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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监控可预测移动物

体的射频识别读写器布置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1)确定监控的区域大小，区域内存在N个标

签和M个读写器；2)以读写器的位置和数量为变

量，随机生成若干个读写器集合，称作种群；3)选

取一种读写器开关策略，然后对种群进行一定次

数的迭代；4)迭代结束后，选择适应度值最优的

个体作为读写器部署待选方案；5)在步骤3)中分

别使用两个读写器开关策略各计算10次，重复步

骤3)和4)，最后在所有读写器部署待选方案中选

择最优物体监控准确率即适应度值最优的方案

作为最后的读写器部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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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监控可预测移动物体的射频识别读写器布置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

1)确定监控的区域大小，设区域为长为L、宽为W的区域，区域内存在N个标签和M个读写

器；其中，每个读写器的识别半径为ri，干扰半径为rf；

2)以读写器的位置和数量为变量，随机生成若干个读写器集合，称作种群；

3)选取一种读写器开关策略，然后对种群进行一定次数的迭代；每轮迭代过程中，先对

种群中的每个个体使用该策略计算出适应度值，然后对种群使用选择、交叉、变异操作产生

新的种群；直至种群中的读写器部署适应度值不再变化；

所述读写器开关策略为两种，包括：在每个时间片使用贪心算法打开一部分读写器和

在所有时刻始终打开所有读写器；

所述适应度值的计算方法如下：设需要监测的时间段为s个时间片，对每个时间片内的

所有标签进行遍历，得到在该时间片内被读写器以无读写器-读写器碰撞和读写器-标签碰

撞的形式识别的标签数目，累加所有时间片可识别标签的数量，除以N*s，即可得到读写器

部署适应度值；

4)迭代结束后，选择适应度值最优的个体作为读写器部署待选方案；

5)在步骤3)中分别使用两个读写器开关策略各计算10次，重复步骤3)和4)，最后在所

有读写器部署待选方案中选择最优物体监控准确率即适应度值最优的方案作为最后的读

写器部署方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射频识别读写器布置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

选取第一种策略是在每个时间片使用贪心算法打开一部分读写器；具体为在每个时间

片，先计算所有读写器识别区域内的标签数量，然后打开识别区域内标签数最多的读写器，

关闭和它距离max(2*ri，rf)内的所有读写器；重复这个步骤直到所有读写器均被打开或关

闭；

选取第二种策略是在所有时间片打开所有读写器；具体为在一个时间片内，根据一个

标签是否满足可识别标签需要的两个条件对每个时间片内的所有标签进行遍历，得到该时

间片的可识别标签数量，最后累加所有时间片可识别标签的数量；可识别标签需要的两个

条件为：第一是该标签仅位于一个阅读器的识别区域内，第二是该标签所位于的阅读器不

能在其他阅读器的干扰区域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射频识别读写器布置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迭代

的具体操作方法是：每次迭代中，先要计算每个个体的适应度值，然后通过“选择”操作根据

标签覆盖率等比例地从原有个体中选择新的个体，通过“交叉”操作按80％的概率交换两个

新的个体的一部分二进制串，通过“变异”操作按1％的概率将一个新的个体的一位二进制

数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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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监控可预测移动物体的射频识别读写器布置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仓储管理技术，尤其涉及一种用于监控可预测移动物体的射频识别读

写器布置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公共安全、物流、运输控制等众多领域中，对于运动物体的监视是十分重要的问

题。例如监视工厂生产线上的货物和机场传送带上的行李。新兴的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非常适合用来解决这个问题。RFID系统包括标

签和读写器，具有无线通信、通信距离长、体积小、存储容量大、传输速度快等优点。将标签

附在运动物体上，就可以通过读写器以无线通信的方式读取该物品标识信息。由于读写器

识别范围具有局限性，在大型超市或商场等领域，需要多个读写器协调工作进行标签识别，

因此合适的读写器布置方法对于物体的监视至关重要。读写器布置包括读写器数量和每个

读写器的位置。最优的读写器布置应该覆盖尽可能多的标签且尽可能地减少碰撞的发生。

现有的读写器布置算法大都是为监视静态标签设计的。对于监视可预测运动物体，读写器

的布置方法和传统算法有所不同，因为标签处在运动状态且需要在所有时刻都被监视。现

有的读写器布置算法没有考虑到物体的移动性，因此无法得到理想的结果。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现有技术中的缺陷，提供一种用于监控可预测

移动物体的射频识别读写器布置方法。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用于监控可预测移动物体的射

频识别读写器布置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1)确定监控的区域大小，设区域为长为L、宽为W的区域，区域内存在N个标签和M个

读写器；其中，每个读写器的识别半径为ri，干扰半径为rf；

[0006] 2)以读写器的位置和数量为变量，随机生成若干个读写器集合，称作种群；

[0007] 3)选取一种读写器开关策略，然后对种群进行一定次数的迭代；每轮迭代过程中，

先对种群中的每个个体使用该策略计算出适应度值，然后对种群使用选择、交叉、变异操作

产生新的种群；直至种群中的读写器部署适应度值不再变化；

[0008] 所述读写器开关策略为两种，包括：在每个时间片使用贪心算法打开部分读写器

和在所有时刻始终打开所有读写器；

[0009] 所述适应度值的计算方法如下：设需要监测的时间段为s个时间片，对每个时间片

内的所有标签进行遍历，得到在该时间片内被读写器以无读写器-读写器碰撞和读写器-标

签碰撞的形式识别的标签数目，累加所有时间片可识别标签的数量，除以N*s，即可得到读

写器部署适应度值；

[0010] 4)迭代结束后，选择适应度值最优的个体作为读写器部署待选方案；

[0011] 5)在步骤3)中分别使用两个读写器开关策略各计算10次，重复步骤3)和4)，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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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读写器部署待选方案中选择最优物体监控准确率即适应度值最优的方案作为最后

的读写器部署方案。

[0012] 按上述方案，所述步骤3)中，

[0013] 选取第一种策略是在每个时间片使用贪心算法打开一部分读写器；具体为在每个

时间片，先计算所有读写器识别区域内的标签数量，然后打开识别区域内标签数最多的读

写器，关闭和它距离max(2*ri，rf)内的所有读写器；重复这个步骤直到所有读写器均被打开

或关闭；

[0014] 选取第二种策略是在所有时间片打开所有读写器；具体为在一个时间片内，根据

一个标签是否满足可识别标签需要的两个条件对每个时间片内的所有标签进行遍历，得到

该时间片的可识别标签数量，最后累加所有时间片可识别标签的数量；可识别标签需要的

两个条件为：第一是该标签仅位于一个阅读器的识别区域内，第二是该标签所位于的阅读

器不能在其他阅读器的干扰区域内。

[0015] 按上述方案，所述步骤3)中，迭代的具体操作方法是：每次迭代中，先要计算每个

个体的适应度值，然后通过“选择”操作根据标签覆盖率等比例地从原有个体中选择新的个

体，通过“交叉”操作按80％的概率交换两个新的个体的一部分二进制串，通过“变异”操作

按1％的概率将一个新的个体的一位二进制数取反。

[0016] 本发明产生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监控可预测移动物体的射频识

别读写器布置方法，提高了监视运动标签的覆盖率。

附图说明

[0017] 下面将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附图中：

[0018]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

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

定本发明。

[0020]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监控可预测移动物体的射频识别读写器布置方法，包括设

置读写器部署评价标准、设置读写器开关策略、编写遗传算法、迭代适应度值等。其中，该方

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设置读写器部署评价标准、设置读写器开关策略、使用遗传算法得到

最优部署方案。在设置读写器部署评价标准阶段，将物体监控准确率作为衡量标准；在设置

读写器开关策略阶段，使用贪心算法开关读写器或使所有读写器全开两个不同的策略；在

使用遗传算法得到最优部署方案阶段，使用遗传算法对开关策略产生的适应度值进行迭

代，得到最优解。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监控可预测移动物体的射频识别读写器布置方法，

提高了监视运动标签的覆盖率。具体如下：

[0021] 如图1所示，一种用于监控可预测移动物体的射频识别读写器布置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22] 1)确定监控的区域大小，设区域为长为L、宽为W的区域，区域内存在N个标签和M个

读写器；其中，每个读写器的识别半径为ri，干扰半径为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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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2)以读写器的位置和数量为变量，随机生成若干个读写器集合，称作种群；

[0024] 3)选取一种读写器开关策略，然后对种群进行一定次数的迭代；每轮迭代过程中，

先对种群中的每个个体使用该策略计算出适应度值，然后对种群使用选择、交叉、变异操作

产生新的种群；直至种群中的读写器部署适应度值不再变化；适应度值不再变化的标准为

适应度值在250次迭代内变化的值小于10-25；

[0025] 所述读写器开关策略为两种，包括：在每个时间片使用贪心算法打开一部分读写

器和在所有时刻始终打开所有读写器；

[0026] 选取第一种策略是在每个时间片使用贪心算法打开一部分读写器；具体为在每个

时间片，先计算所有读写器识别区域内的标签数量，然后打开识别区域内标签数最多的读

写器，关闭和它距离max(2*ri，rf)内的所有读写器；重复这个步骤直到所有读写器均被打开

或关闭；

[0027] 选取第二种策略是在所有时间片打开所有读写器；具体的计算方法是，在一个时

间片内，一个标签是可识别标签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它仅位于一个阅读器的识别区

域内，第二是它所位于的阅读器不能在其他阅读器的干扰区域内；对每个时间片内的所有

标签进行遍历，得到该时间片的可识别标签数量；

[0028] 所述适应度值的计算方法如下：设需要监测的时间段为s个时间片，对每个时间片

内的所有标签进行遍历，得到在该时间片内被读写器以无读写器-读写器碰撞和读写器-标

签碰撞的形式识别的标签数目，累加所有时间片可识别标签的数量，除以N*s，即可得到读

写器部署适应度值；

[0029] 本发明中，所有标签的运动处于可控或者可预测环境下因此其运动轨迹是已知

的。在使用RFID进行物体识别过程中存在读写器-读写器碰撞和读写器-标签碰撞。读写器-

读写器碰撞是指当两个读写器在某一个时刻同时打开时，处在读写器识别区域重叠范围中

的标签无法被识别。读写器-标签碰撞是指当一个读写器位于另一个读写器的干扰区域内

时，标签发给这个读写器的信号会被另一个读写器的干扰信号淹没，从而导致标签无法被

识别。

[0030] 迭代的具体操作方法是：每次迭代中，先要计算每个个体的适应度值，然后通过

“选择”操作根据标签覆盖率等比例地从原有个体中选择新的个体，通过“交叉”操作按80％

的概率交换两个新的个体的一部分二进制串，通过“变异”操作按1％的概率将一个新的个

体的一位二进制数取反。

[0031] 4)迭代结束后，选择适应度值最优的个体作为读写器部署待选方案；

[0032] 5)在步骤3)中分别使用两个读写器开关策略各计算10次，重复步骤3)和4)，最后

在所有读写器部署待选方案中选择最优物体监控准确率即适应度值最优的方案作为最后

的读写器部署方案。

[0033] 对于给定的一个读写器部署方案，需要设置一个评价标准对它的优劣进行评价，

称为物体监控准确率。采用时间划分的方法来具体对其量化求值，其特征是，包括：将需要

监测的时间段分为s个时间片，在每个时间片内读写器是关闭的或者打开的，计算在该时间

片内被读写器以无读写器-读写器碰撞和读写器-标签碰撞的形式识别的标签数目，将所有

时间片的识别的标签数目求和并除以总的标签数量，该指标我们称为物体监控准确率。物

体监控准确率越高，该部署方案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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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应当理解的是，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可以根据上述说明加以改进或变换，

而所有这些改进和变换都应属于本发明所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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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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