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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提高装备维修器材日常管理业务质量、效率和效益，缩短作业时间、提高作业精度，将条码技术运用到维

修器材管理业务中。通过对条码应用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梳理了它的应用结构，并分别对硬软件部分做出了应用分

析与讨论。选取了部分系统截图和核心代码，介绍了手持式库房管理信息系统在工程装备维修业务中的功能和应

用方式。为装备维修器材日常管理业务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对工程兵部队仓库的信息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

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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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备维修器材日常管理是以装备维修器材的库存保管
为中心所展开的一系列业务活动。这部分业务活动分３个
阶段来实现：第一阶段是装备维修器材的验收入库；第二阶

段是装备维修器材的维护保养；第三阶段是装备维修器材的

出库发运。装备维修器材的日常管理过程，是从接运准备入

库的装备维修器材开始，直到把这些装备维修器材根据各种

需要供应出去为止的全过程［１］。

近年来随着我军对装备维修器材保障的信息化程度的

要求不断提高以及装备维修器材保障本身规模的不断扩大，

现有的以库房保管员手工记录出入库信息的管理业务已经

暴露出一些问题与缺陷，主要表现在器材收发效率较低，难

以满足大批量器材收发的高效率运转、准确率不易保证，不

易精确化管理、信息化程度较低等方面。

条码技术主要研究如何将信息用条码来表示，以及如何

将条码所表示的数据转换为计算机可识别的字符，将条码技

术引入到装备维修器材日常管理业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

高器材的收发效率和准确度。



１　条码技术

１．１　条码技术
条码技术是在信息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集编码、

印刷、识别、数据采集与处理与一体的综合性技术。条码技

术的核心内容是利用光电扫描或图像采集设备识读条码符

号，从而实现机器的自动识别，并快速准确地将信息录入到

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以达到自动化管理之目的。

１．２　二维条码的特点和分类
二维条码具有信息容量大（可容纳上千字符）、密度高、

可靠性高、可表示汉字及图像多种文字信息、具有纠错功能、

保密防伪性强等优点。

二维条码根据构成原理和结构形状的差异，可分为两大

类型：一类是行排式或层排式二维条码（ｓｔａｃｋｅｄｏｒｔｉｅｒｅｄｂａｒ
ｃｏｄｅ），如ＰＤＦ４１７、Ｃｏｄｅ４９、Ｃｏｄｅ１６Ｋ等；另一类是棋盘式或点
矩阵式二维条码，如ＱＲＣｏｄｅ等。
１．３　ＱＲ码

ＱＲ码是二维条码的一种，它具有全方位、超高速识读的
特点，呈正方形，只有黑白两色［２］。在３个角落，印有较小的
“回”字形正方图案。这３个是帮助解码软件定位的图案，用
户不需要对准，无论以任何角度扫描，数据仍然可以正确被

识读，ＱＲ码的样式如图１所示［３］。

图１　ＱＲ码

２　条码应用系统的总体规划与设计

２．１　系统总体功能设计
条码应用系统是指采用了一维条码、二维条码作为数据

采集和数据表示技术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条码应用系统一

般由数据源、条码识读器、计算机、应用软件和输出设备５部
分组成，如图２所示。

图２　条码应用系统组成

　　其中，数据源是用条码表示的，在此使用 ＱＲＣｏｄｅ码制
作为应用系统的应用码制；条码识读器是数据采集设备，它

可以快速准确地捕捉到条码表示的数据源，并将这一数据送

到计算机处理；输出设备将数据经过计算机处理后得到的信

息以文件、表格或图形方式输出，供保管员及时、准确地掌握

这些信息，制定正确的决策。应用软件具体实现装备维修器

材日常管理的无纸化模式，部署在条码识读器和计算

机上［４］。

２．２　系统硬件设计
２．２．１　信息源

利用二维条码与一维条码的配合应用实现对货物和货

位的精确管理。其中一维条码用于记录货位信息；二维条码

用于记录器材信息。货位信息采用“五号定位”，即库房号、

货区号、货架号、层数、货位五者统一编号，从而实现对器材

的精确定位。具体编码格式如图３。

图３　货位五号定位

　　器材信息使用二维条码中的ＱＲＣｏｄｅ来记录，针对装备
维修器材的库存期间全寿命信息跟踪的目的，二维条码所包

含的信息量应尽可能的全面，设计的二维条码标签包含器材

基本属性（器材名称、器材代码、原厂编号等），器材来源信息

（来源情况、制造商名称、制造商代码等），入库验收信息（入

库验收时间、验收人等），保管信息（保管责任人、维护保养注

意事项等）。

２．２．２　条码识读器
由于仓库的工作环境灵活度比较大，工作方式应选择手

持非接触式；由于需要识读一维条码和矩阵式的二维条码，

工作原理应选择 ＣＣＤ式；我们选择的条码识读器应该是兼
具条码扫描和译码功能的，也就是平时所讲的一体机，这样

即可以快速的查看到二维条码所携带的信息，而且还可将译

码得到的资料字符用于搭载在条码识读器上的手持式库房

管理信息系统 （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ａｌｍ）作为基础数据。

综上，选择ＰＤＡ（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作为条码识读
与信息处理的硬件设备。

２．２．３　条码打印机
为了打印二维条码、一维条码，需要配备条码打印机。

条码打印机通过打印头把碳带（相当于针打的色带）上的墨

印在条码打印纸上（有一定标准大小的不干胶的打印纸）。

条码打印机是一种专用的打印机，具有工业级的品质，不受

工作环境的限制，它不受打印量的限制，可以２４小时打印；
另外，它的打印速度极快，最快可以达到 １０英寸（２４ｃｍ）
每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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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系统软件设计
由于很多仓库已部署有器材管理信息系统 ＥＮＭＩＳ（ｅ

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只需要开发
部署在ＰＤＡ上的手持式库房管理信息系统简称为 ＷＭＩＳＢＰ
（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ａｌｍ），并
做到２个系统之间的信息集成即可。

ＥＮＭＩＳ主要负责装备维修器材日常管理的业务数据管
理和业务功能的处理，它可以通过台式机终端的输入部分或

从ＰＤＡ收集到的数据完成系统的功能。ＷＭＩＳＢＰ可以看作
是ＥＮＭＩＳ在ＰＤＡ上的扩展，它可以独立处理 ＰＤＡ收集到的
信息然后同步到ＥＮＭＩＳ，这对于装备维修器材的日常管理是
一个极大的促进。它可以通过扫描模块收集一维条码和二

维条码的数据，从而可以避免因人为失误输入而造成的错

误，减轻了库房管理员的工作负担，实现了准确度极高的无

纸化操作。

２．３．１　手持式库房管理信息系统的硬件环境
本系统所采用的硬件平台为基于ＷｉｎｄｏｗｓＣＥ操作系统

平台的 ＰＤＡ以及基于 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操作系统平台的
ＰＣ机［５］。

２．３．２　手持式库房管理信息系统的软件环境
ＷＭＩＳＢＰ运行的软件环境是 ＷｉｎｄｏｗｓＣＥ操作系统，在

服务器端需要部署．ＮＥＴ框架、ＩＩＳ（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Ｗｅｂ服务。

数据同步是 ＷＭＩＳＢＰ与 ＥＮＭＩＳ产生关联的核心，除了
用到Ｗｅｂ服务以外，还需要同步软件与之配套。ＭＳＡｃｔｉｖｅ
Ｓｙｎｃ是目前世界上最优秀的同步工具软件之一，可用于在移
动设备和计算机间传输文件，具有跨平台，界面友好等诸多

优点。在此，我们选用性能稳定的ＭＳＡｃｔｉｖｅＳｙｎｃ４．５版本。
２．３．３　手持式库房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

针对装备维修器材日常管理的业务，手持式库房管理信

息系统应具有 ３个功能模块：器材上架、器材下架、库存
盘点。

１）器材上架
将记录有器材完整信息的二维条码贴在器材上后，利用

ＰＤＡ扫描二维条码从而确认该器材是否与入库单中的器材
吻合，待入库验收全部完成后，通过扫描张贴于货位上的一

维条码来记录器材所存放的位置。待该入库单内的所有器

材全部上架完毕后，即器材上架完毕。具体流程图如图４。
２）器材下架
利用ＰＤＡ扫描待出库的器材并自动与调拨单进行比

对，随后扫描货位上的一维条码从而选中所要下架的器材，

待该调拨单上的所有器材下架后，器材下架完毕。

　　３）库存盘点
库存盘点操作与器材上架操作类似，可以扫描器材代码

以查找器材，也可以扫描货位代码以查找货位，检查盘点货

位上的器材数量后，转到下一器材或货位。将每次的盘库信

息详细记录，如果有必要可以将这些信息以二维条码的形式

展示。

图４　器材上架流程

图５　器材下架流程

３　条码系统在装备维修器材日常管理业务
中的应用

　　现以某舟桥团周转器材仓库为例，详细介绍条码应用系

统在这里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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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系统
整个系统涵盖了器材入库管理、盘库管理、出库管理等

业务。仓储管理可以使用条码作为器材在流通过程中的标

识，借助先进的条码识别技术，把各相关业务关联起来，在仓

库内部形成一条完整的追溯链；结合对器材供应部门、器材

使用单位的管理，使得对器材在库存期间全寿命信息跟踪成

为可能。

通过条码识别技术，使工程兵部队仓库的仓储管理水平

得到长足的提升，提高仓储物资管理的准确率的同时，管理

效率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３．２　系统架构
整个系统采用Ｂ／Ｓ结合Ｃ／Ｓ结构，其中器材管理信息系

统采用Ｂ／Ｓ结构，部署于主服务器上；手持式库房管理信息
系统采用Ｃ／Ｓ结构，部署于手持机（ＰＤＡ）上。
３．２．１　系统软件平台

１）服务器操作系统：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Ｗｉｎｄｏｗｓ２００３Ｓｅｒｖｅｒ
２）数据库：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２００８（服务器端）；Ｍｉ

ｃｒｏｓｏｆｔＳＱＬＣＥ３．０（手持机端）
３）客户端操作系统：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
４）手持机操作系统：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ＷｉｎｄｏｗｓＣＥ
５）系统开发语言：Ｃ＃

３．２．２　网络拓扑结构
拓扑结构如图６所示。

图６　拓扑结构

　　在关键位置部署有线网络、ＰＣ机和条码打印机、数据采
集终端通过专用的数据通信座连接ＰＣ与实现数据交换。
３．２．３　手持式库房管理信息系统功能简介

本系统共有器材上架、器材下架、库存盘点３个模块。３
个模块的操作类似，现以器材上架模块为例进行简要介绍。

器材上架模块的功能是对已入库的器材进行上架操作

并将操作的数据记入系统。

１）打印器材二维条码
在器材入库验收之后要为器材打印张贴二维条码。在

此我们使用ｂａｒｔｅｎｄｅｒ这款条码打印软件，它支持广泛的条码
码制和条码打印机，应用方便。使用时将按规定格式的含有

所有器材信息的．ｘｌｓ格式文件导入到 ｂａｒｔｅｎｄｅｒ中，软件会自
动生成ＱＲＣｏｄｅ。
２）信息同步
将手持式库房管理信息系统与器材管理信息系统数据

同步，以获得最新的入库单等业务数据。如图７所示。如果

ＰＣ机同步连接，直接调用本地保存的数据库，系统也可以正
常运行，但这样做的缺点是无法及时获取服务器端最新的数

据库，从而导致某些不合理的业务操作。信息同步完成后，

便可以将手持式库房管理收发仪（ＰＤＡ）与ＰＣ机断开同步连
接，以方便携带和进行各种业务操作。

图７　系统同步界面

　　３）选中器材明细
选择“器材上架”模块；双击入库记录，进行上架操作；进

入器材上架界面；扫描到器材条码后，程序会自动找到入库

单中的器材，若入库单中无此器材，则会弹出“入库单中无此

器材”的提示框。如图８所示。

图８　选择上架器材

　　４）选择器材位置
选中器材货位输入框，将扫描头对准货位条码，按下扫

描键，如果系统中无此货位代码，则会提示未找到货位代码，

否则输入框中显示货位代码；或者直接在货位代码输入框中

输入货位代码按下回车键；或者单击“货位”按钮，弹出器材

货位列表，双击选中货位。

５）填写数量、完成上架
选中货位代码后返回入库界面。在上架数量输入框中

输入上架的数量，单击“上架”按钮，若该器材位置原先无放

过此器材则会弹出器材基本信息后，填写完整后单击“确

定”。返回原界面，单击“上架”完成器材上架操作。

如果操作成功，上架数量输入框会自动减去已上架的数

量。可以单击“上架明细”按钮，会弹出该器材的上架明细。

再次单击该按钮时，隐藏上架明细列表。如图９所示。
　　６）上架完毕，同步上传数据

如果所有器材都上架毕后，单击“上架完毕”完成上架操

作。入库操作完毕后，操作界面会自动转入到主界面。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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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栏中的“同步”、“上传”将入库结果上传至信息系统。

如图１０。

图９　上架操作

图１０　上架完毕

　　具体实现代码如下：
／／入库完成
ｐｒｉｖａｔｅｖｏｉｄｂｔｎＦｉｎｉｓｈ＿Ｃｌｉｃｋ（ｏｂｊｅｃｔｓｅｎｄｅｒ，ＥｖｅｎｔＡｒｇｓｅ）｛
ｉｆ（ＭｅｓｓａｇｅＢｏｘ．Ｓｈｏｗ（＂是否上架完毕？＂，＂提示＂，Ｍｅｓ

ｓａｇｅＢｏｘＢｕｔｔｏｎｓ．ＹｅｓＮｏ，ＭｅｓｓａｇｅＢｏｘＩｃｏ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ＭｅｓｓａｇｅＢｏｘ
ＤｅｆａｕｌｔＢｕｔｔｏｎ．Ｂｕｔｔｏｎ１）＝＝ＤｉａｌｏｇＲｅｓｕｌｔ．Ｙｅｓ）｛

ｔｈｉｓ．ＢｉｌｌＩｎ．ＳｔａｔｅＮａｍｅ＝＂入库完毕＂；
ｔｈｉｓ．ＢｉｌｌＩｎ．Ｓｔａｔｅ＝ＰａｒａＤｅｆｉｎｅ．ＳＴＡＴＥ＿ＯＶＥＲ；
ｉｆ（Ｄｂ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ａｖｅ（ｔｈｉｓ．ＢｉｌｌＩｎ）＞０）
ＰｄａＭｎｇ．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ｅ．ｓｙｎｃｔｙｐｅ＝＂器材上架＂；

ＤＢＩｎｉｔＷｏｒｋ．ＳｈｏｕｌｄＵｐｌｏａｄ＝ｔｒｕｅ；
ＤＢＩｎｉｔＷｏｒｋ．ＷｒｉｔｅＤＢＩｎｆｏ（）；
ｔｈｉｓ．ｆｒｍＰａｒｅｎｔ．Ｃｌｏｓｅ（）；
　　｝
｝

４　结束语

条码技术是一种经济实用的自动识别技术，具有输入速

度快、采集信息量大、自由度大、设备结构简单、成本低等特

点。将其引入到装备维修器材日常管理业务中，较好地实现

了提高器材收发效率、提高业务处理准确度、业务流程可视

化等核心目标。对提升装备维修器材日常管理的质量、效率

和效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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