-c觚_嘲h甜w曲Lo—c S●r哪t●_··co州Ml。t看an b_由一憎籼耵'；．均赶佃thisJI撇

图2-8 w西logic连接池问题的解决

Fig．2-8 AIHWb*T ofWeblo#c connection pool

然后再进行数据源配置，在Pool Name中选择刚建好的连接池，数据源就配

置好了。

2．3．5部署dBu．1der2005连接SOL Server

打开Jbuilder，选择Tools---圯onfigure Librarics．÷New，新建一个库，在Name

中输入SQL，Locations选择User Home，然后单击Add，把Weblogie库文件夹(1ib

文件夹)下的三个JDBC驱动库文件添加到该库下。

把SQL Server JDBc驱动加到．1Builder2005中来。在Tools-*Entcrprise

Setup-*-Databasc Drivcrs--*Add，加入User Home．／：SQL，添加之后在列表框中显示
的是SQLconfig，确定，重新启动JBuildcr。

Tools->Database Pilot->View->Options->Drivers．->Add填入以下信息：

Driver chass：00111．．microsoiLj,dba，sqlserver．SQLServerDriver；

SimpleURL：microsoft：sqlscrveE．／／localhost：1433；DatabaseName=Northwind确定。

Tools->Databasc Pilot->New的Driver里选择

com．microsofL．idbc．sqlscrver．SQLServorDrivcr·

在URL里填入：microsoft：sqlserv％／／服务器Ip地址或主机

名：1433；DatabaseName=!故据库名，确定双击或点击+号输入sql数据库的用户名

和密码，就完成了JBuilder与sql的连接了．

这样，在建立EJB时就可以直接通过Choose Existing Connection中选择数据

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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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本章小结

本章中详细的阐述了开发环境的搭建和配置，包括Jbuilder2005开发工具、

weblogie8．服务和sqlserver数据库的整合，从而组成一个完整的开发环境，为后

续的程序开发奠定必需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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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汽车生产信息追踪系统总体方案

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已成为时代发展的主要

特征。各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一个国家的竞争实力的强弱很大程度取决于制

造业的水平，而汽车的制造水平是一个国家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汽车的质量、

所应用的技术和信息化水平则是汽车制造水平的标杆。

现在我国置身于国际化的大市场中，要想和大的汽车生产商抗衡，拥有自己

一席之地。就必须建立现代化的设计开发、质量控制、服务监督、售后服务体系。

就必须对零部件的所有信息、整车的所有装配信息和售后信息加以全面、科学的

控制和监督，实现汽车生产的信息化。

基于新兴的RFID技术、计算机和互联网等技术的诸多优点，结合实际，提

出了汽车生产信息化系统的总体设计方案。

3．1 汽车生产信息追踪系统的需求分析

根据汽车行业的装配特点：整车可能由不同的零部件组成，而部件又可能由

不同零件组成，不同的零部件可能来自不同的厂商，这样一部整车的零部件来源

就形成了如图3．1所示的层级分布。

零件供应商

零件供应商

零件供应商l 出售 ．|二级厂商

三级级厂商

组装

图3-1零部件来源层次图

Fig．3—1 Analysis ofparts soufc,e

本系统采用“双网架构”，即“互连网”和“局域网”。 “局域网”指企业

内部的数据管理，完成企业内部的业务。互联网是企业对外服务的平台，企业通

过互联网发布自己的企业信息。



北京工业大学工学硕士学位论文

3．2汽车生产信息追踪系统的总体构架设计

为了实现对零部件来源的监控，就必须站在行业高度，构建一套汽车零部件

信息跟踪系统。在装配过程中，为了对装配的每个环节进行监控，必须构建汽车

装配监测系统。为了快速召回出厂的问题汽车，必须构建汽车召回系统以方便问

题汽车的召回和追究责任源。当消费者了解汽车信息时，系统必须能够提供详尽

的汽车信息。因此整个系统分为：汽车零部件的采购(或者自己生产)系统、汽

车组装信息采集系统，问题汽车召回系统和汽车信息查询系统。其整体流程如图

3-2所示。

图3-2汽车生产信息追踪系统

Fis}．3-2 General U-uss ofsystem

首先是零部件的采购系统，它从上一级厂商或者经销商那里采购零部件，同

时获得零部件的基本的生产信息和流转信息(从它的上级继承得到)。其中基本

信息包括：原材料生产日期、是否合格等；流转信息包括经过的厂商、抵达日期、

维护记录、如何处理等；得到所需的零部件后，进入装配过程，装配信息采集系

统应用无线射频识别技术自动记录各个工序的信息，包括什么工序、什么人、什

么时间、使用什么零部件、是如何进行处理的等信息。完成整车装配后，给整辆

汽车贴上RFID标签进行整车的标识，进入物联网流通。如果汽车存在问题或者

缺陷，就需要将其召回，通过扫描有问题的零部件，确定整车的批次，根据汽车

的销售记录，可以快速查找整批汽车的消费者用户，快速召回。并且可以快速确

定责任人员、责任工序或者追溯问题零部件的来源。

3．3本章小结

本章完成整个软件的需求分析和系统总构架，从而粗略的构架出了整个大系

统的雏形，为后续软件的详细设计指明了大的方向和奠定了基本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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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寻址系统和种类系统

4。1 网络寻址系统的需求分析

目的是为每个用户提供快速的寻址服务，主要是设计优良的寻址系统。

4．1．1 网络寻址系统的构架设计

汽车零部件网络采购系统的网络寻址系统构架总体分为企业应用平台、任务

调度程序、地址解析服务器、RFID IS服务器等几个部分，如图年1所示。其中

企业应用的汽车零部件交易平台作为寻址系统的终端用户。任务调度程序按请求

类型指挥系统动作．地址解析服务器负责地址解析的圈套工作。各个部分以信息

为纽带，按信息流经顺序的先后协调动作，迅速、有序、高效地处理客户的请求，

为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61。

图4．1 RFID系统构架总图

Fig．4-1 Truss ofRFID system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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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 功能模块介绍本寻址系统分为四大功能模块。每个功能模块既相对

独立又相互联系，相对独立以实现模块之间的弱耦合性；相互联系以提供系统运

行需要的信息，使系统能协调运行．

(I)企业应用的汽车零部件交易平台企业应用的汽车零部件交易平台是

本寻址系统服务的对象。它是物联网EPOC的网络节点，是完成汽车零部件或者

汽车等产品在网上流动的操作节点。它主要完成汽车零部件的交易，包括汽车零

部件的购入和处理后产品的出售。完成对汽车零部件的网上采购和来源的信息监

控。

(2)任务调度程序任务调度程序是核心组件。任务调度程序是信息传送

的中枢，整个系统的大部分工作都要由信息服务器来指挥，调度。它接收企业应

用的汽车零部件交易平台的消息，并且对它们进行分析、分类，采取相应的操作。

包括解析RFID标签代码，提取各个部分的数据，调度寻址，企业提取数据。

(3)地址解析器地址解析器的功能类似于域名解析器。它接收任务调度

程序的消息和企业终端的消息。如果是企业终端的注册消息，它将调用F_JB将

注册消息的细节(如注册口地址、时间、地址、联系电话等)存入注册信息数

据库，等待相关机构的审核。相关机构审核合格后．将申请人的口地址和特定

的标签数据位绑定并写入地址映射数据库，同时更新注册信息数据库。如果是任

务调度程序的消息，它将解析RFID编码，获得相应的信息，调用EJB查询地址

映射数据库，找出相应的口地址返回给任务调度程序

(4)RFID IS服务器RFIDIS服务器的作用是提供查询数据。它包括生产

厂商数据服务器、经销商数据服务器，汽车组装数据服务器。其中经销商服务器

可以有任意多个．各个服务器有自己的服务系统和数据库。各个服务器在信息注

册数据库中有相应的存根。当有访问者时，任务调度程序向地址解析器发送寻址

请求。从地址解析器获得相应的口地址(一个RFID标签可能有多个相应的口

地址)后。向RFID IS服务器发送查询信息。RFID IS服务器将执行相应的查找

工作，即查询数据库。RFID IS服务器数据库记录着RFID代表商品的详细信息。

例如，生产厂商的RFID IS服务器的数据库存储产品的厂家名称、流程工艺、采

用的技术、生产日期、产品有效日期等；中间商的RFIDIS服务器数据库则存储

相应产品的流转信息：经销商的名称、进货此产品的日期、转手日期、产品的维

护记录等等。汽车组装企业数据有汽车组装的详细信息。

4．1．1．2信息流程分析信息流程表明系统中的信息流向以及信息被处理的先

后顺序，同时表明系统各个功能模块之间的关系。本系统主要有四条信息流程，

每一条信息流程通过不同的流经路线，相对独立地完成各自的任务；同时又为另

一流程提供必要的服务支持。下面将详细分析本系统的信息流程。

(1)注册系统信息流程如图4-2所示，由于本方案允许生产厂商各自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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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服务系统。为了通过RFID代码能顺利访问到所有与它相关的信息，所有

提供服务的厂商、经销商、汽车装备机构必须事先在地址解析机构注册，在地址

解析数据库中有地址映射数据。通过发送注册消息给地址解析服务器，地址解析

机构审核后(可能需要人为的实地考察)，在注册信息数据库中注册、存档，在

地址解析数据库中映射数据，也就是给申请企业修改RFID标签的域名管理字段

的权力。

图4．2注册系统信息流程

F嘻4-2 Flow chart ofregister

(2)系统寻址流程如图4．3所示，企业应用平台发送寻址信息给任务调度

程序，任务调度程序分析后，将提取域名管理字段数值，发送给地址解析器查询

RFID代码对应的口地址，获得地址后，到相应的地址访问RFID IS服务器，查

询有关数据库，获得相关数据后，将其返回给企业应用平台。

图们系统寻址流程

Fig．4-3 Flow chart ofaddressing

4．2网络寻址技术的技术难点与解决方案

以上构架可以满足寻址的需要，是经过优化的方案，但是由于这个系统是巨

大的，寻址过程需要收集所有与产品有关信息。这样一个汽车零部件出厂后，经

过的经销商可能有很多，比如流转几十次，这样收集这样的一个汽车零部件需要

访问几十次企业应用，这样累积起来的响应时间是用户不可忍受的。



北京工业大学工学硕士学位论文

4．2．1 系统寻址性能的技术难点与解决方案

RFID技术和互联网结合，也就是将企业终端应用RF]D技术采集的信息向所

有物联网用户发布。用户可以随时检索到产品的各种信息，包括原始厂商的基本

产品信息，如名称、有效期等；流转信息，如经过的中间商名称、维护记录等。

例如，一件产品除了产品出厂时的基本信息外，还用产品出厂后的各种流转信息。

社会流通的产品种类是成千上万的，数量也是巨大的，流转途径又是多种多样，

五花八门。如何将各种产品信息有效、全面的收集，并以最快的速度响应给用户

呢?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寻址。

4．2。1．1解决方案的选择寻址，顾名思义就是寻找网络地址。例如，当一个

用户想通过一台计算机查找一种感兴趣的产品的信息时，首先计算机要到官方管

理的地址管理服务器查找存储产品信息的网址，然后访问该站点，提取资料。如

何对这些站点的访问进行优化，尽可能提高效率，对提高整个国家级大系统的运

行效率。节约成本相当重要。下面就寻址问题，提出三种解决方案：逐一寻址一

汇总方式、用户介入寻址方式、继承一一次寻址方式。并且从中找出最优的解决

方案。

(1)逐一寻址一汇总方式如图4-4所示，这种寻址方式的特点是：官方管

理地址映射数据库中的记录：RFID号码和IP地址之间是一对多的关系。因为一

件产品可能流转多次，而各个原始厂商、中间商、零售商各自发布产品信息，并

且只发布自己掌握的产品信息。要想收集全部的产品信息，必须访问每一个相关

站点。这样一个RF]D号码对应多个口地址。

当一个用户查找产品信息时，它向地址管理服务器提出请求，地址管理服务

器对数据库中所有相关的记录进行扫描，然后返回给客户程序，然后客户按照得

到的口地址逐一访问相应的站点提取产品数据，之后用户程序对之进行汇总，

将所有的产品信息返回给终端客户，完成查询任务。

优点：第一、这种寻址方式给产品中间商、零售商很大的灵活性，只须关心

自己引发的产品信息的改变。第二、在返回给客户端之前汇总，可以返回给客户

端完整的产品信息。

缺点：第一、由于采用逐一寻址的方式，在产品流转次数较多的情况下，系

统的性能会令人无法忍受．例如一件产品出厂后。经过20次转手到达消费者手

中，那么，这件产品就流转了21次。如果要收集完这些信息，需要访问21个站

点，然后将访问到的结果数据综合、汇总。而访问每一个站点都需要对数据库进

行扫描、然后通过网络返回。如果忽略服务器性能的差异，客户得到的响应时间

是访问一个站点的2l倍，加上汇总时间，那么客户得到速度将无法忍受。况且

现实的网络，服务器性能情况可能会使响应性能更糟糕。如果用在整个社会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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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上时，系统将由于任务太繁重而不能工作，即使可以工作也会耗费巨大资源。

第二、当其中一个中间商想追溯产品的来源时，不得不通过上述方法来获得，很

不方便。第三，由于地址映射数据库中的RFm号码和P地址之间依然是一对

多的关系。较以一对一关系，多出数倍甚至数十倍的记录，在扫描地址映射数据

库进行地址映射时，浪费大量的宝贵时间和资源。

结论：这种逐一寻址，然后汇总的方式是不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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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逐一寻址一汇总方式

Fig．4-4 Addressing one by one

(2)用户介入寻址方式用户介入寻址方式依然允许各个原始厂商、中间

肖、零售商各自发布产品信息，并且只发布自己掌握的产品信息。地址映射数据

库中的RFID号码和口地址之间依然是一对多的关系。只是当一个用户查找产

品信息时，由用户决定查找什么类型的信息，如基本的产品信息还是流转信息等。

地址管理服务器只返回符合客户提出要求的IP地址给客户程序，然后客户程序

访问相应的站点提取产品数据，将所得到的产品信息返回给终端客户，完成查询

任务，如图4-5所示。

优点：第一它让用户决定访问哪种类型信息，给用户以自主权。第二、减轻

了系统的负担，扔掉了不必要的任务大大加快了系统对用户的响应时间。第三、

对一个只想追溯产品的来源时，简化了查询。第四、这种寻址方式给产品中间商、

零售商很大的灵活性，只须关心自己引发的产品信息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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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点：第一、当用户需要了解的产品信息很多时，便出现了上述第一种方案

的严重问题。第二、当其中一个中间商想追溯产品的来源时，虽然可以目标明确

的进行网络查询，但是由于产品流转的不确定性，不能事先确定有哪些中间商，

不得不象方案一那样搜索，依然很不方便。第三、由于需要区分客户的业务类型，

这给地址管理服务器开发加大了难度。第四、依然没有解决方案一进行地址映射

时性能低下的问题。

结论：这种寻址方式是在方案一的基础上，加以优化形成的，实用性有所提

高，但是仍然不适合现实中使用。

图4．5用户介入寻址方式

Fig．4·5 Ad‘I嘴sing with help ofinterwnor

(3)继承一一次寻址方式这种寻址方式在原始厂商和中间商的数据流通

上做了改变。首先，原始厂商、中间商的产品信息数据要求有继承关系。例如当

中间商从原始厂商那里采购货物时，将原始厂商的产品信息通过网络也保存下

来。当中间商之间转手时，卖货中间商将商品的原始信息传递给买货者，同时也

将自己引起的流转信息传给买货者，如产品的保养记录、维护方法等。这样，货

物流转到哪里那个拥有者就有产品的全部记录。当一个用户查找产品信息时，只

需要访问最终拥有者的服务器，就可以得到所有产品信息了。所以，地址映射数

据库中的RFID号码和口地址之间是一对一的关系，如图4．6所示。

优点：彻底解决了前两种方案的问题：第一、只须通过一次寻址就可以得到

产品全部信息，极大的缩短了响应时间。第二、减轻了系统的负担，扔掉了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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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任务，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第三、中间商不必查询就可以知道产品的所有

信息。第四、减轻了系统寻址的负担。

缺点：当中间商、零售商购买产品时，须将产品的原始信息和流转信息继承

过来，增大了数据流量。

结论：这种寻址方式极大的提高了系统的性能，尽管中间商、零售商购买产

品时，须要继承产品的原始信息和流转信息，但是由于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前，

最多就是转手几十次，这种流动引起的流转信息并不多，是完全可以承受的。所

以这种寻址方案是可以实际应用的。

4．2．1．2方案的确定方案三的寻址技术彻底解决了方案一、方案二的问题。

使系统可以简单高效的运行，并且提高系统响应速度。是可以应用到实际中的寻

址技术。

图4-6继承一一次寻址Fig．4-6蜊dresstng only OI]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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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地址解析器的设计与实现

4．3．1地址解析器需求分析

4．3．1．1用户分类本地址解析的用户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申请注册企业用户指向地址解析机构提出申请的企业；

(2)已注册企业用户指已经注册，主要使用系统的寻址服务；

(3)系统操作人员受理新到用户的请求，完成系统的操作；

(4)系统管理维护人员维护系统的正常运行。

4．3．1．2主要功能根据下面四方面的需求，设计了地址解析器。

(1)申请注册企业用户对各个企业而言(指汽车制造方面的企业)，可以

随时向地址解析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所以在系统中必须加入企业信息注册模块。

在注册时地址解析必须对申请注册用户进行审查，所以要收集关键的企业必须提

供的信息，包括：公司名称、法人代表、法人的信息(如：性别、年龄等)、证

件类型、证件号、公司详细地址、公司的联系电话、电子邮件等等，为审核或者

工作人员实地考察和联系企业工作人员，通知企业的审核结果等打下基础。

(2)已注册企业用户 企业的注册申请通过后，系统必须为企业提供寻址

服务，所以必须加入寻址的模块。主要实现对任务调度程序的代理，扫描数据库，

得到R．F[D对应的m代码，返回给任务调度程序。为企业数据操作打下基础。

(3)系统操作人员系统操作人员必须可以对新到注册用户进行实时监控，

以便在最短时间处理企业的申请，所以必须有实时监控功能模块。

有时不能立即对申请注册的企业加以批准，对于那些企业，操作人员必须可

以对其加以搜索，所以必须加入未批用户搜索模块

得到了企业的注册资料后，操作人员可以对其浏览，考虑到有可能有很多资

料项，所以提供决定加入简要浏览和详细信息浏览模块。浏览操作人员可以对其

进行处理，包括待审、否决、批准、打印企业信息等，同时可以链回主页的功能，

如果批准必须收集地址解析机构授予的域名管理代码，所以决定加入域名授权资

料收集页面，收集后为了保证正确性，必须对输入加以校验，并且回显收集的信

息，所以决定加入校验程序和回显页面。确认没有错误，系统必须更新地址解析

数据库。同时给出成功或者失败信息。

对于已经注册的用户，操作入员必须可以对其信息加以浏览：可以按照公司

名称搜索，或者按照时间段来搜索．所以决定加入这两个搜索引擎，其界面功能

和审批信息浏览界面一样，但是浏览的操作功能仅限于打印信息和链回主页面。

(4)系统的安全性为了保证系统的有序和市场的稳定，地址解析部门的

授权必须做到严格准确，所以决定加入系统登录管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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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地址解析器的架构设计

基于上述的需求情况，拟定的企业注册的子系统构架，如图4．7所示：

图4-7企业注册子系统构架

Fig．4-7 Truss ofenm'pri∞register掣咖
整个地址解析系统的构架如图4_8所示：

图4-8地址解析系统构架

Fig．4—8 Truss 0faddress n∞e s目ver

4．3．3地址解析器模块设计和业务流程分析

4．3．3．1 地址解析器模块设计整个地址解析系统的模块设计如图4_9所示，

用户注册后，EJB服务器端代理负责写入到Il缶时数据库中，供相关管理部门审批，

期间管理部门可以对注册用户的实际情况加以考察，合格的可以给予口地址授

权和服务授权。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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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地址解析系统模块

Fig．4-9 Analysis ofaddress flame server

根据以上对系统的基本需求和系统结构的分析和描述，系统可以进行如图

4-10所示的模块划分。系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表示会话、应用服务、数据管

理。

图4-10地址解析器的模块划分

Fig．4—10 Module analysis ofaddress name．f∞rver

因此，可采用M-v—C的设计模式，这样既可以在开发中清晰地实现每个模块，

又可以实现在将来运行时地方便、高效地维护．

4．3．3．2地址解析器业务流程分析地址解析器的业务流程可以分为两个部

分，一是注册，一是寻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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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地址解析器统一建模分析

地址解析器的业务逻辑功能的实现全部以类的方式实现，类是构成地址解析

器的基本单位之一。为了更好的介绍系统的实现，现提取几个类加以分析：

4．3．5．1 addressServIet类

(1)addressServlet类构成此类继承自HttpServlet基类，依赖于SaingBuffcr、

SUing、HttpScrvletRequest、HtfpServletRespinse、PrintWriter等类，可能抛出

IOExccption、ServlvtException等异常。拥有公有destroy dpGet doPost omt等方

法．

(2)addressServlet类的作用接收和处理JSP页面的请求，分发给其他的功

能模块，是三层结构中的控制器，如图4-11所示。

图4-11 addressServlet类构成

Fig．4-11 UM儿oftheclass剐埘糟船Scrvld

4．3．5．2 newIook类

(1)new[ook类的构成newlook类继承自java．1ang．object类，使用了

java．sql．．Connection

java．sql．DriveManege、javmsqX．Statement类，可

javfLio．excepton,java．sql．exee。don．拥有Connection类型的变量con。Statement类

型的变量sta；ResultSet类型的变量rs，String类型的变量driver,Siring类型的变量

lm，String类型的变量user，String类型的变量pwd，有

executyeQuery,ExecuteUpdate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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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ewlook类的作用newlook类的作用，主要完成对数据库的连接，加

载驱动，完成对未注册用户信息的的扫描。如图4-12所示。

图4-12 newlook类的构成

Fig．4-12 UMLofthe class newlook

4．3。5地址解析器的测试、部署和运行

企业用户登录相关的网址注册自己的企业，以使自己成为物联网的一个合法

节点，具备使用本系统的资格，输入下面要求的项目点击注册即可。如图4-13

所示．

欢迎使用EPC网上客户注册系统

位名称-

法人代表-

法人性别t

法人年昔一

有效证件名稗-

有效证件号码·

单位地址·

单位电话·

电千邮件·

请填写下面注册所需的详细信息注册

图4-13注册页面

Pig．4-13黜咖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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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址解析管理部门有新企业注册申请时，将自动给出通告，通告页面如图

4-14所示：

新注册用户通报

回回

图4-14通告页面

Fig．4-14 Information page

如图4-15所示是地址解析管理部门的主界面，也就是管理页面。在此页面中

地址解析管理部门可以对未经审核的企业注册和己注册企业予以管理，其中包括

对未注册浏览和批准；对己注册用户进行搜索浏览。

图4,-15地址解析器的管理页面

Fig．4-15 managing page ofAddress aaⅡle su-l-vw

下面进行对未批企业注册用户的搜索，当点击上面页面左侧的。查看”按钮，

出现未批用户申请，包括：公司名称、经理人姓名、收到时间、是否已经审批等，

如图4-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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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批新用户申请

鲞簟崔薯1页 共1直

厂———磊■—一
l厂■———砺面———～
厂————■函■———一

叠国主戛

图4-16未批企业用户浏览

Fig．4-16 Looking through Into ofthe unsettled application

如图4-17所示，当点击“详细资料”，可以查看未批准企业用户的详细信息，

当满足审批条件时，可以点击批准，进入下一环节。否则可以点击否决，删除注

册企业用户。也可以保留资料，以备以后决定，点击返回按钮即可。

新注册用户申请详细信息

收到时栅：加05年2月7日当莆时m加∞年”月趋日审批百一青

№名弗： 津月啊

|蛭理姓名： 邴甩
。

隆咧： 两
障静 窝

细榭名称：雪业证
满效证件号码： 0Y扣瑚I
k位地址： am一用区
幢位电话：010--124521盈

l电干邮件：—岫@'田，c洲

I*境址： }172．22．5，∞#7∞1

图4-17未批企业用户详细资料

Fi辱4-17 Looldng through detail Info for the un州ed application

如图4-18所示，当点击批准后出现收集所需信息的页面，如公司名称(前面

自动生成)、公司IP(自动生成)、域名映射码(符合国家标准的唯一编码)等，

如何输入有误，检验后给出提示；如果不知如何使用可以点击说明按钮，了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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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使用本系统。；如果无误点击提交按钮进入写入系统，供系统运行使用。如果

想终止操作则点击取消按钮即可。

图4-18批准时系统信息收集

Fig小18 Collecting In．fo for authorization

当使用如图4-15所示右边页面的功能时，可以按照企业名称和申请到达的时

间进行搜索，其结果如图4-19所示：

搜索结果

似．

图4-19已批用户浏览

Fig．4·19 Lookingthroughpageoftheauthorizedll“nInfo

当点击上面页面的详细资料时可以浏览用户的详细资料，显示和图4-17类

4．4种类服务器的设计

种类服务器的作用是在整个EPC物联网上对产品的种类予以标准的规定，所

有的在物联网上流通的产品必须遵守整个种类的标准规定。这个规定适用整个行

业，由官方制定并对其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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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种类服务器单独设计的原因

在本系统设计中，将种类单独提出来由专门的部门进行管理，主要基于以

下方面的考虑：

(1)出于物联网标准化的需要要想形成物联网，就必须对物联网上产品分

门别类、系统管理，才能使物联网高效、有条理的运行。要想做到这点，首先就

必须对所有的物联网上的产品进行标准化。

(2)有利于快速的推动产品种类标准的应用在推广标准时，一般是采用三

种方法。第一、由国家或者相关机构制定出标准，然后交由企业实行．第二、由

国家或者相关机构制定出标准，由国家强制实行。第三、企业在实践中形成适合

本行业的事实标准。在使用这几种途径时，不管是国家强制执行，还是由企业自

己实行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待将标准应用实际，这个时间

一般是漫长的，多则几十年，少则三五年。显然，要想将汽车的零部件采购、装

配、召回和物联网结合，对物联网上汽车零部件进行标准的、系统的管理，在新

的物联网革命中取得主动，时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没有时间去等上

面标准的实施。但是可以借助网络和计算机使之快速的为企业所接受(尽管是类

似强制的)，方法是在做物联网时就将这个标准内置在系统中，实现标准对企业

的透明性。也就是说，由官方管理标准，凡是使用本系统的企业都必须遵守这个

标准，尽管企业可能意识不到。这样就可以将推广标准的时间压缩最短，甚至是

无。

4．4．2种类分离的实施方案

要实现种类的分离管理，必须从RFID标签入手，应用RFID标签的种类域。

在生产标签时，将标签生产标准化，即按照规定的标准生产，也就是将RFID标

签的种类域预置为相应的种类号，这样种类号在种类服务器上就自动对应相应的

数据。在销售时，按照种类销售标签。企业在购买标签时，应指明要卖什么类型

的标签。例如：要购买发动机的标签等。原理图如图4—20所示。

图4-20种类分离实施方案

Fig．4．20 Scheme ofkind sep椭6∞



第4章寻址系统和种类系统

4．4．3种类服务器需求分析

4．4．3．1用户分类种类服务器的用户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已注册企业用户主要使用系统的寻找种类服务；

(2)系统操作人员主要完成添加、修改和删除种类记录，完成种类库的

维护；

(3)系统管理维护人员维护系统的正常运行。

4．4．3．2主要功能根据下面三方面需求设计了地址解析系统。

(1)已注册企业用户 企业的注册申请通过后，系统必须为企业提供种类

寻找服务，所以必须加入种类寻找模块。主要实现对任务调度程序的代理，扫描

数据库，得到I陟'ID对应的种类名称，返回给任务调度程序。

企业应该可以通过网络了解相应的规范，所以需要加入标准发布子系统。

(2)系统操作人员系统操作人员必须能够对种类库的数据有维护的权限，

即添加修改删除的功能。

(3)系统的安全性为了保证系统的有序和市场的稳定，地址解析部门的

授权必须做到严格准确，所以决定加入系统登录子系统。

4．4．4种类服务器的构架设计

种类服务器的构架分为三个子系统，一是对种类库的维护，二是标准发布子

系统、三是对企业服务子系统。如图4-21所示。

l登录子系统}⋯⋯一应用服务器 『⋯⋯一1标准发布子系统
I ，，，，，， ’、、～～、、、、、

I对种类库的维护子系统 对企业服务子系统

图4-21种类服务器的构架设计

Fig．4-2l Truss ofkind∞rV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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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种类服务器模块设计

其模块设计如图4．22所示。

图睨2种类服务器的设计

Fig．4-22 analysis ofkind sel'qer

根据以上对系统的基本需求和系统结构的分析和描述，系统可以进行如图

4-23所示的模块划分。系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表示会话、应用服务、数据管

理。

图4-23种类服务器的模块分析

F逗．4-23 Module analysis ofkind s㈣髓

因此，可采用M-VC的设计模式。

4．5本章小结

本章解决了系统设计的最大难题——寻址技术，因为寻址技术关系到整个系

统的性能，本系统最终使用了。继承一一次寻址”技术从根本解决了寻址带来的

性能问题。另一方面，完成了地址解析服务的实现，通过本系统可以对企业的注

册用户加以管理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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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企业汽车零部件的采购系统

企业汽车零部件采购系统主要完成汽车零部件的网上采购，是寻址系统的终

端用户。整个汽车零部件采购系统是企业间交易的平台，使用此平台，企业可以

方便的联系到货源，联系到客户，完成零都件的网上采购与产品的出售。

5．1 企业汽车零部件采购系统的需求分析

5．1．1用户分类

企业汽车零部件采购系统的用户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零部件的供应商：即汽车零部件的采购来源；

产品的采购商：即本企业产品销售的对象；

系统操作人员：完成本企业采购、销售和管理维护操作；

系统管理维护人员：维护系统的正常运行。

5．1．2主要功能

根据下面四个方面的需求，设计了企业汽车零部件采购系统。

5．1．2．1 零部件的供应商零部件的供应商需要以下四种功能．

零部件的供应商必须可以和本企业交互，通知产品信息和讨论价格信息；

零部件供应商应该知道本企业的信息，包括企业名称、口地址等等；以便和

本企业通讯：

零部件供应商必须能够将成品的信息通过网络传递到本企业；

零部件供应商必须能够接收网络货款结算。

5．1．2．2产品的采购商产品的供应商需要以下六种功能。

产品采购商必须可以和本企业交互，通知产品信息和讨论价格信息；

产品采购商应该知道本企业的信息，包括企业名称、口地址等等；以便和本

企业通讯：

产品采购商必须先向本企业发送采购清单，包括采购的零部件名称、种类、

数量、型号、最后答复日期等；

产品采购商必须可以接收本企业通过网络传输的产品信息；

产品采购商必须有权决定是否达成此项交易；

产品采购商应该可以通过网络进行网络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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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3系统操作人员对本企业而言(指汽车制造方面的企业)，零部件通过

网上采购，所以必须具备采购所需的所有信息与功能。

本企业必须先得到供应商的信息，包括企业名称、口地址等等；

本企业必须先向供应商发出采购清单，包括采购的零部件名称、种类、

数量、型号、最后答复日期等；

本企业必须可以接收供应通过网络传输的零部件信息；

本企业必须有权决定是否达成此项交易；

本企业应该可以通过网络进行网络结算。

对于本企业而言，在产品采购商方面：

必须可以接受产品采购商的采购清单，并进行管理；

接受产品采购商的网络货款结算。

对本企业而言，系统操作人员必须能够对本企业的信息和供应商进行管理：

对零部件供应商、采购商信息的统一管理，包括添加、修改、删除等；

对到达交易的管理，包括批准、入库等：

对产品采购商的采购清单的管理，包括浏览、删除等：

出售本企业的产品；

对本企业的产品的浏览和搜索。

5．1．2．4系统的安全性为了维护交易的秘密性，保障企业的商业机密，必修

对敏感数据加密，并且对本系统的使用权限给予限制，即有登录系统。

5．2企业汽车零部件采购系统的构架设计

汽车零部件采购系统分为下面几个子系统：第一、零部件购入管理子系统；

第二、产品出售管理子系统；第三、本企业产品浏览子系统；第四、己答复采购

清单管理子系统；第五、未答复采购清单子系统。第六、公司信息管理子系统。

系统构架如图5．1所示。

图5．1企业汽车零部件采购系统的构架设计

Fig．5-I Truss ofauto parrs trading

尹
麟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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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企业汽车零部件采购系统的模块设计

为了提高采购的效率和零部件信息的传递，本设计的零件采购通过网络完

成。根据实际情况，零部件采购发生在两个厂商或者厂商零售商之间，每个厂商

都有相对固定的供应商。所以系统是采用端对端的通信方式，如图5·2所示。厂

商A是厂商B的供应商，厂商B向厂商A采购零部件。首先厂商B向厂商A

发出采购清单，厂商A根据自己的库存和货源情况，如果库存没有，但是有货

源，那么厂商A向自己的供应商采购，给厂商B答复C．-J以交易或者不能交易)，

经过沟通后，厂商A把所有产品信息写入到厂商B的系统中，同时厂商A向有

关部门下发提货令，厂商B同样下发提货令。到货后，厂商B验货后，将零部

件信息导入自己的系统，同时给厂商A发送信息并汇款，厂商A收到，交易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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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而磊⋯⋯⋯⋯⋯] r⋯⋯～葡鬲五⋯⋯⋯一j

图5-2企业汽车零部件采购系统的设计

Fig．5-2 analysis ofauto parts trading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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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对系统的基本需求和系统结构的分析和描述，系统可以进行如图

5．3所示的模块划分．系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表示会话、应用服务、数据管

理。

图5-3企业汽车零部件采购系统的模块分析

Fig．S-3 Module analysis ofamo parts臼adc

5．4企业汽车零部件的采购系统测试和部署

网上采购系统的功能界面，整个交易管理系统分为货物购入管理、货物出售

管理、库存货物查看、发出采购清单、未答复采购清单、己答复采购清单、公司

信息管理共七个功能模块。

货物购入管理模块，其主要功能包括：第一、实现对到达交易货物的信息检

查，看是否符合本公司订单所提出的要求。第二、实现和交易公司的信息交流，

如问题货物的交涉或者通知对方货物已经收到等信息。第三、将所有交易货物信

息写入系统的正式数据库。第四、实现网上货款的结算。

货物出售管理模块，其主要功能包括：第一、实现对采购清单的浏览，了解

客户的需求。第二、实现对现有库存的搜索，检索出符合客户采购清单的货物。

第三、如果没有符合采购清单的货物，能向客户回复信息。第四、导入采购公司

的信息，如口地址等。第五、自动生成出售清单。第六、写入对方系统。第七、

下发提货单。

库存货物查看模块，其主要功能包括：对现有库存货物信息的了解，如基本

的出厂日期或者流转信息。

发出采购清单模块，其主要功能包括：第一、实现对所要采购货物信息的收

集。第二、投递采购清单。未答复采购清单模块主要实现对没有答复采购清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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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和管理。

已答复采购清单模块，其主要功能包括：实现对已经交易的清单的管理。

公司信息管理模块，其主要功能包括：第一，实现对客户信息的管理，包括

添加、修改、删除客户信息。第二、随系统需要的本公司的信息加以管理，如本

公司的名称、口地址等

对于汽车组装公司来说，主要是购入零部件，出售汽车整车给经销商。下面

是系统的内容。

在主页面点击货物购入管理“按钮”，切换到货物购入管理页面，如图5-4

所示。

在货物购入管理页面提供了对多个刚刚抵达的货物的查询和按照名称搜索

刚刚抵达的货物的功能，点击所有查询的“开始查询”，进入对货物的浏览。

砍迎使用交易管理系统

图5-4货物购入管理

Fig．5-4 Auto parts purchasing management

如图5．5所示是对刚刚抵达的所有货物的浏览，可以点击货物后面的链接“详

细信息”了解这次交易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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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抵达的货物

当酋在第1页 共1页

图5-5刚刚抵达的货物

Fig．5-5 Arriving parts Info

如图5．6所示是交易详细信息的浏览，如果同意购买这批货物，可以点击链

接“批准并写入系统”，来导入交易的所有数据。如果不同意这次交易，那么点

击链接“拒绝并删除记录”来删除这次交易的所有信息。如果需要进一步和供货

商沟通，可以点击链接“回复信息”进行进一步磋商。

交易详细信息

图5．-6交易的详细信息

Fig．5．-6 Trade detail Info

如果上面的步骤点击链接“回复信息”时，填入通信的标题和正文内容后，

点击“发送”即可。

在如图5．4所示输入货物名称关键字可以按照名称搜索未批准的交易，搜索

结果如图5．7所示，对未批交易做简单浏览。如果需要了解交易的详细信息点击

。详细信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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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到交易按名称浏览(按名称关键字搜索)

当酋在第1页 荚1页

图5-7按名称搜索交易

Fig．5-7 Looking thr∞gh trade Iafo byparts nmc

其余的操作同前，不再赘述。

在主页面点击左侧面板的“货物出售管理”按钮，出现货物出售管理界面如

图5．8所示。在如图5．8所示的页面中可以对所有库存货物进行浏览，也可以按

照货物名称进行搜索。

欢迎使用交易管理系统

图5-8货物出售管理

Fig．5-8 Selling parts management

如图5-9所示是对所有货物进行浏览的结果，可以点击每一件货物的详细信

息，点击按钮“查看详细信息”即可。在此页面中选择要出售的货物，即前面的

复选框，然后点击提交激活。下一步”按钮，点击下一步进入后面操作，本页面

采用激活灰色按钮的方法，旨在延长操作人员停留本页面时间，以使出售货物的

慎重。当不要进行此次交易时，点击链接“返回主页”即可返回主页面。点击链

接。取消”可以取消选定要出售的所有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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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贷物浏览

当前在第1页 共1页

图5-9库存货物浏览

Fig．5·9 Looldng lh∞I咄storage p锄

当选定要出售的货物后，便开始收集出售货物所需要的系统信息了，如图

5-lO所示。在此页面中，可以直接输入目标公司的名称、P地址、端口等信息，

也可以从系统导入，点击“选择已有公司”后面的按钮即可。

出售信息收羹

图5．10出售信息收集

Fig．5—10 Cotlcctmg lnfo for sale

如图5—1l所示是导入已有公司信息的界面，在列表框中选择要导入的公司名

称，点击。提交”按钮即可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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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l载入公司信息

Fi孚5-]l Loading company Info for sale

如图5．12所示是导入的结果，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后续操作．

出售信息收集

图5．t2出售信息收集结果

Fig．S-12 Result ofloadingcompany Into

如图5．13所示是对出售货物的统计计算和所有的信息收集，输入操作人员编

号点击“提交并发送”即可完成出售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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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货物清单

图5-13出售货物清单

Fig．5—13 Parts bill ofsale

在主页面左侧面板点击。库存货物”查看，即可查看现在所有的库存货物。

可以按照名称时间搜索，并且提供对时间的自动校验功能。如图5．14所示。

欢迎使用交易管理系统

图5．14库存货物管理

Fig．5—14 Stock parts management

如图5．15所示是对货物的简单浏览(按名称搜索)，点击详细信息可以了解

货物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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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货物谊I览

当前在第1页 共1页

图5．15库存货物浏览

Fig．5—15 Looking山rough stock parts Info

如图5·16所示是某一货物的详细信息，此页面提供对货物流转信息的查看，

点击“流转信息”进入下一页面。

产品详细信息

图5．16产品详细信息

Fig．5-16 Stock pafts d“l Info

此页面是货物流转信息的情况．如图5．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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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流转信息

图5-17产品流转信息

Fig．5-17 Parts moving lnfo

按时间搜索库存货物和图5．15类似，其余的操作同前。

在如图5．4所示的主页面点击左侧面板的“发出采购清单”，即可进入发出采

购清单管理页面，如图5．18所示。此页面提供了客户信息管理、本公司信息管

理和发出采购清单等功能，客户信息的管理，本公司信息管理将在后面做介绍。

下面介绍发出采购清单功能。

图5．18发出采购清单

F嘻5·18 Sending stock bill management

在如图5．18所示的页面点击。发出采购清单”按钮，出现如图5．19所示页

面，此页面收集采购清单信息，可选择填入，完成后点击“下一步”，进入后面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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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清单信息收集

图5．19收集采购信息

Fig．5-19 Collection Info for stock bill

发出采购清单时所需要收集的信息和图5．12类似，操作同前。

在如图5．4所示的主页面左侧面板，点击“未答复采购清单”，即可进入未答

复采购清单管理页面，如图5．20所示。

欢迎使用交易管理系统

图5-20未答复采购清单管理

Fig．5-20 Unsettled g眦k bm management

如图5．2l所示页面是对未答复采购清单的简略浏览。点击链接“详细信息”，

即可了解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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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答复的采购清单

图5-21未答复采购清单浏览

Fig．5-21 I．．ooldng through Info for unsc-ttlⅨl stock bill

如图5-22所示页面是采购清单的详细信息，如果需要进一步沟通，则点击信

息回复进入清单答复页面，也就是出售页面，操作同前。如果不答应即可点击链

接“拒绝并删除记录”删除此采购清单。

产品详细信息

图5．22未答复采购清单详细信息

Fig．5-22 Dctail Into for unsettled stock bill

在如图5_4所示的主页面左侧面板点击“已答复采购清单”，即可进入己答复

采购清单的管理页面，和图5．20类似。

图5．23所示页面是已答复采购清单的简要信息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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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答复的采购清单

图5-23已答复采购清单

Fig．5-23 stock bill settled

在如图5-4所示的主页面的左侧面板点击公司信息管理，即可进入公司信息

管理页面，对系统的参数加以设置，如图5．24所示。在这里可以对公司客户信

息和本公司信息加以管理。

欢迎使用交易管理系统

图5-24公司信息管理

Fig．5-24 Company Iafo management ，

点击如图5．24所示页面的。查看客户信息”的“开始”按钮，即可进入对客

户信息的浏览和编辑修改。在此页面可以增加公司的客户和客户信息，也可以删

除客户信息。如图5-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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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信息管理

图5-25客户信息管理

Fig．5-25 Client lafo management

点击如图5-25所示页面的“增加客户信息”按钮，即可增加公司客户，如图

5—26所示，在这里可以对公司名称、口地址、端口加以设定。点击“提交信息”

即可写入系统。

增加客户信息

雹闻名称- I_●‘^l膏_e— I

公可的IPj电址。l 172．22,e1· i

螭口-匝亘二]
E亘卫口叵口

图5-26增加客户信息

Fig．5-26 Adding cfient Info

如图5·27所示页面是增加客户信息的结果。选中项目前面的复选框后，点击

删除按钮即可删除相关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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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信直管理

图5-2"7增加客户信息的结果

Fig．5-27 Result ofAddmg cHazt mfo

在如图5．24所示页面中，点击本公司信息管理的“开始”按钮，即可对本公

司的系统内置信息加以编辑，如图5．28所示。点击“编辑信息”按钮，即可对

本公司信息加以编辑。

本公司信息管理

公可名称·长安汽车生产有限公可

公可的IP|色址· 192．22．51．4

j■口· 7001

图5-29本公司信息管理

Fig．5-28 Selfcompanymanagement

如图5．29所示页面是编辑页面，编辑后点击“提交结果”按钮即可写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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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信息管理

登可名}‰ k宴^tt‘产霄_o— I

公可的IP|日山 '02ZJl．4

I-口。 I 7∞1 l

臣回口固

5．5本章小结

图5-29编辑公司信息

Fig．5-29 Edit selfcmapany Info

本章详细介绍了汽车零部件采购系统的需求分析、构架设计、模块设计、代

码编写和部署的过程。实现了汽车零部件的采购与组装后产品的出售，通过使用

本系统可以方便购买汽车零部件，并且追踪汽车零部件的流经路径。也可以对公

司的客户加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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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汽车组装监控和售后系统

6。1 汽车组装监控系统

零部件采购完成后，改写零部件RFD标签的地址段为本厂的P地址，以表

明零部件到达了本厂。之后，进入汽车装配系统。

根据实际的装配情况：一辆汽车要由成千上万个零部件装配而成，其制造一

般都是通过流水线来完成的。汽车型号的不同。所需要的零部件的种类、数量、

型号也不同。为了能按订单生产，提高效益，不同型号的汽车最好在同一条生产

线上装配。为了避免差错，在零部件进人装配流水线前，要用安装在特定工序、

特定地点的识读器扫描零部件上的I心D代码，确认它与所要装配的汽车匹配，

并且记录当前工序、工序岗位标识、使用的零部件。汽车装配完成后，为整车贴

上RFID标签，进入试验环节。试验机可以根据整车的RFD信息来自动完成试

验项目。然后进入物流网流通，经销商登记整车销售去向，如：销售时间、用户

信息等等，将信息传回本公司。系统把所有信息整合，建立完整的汽车整车档案，

以各使用。

6．1．1 汽车组装监控系统的需求分析

6．1．1．1 用户分类汽车组装监控系统的用户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监控信息用户对监控信息的需求；

(2)系统管理员对系统属性设定；

(3)系统维护人员维护系统的正常运行。

6．1．1．2主要功能根据下面六个方面需求，设计了企业汽车零部件采购系统。

(1)信息的采集

硬件工具：RFID识读器，贴有RF]D标签的产品。

安装地点：在每一工序处，即零件离开本工序的地方。

安装要求：各个识读器的读距离适中，既保证快速正确的读取又必须彼此

不相互干扰。不要妨碍员工的正常工作。注意安装角度，使读取效果最佳。

任务：完成对信息的采集，主要对零部件的RF]D代码的采集，等待对信

息的进一步处理。

(2)信息的整理当读取部分完成数据的读取后，必须对数据加以处理。

程序添加岗位标识；传送给中央处理器；以工序为标记对应工序详细信息。

(3)工序信息的设定提供对工序内置信息的设定，以实现对工序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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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4)信息的保存将信息写入数据库。

(5)信息的对外服务 当用户需要装配信息资料时，必须有能力对外提供

信息，即提供对信息检索的功能模块。

(6)系统的安全性为了对信息的保密，必须为不同的模块提供不同的权

限。例如工序信息的设定，必须由相应的主管部门设定，而不是员工设定，以防

员工恶意推卸责任和防止信息混乱、而对信息的检索必须由责任主管部门进行等

等。

6．1．2汽车组装监控系统的构架设计

6．1．2．1系统信息采集构架设计

6．1。2．2系统构架设计

(1)系统流程图

图6-l系统信息采集构架设计

Fig．6·1 Truss ofcollecting Info

图6-2系统流程图

F培6-2 Flow char[of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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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息中心软件构架图

匾⋯⋯匦===：：蚕
图6-3信息中心软件构架图

Fig．6-3 Truss ofInfo center

(3)中央信息系统的设计图

图6-4中央信息系统的设计图

Fig．6-4 Designer for center Info system

6．2汽车召回系统和责任追溯系统的设计

6．2．1 汽车召回的资料准备一数据回传
经销商在销售汽车时，需要将销售信息(如销售时间、用户信息等等)传回

组装公司，以备组装公司了解汽车的销售情况。一方面可以为汽车组装公司提供

销售信息，以利于分析市场，正确决策。另一方面，可以为汽车召回提供数据支

持。

6．2．2汽车召回系统和责任追溯系统的流程和原理

6．2．2．1 汽车召回系统基于前面充分数据准备，当发生召回事件时，处理起

来非常方便，其系统实现的原理如图6-5所示。当需要进行汽车召回时，首先扫

描整车的RFD标签，找出存在故障的零部件的批次及供应商信息，再根据故障

零部件的批次，找到这些零部件都使用在哪些汽车上，再根据这些汽车的销售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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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找到汽车的具体消费者，然后把存在故障的汽车逐一召回．

问题汽车

]百i
．．．．．．．．11．．．．．．．．一
问题零部件

竺竺雯竺竺I
l查找 查

．．．．．．．．，【．．．．．．．．．．．．．．．．．．．．．．．一

汽车消费者信息

逐一召回

责任追溯

图6．5汽车召回系统原理图

F培6-5 theory for callillg auto back

6．2．2．2责任的追溯基于前面的资料和系统，可以高效率追究责任，其原理

图如图6-6所示。首先，确定零部件故障的类型，查明是零部件质量问题还是装

配问题。如果存在问题的零部件属于零部件的质量问题，可以通过系统追溯零部

件的来源，找出供应商，甚至原始厂家，直接和责任单位交涉，解决问题。如果

是装配问题，可以快速找到装配零部件的工序和负责人员，了解工序信息，校正

装配方法。

图6-6责任追溯系统原理图

Fig．6-6 theory for自racing duty back

6．2．3汽车召回系统和责任追溯系统的需求分析

6．2．3．1汽车召回系统

(1)用户分类汽车召回系统的用户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销售商回传数据用户：回传汽车销售时收集的产生的信息；

汽车企业召回部：查找召回需要的所有资料；

系统管理维护人员：维护系统的正常运行。

(2)主要功能汽车召回系统的主要功能包括：

销售商回传数据模块，收集和回传销售商资料收集和客户资料；

服务器回传数据代理模块，代理销售商的数据的保存；

资料检索模块，检索资料，包括以RFID代码为关键字搜索零件批次、

以批次为关键字搜索所有汽车和以汽车为关键字搜索客户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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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信息管理模块，对销售商的详细资料进行设定。

6．2．3．2责任追溯系统

(1)用户分类责任追溯系统的用户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本企业质量管理部门：

外部质量管理部门；

系统管理维护人员：维护系统的正常运行。

(2)主要功能根据下面六方面的需求，设计了责任追溯系统。

对本企业工序的资料的扫描；

确认问题工序：

提取工序信息；

对外部质量责任追溯；

检索问题零部件所有流转信息和零部件基本信息。

6．2．4汽车召回系统和责任追溯系统的构架设计

6．2．4．1 汽车召回系统本系统分为三个子系统：销售商资料回传子系统、资

料检索子系统、公司信息管理子系统。三个子系统驻留在一个应用服务器上．

．．J资料检索子系统f

[：i!jijiji!!!!i!!jfiijii!!iii习⋯⋯’(：!ilij!lijjlijil；丑：：：：：：：：：．．；：：：；i；；：!；；；：；；i；j；；；
图6-7汽车召回系统构架设计

Fig．6-7 Truss for call．mg auto back

6．2．4．2责任追溯系统本系统分为两个子系统：一、本企业的责任追踪系统。

二、外部企业责任追踪系统。两个系统驻留在一个应用服务器上。

图6-8责任追溯系统构架设计

Fig．6-8 Truss for台acing也q back

6．2．5汽车召回系统和责任追溯系统的模块设计

6．2．5．1 汽车召回系统汽车召回系统能够工作的前提是有充足数据准备，即

必须有销售商资料回传系统。本系统需要销售商的资料，即必须知道是哪个销售

商回传的销售数据，也就是回传销售商的标志。根据此标志可以找到事先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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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上的销售商的详细资料。销售商销售汽车时，会将购买汽车的客户的详细资料：

如客户姓名、联系方式、住址等等回传给汽车组装企业，汽车组装企业服务器代

理将信息写入客户资料数据库。

资料检索子系统，即实现汽车召回所有业务。首先将问题汽车的问题搞清楚，

看是个别问题还是共性问题，如果是共性问题，扫描此问题零部件，得到产品的

批次号，根据批次号扫描所有应用此批次零部件的所有汽车，然后根据汽车检索

客户的资料，根据客户资料召回所有有问题汽车。

图6-9汽车召回系统模块设计

F嘻6-9 Module analysis for∞lljIlg auto back

6．2．5．2责任追溯系统责任追溯系统主要完成责任的追溯，包括企业内部责

任追溯和企业外部责任追溯。企业内部责任追溯：首先确定问题的类型，如果是

由于组装问题引起的则在企业内部进行责任追溯。企业外部责任追溯：如果是零

部件质量引起的，责任进行企业外部责任追溯。根据零部件的RFID号码，搜索

所有零部件的信息、

图6-10责任追溯系统模块设计

Fig．6-10 Module analysis for tracing duty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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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汽车召回系统和责任追溯系统的界面的实现、测试和部署

6．2．6．1 汽车召回系统通过识读器对故障零件的扫描，系统得到故障零部件

的批次，然后以批次扫描汽车出售资料数据库，得到所有应用这批零部件的汽车

用户列表，包括汽车代号、客户姓名和详细信息链接，如图6-11和图6．12所示。

图6-11顾客资料浏览

Fig．&11 Looking through use巧In．fo

图6．12顾客详细资科

Fig．6-12 User detail Info

6．2．6．2责任追溯系统通过识读器扫描零部件的RFID标签，系统对装配时

记录的信息和零部件的流转信息进行检索，可以得到零部件的详细的装配信息和

流转信息。如果是装配操作问题，可以直接找到相应的工序、负责人，如图6．13

所示。如果是零部件质量问题，可以直接得到原始厂商和经销商的信息，如公司

名称、电话等等信息，立即联系交涉，如图6-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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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羞i五盐值旦

图6-13责任追溯

Fig．6—13在'acing dutyback

图6-14零部件的流转信息

Fig．6—14 Parts moving Info

6．3汽车信息查询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汽车信息追踪系统实现对汽车或者零部件的查询。例如一个汽车修理厂想要

了解零部件的信息以更换零部件，了解零部件的流转信息以了解出现故障的原因

和如何维护此零部件；一个汽车购买者，想要彻底了解所要买的汽车：包括各个

零部件的生产过程和装配过程，这时就需要有一个汽车信息查询系统满足需要。

6．3．1 汽车信息查询系统的需求需求分析

6．3．1．1 用户分类汽车信息查询系统的用户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消费者：

汽车修理企业；

汽车生产企业；

系统管理维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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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2主要功能根据下面三方面需求，设计了汽车信息查询系统。

提供汽车零部件的原始制造信息，如：规格、型号等：

提供汽车零部件的流转信息，也就是零部件的跟踪信息；

提供汽车整车的装配信息，包括使用零部件的来源，如何装配、整车测试

结果和测试参数。

6．3．2汽车信息查询系统的构架设计

汽车信息查询系统的构架相对简单，信息查询系统软件驻留在一个应用服务

器上．

匝三亘亟j⋯⋯望⋯⋯⋯一压垂圣习
图6-15汽车信息查询系统的构架设计

Fig．6-15 Truss Ofquerying auto Info

6．3．3汽车信息查询系统的模块设计

当消费者购车想了解汽车的信息时，或者汽车维护修理厂想了解零部件信息

时，系统必须能够提供整车或者零部件的所有信息。首先通过无限射频识别技术

读取产品的RFID代码，系统找到地址解析器，根据代码的地址段找到厂商的口

地址，提取产品信息，根据种类号找到产品的种类，综合返回给查询用户。

图6-16汽车信息查询系统的模块设计

Fig．6-16 Module analysis ofquerying auto Info

6．3．4汽车信息查询系统的界面的实现、测试和部署

输入RFID号码后，查询结果如图6-17所示，点击按钮“流转信息”即可了

解零部件的流转信息，如图6．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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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本章小结

图6-17汽车零部件的信息查询结果

Fig．6—17 lhsalt ofquerying auto Info

本章完成了召回、责任追溯、查询三个系统的需求分析、构架设计、模块设

计、代码、编写测试和部署运行。汽车信息召回系统可以实现销售数据的回传和

问题汽车的召回，加快召回的速度，节约召回成本。责任追溯系统可以迅速找到

问题原因。查询系统可以对汽车零部件信息的查询，只要输入零部件的RFID编

号，就可以提出所有零部件信息。完成了汽车组装监控系统的需求分析，构架设

计和模块设计这三个软件开发过程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工作。依此需求和构架设

计，可以轻松完成剩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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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课题研究在J2EE技术平台的基础上设计并实现了基于RFID的汽车生产

信息追踪系统。课题综合运用了新出现的RFID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

利用RFID技术的射频识别特性，网络和计算机的联通特性和J2EE技术的诸多

优势构建起了面向信息化、网络化、自动化、智能化、监控化的一整套供汽车生

产信息追踪系统。可以实现汽车零部件的智能网络采购、装配的追踪、责任追溯

和快速召回。

本课题完成的工作：

汽车零部件采购系统的需求分析、构架设计、模块设计、代码编写、测试、

部署和运行，实现了汽车零部件的网上采购和出售；

汽车组装监控系统的需求分析、构架设计、模块设计，为实现对汽车装配

过程的全程信息采集与监控奠定了基础；

汽车召回系统的需求分析、构架设计、模块设计，为问题汽车召回系统实

现奠定了基础：

责任追溯系统和信息查询系统的需求分析、构架设计、模块设计、代码编

写、测试、部署和运行，实现了责任追溯和汽车所有信息的查询；

地址解析系统和种类服务系统的需求分析、构架设计、模块设计、代码编

写、测试、部署和运行，实现了对口．地址和汽车零部件种类的管理。

本课题创新点如下：

将汽车零部件采购、装配、召回等生产过程和RFD技术结合。

本系统采用继承一一次寻址技术，加快系统的响应时间。

种类的管理由官方管理，确立了实旌方案，缩短了标准实施的时间。

本系统可以集成所有的申请的汽车制造企业，共同发布系统和共享信息。

本设计需要完善和改进的问题：

由于对汽车生产流程了解尚有不足，所以各个子系统的解耦合程度需要进

一步提高，以使结构更加合理、性能更加良好、维护使用更加方便。

总之，完成应用本系统，可以对汽车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加以监控。记录每一

个环节的信息，做到一切都有资料可查。这一切都是系统自动完成，因此，无论

是提高产品的质量保证，还是对市场的分析和预测，都能够以详细的现实数据为

基础，做到客观准确。可以从本质上强化企业的生产，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

的竞争力。提高企业信息化水平。因此这项技术必将迅速得到应用，引起包括汽

车业在内的各个行业的新的科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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