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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结合物联网发展的特点和关键技术，探

讨称重仪表未来几年在物联网方向的发展思路，同时用几个现实的典型工业应用案例说明称重仪

表针对物联网的技术升级并非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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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机遇和挑战 

当今世界科技日新月异，物联网已成为新一轮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之一。发展

物联网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去年年底，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

的《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以下简称为规划）的出台，标志着物联网在中国真正开始从概

念研究走向实际开发和运营。 
衡器行业立足于称重传感器，提升于称重仪表及外围信息化设备，其发展与工业、农业及服

务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行业特殊性使得衡器企业在物联网“十二五”规划发展中将赢得更

多的机遇和挑战。 
规划中提到的九类典型重点应用领域工程中，至少有三类与目前衡器应用密切相关：①智能

工业，具体涉及到生产过程控制环节、制造供应链跟踪环节等； 
②智能物流，具体涉及到配送管理环节、安全追溯环节等； 
③智能交通，具体涉及到智能化管控环节等。 
充分发掘衡器系统在物联网重点应用领域，特别是上述三类领域的应用特色，在国家政策大

力扶植的大环境下，基于称重传感器和称重仪表所构建的物联网感知层平台，发展灵活易用、兼

容性强、稳定性好的物联网网络层和应用层平台，将有利于实现衡器整体设计水平和应用水平的

提升，同时也有利于摆脱目前国内衡器行业白热化的低价竞争困境，走出一条健康发展之路。 
2  称重仪表与物联网的联系 

2.1 物联网概念及构架 

物联网英文名称叫“The Internet of things”，顾名思义，就是“物物相连的互联网”。这有两
层意思：第一、物联网的核心和基础仍然是互联网，是在互联网基础上的延伸和扩展的网络；第

二、其用户端延伸和扩展到了任何物品与物品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 
具体而言，物联网指的是将无处不在的末端设备和设施，包括具备“内在智能”的传感器、

移动终端、工业系统、楼控系统、家庭智能设施、视频监控系统等和“外在使能”的，如贴上 RFID
的各种资产、携带无线终端的个人与车辆等等“智能化物件或动物”或“智能尘埃”，通过各种无

线或有线的长距离和/或短距离通讯网络实现互联互通、应用大集成以及基于云计算的软件运营等
模式，在内网、专网或互联网环境下，采用适当的信息安全保障机制，提供安全可控乃至个性化

的实时在线监测、定位追溯、报警联动、调度指挥、预案管理、远程控制、安全防范、远程维保、

在线升级、统计报表、决策支持、领导桌面等管理和服务功能，实现对“万物”的“高效、节能、

安全、环保”的“管、控、营”一体化。 
不能把传感网或 RFID网等同于物联网。传感技术、RFID技术都仅仅是信息采集技术之一。

除传感技术和 RFID技术外，GPS、视频识别、红外、激光、扫描等所有能够实现自动识别与物物
通信的技术都可以成为物联网的信息采集技术。传感网或者 RFID 网只是物联网框架下的局部应
用，而不能揽括整个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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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并不是高深的空中楼阁，而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很多初级的物联网应用早已在我们身

边实现并服务着。物联网理念就是在很多现实应用基础上推出的聚合型集成的创新，是对早就存

在的具有物物互联的网络化、智能化、自动化系统的概括与提升，是从更高角度来规划物物互联

的发展格局。 
物联网既可以是我们平常意义上的互联网向物的延伸；也可以根据现实需要及产业应用组成

局域网、专业网。现实中没必要也不可能使全部物品联网；也没必要使专业网、局域网都必须连

接到全球互联网共享平台。今后的物联网与互联网会有很大不同，类似智慧物流、智能交通、智

能电网等专业网、智能小区等局域网才是物联网真正最大的应用空间。  
物联网本身结构复杂，主要包括三大部分：首先是感知层，承担信息的采集，可以应用的技

术包括智能卡、RFID电子标签、识别码、传感器等；其次是网络层，承担信息的传输，借用现有
的无线网、移动网、固联网、互联网、广电网等即可实现；第三是应用层，实现物与物之间，人

与物之间的识别与感知，发挥智能作用。 
2.2 物联网关键技术与称重仪表的结合 

物联网技术的核心，是感知层中的技术，从现在阶段来看，物联网发展的瓶颈就在感知层。

国际电信联盟（ITU）将射频技术（RFID）、传感器技术、纳米技术、智能嵌入技术列为物联网关
键技术。 

2.2.1 射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 
射频识别技术是 20世纪 90年代开始兴起的一种非接触式自动识别技术，该技术的商用促进

了物联网的发展。它通过射频信号等一些先进手段自动识别目标对象并获取相关数据，有利于人

们在不同状态下对各类物体进行识别与管理。 
射频识别系统通常由电子标签和阅读器组成。电子标签内存有一定格式的标识物体信息的电

子数据，是未来几年代替条形码走进物联网时代的关键技术之一。该技术具有一定的优势：能够

轻易嵌入或附着，并对所附着的物体进行追踪定位；读取距离更远，存取数据时间更短；标签的

数据存取有密码保护，安全性更高。RFID目前有很多频段，集中在 13.56MHz频段和 900MHz频
段的无源射频识别标签应用最为常见。短距离应用方面通常采用 13.56MHz HF频段；而 900MHz
频段多用于远距离识别，如车辆管理、产品防伪等领域。阅读器与电子标签可按通信协议互传信

息，即阅读器向电子标签发送命令，电子标签根据命令将内存的标识性数据回传给阅读器。 
RFID技术与互联网、通讯等技术相结合，可实现全球范围内物品跟踪与信息共享。称重仪表

通过内部串口（如 RS232，SPI 等）与 RFID 读写设备连接，由特定的通讯协议解析，即可实现
RFID电子标签的读写，其技术难点主要在于读写设备的通讯协议各有不同，兼容性和稳定性需要
经受应用现场的考验。 

2.2.2 传感器技术 
传感技术同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一起被称为信息技术的三大支柱。传感技术的核心即传感

器，它是负责实现物联网中物、物与人信息交互的必要组成部分。传感器有许多类型，如图像传

感器、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等。 
称重仪表所涉及的传感器是应变式压力传感器，主要传输重量信号。根据传输数据类型的不

同，该传感器有数字和模拟两种类型。数字式称重传感器具有更好的计量校正功能和防作弊功能，

是目前称重传感器的发展方向，与之所匹配的是数字式称重仪表，如上海耀华的 XK 3190-DS3仪
表，此类仪表除了稳定可靠的计量性能外还具有丰富的外接通讯口，可实现与外围网络的数据交

换和控制，使其在实际应用中接入物联网成为可能。 
2.2.3 智能嵌入技术 
嵌入式系统是以应用为中心，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并且软硬件可裁剪，适用于应用系统对

功能、可靠性、成本、体积、功耗有严格要求的专用计算机系统。它一般由嵌入式微处理器、外

围硬件设备、嵌入式操作系统以及用户的应用程序等四个部分组成，用于实现对其他设备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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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或管理等功能。 
目前，大多数嵌入式系统以控制器为核心，与监测、伺服、指示设备配合实现特定功能。如

称重仪表就是典型的嵌入式系统，其控制器分为 51单片机、ARM处理器、Intel处理器等多种类
型，依据所实现的功能合理配置，可实现系统的最优性价比。 

3  称重仪表在物联网体系的应用方案 

针对称重仪表在物联网体系，尤其是智能物流里涉及配送管理环节及智能工业里涉及生产过

程控制环节的应用，这里列举 2类典型应用方案。 
3.1 航空物流领域 

以上海耀华 D18 仪表物流货站项目方案为例，重点介绍一下 D18 仪表利用 RS485 组网或以
太网组网的实现。 

3.1.1 方案介绍 
为满足物流货站进行的航空快递称重管理系统的升级要求，D18 仪表配合称重管理软件进行

了个性化定制。系统架构如图 3-1所示。整个系统划分为操作区域和控制室两大部分。 

 

图 3-1  系统架构图 

在操作区域，二十多条货运流水线不间断工作，每条传输带卸货部位安装一个过磅台，过磅

台配有 4个柱式称重传感器，通过接线盒连接到 D18仪表，仪表通过 RS485总线实时传输当前过
磅台实测重量到总控计算机。行李车停放在过磅台上，操作员将货运包裹卸载到行李车，当行李

车装载完成后，由操作员操作 D18仪表，依次输入航班号、起飞日期、目的站、容器号、件数、
操作员代码等信息后，仪表打印称重单并上传一条完整称重记录到后台计算机。操作员继续下一

辆行李车的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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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室，配有一台安装了物流专用称重管理软件的总控计算机，通过 RS485总线与外部操
作区域 D18仪表通讯，该软件可配置二十多个重量显示窗口，同时监控当前二十多个过磅台的称
重状态，并实时保存和更新称重记录数据库。总控计算机通过 USB接口连接到外接打印机，可随
时打印相关记录清单；通过 RS232接口连接到外接大屏幕，可选择显示某过磅台的称重状态；通
过以太网接口直接连接到物流站局域网，由特定 IP地址来实现由外部计算机进行的远程监控和访
问，并由后台服务器来实现总控计算机的后台数据备份。 

3.1.2 仪表实现细节 
D18仪表依靠双屏显示的优势，在彩屏 TFT显示窗上同时显示出当前时间、航班号、起飞日

期、目的站、容器号、件数、操作员代码、地磅序号、称重单位等信息。仪表通过特定通讯协议

实时上传当前所测重量，便于总控计算机进行监控。当操作员确认装载完毕，在仪表上更新相关

信息后，将形成一条完整的称重记录发送给总控计算机，同时打印出详细的称重单（见图 3.2）。 

 

图 3.2  称重单示意图 

D18仪表 PS/2接口外接电脑键盘的功能，使操作员能够通过电脑键盘快速方便的输入中英文
和数字信息，缩短过磅等待时间，提升工作效率，同时也使得各称重记录的细节更加准确和全面。

仪表具体操作流程如图 3.3所示。 

 

图 3.3  仪表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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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8仪表与总控计算机的通讯协议具有完备的 CRC校验和确认重发机制，当外部通讯总线发
生故障时，仪表将自动缓存每笔称量记录并显示相关故障信息，提供不间断测量机制。当故障解

除后，仪表自动上传所缓存的所有记录，确保总控计算机数据库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D18仪表的高速处理能力，使通讯波特率可高达 38400bit/s，远高于普通 8位处理器核心仪表

的上限 9600bit/s。当布线合理时，将使得 RS485总线的传输速率得到大幅提升，有助于增加总线
所接入的仪表数量，扩大系统规模，同时也使得总控计算机称重管理软件的各过磅台重量显示窗

的快速刷新得到有效保障。 
3.1.3 针对物联网的方案优化 
本方案实施时，受物流站现场布线限制，主要依靠 D18仪表的 RS485接口进行系统组网。后

期升级将直接利用 D18仪表的以太网接口组网，进一步提升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通过标准网
线和网络路由器连接，可直接将几十台 D18仪表和主控计算机组建成测控局域网，可方便迅速的
扩大系统网络规模，降低网络维护难度。将测控局域网与 Internet外网安全连接，可实现主控计算
机的远程监控。每台 D18仪表设置唯一的 IP地址，可在网络中独立访问，互不影响，以太网的高
带宽将允许传输更多的测量记录信息，充分发挥仪表的信息处理特长。 

本方案后期引入物流包裹追溯系统，采用 RFID电子标签体系（采用 RFID标签打印机、RFID
读写器等外围设备）记录包裹重量信息、航班信息、时间信息等多项重要信息供外围网络直接查

询和路径跟踪，提升包裹运送的准确性和航空货运的效率。 
3.2 工业控制领域 

上海耀华的控制仪表 C8+可方便地与多达 8个 350Ω的电阻应变式传感器连接，组成配料秤、
定量包装秤、分选秤等，行业适应面广，可灵活设置成加法秤、减法秤、分选秤三种控制模式，

并具有丰富可靠的通讯接口、串行打印接口以及控制输入和输出接口，可方便的与 PLC（可编程
逻辑控制器）、DCS（集散控制系统）或 PC机互联，并可配合工控触摸屏和组态管理软件，构建
智能控制平台，有效提高企业工作效率，提升企业工业自动化水平。 

如图 3-4所示的工业应用系统，C8+控制仪表、中航称重传感器、配料打包机构成基本配料系
统，再加上 PLC控制器，后台服务器、工控触摸屏、打印机、大屏幕显示、三色报警灯等外部设
备，可以构成功能更加完善的配料系统，实现工业配料的精准控制及配料监测和数据库存储、查

询及打印功能，同时，配料产品包装采用信息可追溯的 RFID电子标签体系（包含 RFID标签打印
机、RFID读写器、RFID标签等），为产品后期加工及流程管理提供可靠的依据，也为外围物联网
应用服务的提升提供软硬件保证。 

 

图 3-4  C8+仪表工业应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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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 

物联网存在并发展于我们身边。结合物联网发展的特点和关键技术，称重仪表需要在未来几

年针对典型应用领域进一步提升接口兼容性、信息处理能力、应用扩展能力，满足不断发展的物

联网服务需求，希望对于引导称重仪表提升整体设计水平和应用水平，摆脱目前国内白热化的低

价竞争困境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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