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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电子标签记载集装箱货物的电子信息和物流信息，并做到自动识别，使集装箱同时承载

电子信息流，从而将物流和信息流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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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在集装箱运输过程中，对卡车采用了条形码、图象软件识别技术和无源电子标签等技

术，但因其识别距离近、可靠性差，且仅能识别卡车，更不能实时跟踪记载集装箱运输过程中的物流

信息，因此无法满足集装箱物流快速发展的需要。 

    “抓斗大王”包起帆和他的课题组成功开发出具有国际前沿水平的集装箱电子标签系统。电子标

签技术一改过去集装箱运输中通用的手写填单方式，堪称集装箱物流业的“点金石”，不仅可高效实

现对集装箱的自动识别，而且能够实现对运输过程中集装箱的货物状态和运输信息的有效监控和实时

管理，从而大大提高了集装箱的管理水平和安全性。 

挑战传统集装箱物流模式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港口已成为我国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的一个重要节点，其中，来往于港

口间的集装箱运输以其高效、便捷、安全的特点成为交通运输现代化的重要形式。而在全国各港口集

装箱箱量突飞猛涨这时，现代集装箱码头的信息化水平的高低已成为制约集装箱运输发展的关键因

素。 

    尤其是随着集装箱运输的船舶大型化、经营联盟化、运输干线化和网络化的发展，集装箱物流已

成为现代物流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现代物流的核心是以信息为载体。目前，在集装箱运输中集装箱

自身不载有信息，其信息传递要依赖于传统方式，集装箱的流向、流转和识别基本上还是处于人工、

半人工状态。 

    据了解，国际上为防恐安全需要，美国和欧盟纷纷提出了集装箱的运输“安全锁”概念，先后提

出了许多解决方案，但因技术和成本的原因，其发展多处于试验阶段。 

    “集装箱电子标签应用示范系统及标准”课题是国家“863”重点科研项目，以包起帆领头的课题

组自主开发研制了这套具有国际前沿水平的集装箱电子标签系统，以提高集装箱运输的信息化水平。 

    该系统采用了电子标签记载集装箱货物的电子信息和物流信息，并做到自动识别，使集装箱同时

承载电子信息流，从而将物流和信息流融为一体。该系统可对集装箱运输的信息流和物流进行实时跟

踪，消除集装箱在运输过程中的错箱、漏箱，提高通关速度，提高运输的安全性、可靠性，全面提升

集装箱运输的服务水平，同时，系统采用开放性的信息平台，确保港口和船公司能够借助畅通的社会

公共信息系统，实时地与国内外所有合作伙伴“无缝隙”衔接和信息资源共享。 

首开“两港一航”集装箱航线 

    课题组经过反复试验比选，终于掌握了集装箱电子标签技术，并实施了“两港一航”（上海港龙

吴公司码头至烟台港）集装箱电子标签应用示范系统。从2005年12月3日起，在全球首次启动了带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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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标签的“两港一航”航线试行，截至2006年1月已成功完成3975标箱的实船试运行，结果显示，已达

到课题预期目标。 

    据了解，课题组除在来往于该航线上的所有集装箱安装上一个类似于“黑匣子”的电子标签外，

两港港区内各建有整套完善的应用系统。该系统为三级体系结构，自下而上分为三个子系统：集装箱

电子标签自动识别系统完成集装箱信息的实时采集和自动识别；港区无线通信系统完成在港区大范围

环境下的数据无线传输通信，用以将前端电子标签记录的数据传输到后端的集装箱信息实时交换系

统；集装箱信息实时交换系统完成后端对集装箱信息的实时处理和管理，并进行EDI数据交换实现港间

的集装箱信息实时交换。 

    集装箱电子标签系统的主要内容和关键技术为：集装箱电子标签，是一种具有微波双向通讯功能

的自动标识设备，作为被附着集装箱的信息载体和安全认证的设备；集装箱电子标签信息录入设备，

主要采用便携式电脑和手持式PDA读写器来进行集装箱信息录入，将货源头信息写入以及在港口道口、

堆场、岸边理货、航运中等场合完成对集装箱电子标签的识读、核对或信息交换；集装箱电子标签基

站式读写器，在如进出道口等固定位置以无线通讯方式，与集装箱电子标签进行数据交换，采集和更

新标签中信息，并与计算机通讯；集装箱电子标签无线式读写器，装在龙门吊、桥吊等移运设备上，

以无线通讯的方式，与集装箱电子标签进行数据交换，采集和更新标签中的信息，并通过集装箱电子

标签无线桥接器以无线方式与计算机通讯。 

    以上海港龙吴码头出口集装箱为例，在金桥集拼点，连有终端的笔记本电脑或PDA将集箱货物信息

写入电子标签，并将标签贴至集箱侧面，通知中控室登记标签箱号信息；附有电子标签的集卡开往龙

吴港，经道口基站式读写器识别并确定场箱位，并打印小票；集卡开往指定堆场，龙门吊接到道口发

来指令后开始起吊，经电子标签读取确认无误后，堆放到指定箱位待装船；经中控室配载后，集箱由

龙门吊从堆场起吊，同时读取、核对所吊集箱电子标签信息，装上集卡发往岸边；桥吊将集箱吊起装

船，同时读取电子标签，根据配载将集装箱装船。 

全面推广应用任重道远 

    鉴于电子标签在集装箱运输中潜力在的巨大作用和市场，国内外众多企业纷纷开展了集装箱电子

标签的研究。 

    美国的AMTECH曾在集装箱上尝试使用无源电子标签，但在技术要求方面达不到要求，在进行第一

步试验就以失败告终。 

    SAVI在美国国防部的军品集装箱运输中采用了有源电子标签获得了较好的试验应用，但由于其产

品和系统昂贵的价格以及行业性制使其仅能局限于美军的应用，在民用集装箱物流中并未得到实际应

用。前不久SAVI和香港和记黄埔建立合资公司，研究基于电子标签的网络，今年1月，该公司来沪寻求

合作。 

    西门子公司正准备研究用于集装箱运输的电子标签技术，在与中国的技术交流中仅认为是一个设

想，对于中国的研究成果深表惊讶，同意与中方合作，在亚洲和欧洲共同推广和完善电子标签的应

用。 

    Intel公司曾来沪交流，并有意加入电子标签在港口集装箱运输的应用，目前正在制定实施方案。 

    无疑，集装箱电子标签的全面应用将对整个物流行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所具有的高效

性、安全性等作用将极大地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 

    然而，集装箱电子标签在世界上没有成功的先例，其发展必然还有一个过程。包起帆认为，首

先，集装箱电子标签系统的作业环境是整个电子标签应用领域中最为复杂、技术难度最大的，对集装

箱电子标签提出的各项技术要求、工艺性指标、功能性需求都远不同于其它领域。其二，集装箱电子

标签的应用是在一个巨大的物流网络环境下，该网络可涉及到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于国际间，牵

涉到众多部门和单位，如何推广应用是非常关键的。 

    目前，中国在世界集装箱运输中的地位日益显现，中国在港口集装箱吞吐量、集装箱产量、集装

箱港机设备制造等领域已名列世界第一，这些为中国集装箱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日前，该

项目已申报了5项国家发明专利，1项著作权登记，该课题组人员正待将经过实践检验的技术制定成相

关行业和国家标准草案，争取在适当时机推广至国际集装箱运输中使用，并通过相关途径向国际集装



箱标准化委员会推荐，使中国在国际集装箱运输中拥有有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制定国际集装箱标准

的话语权。包起帆表示，经过中国不懈努力，完全有可能使电子标签这一类的应用技术引领国际水平

和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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