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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电子标签的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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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位系统的数据量为1位，当电子标签是1位

（1bit）时，电子标签只有“1”和“0”两种状态。

该系统读写器只能发出两种状态，这两种状态分别是

“在读写器的工作区有电子标签”和“在读写器的工

作区没有电子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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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射频法工作原理

射频法工作系统由读写器（检测器）、电子标

签和去激活器三部分组成。

（1）读写器（检测器）

（2）电子标签

（3）去激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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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射频法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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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子商品防窃系统简介

现今电子商品防盗系统（Electronic Article 

Surveillance，EAS）在零售商业系统的应用越来越广

泛。。EAS系统的主要技术有四种，分别是无线电射

频、电磁、微波和声磁技术。一般来说，电磁和射频

产品价格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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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表面波的形成及表面波的反射

 1.  表面波的形成

        如果将电压加在压电晶体上，例如加在石英（SiO

2）、铌酸锂（LiNbO3）或钽酸锂（LiTaO3）上，压电效

应会在晶格中形成机械畸变，利用这种效应可以产生符

合需要的表面波。有效的电声转换器是指状电极结构，

即手指互相交叉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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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表面波的反射

如果表面波遇到了机械的或电的不连续表面，则

表面波的一部分将被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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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声表面波器件概述

 

声表面波（SAW）器件是近代声学中的表面波理

论、压电学研究成果和微电子技术有机结合的产物。

SAW器件主要由具有压电特性的基衬材料和在该

材料的抛光面上制作的IDT组成。叉指换能器（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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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声表面波器件的特点

（1）实现器件的超小型化

           SAW具有极低的传播速度，比相应电磁波的传播速

度（3×108m/s）小105倍，因此具有极短的波长。SAW器

件，的尺寸与声波波长同量级。

（2）实现器件的优越性能

（3）易于工业化生产

（4）性能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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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  声表面波标签

1. 声表面波标签的结构

图11.6 声表面波标签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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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声表面波标签的使用方法

声表面波标签识别系统与集成电路RFID的使用方

法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将声表面波标签安装在被识别

的对象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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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声表面波标签的特点

（1）读取范围大且可靠，读取范围可达数米；

（2）可使用在金属和液体产品上；

（3）标签芯片与天线匹配简单，制作成本低；

（4）不仅能识别静止物体，而且能识别速度达
300千米/小时的高速运动物体；

（5）可在高温度差(-100℃～300℃)、强电磁干扰

等恶劣环境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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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声表面波技术的发展方向

1. 提高工作频率

2. 微型化、片式化、组合化

3. 降低插入损耗

4. 宽带化和低损耗化

5. 提升耐电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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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芯片的电子标签是以集成电路芯片为基础的电子

数据载体，这也是目前使用最多的电子标签。含有芯片的电

子标签基本由天线、模拟前端（射频前端）和控制电路三部

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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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  模拟前端

模拟前端（射频前端）电路主要有电感耦合和微波电

磁反向散射两种工作方式。这两种方式的工作原理各不相同，

电感耦合工作方式主要工作在低频和高频频段，而电磁反向

散射工作方式主要工作在微波波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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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感耦合工作方式的模拟前端  

电感耦合工作方式的模拟前端通过与读写器电感

耦合，产生交变电压，该交变电压通过整流、滤波和稳

压后，给电子标签的芯片提供所需的直流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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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磁反向散射工作方式的射频前端

当电子标签采用电磁反向散射的工作方式时，射

频前端有发送电路、接收电路和公共电路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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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射频前端发送电路

▪ 调制电路

▪ 上变频混频器

▪ 带通滤波器

▪ 功率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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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射频前端接收电路

 ▪ 射频滤波电路

▪ 放大电路

▪ 下变频混频器

▪ 中频滤波电路

▪ 电压比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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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共电路

 ▪ 电源产生电路

 ▪ 限幅电路

 ▪ 时钟恢复电路

 ▪ 复位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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