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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凌分缨ISO 18000—6 TypeC协议孛豁签识翘及自适巍Q筹法操搏过纛豹基糍；上，裂爆爨袭方式分辑

ISO 18000-6 Type C协议袋雳自适应Q雾法羟瑾椽签王作避程的防冲突税涮。该防冲突税裁采掰增减参数e

值的方法处理冲突问题，能够使系统自动地处于最佳状态，佩是该防冲突机制柱没有考虑标签成答的情况下

对Q德修改时，可能无法保证系统性能最火化，这将影响标签识别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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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the basis of the introduction to operation procedures of tag identification and

adaptive Q—algorithm for IS0 1 8000—6 Type C．this paper adopts schematic diagrams tO analyze

the anti—collision mechanism．which iS dealed with by adaptive Q—algorithm of ISO 1 8000-6 Type

C．The mechanism adopts the method of plus or minus parameter c to tackle collision problems，

which enable the system to automatically in optimum state．BUt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status of

tag’s reply before updating Q。the mechanism can’t guarantee the maximum performance of the

system。which will affeCt the perfoFinance of tag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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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射频识别(RFlD>是～静采用射频技术的

菲接触式自动谈剐技术。RFlp系统一般包括读写

器和标签，读写器与标签之间的通信规则Ell空中接

口协议定义，在860～960MHz频段的RFID系统中

有3种主要的空中接口协议；lSO 18000—6 Type A，

B纛C垂】。近凡年来，Type B旌这个频段酶缝用孛占

有主导地位。锶是，随着应用巾对兼容性、安垒性、隐

私性、高效读写速度、多读写器协同工作等方面的迫

切需要，Type C正在逐步地取代Type B的地位。

然两，在实际运用Type C协议时有些麓题需要

去解决，特别是标签律突。标签冲突是由多个标签两

时响应读写器的命令而发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Type C采取了不同于Type A和Type B的防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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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铡。Type B采用了基予二进树豹防i申突方法，尽

管Type C跟Type A一样采霄了基于时隙Aloha协

议c2]的防冲突机制，但它们之间有一些区别，在时隙

数网确定的情况下。Type A必须持续每个识别周

期，丽Type C会根据相应的Q德动态地执行持续

或终正当前识别髑期。由魏霹觅，Type C在娃理防

冲突问题时灵敏得多。本文在介绍ISO 18000—6

Type C协议中标签识别及自适应Q算法操作过程

的基础上，利用图表方式研究ISo 18000—6 Type C

审的防冲突视制，分糖该戳铡露残存在静闯题，为该

骑冲突机制的遴一步改进提供依据。

1 ISO 18000—6 Type C协议标签识别方法

1．1标签识别过獠

ISO 18000—6 Type C汝议提粥～释毅的随枧时

隙防冲突机制(SR)，本质上跟Framed Slotted Aloha

相似，其帧长度为2Q。该机制根据标签应答情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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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下一个识别周期内的时隙数，让未识别标签能

被识别斑。它包括一个舀适应的时隙计数选择算法

(Q算法)，这个整形参数Q在茨冲突{枣裁方案中起

到决定性的作用。算法通过标签应答的信号状态动

态调整Q值，以此提高系统的防冲突性能。

标签识别过程由许多清点周期构成。根据文献

[1～3]，当系统上电或俗道是空闲的时候，读写器能

够发送Query命令。因此，如果在某一特定的清点

周期内没有识别的标签，读写器能重新发送Query

命令去启动新的清点周期。在每个清点周期期间，读

写器发送命令集QueryAdjust、QueryRep去识别标

签。当标签在一个清点周期内被识别到，在此周期

内，它将停止响应从读写器发来的命令。

标签识别过程基本的操作如下：(1)读写器到撼

签群。读写器通过向标签群发送Query命令来启动

清点周期过程．前提是标签群已经选择参加这个璃

期(通过会话标记)，读写器发送带有参数Q的

Query命令使标签独立地从统一的分布[o，2Q—1]

孛选择一个隧税整数载入它的时隙计数器(sc)，如

果标签选择了0，它将用一个16位随机数(RNl6)

作为参数向读写器作出应答响应。(2)标签群到读写

器。标签对读写器的应答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如果仅

仅只有一个标签选择了0，应答将是成功的，这个标

签将被读写器识剐，否刚，应答将爵能是失败的且没

套标签被识别出。(3)读写器列单个标签。如果成功，

读写器发送～个确认命令(ACK)给标签，收到ACK

命令的标签将返回它的EPC等数据给读写器。(4)

读写器到标签群。在清点周期内失败或成功的情况

下，读写器将继续用新的命令集(Query，

QueryAdjust或QueryRep)去识别那些剩下瓣薪到

来的标签群。

I．2 翻适应Q算法

在皇适应Q筹法图中(熙1)，Q知是Q的浮点裘

示，Q值为最接近Qr，的整数值，Q如的初始值为4．0，

读写器根据是“成功应答”，“冲突应答”和“没有应

答”这3种情况来动态调整Q，读霹器一收到“应答”

或其等待时间(T14-T3)[13已经到期(即没有标签群

应答)时将触发算法。舀适藏Q算法的详缨操作步

骤如下：(1)成功应答。这意昧着只有噍一的标签选

择了SC=0。Q的当前值是似乎是最优的，在这种情

况下，Q轴纛Q菹缳持不变。(2)冲突应签。这是由于

有多个标签选择了SC=0，这暗示Q的值太小或待

识别的标签数目太多，在这种情况下，Qf(t仁Q)加上

一个量为参数c的值，c是一个实数(o。l<e<O。5)，

在这个操作中Q抽的值是允许大于15的，Q值为最

接近Qfp的整数值，即Q—round(Qfp)。(3>没有应

答。这是巍于没有标签选择到SC=0，这囔示Q的

值太大或待识别的标签数目太少，在这种情况下，

Qfp(非Q)减去一个量为参数e的值，这个c值与冲

突时的应签一样。这个操作后，如果Q轴是负数，我键

让Qc。=0，同样Q=round(Qfp)。

嚣1 ISO 18000-6 TypeC是逶应Q算泼

2 ISO 18000-6 Type C防冲突枕制分析

2。1术语说明

为简明起见，先对几个术语进行说明如下。Q：

一个参数，读写器甩它来调整标签应答的概率。在一

个清点周期内，读写器命令标签载入Q位随机数进

入各自的时隙计数器(SC)中。会话：清点过程涉及

弼读写器襁襁关的标签群，读写器选择莲个会话

(S1，S2，S3，S4)中的一个会话去清点标签，在清点

周期期间只能在一个且仅～个衾话中进行操作。时

隙：禳应予清点璃麓内的一个时闻点(实质是很小一

段时间区间)，标签在这个点可能应答。随机时隙防

冲突：一个防冲突机制，标签载入一个Q位随机数

进入它的时豫计数器，依读写器的命令减少诗数器

值，当计数器值为零时，标签响应命令。已盘标记：指

示标签是番可以向读写器应答。清点周期：两个连续

的Query命令期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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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防冲突处理过程

我们考虑一种简单的情况，假设时隙计数参数

Q=2，于是可用的时隙数2Q=4，5个标签选择会话

1(S1)参与识别，如图2所示。图2中，a，b，C，d行分

别表示标签所处的状态，如a行表示标签刚上电时

的初始状态，A，B表示标签中的已盘标记，X}表示

标签2选择了时隙号1(对应于图2中的时隙编

号)。接下来我们讨论哪个标签选择相应的时隙及如

何去应答。

图2成功时隙、冲突时隙和空时隙

当标签进入射频区域后，读写器首先选择参与

识别的标签群(5个标签且已盘标记都为A)，读写

器向标签群发出Query(Q)命令来宣布此次识别的

帧大小(2Q=4)并启动一个清点周期，当接收到此命

令，标签从范围(O，3)内随机选择一个值并载入各

自时隙计数器中并都转换到仲裁状态，如图2中a

行所示，标签5和标签2都选择了1，标签3选择了

2，标签4选择了3，选择了0的标签1转换到应答

状态并立即进行应答。我们假设标签1跟读写器的

交互过程(图3)没有出现任何差错而被正确识别。

被识别后的标签1转换到准备状态，直到它再收到

一个Query命令(启动一个新的清点周期)，它将会

获得一个新的随机数并转换它的已盘标记为B(A

—B)，在这个例子中是时隙号为3(如图2中b行)。

因而，在用QueryRep命令对剩余标签的继续识别

过程中标签1保持沉默，但它对S1／B，So A／B，S2

A／B，S3 A／B中的识别过程仍然是可行的(相对于

其它读写器)。

随着识别过程的继续，处于仲裁状态下的标签

2、标签3、标签4和标签5在收到QueryRep(对Q

值更改无关)命令后都对各自的时隙计数器值进行

减1操作。在图2中b行，标签5和标签2的时隙计

数器同时达到0000。且都转换到应答状态，并返向

散射RNl6。由于有多于一个标签应答且它们的随

机数值(RNl6s)不同，所以最终合成的应答信号很

难区分。现在读写器必须处理冲突情况：读写器可能

会尽力去解析这个信号。一是读写器能识别出单个

标签信号并给予确认，但是机率不大。二是在有限的

时间里，读写器不能识别出单个信号但是能准确地

监视到冲突现象发生。我们假设读写器无法解析信

号但是能识别出冲突来。此时，按照图1所示的流程

来执行自适应Q算法，如发送QueryAdjust或

QueryRep命令。我们仍假设读写器还是发送

QueryRep命令，由于标签2和标签5的时隙计数器

为0000“，收到此命令后，它们的时隙计数器值时从

0000h减值到7FFFn(标准规定)，由于其时隙值此时

非0，因此仍然处于仲裁状态(如图2中c行)。此时，

标签3的时隙值为0并能被正确识别(类似标签

1)，同理，标签4也会在下一个QueryRep命令后被

正确识别。
标签 读写器

发送句柄

如果收到的旬柄
匹配发送的旬柄

读写器响应句柄

图3读写器确认单个标签的交互过程

为了识别剩余的标签2和标签5，读写器向它

们发送QueryAdjust(Q)命令去启动一个新的清点

周期，此时的Q为算法调整后的值，这个命令不会

改变前面清点周期的参数(如会话，已盘标记等)，假

设此时标签2和标签5的分布情况如图2中d行所

示，按以上步骤，它们同样会被正确识别出来。

2．3存在问题

通过图表方式对防冲突机制进行分析可以得

知，由于Type C采用了增减参数c值方法处理冲突

问题，使得它能在当前帧未结束时去重新启动一个

新帧来识别剩下的标签，所以能使系统自动地处于

最佳状态L4巧]。

但是，协议中的防冲突机制仍可能遭遇一些问

题：首先，这种机制采用相同的方法修改Q值而没

有考虑“冲突应答”和“无应答”这两种情况，这样会

降低标签的识别速度，因为它没有考虑在“冲突应

答”和“无应答”这两种状态下各自所占用持续时间

的不同。其次，我们知道关键参数c决定选择多少个

时隙的速度和精度。根据协议中算法流程，当连续4

个时隙被检测到为空闲时，读写器将从Qt。中减去4

次c值(O．2)，即，4．O一(o．2*4)一3．2，取整后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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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时Q值发雏改变，读写器发送QueryAdjust重

新启动一个新帧。如果连续3个冲突时隙被检测到，

读写器：|簪尚Q协中稚上3次c值<o．2)，鄹，4．0÷

(O．2*3)一4．6，取整后等于5，此时Q值发生改变，

读写器弱样发送QueryAdjust重薪启动一个薪蛲。

佩是，当帧中依次出现这样的局部时隙情况时，在到

达帧结束处Q值可能没有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读

写器就无从得知未识别的标签估计值，因为在经过

一连串加C后荐经过一连字减C操作，Q值根本没

有发生改变，到下一步清点过程开始时，读写器采用

这个Q德去进行识别，就会导致在没有保证系统性

麓最大他的前提下去选择Q值。

3结索语

RFID的核心是防冲突技术，它决定着标签的

识剃速度。本文通过使臻图袭的方式分析lSo

18000—6 Type C防冲突机制，指出该防冲突机制由

予采用增减参数C值方法处理冲突阂题，所以能够

使系统自动地处于最佳状态，但是在没有考虑标签

波答的情况下对Q值修改时可能无法保证系统性

能最大化，这将影响标签识剐的性能。对于这个问题

需要对防冲突机制本身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有可能

褥到完善的解决方案，如可考虑出褒“冲突应答”时

进行Qfp=(Qf，+e1)而不是Qfp=(Qf。+e)操作，出

瑷“无应答”时进行Q每一(Q缸--C2)两不是Q,p一(Q培

一c)操作，以及通过采用动态的C值等方法。逸将有

待子更遴一步的探讨研究。

RFID正快速发展，各种新技术仍在不断的推

出，ISO 18000—6 Type C具有广阔的发展前豢，在不

断完善的基础上，它必将对来来的tl动识别技术起

餮积极的推动作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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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本开发出高精度甲醛探测器

日本产业技术综合姘究所东北中心和船井电机新应用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小组最近研制出一种酶探测

嚣，这种探测器翻用一静只与甲醛反应的酶，可短时阍、高精度地测定甲醛。研究人员将只与甲醛反瘟的酶封

闭到二氧化硅上直径仅为8nm的吸管状空间内，并在盛放有这种二氯化硅的容器中注入需要检测的空气或

拳。如果从连接二氧纯疆的电板接收到酶反应酶电信号，就{羲锈裣溅砖象中存在甲醛。这辞新型探测器不仅

造价相对低廉，且只需两分钟就能检测出1PPB(IPPB等于十亿分之一)的超低浓度甲醛气体，大太缩短了

检测时鬻。姥外，该探溅器茨复使薅20次戆灵敏度也苓会下降。研究人员称，如果更换酶的赞类，这秘深测

嚣将来有可能用于检测甲醛以外的气体。 。

(撼辩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