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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FID技术在电子科大图书馆应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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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应用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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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应用流程： 



                    
② 应用流程： 



†  变革传统服务模式，提供读者更多便利 

 

†  自动进行图书盘点，精确定位图书馆藏 

 

†  转变馆员工作重心，扩大馆员服务范围 

 
 

③ 应用效果： 



③ 应用效果：借还业务流程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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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应用效果：借还业务流程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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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应用效果：借还图书排队情况大为缓解 



③ 应用效果：借还总量逆势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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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应用效果：流通台人工工作量大幅减轻 



2 RFID项目在电子科大图书馆实施过程 



†  纸质文献225万册  

 

†  日均借还5000余册次 

 

†  馆舍总面积 66974 ㎡ 

 

†  阅览部（双校区）正式人员仅30人 

 

†  流通台工作位（双校区）仅7个 

 

① 实施背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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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实施阶段： 

2010年9月份完成招标，10月份开始实施，规模80万册图书。

（清水河校区50万册，沙河校区30万册） 

 

†  第一阶段：标签粘贴和技术准备 

 

†  第二阶段：各子系统安装调试 

 

†  第三阶段：双校区先后投入试运行 

 

†  第四阶段：正式运行 



项目实施时间： 

标签粘贴和数据转换 各子系统安装调试 试运行 

2010年10月-12月 
 

2011年1-3
月 
 

2011年4月 
 

2011年5月 
 

正式运行 

② 实施阶段： 



                    ③ 实施内容——第一阶段 

†  RFID标签粘贴工作 
 
组织实施近80万电子标签的粘贴与数据转换工作，参与人数总
计40余人，实施周期60余天。 

 
 
†  技术准备工作 

 
• 开放SIP2接口，将INNOVATIVE与RFID系统进行对接； 
 
• 实现校园一卡通在RFID自助终端的认证功能。 

 

 



                    ③ 实施内容——第二阶段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RFID图书智能管理系统分为“两个平台， 
 
十个子系统”，并实现与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的无缝 
 
链接。  

 

 



                    ③ 实施内容——第二阶段 

面向馆员的管理平台 
 

• 电子标签转换子系统 

 

• 流通馆员工作站子系统 

 

• 图书盘点子系统 

 

• 图书安全监测子系统 

 

• 监控中心子系统  

 

• 图书分拣子系统 

 
 

 

 



                    ③ 实施内容——第二阶段 

面向读者的服务平台 

 

• 自助借还子系统 

 

• 自助还书子系统 

 

• Web发布子系统 

 

• 24小时自助图书馆子系统 

 

• 移动图书馆子系统 

 

 
 

 

 



                    ③ 实施内容——第三阶段 

†  试运行 
 
清水河校区先进行试运行，而后沙河校区再试运行，少走弯路，
提高效率。 

 
 
†  正式运行 
 

 



3 RFID实施和管理的一些经验 



 

 

① 安全（辐射）问题： 

 

† 测试目的：检验RFID自助借还相关设备辐射水平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 测试方式：频谱分析仪+标准天线 

 

† 测试单位: 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 测试地点：图书馆现场环境 

 

† 测试频率分布范围：920~925MHz 

 

† 参照标准：国标——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8702-1988 



 

 

① 安全（辐射）问题： 

 

• 公众照射导出限值表 

频率范围 

MHz 

电场强度 

V/m 

磁场强度 

A/m 

功率密度 

W/m² 

30~3000 ≤12 ≤0.032 ≤0.4 

• 注：公众照射：在一天24h内，环境电磁辐射场的参数在任意连续6min内
的平均值应满足上表的要求  

• 因电场强度，磁场强度，功率密度为不同测试标准，测试结果仅需参照其
中一方面即可，因此本次测试将参照红字部分的电场强度标准 

• 引自：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8702-1988 



 

 

① 安全（辐射）问题： 

 自助借还机 

测量距离（cm） 15 30 40 50 60 

接收功率 

（dBm） 
10.2 7.4 4.5 6.1 2.8 

电场强度 

（V/m） 
0.72 0.52 0.38 0.45 0.31 

安全门 

高度1.1m，距离右门10cm 

（获得最大接收功率） 
8.5 

电场强度（V/m） 0.60 

• 测试结论：自助借还机15~60cm范围内，以及安全门中间区域，未超过国家
标准中关于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8702-1988中公众照射导出限值（黄色数值
小于前表中红色数值） 



②  图书盘点： 

• 盘点时间：2012年1月30日至2012年2月13日 

 

• 盘点范围：清水河校区图书馆在库图书 

 

• 实施规模：61.2万册；分三组，共60人参与 

 

• 实施流程： 

细排整架 人工计数 推车盘点 后台统计 



②  图书盘点： 

 
• 盘点结果分析： 

 

     1。得出图书遗失率，约为2.15%； 其中I类图书遗失率最高。 

      

     2。得到标签失效率，约为0.4%，符合合同约定。 

 

 

• 盘点小结：图书盘点可实现，但工作量较大。 

 



难点： 

†  在RFID自助借还子系统上查询读者借阅历史  

 

†  在RFID自助借还子系统上判断读者状态 

 

解决： 

†  通过抓取网页信息、修改软件对帐户的判定方式等途径

顺利解决 

 

 

③  系统对接： 



④  网络及软件问题解决： 

难点： 

†  自助借还子系统与校园一卡通帐户数据认证 

 

†  在RFID自助借还子系统上实现自动发送邮件回执功能 

 

解决： 

†  单向下载一卡通数据并由馆内服务器进行用户验证；自

动导出集成系统中读者邮件列表。 

 



④  网络及软件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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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标签格式： 

问题： 

†  在实施我馆RFID项目之前所应用的标签存储格式是1.0版，在

条码号构成和长度不符合我馆实际。 

 

解决： 

†  提出需求，系统供应商对标签存储格式作了相应升级，实现

标签数据标准化。 

 

 



⑤  标签格式： 

数据项 起始地址 终止地址 长度  对应ISO28560-2 数据项 

行业标识 1 8 8bits 本地数据 A 

馆代码 9 24 16bits 馆代码 

馆藏代码 25 32 8bits 排架地点 

标签类型 33 34 2bits 应用类别 

流通标识 35 35 1bits 应用类别 

馆藏流水号 36 80 45bits 馆藏主标识 

保留字段 81 90 10bits 保留(预留为分拣线使用) 

标签格式版本 91 94 4bits  本地数据B 

EAS防盗位 95 96 2bits 系统数据 

条码长度 97 104 8bits 本地数据C 

条码号 105 240 136bits 馆藏备选主标识 



4 RFID应用前景和设想 



†  挖掘RFID技术潜力，利用三维地图或虚拟现实技术实

现馆藏图书信息可视化，图书上架图形化、智能化。 

 

    例如：在书架通道上安装线路指示电子标签，在盘点

设备上扩展天线，智能识别线路、智能导引进行图书上

架。 

 

① 实现信息可视化，打造智慧图书馆： 



 

†  与一卡通技术结合，实现读者借阅信息可视化 

     

     充分发挥一卡通技术并结合RFID识别功能，只需刷卡

即可完成图书借阅信息的可视化显示。 

 

 

†  打造智慧型图书馆，实现随需而动的读者服务 

     

 

①  实现信息可视化，打造智慧图书馆： 



†  获取图书借阅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得到图书利用率情况，提高

文献经费使用效益。  

 

†  获取读者借阅信息，并充分发挥RFID技术自动识别的特点，实现

读者取阅图书的自动收集和统计，自动分析读者的阅读兴趣，最大

限度向读者推送最受欢迎的文献资源。 

 

 

 

② 大数据挖掘： 



†  扩展现有软件接口功能，最大限度实现数据共享  

    

    图书馆界组织编写统一软件接口标准，扩展接口功能，充分实现

图书管理系统和RFID系统的数据共享，实现RFID系统与图书管理系

统的完美对接。 

    

 

 

 

 

 

 ③  软件接口的功能扩展： 



†  开发全自动化标签安装设备，实现标签安装规范化、自动化，大

幅提高图书馆RFID系统的实施速度和效率。 

    

     

    

 

 

 

 

 

④  标签安装的全自动化： 



†  移动图书馆上实现图书三维定位，演示行进路线。 

 

†  在移动终端上直接读取RFID标签，实现图书查询、借阅和评论等功能。 

 

†  通过移动互联网及时发布新书信息，为读者提供最新图书信息。 

 

†  通过移动互联网自动进行图书借阅信息推送服务，温馨提示即将到期图书

信息。 

 

†  充分发挥图书预约功能，实现预约图书定点摆放短信通知，自助提取。 

 

 

 

⑤  移动互联网与RFID结合： 



†  将RFID标签应用范围从图书扩展到其他资源，如电子阅读器、

电脑、研修间等。 

 

†  实现图书馆资源的统一管理、发现和获取，实现资源管理智能

化、标准化、可视化。 

 

 

⑥  图书馆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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