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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Z36442《信息技术 用于物品管理的射频识别 实现指南》拟分为以下部分:
———第1部分:无源超高频RFID标签;
———第3部分:超高频RFID读写器系统在物流应用中的实现和操作。
本部分为GB/Z36442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物品编

码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科学研究院、上海宝信软件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金倩、耿力、冯敬、王文峰、武岳山、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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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RFID装置,尤其是工作在UHF频段(800/900MHz)的RFID装置,其性能会受到RFID标签结

构、在物品上的位置以及被附着物品的射频特性等因素的强烈影响。因此,与传统条码标签相比,RFID
标签的选型和放置宜更加仔细。

GB/Z36442的本部分提供了用于运送和分发商业包装货物的运输单元和托盘(见图1的第2层和

第3层)的无源超高频RFID标签的选择和应用相关的背景、参考资料和实用知识。可以采用无源

RFID标签或在传统的标签、票和标牌上嵌入或附着嵌体来实现运输单元和托盘上使用RFID标签。
本部分要点如下:

a) 无源超高频RFID标签可以与运输单元或托盘上的视读标签和机读标签或其他标识信息分开

安置。然而,在应用时,运输单元或托盘上同时具有上述三者是非常重要的。

b) 增强无源超高频RFID标签的可靠性,以减小漏读率。

图1 RFID物流应用层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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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用于物品管理的射频识别
实现指南 第1部分:无源超高频

RFID标签

1 范围

GB/Z36442的本部分给出了无源超高频RFID标签(以下简称“RFID标签”)的选择以及媒体、黏
合剂、表面层、油墨选择的指南;描述了减轻静电放电以减轻RFID标签损伤的技术。

本部分给出了在可搬运的箱子和集装箱、托盘/单元货载物品及不可搬运的物品和不能用托盘装运

的物品上安置和附着RFID标签的指南。
本部分为用于物流应用中的RFID标签及其包装提供了指导。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7626.2—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IEC61000-4-2:2001,

IDT)

GB/T19946—2005 包装 用于发货、运输和收货标签的一维条码和二维条码(ISO15394:2000,

IDT)

GB/T29768—2013 信息技术 射频识别 800/900MHz空中接口协议

GB/Z36442.3 信息技术 用于物品管理的射频识别 实现指南 第3部分:超高频RFID读写

器系统在物流应用中的实现和操作

ISO/IEC15434 信息技术 自动识别和数据采集技术 大容量自动识别数据采集媒体(Informa-
tiontechnology—Automaticidentificationanddatacapturetechniques—Syntaxforhigh-capacityADC
media)

ISO/IEC15459-5 信 息 技 术  唯 一 标 识 符  第 5 部 分:可 返 回 运 输 物 品 的 唯 一 标 识 符

[Informationtechnology—Uniqueidentifiers—Part5:Uniqueidentifierforreturnabletransportitems
(RTIs)]

ISO17364RFID供应链应用 可回收运输物品(RTI)[SupplychainapplicationsofRFID—Re-
turnabletransportitems(RTIs)]

ISO/IEC18046(所有部分) 信息技术 射频识别设备性能测试方法(Informationtechnology—

Radiofrequencyidentificationdeviceperformancetestmethods)

3 术语和定义、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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