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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弹药包装作为弹药的有机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弹药储存的可靠性、安全性以及弹药保障能力。针对我

军弹药保障信息化的需要,选取了弹药集装单元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射频识别技术、卫星定位技术、信息管理系

统等,设计了一种新型弹药包装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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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弹药包装作为弹药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研制、生
产阶段完成,贯穿全物流过程,不仅与弹药的储存质

量、安全密切相关,更直接影响到弹药战时保障效率。
如何适应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弹药保障的信息化需求,
综合集成相关信息化技术,研制新型包装系统,以提

高弹药保障信息化水平,一直是军方关注的热点问

题。

1暋弹药包装信息化功能需求

信息化战争催生信息化保障。 对弹药保障而言,
即通过“信息流暠实现对“弹药流暠和“人员流暠的有效

控制,实现准确的弹药消耗预估、充足的弹药储备、快
速的战场补给、精确的全程保障跟踪、及时的应急定

点投送。 其中,“弹药流暠的信息获取、传输、处理主要

通过弹药包装这一载体实现[1] 。 具体说来就是借助

现代信息技术,在包装件上安装合适的电子标签和电

子封签,并装备适量的信息化识读设备和管理设备,

在不打开弹药包装的条件下快速准确地实现弹药识

别、清点、登记、统计、监测、跟踪和信息处理及传递等

工作,实现弹药保障的“全资产可视化暠和“全过程可

控化暠,实现弹药的信息化管理和精确化保障,提高部

队弹药的快速保障能力[2] 。
弹药包装信息化应包括以下信息: 弹药技术信

息,即弹药种类、技术特性;弹药保障信息,即包装要

求、材料性能、环境条件、运输及装卸要求等各类信

息;弹药状态信息,包括弹药储运环境信息、位置信息

等。 涉及的关键技术则是自动识别和定位跟踪。

1.1暋自动识别

运用自动识别技术已成为弹药包装发展的重要

趋势。 自动识别技术在弹药包装领域的应用,大大加

强了内包装物的透明性,提高了快速反应能力,使对

物资的管理变得更加简便易行,使用者无需打开包

装,仅用自动识别仪即可对该包装进行阅读、查询,从
而快速、准确地获得包装内弹药的名称、数量及种类

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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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物流过程中对不同弹药包装的信息需求不

同,在弹药包装上只采用一种自动识别技术是不够

的,应当根据信息的不同属性和详细程度,运用相应

的识别技术装置来存储和读取。 目前,用于弹药包装

的典型自动识别技术装置包括条码、光储卡、射频识

别等。
自动识别技术在军品包装上具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但在运用过程中还有以下2个问题需要予以解

决:信息标准问题,统一标准是实现弹药包装信息互

连互通、信息资源共享的关键;信息安全问题,信息安

全是弹药包装对自动识别技术应用的一项特殊要求,
在射频技术的运用上尤为突出[3] 。

1.2暋定位跟踪

对于弹药的信息化保障,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实

现弹药补给全程可视性,即保持弹药在运输途中的可

预见性及弹药总资产的可见性。 弹药补给全程可视

性是应用芯片技术,同时借助计算机、卫星跟踪、卫星

通信等技术实现的。 近几年,我国“北斗暠系统逐步完

善并逐渐应用于军事物流领域,使弹药保障可视化成

为了可能。
装有微芯片的弹药包装单元从发送起,经过整个

运输过程,直到到达战斗用户时止,每个弹药包装单

元的位置和运行情况,将一直被卫星定位系统随时监

控跟踪,确保所有补给线上的弹药在保障物流中的可

见性和总资产可见性,实现弹药物流的实时监控与精

确调配。

2暋弹药包装信息化系统总体构成

弹药包装信息化系统,即以弹药包装为载体,通
过加载射频标签实现弹药库房收发可视管理、日常辅

助监控、库房堆码建模、物流实时定位、部队信息跟踪

等功能,分阶段、分步骤完成信息采集自动化、业务流

程规范化、各级数据可视化,全面提升弹药的管理水

平和保障能力。

2.1暋系统构成

弹药包装信息化系统总体构架包括业务应用平

台、数据库平台、系统平台、硬件平台和支撑平台。 各

部分具体构成见图1。
业务应用平台由机关管理系统、仓库管理系统、

部队管理系统、军代室管理系统、承制单位管理系统

构成,为各级用户提供相关的应用。 数据库平台由结

图1暋系统总体框架

Fig.1Generalframeworkofthesystem

构化数据库构成,为全系统提供数据存储、数据汇总

展示。 主要包括基础数据库、业务数据库、综合数据

库。 整个数据库平台经过统一规划设计,为业务应用

平台提供强大的集成数据环境。 系统平台包括了整

个软件开发和运行的基础环境。 其中包括:系统基础

平台、Net开发平台、计算机操作系统。 硬件平台由

射频标签、二维条码、识读设备、打印机和服务器构

成,它们形成了本系统的基础物理环境。 支撑平台是

允许本系统的一个基础,包括了实现本系统相关必备

的方案和规定,主要由包装规范、物资编码、安全保密

和应用规范组成。

2.2暋系统运行

将弹药技术特性、包装要求、材料性能、环境条

件、运输及装卸要求等各类信息分别予以分析、细化,
立相关的对应关系,并将其纳入计算机管理,以利于

实现标准化设计。 计算机数据共享不仅能缩短包装

研制周期和快速获得各种有效信息,科学作出弹药集

装方案,合理规划海运或空运集装箱的数量,还可以

配合更高层次的卫星跟踪管理系统,实现弹药保障的

“全程可视暠。

3暋弹药包装信息化设计

弹药包装信息化主要解决2个方面问题:业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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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即相关信息的标准化问题,既包括纵向各层次统

一,又包括横向各装备物资统一;技术问题,即信息的

读写管理等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是信息的标准化问

题。

3.1暋信息标准化

信息应采用统一标准规范。 二维条码标签和射

频卡标签中的数据要求都是专业机构综合物资管理

各专业意见归纳总结而形成的。 应用统一的标准规

范,使物资在全寿命管理过程中,可跨专业、跨领域、
跨管理单位自由流转并可全程识别。

另外,应采用统一的编目码与战套码。 目前不少

专业或归口单位都有自己的物资编码体系,总后为了

统一物资管理,整理并制定了物资管理编目码和物资

战套码,这套代码结合了各方对于编码与物资管理的

要求,借鉴了国内外对于编码的先进思路,并已经在

多个专业中成功使用。

3.2暋电子标签

二维条码容量大、成本低,但读取距离近,存储信

息不可更改,适合大量使用在物资上做永久标识,记
录物资固有属性;RFID标签容量较大、成本高,读取

距离远,可反复读写,适合用在重复使用的包装容器

上,标识包装容器,记录包装内的物资信息。
二维条码技术发展十分成熟,有广泛的成功案

例,美国国防部所有装备物资的采购都要求使用条码

技术;RFID技术代表了自动识别技术的发展方向,从
趋势上讲,最终会代替条码技术,见图2。

图2暋二维条码标签样式

Fig.2Modeof2Dbarcode

同时采用二维条码技术和 RFID技术,发挥各自

优势,取长补短,可以满足战储物资包装以及单据的

标识和信息存储需求,确保识别过程稳定可靠,并为

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3.3暋读写设备

固定式读写器可适应于大规模、快速出入库;手

持机的集成性决定了其适应于针对性强的精确管理

模式。 可考虑将固定式读写器与手持机结合使用,充
分发挥产品优势,既能保证在批量出入库时的高效

率,又确保了精确的查询统计。

3.4暋管理系统

由于系统要求在全军部队范围内应用,所以在设

计初期就要考虑在操作层面简单易用。 在初始化安

装时采用自动导入模式,可识别用户 Excel格式文

件,方便快速的导入基础信息及库存信息;在硬件使

用方面,将基本设置简化固化,使用户在安装后直接

使用;在软件界面方面,采用用户熟悉的 Windows界

面,使用图形化、向导化模式,引领使用者一步一步操

作,对于初次接触者也能快速的上手使用。
在保护数据方面,可从3个层面分别处理,硬件

层服务器采用多硬盘热备份方式,利用硬件技术防止

硬盘损坏;数据库层利用 Oracle的数据自动备份机

制,定时备份重要数据,并可根据用户要求进行回复;
软件层利用自定义备份机制,用户可根据实际业务要

求,备份重要数据。

4暋结论

弹药从仓库到部队的整个保障过程,离不开发达

的配送网络。 配送网络不仅包括物理网络,更重要的

是信息网络。 新型弹药包装设计应立足于成为信息

网络的载体,基于弹药包装可在未来每个战区建立起

全弹药可视系统,将自动识别技术、全程运输网络和

决策支持系统等融合在一起,实现了弹药储存、运输、
消耗、补给全程的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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