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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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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上海天臣射频技术有限公司、广东中科臻恒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高新兴智联科技有限公司、西安航天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睿芯联科(北京)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北京智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正业玖坤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红天智能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

究所分所、北京中科国技信息系统有限公司、重庆联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耿力、宋继伟、王立、周立雄、王军、王金龙、陈万尧、张亚军、张建锋、吴伟、付青琴、

刘佳、张璋、陈德华、庞克学、邴志刚、杨敬锋、李哲、陈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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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 射频识别系统
通用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面向智能制造的射频识别系统的组成以及RFID标签、读写器和中间件通用技术要

求等。

本标准适用于面向智能制造的射频识别系统的设计、开发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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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6107—2000 使用串行二进制数据交换的数据终端设备和数据电路终接设备之间的接口

GB/T29261.3—2012 信息技术 自动识别和数据采集技术 词汇 第3部分:射频识别

GB/T29266—2012 射频识别13.56MHz标签基本电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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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32830.3—2016 装备制造业 制造过程射频识别 第3部分:系统应用接口规范

GB/T33848.3—2017 信息技术 射频识别 第3部分:13.56MHz的空中接口通信参数

GB/T34047—2017 制造过程物联信息集成中间件平台参考体系

GB/T34996—2017 800/900MHz射频识别读/写设备规范

GB/T36365—2018 信息技术 射频识别800/900MHz无源标签通用规范

GB/T38670—2020 智能制造 射频识别系统 标签数据格式

3 术语和定义

GB/T29261.3—201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能制造 intelligentmanufacturing
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贯穿于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制造活动的各

个环节,具有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行、自适应等功能的新型生产方式。

3.2
射频标签 radiofrequencytag;RFtag
标签 tag
用于物体或物品标识、具有信息存储机制的、能接收读写器的电磁场调制信号并返回响应信号的数

据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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