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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托盘的机场行李处理系统研究
侯冀康

德利九州物流自动化系统（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  100176

【摘要】在飞机客运中，乘客不可避免的会携带一些行李，在运输中，行李处理系统的科学便捷性，对于运输效率会产生

较大的影响。将托盘与行李处理系统相结合，通过安装 RFID 标签的方式，加强对旅客行李的管理。本文针对如今航空托

运的现状，对基于托盘的机场行李处理系统开展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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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在出行的时候，行李大多是由箱子包装，但形

式却呈现出多种多样的状态，具有非标准性的特点，如

果想要通过对行李箱安装 RFID 标签的方式，对旅客的行

李进行射频识别，这种方式的成本十分昂贵，因此，以

折中的方式，通过在行李托运的过程中，使用托盘这种

在行李托运过程中的载体进行标记，在对旅客的行李进

行标记的时候，通过条形码的方式，建立行李与托盘之

间的联系，将成本较为昂贵的RFID标签，应用在托盘上，

实现反复循环的使用，能够有效的降低成本，并且提升

行李托运的效率。

一、国内机场行李处理系统的经营现状
随着 RFID 技术的发展，如今这项技术已经逐渐被使

用在航空领域当中，武汉天河国际机场等一些机场，已

经逐渐的使用 RFID 标签替换传统的行李条码，以此实现

对行李自动分拣的功能，并且还能对行李的位置信息等，

进行跟踪。在如今的实用方案中，会将 RFID 标签直接打

在行李箱上，从而提升自动分拣机构的识别率，但由于

RFID 标签造价较高，并且难以回收，这种使用方式，给

机场带来较高的经济负担的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资源

浪费。条形码与 RFID 标签相比，每个会便宜 0.3 元，但

在每年千万旅客的技术上，这项支出就会造成数百万的

差距。目前在行李的储存方面，大多数机场都会在处理

的时候，都难以实现通过自动化技术实现精确地储存。

其原因在于，旅客的行李规格形式等并不统一，在此一

贯的做法是，旅客的行李需要进行运输的时候，会从对

方堆内进行二次分拣，这种做法对地服人员的工作量造

成了一定的压力，并且人工的方式，也容易出现错误 [1]。

1.1 行李托盘系统设计
在进行设计的时候，重点并不是托盘的形式结构，

而是将其是为物流运输中，基础的单元结构，通过托盘

的方式，将原本零散的、非标准化、非规格化的货物，

转变成规格统一的货物，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自动化

机械化的分拣作业，以此实现分拣的精确稳定，在常规

的模式当中，机场对旅客的行李进行处理的时候，这些

行李往往都是非规格化的，这正是造成行李自动化分拣

难以落实的根本原因。通过行李托盘的方式，能够有效

的解决这个问题。进而实现自动化的分拣作业。将行李

装入托盘之后，通过托盘的方式，对行李进行标注，在

此基础上，就能实现对行李的自动化密集存储。除此之

外，托盘还能起到对行李的基础保护作用，在此基础上，

就能够进一步提升行李运输的速度。

在这一系统当中，行李标记方面，可以使用通用

的条形码的方式进行标记，这能有效的降低机场的运营

成本。在对行李进行自动化分拣运输的环节中，需要有

RFID 标签，在此，可以将这个标签装载托盘上，将托盘

的编号与行李上的条形码相对应，以此实现行李的运输，

并且对行李的基本信息，运输状态等信息进行记录，将

这些数据与旅客的购票信息等，一并绑定在一起，储存

在数据库当中。在行李进行分拣的时候，只需要扫描托

盘上的有 RFID 标签，就可以对行李的信息进行分辨，在

此基础上对行李分拣存储，这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行李

运输存储的准确性。还能降低成本 [2]。

整个行李处理系统，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托

盘部分。托盘在整个系统承担着将行李单元化的责任，

因此，在设计的时候，要对其适用性重点思考。托盘上

需要装订有 RFID 标签，以此来实现对行李的识别分拣，

为方便旅客将行李放置在托盘中，托盘的结构不能是集

装箱的形式，在降低托盘的损耗方面，可以通过底部使

用导向轮的方式，降低托盘的磨损。其二是运输机构，

这是在案件运输以及后续分拣等操作，实现的主要形式，

是从机构与托盘之间，主要通过摩擦或者牵引推动的方

式进行运动，来承载行李通过安检。

三、行李的密集存储
基于托盘行李运输系统，原本标准的行李，可以实

现标准化和规格化，因此，在对行李进行存储的时候，

可以加大对空间的利用率，按照行李的类别，对行李进

行密集存储。在此，主要是针对旅客的状态，可以将行

李分为四类，其一是早到和需要过夜的旅客，其行李进

行单独安置。其二由于旅客行李的特殊性，导致行李不

能登机的行李。其三是对于需要长时间等待飞机的旅客，

对其行李进行单独安置。最后是因为系统或者设备的原

因，导致无法顺利存储的行李，将其分类安置。

3.1 行李自动化仓库设计
在对行李进行存储的时候，需要设计对应的仓库。

在此，由于托盘系统，对行李实现了标准化，因此，可

以通过货架的等形式，以升降机为辅助，对行李进行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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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入库。在水平方面，通过穿梭车等，带领行李进行一定，

将货物位置，托盘编号，以及旅客信息编号等集中在一

起，制定信息化系统，实现行李的自动入库，自动存储，

并且对行李的信息位置进行精确的记录。

为方便维修，对穿梭车单独设置运行通道，并且建

设检修通道，以此作为检修人员作业的通道。保证维修

人员的作业空间，定期的对升降机以及穿梭车进行维护。

在检修车道的一旁，设置人工的行走的区域，一旦检修

车法身故障，可以通过人工的方式，进行货物存储 [3]。

自动化仓库的建设，首先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

仓库的吞吐量，并且通过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也能加强

对仓库当中行李的管理。穿梭车与分拣机构，配合升降

机构，能够实现行李的自动化堆垛，自动化入库以及出库，

在盘库方面，可以通过无人机视觉技术，对集装箱的信

息进行扫描，货物的状态进行确定，并且设定盘库的频率，

加强对仓库盘查的力度，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仓

库的管理水平，也降低了人工盘库的压力。而在建设的

过程中，预留出人工通道，一旦发生大面积的机械故障，

也可以临时的通过人工方式，对行李进行存储。

3.2 行李装盘过程
通过经链式输送机，将托盘送到指定的工位，对托

盘上的RFID标签进行识别，在RFID识读器读取信息之后，

将信息记录，托盘此时处于就绪状态，在此之后，链式

输送机会将托盘运送到装盘的位置，通过自动条码阅读

器，对旅客行李上的条形码进行扫描记录之后，将这个

行李装在此托盘上，通过后套系统，将行李上的二维码

与托盘的信息，记录在一起，并且与 RFID 标签相对应，

同时结合旅客的购票信息，将这些信息统一的记录在数

据库当中，实现对旅客行李信息的全程跟踪 [4]。

3.3 行李存储过程
3.3.1 行李入库

在行李装盘完成之后，托盘系统会扫描仓库的状态，

同时给带有行李的托盘，分配空闲货位，并且将这个货

位的编号，与托盘 RFID 标签一同记录，在分配时，要秉

承着分配的原则。同一个航班当中的行李，尽量放在同

一片区域内，在此，可以是同一层，或者同一个货架等。

这种分配方式，一旦机械设备出现问题，需要通过人工

的方式进行辅助时，可以迅速查找，并且能够有效的降

低人工作业的复杂程度。除此之外，在货物入库时候，

尽量保证底层存放，靠近出口等原则，保证货物出库时

的迅捷。

托盘行李存储系统在为托盘分配仓库位置之后，会

将这个信息一并的发送到仓库的管理系统当中，仓库管

理系统在收到这个任务信息之后，会根据这个信息，将

这个信息当中的位置信息分解为传输任务，并将任务下

达给输送机控制段和穿梭车系统控制段。在发送信息的

同时，会实现货物的自动入库。自动盘库系统会定期的

对仓库当中的货物存储信息进行盘查，如果信息对应不

正确，会发出相应的警告。

3.3.2 行李出库

行李出库的操作方式与行李入库的方式刚好相反，

但在完成行李出库之后，需要注意的事项在于，对 RFID

标签记录的信息进行备份，对运行系统当中 RFID 标签对

应的信息进行清除，保证托盘、仓储位置等处于空置的

状态。

4 结束语
在上述分析当中，通过改变 RFID 标签的使用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方式能够有效的降低机场运营的成

本。在此基础上，也能进一步提升机场自动化行李分拣

的效率以及准确性，实现行李分拣与自动化仓储系统之

间，能够的配合在一起。通过托盘的方式，也能有效的

提升分拣设备运行的效率，实现将非标准的行李，进行

标准化处理。这在提升分拣效率的同时，也提高了分拣

工作的准确性。这种方案的落实具有多方面的提升作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基于托盘的机场行李处理系统，有望

替代传统的行李分拣系统，在提升机场行李远程输送的

效率同时，也降低了成本，这一方案，有望成为未来机

场行李运输分拣的要解决方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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