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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RFID 系统要选择合适的频率 

  射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以下简称 RFID）是一种将

数据存储在电子数据载体（如集成电路）上，并通过磁场或电磁场以无线方式进

行应答器/标签（Transponder/Tag）和询问器/读写器（Interrogator/Reader）

之间双向通信，从而达到识别目的并交换数据的新兴技术该技术能实现多目标识

别和运动目标识别;具有抗恶劣环境、高准确性、安全性、灵活性和可扩展性等

诸多优点;便于通过互联网实现物品跟踪和物流管理，因而受到广泛的关注。因

此，RFID 被公认为本世纪最有发展前途的 10 项技术之一。 

  1.前言 

  RFID 系统实事上已经存在和发展了几十年，从供电状态来看可以分为“有

源”和“无源”两大类;从工作频率来看，可以分为低频（125KHz~135KHz），高

频（13.56MHz），超高频，微波（2.45GHz，5.8GHz）等几大类。不同的射频识

别系统的硬件价格差别是巨大的，而系统本身的特性也各不相同，系统的成熟度

也有所不同。很多问题，甚至连业内人员也不能轻易给出一个明确的解答因此用

户在选择射频识别技术的时候常常觉得无所适从。笔者结合自身的开发和应用经

验，同时在参考了相关的应用资料和技术数据基础上，力图通过本文给读者一个

较为全面和客观的认识，希望能够给用户在选择合适频率的射频识别系统时提供

一些帮助。 

  2 不同频段 RFID 技术特性简述 

  2.1 低频（Low Frequency） ： 

  使用的频段范围为 1 0 K H z ~ 1 M H z ，常见的主要规格有 125KHz、135KHz 

等。一般这个频段的电子标签都是被动式的，通过电感耦合方式进行能量供应和

数据传输。低频的最大的优点在于其标签靠近金属或液体的物品上时标签受到的

影响较小，同时低频系统非常成熟，读写设备的价格低廉。但缺点是读取距离短、

无法同时进行多标签读取（抗冲突） 以及信息量较低，一般的存储容量在 128 位

到 512 位。主要应用于门禁系统、动物芯片、汽车防盗器和玩具等。虽然低频

系统成熟，读写设备价格低廉，但是由于其谐振频率低，标签需要制作电感值很

大的绕线电感，并常常需要封装片外谐振电容，其标签的成本反而比其他频段高。 

  2.2 高频（High Frequency）： 

  使用的频段范围为 1MHz~400MHz，常见的主要规格为 13.156MHz 这个 ISM 

频段。这个频段的标签还是以被动式为主，也是通过电感耦合方式进行能量供应

和数据传输。这个频段中最大的应用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非接触式智能卡。和低频

相较，其传输速度较快，通常在 100kbps 以上，且可进行多标签辨识（各个国

际标准都有成熟的抗冲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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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频段的系统得益于非接触式智能卡的应用和普及，系统也比较成熟，读写

设备的价格较低。产品最丰富，存储容量从 128 位到 8K 以上字节都有，而且

可以支持很高的安全特性，从最简单的写锁定，到流加密，甚至是加密协处理器

都有集成。一般应用于身份识别、图书馆管理、产品管理等。安全性要求较高的

RFID 应用，目前该频段是唯一选择。 

  2.3 超高频（Ultra High Frequency）： 

  使用的频段范围为 400MHz~1GHz，常见的主要规格有 433MHz、868~950MHz。

这个频段通过电磁波方式进行能量和信息的传输。主动式和被动式的应用在这个

频段都很常见，被动式标签读取距离约 3 ~ 1 0 m 传输速率较快，一般也可以

达到 100kbps 左右，而且因为天线可采用蚀刻或印刷的方式制造，因此成本相
对较低。由于读取距离较远、信息传输速率较快，而且可以同时进行大数量标签

的读取与辨识，因此特别适用于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领域。但是，这个频段的缺

点是在金属与液体的物品上的应用较不理想同时系统还不成熟，读写设备的价格

非常昂贵，应用和维护的成本也很高。此外，该频段的安全性特性一般，不适合

安全性要求高的应用领域。 

  2.4 微波（Microwave）： 

  使用的频段范围为 1GHz 以上，常见的规格有 2.45GHz、5.8GHz。微波频段

的特性与应用和超高频段相似，读取距离约为 2 公尺，但是对于环境的敏感性

较高。由于其频率高于超高频，标签的尺寸可以做得比超高频更小，但水对该频

段信号的衰减较超高频更高，同时工作距离也比超高频更小。 

  一般应用于行李追踪、物品管理、供应链管理„等。 

  2.5 根据应用选择合适频段的射频识别技术 

  前一部分中，我们已经简要介绍了各个频段的射频识别技术的特点。这一部

分中我们将重点说明如何来选择合适的射频识别技术。 

  第一，一个射频识别系统的成本，包含硬件成本、软件成本和集成成本等。

而硬件成本不仅仅包括读写器和标签的成本，还包括安装成本。很多时候，应用

和数据管理软件和集成是整个应用的主要成本。如果从成本出发考虑，一定要根

据系统的整体成本进行，而不仅仅局限于硬件，如标签的价格。这里，我们不进

一步讨论和分析这部分的问题，但读者需要对此有一个了解和认识。下面我们主

要讨论从技术层面来看，如何选择合适的频段。 

  第二，我们知道，即使是在同一个频段内的射频识别系统，其通信距离也是

差异很大的。因为通信距离通常依赖于天线设计、读写器输出功率、标签芯片功

耗和读写器接收灵敏度等等。我们不能够简单地认为某一个频段的射频识别系统

的工作距离大于另一个频段的射频识别系统。 



OFweek 电子工程网 
http://ee.ofweek.com/ 

编辑：Todd 

  第三，虽然理想的射频识别系统是长工作距离，高传输速率和低功耗的。然

而，现实的情况下这种理想的射频系统是不存在的，高的数据传输率只能在相对

较近的距离下实现。反之，如果要提高通信距离，就需要降低数据传输率。所以

我们如果要选用通信距离远的射频识别技术，就必须牺牲通信速率。选择频段的

过程常常是一种折中的过程。 

  第四，除了考虑通信距离以外，在我们选择一个射频系统时，通常还要考虑

存储器容量、安全特性等因素。根据这些应用需求，才能够确定适合的射频识别

频段和解决方案。从现有的解决方案来看，超高频和微波射频识别系统的操作距

离最大（可以达到 3 到 1 0 米），并具有较快的通信速率，但是为了降低标签

芯片的功耗和复杂度，并不实现复杂的安全机制，仅限于写锁定和密码保护等简

单安全机制。 

  而且，该频段的电磁波能量在水中衰减严重，所以对于跟踪动物（体内含超

过 50% 的水）、含有液体的药品等是不合适的。低频和高频系统的读写距离较

小，通常不超过一米。高频频段为技术成熟的非接触式智能卡采用，非接触式智

能卡能够支持大的存储器容量和复杂的安全算法。如前所述，囿于通信速率和安
全性需求，非接触式智能卡的工作距离一般在 10cm 左右。高频频段中的 

ISO15693 规范通过降低通信速率使通信距离加大，通过大尺寸天线和大功率读

写器，工作距离可以达到 1 米以上。低频频段由于载波频率低，比高频 13.56MHz 

低 100 倍以上，因此通信速率最低，而且通常不支持多标签的读取。 

  3 案例分析 

  3.1 动物跟踪管理 

  动物跟踪和管理传统上是采用低频频段的射频识别技术，并且有国际规范规

范编码及空间信号接口，相应的国际规范分别为 ISO11784 和 ISO11785。由于

高频和低频的射频识别技术各有优缺点，所以现在国际上关于动物跟踪管理的频

段也存在着争论。 

  支持采用低频技术方案的理由主要有： 

  （1）事实上存在的国际规范，兼容性要求。 

  （2）如果采用单天线的解决方案，通常低频系统比高频系统的读写距离要

大 20% 到 30%。因为低频系统的数据率低，所以标签芯片的功耗可以做到微瓦

以下。 

  （3）虽然低频系统的数据传输速率低，但是鉴于其信号的强壮性，在实际

应用中读取效率并不低。 

  （4）低频系统可以穿透动物组织，是植入式的电子标签唯一的频率选择。 

  而支持高频技术方案的理由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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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国际标准 ISO11784 的动物编码方式完全可以实现在高频和超高频频

段的解决方案中，在应用和系统的层面看来并不存在区别。 

  （2）由于频率差异，低频标签需要绕制绕线电感来构成标签天线，制作标

签的成本要高于高频标签。高频标签对于信用卡大小的尺寸来说，通常只须绕制 

3 圈左右，而且可以采用低成本的印刷工艺。高频标签的整体成本更低。这一点

是公认的事实。 

  （3）如果实现合理，高频系统也能够取得和低频系统相当的读写距离。而

且高频读写器可以通过门式天线来控制作用范围，利于准确而快速地实现数据采

集。 

  （4）完备的抗冲突机制，可以快速而准确地实现多目标读取。效率和准确

性都要高于采用低频手持机进行数据采集。 

  （5）高频的频率使用已经成为全球统一的规范，采用高频系统在世界各地

都不会面临兼容问题。 

  编者更加支持在生猪等不需植入 RFID 的动物跟踪管理中采用高频的技术

方案。主要原因是基于系统的成本考虑。我国的农产品价格和利润空间都非常低，

在生猪等动物跟踪管理中硬件的消耗成本主要来自于标签。从降低这部分成本出

发应该采用高频技术。 

  同时，考虑到生猪养殖等生产单位通常不具备宽带连接电子标签上有可能不

仅仅存放一个标号信息，也可能存放一定的相关数据。而高频解决方案中常见的

存储空间可以达到 1k 位以上。其次，目前我国主要的 RFID 基础设施是基于高

频技术的，采用兼容的技术系统在安装成本和可靠性等方面都是有优势的。 

  高频技术从芯片、标签封装、读写机具、系统集成等环节来看，我国拥有上

百家供应商，这一点是低频技术不能比拟的。另外，在生猪管理等应用中，并不

需要植入式的电子标签，可以采用动物耳标的形式。当然，在动物跟踪管理中采

用高频技术方案和传统的高频射频系统还是有所不同的，需要在降低环境对操作

距离的影响、专用读写设备开发方面开展研发工作，使得高频的技术在操作距离

和可靠性方面达到系统要求。 

  3.2 药品管理 

  即使到 2006 年的今天，专家仍然认为在消费品领域实现物品级的跟踪管理

还是一个需要 3 到 5 年才有可能达到的目标。但是，相对价值较高的药品采用

射频识别技术实现单品管理已经是正在发生的现实了。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FDA）要求在 2007 年实现对药品的单品全流程跟踪和管理，实现从原料到家

庭药箱的全程管理。 

  对于药品管理的单品管理而言，目前看来采用高频技术更具有综合优势，具

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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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高频和超高频都是通过电磁场实现能量和信号的传递的，超高频是通

过电场来进行能量和信号的传递的，系统一般工作在远场，对于相距很近的单个

物品，标签的失谐会造成标签（物品）的漏读。而高频系统是工作在近场范围内

的（即电磁场仍然是束缚在系统内部的，并没有形成电磁波发射出去）能量和信

号是通过磁场来进行的，对于系统内部的标签能够准确地进行识别（当然，作用

距离仅仅在 1 米以内），有更好地抗电磁干扰（ElectromagneticInterference，

EMI）能力。 

  （2）液体和金属的影响。高频信号较超高频而言在水中的衰减小，更适合

用在含有液体的容器上，而药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液体形态的。 

  （3）存储容量，高频标签的存储容量可以达到 8K 字节，因此可以在标签
上存储更多信息而实现一“移动数据库”而不仅仅是一个电子号码。这在目前的

超高频解决方案上还没有如此大容量的电子标签。 

  （4）高频 13.56MHz 为国际通用的 ISM 频段，没有兼容性问题。而超高频

到目前为止全球还不是所有的地区都有相应的射频识别标签频段可以使用。我国

的超高频频段就在制定过程中。 

  4 总结 

  综上所述，各个频段的 RFID 技术各有自身的特点。即使是在同一个频段内

的射频识别系统，其通信距离也是差异很大的。我们不能够简单地认为某一个频

段的射频识别系统的工作距离大于另一个频段的射频识别系统。而在实际选择射

频系统时，需要考虑一个 RFID 系统的整体成本，以及存储器容量、安全特性等
因素，根据这些来综合选择合适的 RFID 频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