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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选煤厂已运行机电设备点巡检管理系统一个多

月，摆脱了传统机电设备计划检修管理模式，现结合选煤

厂巡检管理系统实施的情况，将人员定位及轨迹查询功能

模块集成到系统中，为生产调度监控及人员安全管控工作

提供高效管理手段，推进选煤厂的智能化建设。

1 RFID 手持终端人员定位
传统 GPS 技术适用于有一定移动速度且开阔区域的车

辆定位。UWB 是一种非常好的室内定位技术，常用在监狱、

医院等建筑结构及环境较简单的场所，但不适用于企业等

环境复杂干扰严重的场所使用。基于 WIFI 的无线 MESH

人员定位技术适用于民用定位。常规 RFID 人员身份卡定

位技术适用于干扰性不强的开阔场所进行定位。综合对比

以上几种技术，其中 RFID 人员身份卡定位技术可用于工

矿企业定位使用，拥有成本低、定位精度高、工程复杂度

低、易维护等优势。

RFID 简称射频识别，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

是利用射频信号通过空间耦合实现无接触信息传递并通过

所传递的信息达到识别目的的技术。RFID 系统由三部分组

成：标签、阅读器和天线。读写器通过天线向外发送出一

定频率的射频信号，当电子标签进入到读写器产生的磁场

有效作用范围内时产生感应电流从而获得能量。向读写器

发送出自身编码等信息，读写器读取信息并解码后，通过

串口通讯或无线方式将数据传送到计算机网络并进行相关

处理。

RFID 手持终端是一种将 RFID 射频技术与数据终端一

体化的无线便携设备，又称工业 PDA，是一组有特定功能

的硬件，工业型设计，适用于移动场合。它具备 RFID 读

写功能，利用无线射频识别技术进行数据采集，可对 RFID

电子标签进行识读。RFID 手持终端人员定位即工作执行人

员使用手持终端，读取设备区域标识卡，完成点检、巡检、

润滑、保养、检修等工作的同时，已经实时记录当前人员

的位置信息，只需通过手持终端，将位置信息通过 4G 或

无线网络实时上传至系统服务器，通过系统展现人员定位

信息并形成任务执行轨迹。

在机电设备点巡检管理系统基础上通过 RFID 手持终

端人员定位有以下优点：①因设备点巡检管理系统中的设

备区域标识卡，已经精确定位设备区域，读取设备区域标

识卡就实现精确定位，对任务执行人员拥有很高的定位精

度，不存在边界误差。对执行点巡检任务、运维任务的人员，

可直接实现精准人员定位。对工作现场守岗、临时进入的

人员，携带手持终端即可实现定位；②部分通信方式采用

4G，维护方便，无需架设基站部署覆盖网络。随着 5G 通

信技术投入应用，使用成本将会进一步降低；③部分通信

方式采用无线 WIFI 覆盖，无需负担额外通讯资费，仅在

无线 WIFI 覆盖建设时做一次性投入，而且无线 WIFI 可用

于扩展其他信息化管理应用；④执行任务与人员定位功能

相结合，更便于监督和对比分析，与设备运维平台高度整

合，方便统一管理；⑤无需在设备区部署大功率读卡设备，

工程安装复杂度低，基本无需其他高成本硬件投入。

2 人员定位方案

图 1   RFID 手持终端人员定位结构示意图
借鉴智慧化工厂示范单位山东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目前使用的人员身份卡区域定位应用经验，结合选煤

厂设备点巡检管理系统，RFID 手持终端人员定位方案具体

实现如下：①为工作人员配发人员身份卡，系统可根据人

员身份卡识别人员信息；②根据应用现场环境，在车间或

设备装置区进、出位置设置自动远距离读卡器，以读取工

作人员身份卡；③进入车间或设备装置区时，远距离读卡

器自动读取身份识别卡后，系统记录人员到位信息（人员

姓名，到达时间等），管理人员能够准确的知道相应片区

内人员的具体数量及对应人员相关信息；④在车间或设备

装置区内，图 1 所示设备运维工作人员在使用手持终端读

取设备区域标识卡，执行点检、巡检、润滑、消缺工作时，

设备点巡检管理系统平台能同时获知执行人员所到达设备

精准位置；⑤人员轨迹和行动轨迹会形成数据，保存在系

统数据库中。管理人员可通过客户端软件实时查看当前人

员到位情况和历史轨迹。

3 系统软硬件配置
3.1 系统总体功能

系统构架采用 B/S 和 C/S 双模式，B/S（下转第 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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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22 页）满足日常操作使用的方便性和易用性，

实现厂区工作人员的实时定位信息查询图形化，直观显示

厂区各车间、工作片区目前已经存在人数。系统安装在点

巡检服务器平台上，实现办公局域网上办公电脑按系统权

限访问设备点巡检系统。C/S 客户端软件支持管理维护和

技术分析所需复杂性高效性应用需求，实现列表化的数据

人员定位信息综合数据显示，系统人员定位记录数据完整

保存、分析查询，支持远端维护和自动升级。

3.2 系统硬件

3.2.1 RFID 手持终端

由工作执行人员手持操作，进行读取工作区内的设备

区域标识卡完成定位和数据上传，与设备点巡检管理系统

中手持终端共用。

3.2.2 设备区域标识卡和工作区定位标识牌

安装于工作区固定设备处，是设备点巡检管理系统中

人员到位工作落实的基础配备，设备点巡检管理中已安装

此标识卡的设备区域可以直接共用，未安装的补充安装。

工作区定位标识牌要有别于设备区域标识卡外观的标识

卡，为维护方便可以与设备区域标识。

3.2.3 人员定位标识卡

人员定位标识卡是安装于生产设备区域的电子标识 ,

作为人员到位、个人身份的识别装置。与设备区域标识卡

采用 RFID 无线射频读卡方式，内含特制芯片、线圈，写

有相关数据，识读后自动显示有关信息和内容。具备有效

的抗磁干扰措施和良好的防水性能，配备专用室外安装保

护卡座，维护方便，性能可靠。

3.2.4 4G 通信卡和无线网络

使用移动通信运营商提供的标准 4G 通信卡，满足生

产人员在厂区巡检实时数据传输的需求。每台手持终端配

备一张 4G 手机卡，依据生产需求配置 18 台手持终端。设

立覆盖主厂房的 WIFI 基站，满足厂区检修维护人员点检

数据的 WIFI 通信需求。

3.3 系统软件

系统基础部分与设备点巡检管理系统形成基础数据共

享，可进行人员账号、权限的管理与配置。

3.3.1 区域管理

可以进行工作区设定，工作区可以是车间、工艺段、

厂内生产片区，并将人员定位标识卡划定在不同的工作区

中。根据现场管理情况，可设定特别的工作区（车间）为

危险区域。设定危险区内人员安全回应时间、消息推送人、

应急处理预案等信息。

3.3.2 定位信息获取及定位展示

在手持设备嵌入软件上，工作人员通过读取现场的人

员定位标识卡、设备区域标识卡进行人员现场定位确认，

并将人员定位信息实时上传至系统服务器。展示人员定位

动态图，实时显示全厂、工作区的人员定位信息。信息包

含工作区在岗人数、工作区内人员、执行任务等。滚动显

示当前系统收到的人员定位信息，弹窗显示危险区中工作

人员发出告警、求救等紧急的声音、文字提示。

3.3.3 查询统计

可按照工作区、时间段、人员等查询条件，查询出人

员姓名、定位时间、地点名称、执行任务类型。可按照全

厂、工作区范围选择指定时间段统计人员到位情况，以图、

表的方式展示，包含：工作区名称、执行任务类型、执行

次数、占总任务的百分比等信息。

4 总结
通过系统半年的运行，做到一线生产人员、检修维护

人员的定位和设备管理的结合，在保证人员安全前提下，

提高隐患排查能力，减少突发设备故障率，实现全体人员

的区域定位管理。对于当前生产调度和管理有着直接的效

率提升，为今后的智能化选煤厂管理中对于人员定位的数

据积累应用和人员效能分析提供了有效数据支撑。

2.2 判断物质表面活性及基本反应特性

化工材料完成制造，依靠化学反应，这是生产中最大

的特色，在具体展开应用阶段，周围的水汽和材料势必会

接触，值得关注的是，在环境较差的空间内很可能引起恶

性反应，从而影响正常的工作，或者影响周围的居民，所

以在材料检测阶段，要使用合理的方式进行，对表面特性

和基本反应有一个大概的认知后，才可以做选择权。详细

来说，在化学表面的分析中，工作人员要通过挥发性、可

燃性两方面作出判断，具体看活性判定的结果如何。关于

表面活性，像离子数、电子数都是评判标准。化工材料的

基本反应，采用的方法比较简单，即和不同物质融合，或

加热或加湿或调整温度，查看物质的变化，可得出基本反

应。

3 未来化学分析的发展趋势
随着科技的不断增长，化学分析未来发展的前景必然

是无限的，因为现阶段的检测已经不再局限于物质表面，

未来的分析可能向着综合性质发展。另外，化学分析的应

用领域也会广泛，例如：医疗、能源等行业，总之是服务

于人们，具备创新型技术，为其带来便利。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是对化学分析在化工材料检测中应用分析

的简要描述。鉴于以上论述，可见化学分析的应用为材料

检测提供了空间，而且改善了以往效率慢的问题，加上材

料的多样化，化学分析也应该根据市场情况进行优化和更

新。另外，工作人员的技能水平也是影响材料检测的关键

因素，所以在接下来要加强对技术人员的水平培训，并制

定一套规范化的管理体系，约束工作人员的行为，为未来

工作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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