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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高军事物流效益，对基于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的军事物流体系进行研究。根据物联网的概念

及特点，分析物联网对军事物流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物联网新模式下的 5 个层次、2 个体系的军事物流

信息平台的体系框架结构。该研究可为军事物流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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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improving the military logistics efficiency, study on military logistics system based o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and features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on 

military logistics, and based on this, establish the five levels and two systems of the military logistics information platform 

system framework structure. It can provides a certain reference in researching military logistics. 

Key words: internet of things; military logistics; construction; discuss 

0  引言 

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的定义是：通过射

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RFID)、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和激光扫描器

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

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以实现智能

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 [1]。

以物联网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在军事领

域的运用，为优化现代军事物流运作流程，增强物

流管理的可视化、智能化和降低物流消耗和成本提

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为提高军事物流效益提供

了基本的物质条件。因此，笔者对其进行研究。 

1  物联网的概念及特点 

物联网的概念在 2005 年正式提出，它是“物物

相连的互联网”，这里有 2 层意思[2]：第一，物联

网的核心和基础依然是互联网，是在互联网的基础

上的延伸和扩展的网络；第二，其用户端延伸和扩

展到任何物品与物品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 

物联网的特征概括起来有 3 个方面：一是全面

互联互通，即通过物物相通的互联网络和各种高速

网络通信工具，将分散于各种媒介和数据中心的信

息及数据连接起来，进行交互和多方共享，实时监

控事物发生的环境和业务状况，全面分析形势；二

是全面感知，即利用 RFID、传感器、二维条码等信

息采集技术，提供全面接触和感知周围事物的触觉，

随时随地地感知、测量、捕获和传递物体的信息，

实现人与物的全接触；三是智能处理，即利用云计

算，模糊识别等智能计算技术，对海量的数据和信

息分析和处理，对物体本身或作业流程实施智能化

控制，为人们提供智能化的决策辅助和智能管理。 

2  物联网对军事物流的影响 

2.1  推动物资存储由“静态”型向“动态”型转变 

作为军事物流的两大支柱之一，物资存储是调

节军事物流流向、流量、流速创造时间价值的重要

环节，是实现现代军事物流建设的关键之一。但目

前我军的后方仓库大多是按照原来的物资保障构建

的，功能比较单一，只用于“静态”保管、存储物

品，没有实现“动态”调节流向和流量的功能。要

适应未来信息化战争的需要，就必须构建综合军事

保障网络。物联网技术在军事仓储转型建设中的应

用，必可使物资存储向基于需求和动态管理型转变，

从而在广泛掌握需求信息的基础上，科学制定存储

计划和保障决策，最大限度的减少库存，使库存物

资实现动态流动，全面提高物资存储的效益。 

2.2  推动物流运作由“粗放”型向“精益”型转变 

军事供应链管理是促进军事物流有效运作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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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管理模式，是提升供应链条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

的有效方法，实现的基础是链条的关键节点物资供

应部门能够适时完全感知军队用户的需求和链条上

各个环结点的适时状况，依据整体最优目标做出科

学决策，各环节结点通过信息的互联互通，做出最

优响应，从而实现军事物流的“精益”运作。目前，

制约军事供应链管理有效运作的关键因素就是对信

息的全面感知和智能掌控。物联网的全面感知、全

面互联互通和智能处理功能为供应链管理的模式能

够在军事物流运作中得以实现，从而推动军事物流

运作由“粗放”型向“精益”型转变，实现军事物

流的“精益”运作，即：以越来越少的投入——较

少的人力、较少的设备、较短的时间和较小的场地，

经济合理地提供满足军事用户要求的优质服务。 

2.3  推动军地物流合作由“军地融合”向“军地一

体”转变 

军地物流一体化是军队物流和地方物流系统可

兼容部分高度融合、充分协调形成的系统，其中信

息的高度共享是军地物流一体化建设的基础 [3]。军

地物流一体化的实践模式包括军地物流统一规划决

策、军地共育物流人才、军地物流合作科研开发等

方式，无论什么样的实践模式都离不开对信息的需

求。物联网为军地双方信息更深层次上的互联互通

提供了契机，军队可通过物联网全面了解和掌握所

需资源的信息，地方也可适时掌握军队的需求，为

实现信息集成、计划同步和流程协同奠定基础，推

动军地合作由“军地融合”向“军地一体”转变。 

3   基于物联网的军事物流体系建设探讨 

3.1  军事物流体系建设内容 

3.1.1  信息采集环境建设 

信息采集环境建设，主要是在对军用物资及保

障装备进行集装单元化包装改造的基础上，在后勤

保障的各环节应用电子标签和识别系统，形成物资

自动识别和跟踪等非接触数据采集环境。在保障物

资筹措及采购环节，组织生产企业使用电子标签对

包装单元的名称、型号、编码、战技指标、包装规

格、生产企业等属性进行标识。在仓储环节，使用

识别技术对托盘单元物料的标识、批次、储存要求、

寿命周期等属性进行标示，并建立识读系统，实时

获取物资库存量、质量状态等仓储作业信息。在运

输环节，可根据物资电子标签中的包装规格等属性

数据组织运输，在库房、港口、码头、站台等固定

标志物上安装识读装置，与卫星定位和通信技术相

结合，实时获取物资动态信息。 

3.1.2  数据传输环境建设 

数据传输环境建设，主要依托国家和军队信息

传输的固定和移动网络基础设施，统一构建保障信

息中心，搭建军地融合、资源互补的数据传输体系。

如在保障物资筹措及采购环节，统一建设军队物资

采购门户，通过国家公共网络基础设施，健全物资

产品编目等共享信息发布制度，提供供方动态回填

服务和数据安全交流服务。在物资运输环节，通过

国家与军队相关职能机构之间的互信通道，在保障

信息中心，通过军队与地方相关托管机构之间的互

信通道，在地方运力供需平台发布、接受运力供需

信息，集中处理运力服务合同。在物资仓储环节，

联通军队仓库作业网关，自动采集仓储作业数据；

利用全军信息网络资源，联通全军物资仓库，自动

传输仓储作业数据，形成军队虚拟仓库。在物资供

应环节，统一配备单点业务处理系统和军队 CDMA

数据终端，通过国家移动数据传输基础设施，衔接

供应保障末端，实现新增基础数据向上级业务数据

中心请领、动态业务数据按流程本地产生、业务控

制数据通过数据携带卡逐级分解。 

3.1.3  信息资源环境建设 

信息资源环境建设主要是依托军地网络资源，

在主要网络节点构建数据中心，按照国家职能部门、

军队职能部门、军队保障实体 3 种类型，进行采购、

运输、仓储、供应等环节的相关信息功能部署，通

过统一搭建基础组装平台，提供用户认证、权限管

理、数据传输等公共服务，规定业务构件接口和数

据访问规范，实行数据分级集中管理、按需订阅、

有序分发、授控交流，形成军地数据共享的后勤保

障各环节信息平台。如在军队物资采购主管部门，

部署军队物资采购信息平台，形成采购环节的电子

商务服务能力。在军交运输主管部门，部署物资联

运供需信息，形成运输环节军地运力衔接服务能力。

在军队物资供应管理部门，部署物资供应协同信息

平台，提供仓库计划管理、仓库联动供应、库存结

构优化等功能，形成供应环节军地物资联供协同能

力。在军队物资仓储保障实体，部署物资联储配送

信息平台，提供物资仓库能力管理、物资入库处理、

物资调拨凭证管理、物资出库处理；提供物资配送

方案制定、配送力量调度、物资运输申请等功能；

提供库存账务管理、储备质量报告等功能，形成仓

储环节军地物资联储和联合配送保障能力。 

3.1.4  信息应用工程建设 

信息应用工程建设，主要是根据不同流体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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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属性，构造专业化的信息平台。在我军现行

编制体制下，后勤保障体系所承载流转的物资不仅

包括通用物资，还包括装备部门保障的武器装备及

零配件、被装、给养、油料、药材等专业物资，以

及通过国际贸易进口的军品物资等，从这些物资保

障活动的对象属性来看，不同物资的需求资源分布

规律和其物理化学属性不同，对之进行操作的设施

设备和运输、保管要求都有不同，与之伴随的信息

采集、处理手段和信息流向也有区别。因此，在专

业性强的职能域内，采用“纵向一体化”的建设模

式，面向装备、油料、被装、给养、药材等业务归

口管理部门，以需求信息流为牵引对物资采购、仓

储、运输、配送环节运用信息化手段，实施统一规

划与控制，实现后勤保障相关要素的供需衔接，形

成从市场到战场紧密衔接的保障链。 

3.2  军事物流物联网的框架结构 

对于复杂系统的建设，常采用分层设计的思想

构建系统的体系结构。各层的功能、结构相对独立，

公共部分与专用部分划分在不同层，有利于专用部

分的灵活扩充和公共部分的相对稳定，也可减少结

构上的重复。对于基于物联网的军事物流体系这样

的复杂系统，一般将其划为 3 个层次：一是感知层，

即利用各种传感器、RFID、二维条码等随时随地获

取物体的信息；二是网络层，通过各种电信网络与

互联网的融合，将物体的信息实时准确地传递出去；

三是应用层，把感知层得到的信息进行处理，实现

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等实际应用。

而在实际应用中，根据实际需求和应用环境，每一

种应用又具有非常灵活的组织结构，如采用 RFID+

互联网、传感器+互联网、有线网络连接、无线网

络连接等不同网络结构的组合。因此，基于物联网

架构，结合后勤保障信息平台建设的内容，可以构

建包括 5 个层次、2 个体系的平台体系框架结构，

其与物联网的层次对应关系如图 1。 

 

图 1  基于物联网的军事物流体系框架图 

1) 数据采集层：采集信息并将采集到的数据上

传。该层中，把所有物品通过一维/二维条码、射频

识别、传感器、红外感应器、视频监控、全球定位

系统等信息传感装置自动采集到与物品相关的信

息，并传送到上层网络。 

2) 数据传输层：支持用户通过信息传输网络来

传递信息。该层通过互联网、移动通信网、军事综

合信息网、军用通信卫星网和其他无线通信网、局

域网等设施设备，将数据在整个信息平台中传递。 

3) 数据资源层：对平台中的数据资源进行管理

和控制。该层通过在后勤保障节点建立数据中心，

集中控制管理存储在网络中各数据服务器中的保障

信息资源，并支持实现对这些信息资源的按需部署、

查询、分析、理解、传输、访问等控制管理功能。 

4) 公共服务层：提供后勤保障信息处理中公用

的基础服务。该层中服务主要包括目录服务、单点

登录服务、消息服务、卫星通信服务、单位代码服

务、物资代码服务、数据字典服务、数据提取及载

入服务，并且按照确定的安全策略进行各种业务应

用软件的调用。 

5) 业务应用层：对后勤保障进行业务特定功能

的处理。该层由完成后勤保障决策智慧和业务管理

所需要的具有特定功能的软件组成，由使用部门提

出具体需求，形成业务规则和工作流，产生需求分

析报告，按照技术规范研制开发。 

6) 安全体系：基于国家和军队有关法规和技术

标准，规范后勤保障信息系统的安全建设与应用，

包括抗电磁干扰和泄密、网络安全、数据加密、身

份认证、服务授权等。 

7) 管理体系：依据国家、军队和总后的有关法

规，制定相应的标准、规范和制度，确保后勤保障

信息平台建设各项标准、指标的实现和使用维护的

有序进行，并为提高后勤保障能力服务。 

4   结束语 

现代军事物流是实物流和信息流的有序架构，

应用物联网于军事物流领域，可实现全面信息感知

与获取、无缝互联与协同，实现智能化的识别与管

理。但从近几年物联网在军事领域的研究和运用来

看，物联网的技术优势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因此，

还需要对基于物联网的军事物流体系进行更多具有

实际操作性的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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