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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物流运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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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智能物流的核心技术是物联网技术，它指代物联网技术在物流领域中的全方位应用。在这里就运用到了信息管理、处

理、采集以及流通等诸多技术内容，确保货物从供应方到需求方建立完整移动关联过程，包括仓储、运输、包装、流通等多个环

节。在当下，建立智能物流管理体系的最大利好就是为需求方提供最佳服务，同时节省管理成本，在追求物流信息化发展目标基

础上满足现代物流产业发展需求。在本文中就具体阐述了智能物流的技术运用与发展现状，然后深层次探析基于网络层面的现代

智能物流信息协同技术运用流程与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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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物流技术的出现最大限度降低了社会与自然资源消

耗，基于最少投入争取获得最大收益，建立整体化、灵活化的

智能物流管理体系机制。就现阶段而言，智能物流技术中的物

联网技术应用是非常普遍的。

一、智能物流的基本概述

就现阶段而言，智能物流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关键组成

部分，其在早期物联网概念中有所描述，就是所有物品通过射

频识别系统与信息传感设备、互联网联系起来，进而实现对智

能化管理流程的有效识别。而在信息技术发展背景下，物联网

的基本内涵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在中国的信息社会峰会论坛上

就明确提出中国的物联网通信时代已经到来，通过物联网实现

数据识别与交换，设计实用条码技术是非常有必要的，它从某

种程度上优化了全球定位系统、传感器网络技术、RFID 无线

射频的有效广泛使用。

客观讲，物联网属于一种全局性的应用技术，它早早被引

入到智能物流技术应用过程中，主要结合物联网发展现状分析

国内外物联网发展对于物流产业所产生的影响价值作用，所以

说“智能物流”指代物联网在物流领域中的有效生产应用过程

中，它在固有技术应用基础上利用先进的信息管理技术，保证

智能物流的全国地理信息系统、RFID、条码技术、MEMS 技术、

自动是被技术以及定位技术等等被有效应用，确保物流系统集

成应用于智能物流工作体系中 [1]。

二、智能物流的技术应用与发展现状

在当前，智能物流产业快速发展，它对于现代物流产业发

展的关联度较大，应用范围广泛，具有较强爆发力，其中更涉

及各种软硬件整合技术内容，同时衍生出了大规模、大范围的

高科技智能物流产业市场。智能物流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兼顾传

感器以及无线网络技术，建立无线传感设备网络与定位技术体

系，确保良性影响智能物流未来发展状况。在具体的技术应用

过程中，要保证物联网在智能物流环节运作过程中节省大量时

间与空间，保证条码被合理应用于仓储管理工作中，同时做好

流通加工管理、装卸搬运管理、信息处理等等。在采用无线射

频 RFID 识别技术过程中可以配合电子标签读取技术内容，保

证提高智能物流运作整体效率。如果从某一种程度来讲，其在

智能物流技术发展过程中就建立了数据中心，数据中心始终致

力于如何做到大规模、专业化，实现专业技术数据内容的横向

整合，满足同类资源集约化要求，建立数据中心平台，最终全

面推广应用物联网技术，确保智能物流体系中有效落实、促进

各类数据中心有效建设。就物联网发展而言，它希望有效推动

智能物流产业发展变革，全面促进物流产业智能化向前发展，

同时基于未来物联网技术体现革命性变革，克服诸多障碍问题，

它其中就涉及了几点核心技术问题，具体如下。

（一）技术标准与协调统一技术问题

在技术标准与协调统一过程中需要保证物联网应用与发展

到位，基于摆脱那个方案技术提供支持，保证各个行业的独立

技术标准有效优化，形成大量的专用网络来实现技术连通，形

成规模经济，形成技术整合的商业模式。这一点需要在不降低

物流成本的基础上建立智能物流领域，优化传感通信技术内容，

实现技术识别，最大限度优化技术标准，建立大规模技术标准

与协调统一技术标准 [2]。

（二）隐私与安全技术问题

在自动识别技术，结合一定识别装置自动获取识别物品相

关信息，建立后台系统相关技术处理与控制技术，保证无线射

频识别技术建立关键技术应用体系，保证无线射频识别技术成

为物联网、智能物流产业的关键技术基础。在这里，智能物流

就建立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体系，确保利用射频信号与空

间耦合、雷达反射传输特性有效优化，进而实现对某些智能物

流内容的有效识别。在建立 RFID 标识性电子标签，保证相关

问题被有效解决，这其中涉及大量核心技术应用问题。

（三）核心技术应用问题

在核心技术应用过程中，需要保证智能物流在物联网技术

应用指导下建立无线射频识别技术机制。即要以低端技术为主

拓展开发高端技术，体现技术应用可靠性，建立高可靠性、高

灵敏度传感器机制，工确保传感器技术核心芯片从技术到制造

工艺上建立超高频电子标签芯片，基于国际标准制定竞争背景

下的技术影响内容。

（四）管理平台开发问题

在分析智能物流管理平台开发问题方面需要保证建立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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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机制，分析互联网背景下的信息传输与信息处理过程，体

现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建设机制，分析基础功能子系统建设情况，

满足企业方面对物流信息的现实需求。在结合线上交易需求展

开分析过程中，需要保证相应层次上信息建设有效到位，建立

相对庞大的综合性业务管理平台，保证物联网正常运行基础有

效优化 [3]。

三、基于物联网技术环境下的协同智能物流技术实践应用

（一）基于物联网技术环境下的协同智能物流技术实践应

用框架构建

物联网技术的经济价值与经济生命力有目共睹，它已经

完全落地，与实体经济相互衔接，保证在多维协同背景下建

立智能物流技术实践应用体系，满足现代智能物流管理所面

临的多维度协同需求。就物流企业而言，它需要在管理过程

中分析多重协同问题，结合物联网四层架构基础建立多维度

协同分类机制，建立物流系统参量方程。在这里，多维度协

同指代不基于统一类型的协同需求状态，结合现代智能物流

所面临的复杂多样协同需求分析协同智能物流技术的实践应

用流程，如图 1[4]。

图 1 现代智能物流中的多维度协同分类示意图

在现代智能物流中建立多维度协同分类，体现信息共享

性要求，因为现代物流不同于生产性物流特征，其信息在共

享过程中需要基于新一代信息网络优化信息技术内容，实现

高度信息共享与信息互动，最大限度减少由于信息孤岛所造

成的管理沟通不畅问题。在根据物流企业在管理过程中所面

临的协同问题展开分析，它需要在固有物联网就数架构基础

上分析智能物流企业多维度协同分类机制，保证做到技术协

同、信息协同、管理系统与服务系统，明确与物联网相关技

术标准，参考图 2[5]。

图 2 与物联网相关的多维度协同物流管理技术标准示意图

图 3 物联网环境下的多维度协同智能物流信息协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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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物联网相关的多维度协同物流管理技术标准，保证

与企业智能物流系统形成信息互通，保证形成高效率传递机

制，统一数据格式标准化，有效消除信息孤岛，实现信息高效、

准确与各系统之间相互传输，建立信息协同机制，满足当前

物流信息系统的稳定性与高效性应用要求，如图 3[6]。

（二）基于网络层的协同智能物流技术实践应用

在基于网络层的协同智能物流技术实践应用需要明确信

息系统状态下的物流配送路程、配送时间，并展开物流内容

定量分析，有效解决物流配送管理所面临的信息协同问题 [7]。

1．网络能力与基础设施协同技术应用

首先是基于网络层的协同智能物流技术实践体系构建，通

过网络层建立连接成与应用层，明确中心层技术内容，承担

信息传输、融合处理以及发布过程，保证辅助数字微博与卫

星通信过程形成海量数字干线传输机制，保证其中的中继网

总容量端口超过 90%，建立国际信息网连通技术体系。在智

能物流技术实践应用中就采用到了强大的网络传输能力，通

过多普勒快衰信道技术与均衡技术来实现协同智能物流技术

应用过程，保证 OFDM 系统中对抗地面反射所引发的复杂多

径问题有效调整，建立地面宽带通信机制。在对子载波正交

性要求进行分析过程中，需要建立非证交所引发的干扰机制

进行分析，最大限度降低系统接收性能，保证建立高速移动

情况背景下的数据传输率。这其中也会采用到 MIMO 技术，

结合技术传输分集与空分费用技术来建立接收端发送信号副

本，确保合并接收技术内容，改善接收信号信噪比，有效增

加智能物流系统的频谱效率。在传输分集技术过程中，可以

通过传输分集模式配合高调制阶数实现对智能物流系统中频

谱效率的有效提升，同时降低系统的调制阶数或信道编码来

降低系统的误码率。在智能物流系统寻址技术应用过程中，

主要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建立智能物流感知层，体现技术应

用优势。换言之，就是要实现感知终端的“物物互联”，需要

给每一个“物”配置一个独立的标示信息，采用 IP 技术有助

于实现端到端的部署和管理，无须协议转换即可实现无线传

感器与现有 IP 网络的互联互通，因此需要海量的 IP 地址资源。

然而，现有的 IPv4 地址资源空间耗竭，无法提供更多的地

址，由于 IPv6 巨大的地址资源，其成为无线传感器网络组网

的首选技术。因此，需要无线传感器网络兼容 IPv6 协议。此外，

IPv6 的即插即用、安全性、服务质量、移动性等方面的特性使

得 IPv6 技术除满足物联网巨大地址需求之外，也能更加有效

地实现物联网各种智能终端的互联 [8]。

2．网络层物流信息协同技术问题应用

在网络层中，智能物流信息协同技术需要参与到合作博弈

过程中，结合利益分配体现集体效用最高价值，确保信息协

同关键技术内容有效优化，基于共享高质量信息分析合作关

键因素内容。如此设计网络层是为了有效规避博弈模型所带

来的诸多外部因素影响，建立合作机制背景下的约束内容，

优化合作方行为，保证最大化优化集体目标，建立共享信息

机制，形成良好协同效应。就现代智能物流体系中，物联网

网络层应用需要结合多主体参与展开，保证竞争与合作决策

情况下实现策略共享最优化，满足信息协同要求。在利用动

态旅行商算法解决物流配送管理协同问题，它在对动态物流

车辆路径进行目标函数计算过程中相对复杂，通常需要基于

多阶段、多目标展开，保证建立关键系统模块，并实现建模

仿真优化，将更多理论技术内容应用与实践过程中，实现信

息比较协同后的智能物流系统效率有效提升，获得相应比较

结果。在采用多种信息进行物流配送过程中，需要保证多个

端口始终保持实时信息采集与传输过程，确保物流企业配送

管理对信息协同需求产生正面影响，同时配合路况信息进行

数据更新，建立时空信息协同机制，满足智能物流系统技术

需求。实际上，在物流配送车辆中就承担了大量不同类型数

据的接收与发送任务，需要通过车载信息接收设备来建立与

外界实时数据传输。因为配送采用多种信息手段，与多个端

口保持实时信息采集和传输，因此物流企业配送管理对信息

协同的需求最为强烈，对配送车辆的实时监控、路况信息的

实时更新、用户和物流企业对货物流动的跟踪等等多时空信

息协同需求，因此对配送模块进行建模仿真。

四、结束语

在当前，我国物流行业已经逐渐发展深入到智能化，结合

多元化技术内容实现对行业信息化水平的有效提高，保证物流

环节整体运作效率有效提升，在国家政策支持背景下实现智能

物流技术应用与发展个性，将智能物流产业越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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