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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



行李运输是民航核心关键业务——涉及航空安全、航班准点、旅客体验和行业效益

背景—行业痛点

民航局《月度消费者投诉通报》
行李服务投诉长年居第三位

旅客投诉高
2 0 1 9年全球错运行李达 2 5 4 0万件，错运
率约千分之五，年经济损失约 2 4亿美元

经济损失高

行李破损、丢失、迟运等问题长期困扰行业发展



2018年
• IATA 753号决议：推动全球航空旅客行李
全程跟踪

2019年
• IATA第75届年会：全球部署行李追踪RFID
技术

2019年两会部长通道，冯正霖局长向社会
承诺：推行行李全流程跟踪

2020年吕尔学副局长在民航二所
召开行李全流程工作推进会

民航局重点工作

⚫ 2018年-2019年全国民航多次工作会议：推广RFID行李全程跟踪

⚫ 2019年5月15日正式启动的“三线六点”试点工作，

覆盖6个点：“值机、安检、分拣、装车、装机、到达”

⚫ 《新时代民航强国建设行动纲要》（2018年12月）

背景—行业共识

IATA全球推广



背景—技术发展历程

1999

2005

2011
2014

IATA 753决议首次颁布
在旅客服务大会决议手

册里

2017

2019

2018

国产行李自动处理
系统起步

RFID研究

民航局2项RFID科研项
目“放大试验“

民航科技进步奖

二所承担
重庆机场RFID

项目建设

二所承担
大兴机场RFID

项目建设

二所承担
首都机场集团、
杭州、贵阳
项目建设

二所承担
天府、西宁、
格尔木、长春、

拉萨
项目建设

二所承担
首都和兰州项

目建设

2020

全国民航工作
会议

提高行李运输
服务水平

IATA753 生效
全国民航年中工作会

议
推广RFID行李全程跟

踪

两会
推行行李全过程
的监督,通程联运

行李直挂

参与中国射频
（RFID）技术
白皮书编制

四川省重点研发
项目

“一标两端”试点
工作

科技部重点研发
项目

参与试点工作与指
南编写

国家自然基金委
民航联合基金



获得民航科技进步奖1项

正在执行国家级保密课题1项

已完成民航局重点研发项目2项

已完成四川省重点研发项目1项

正在承担民航联合基金项目1项

拥有13项知识产权

已完成区块链POC系统1套

正在进行人工智能应用实验

共承担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4项，获得省部级奖项1项，知识产权成果13

项，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支撑建设领先全球的行李跟踪系统。

背景—技术发展水平



[二] 建设指南（征求意见稿）浅析



建设指南（征求意见稿）—建设体系解读

“一标”行李跟踪建设相关的标准：

➢ 《民用航空行李跟踪RFID存取技术规范》

（2020年9月发布征求意见稿）

➢ 《民航旅客行李全流程跟踪数据交换接口标准》

➢ 《民航旅客行李全流程跟踪节点数据报文规范》

➢ 《民航行李数据报文交互规范》

（2019年1月已发布）

➢ 《民航旅客行李全流程跟踪系统机场端建设指南》

（2020年9月发布征求意见稿）

建设体系——“一标两端”

“两端”：“平台端（监管平台+公共平台） ”+“机场端”



建设指南（征求意见稿）—核心内容解读

“一举多得”

基本要求

1. 应充分利用已有行李业务系统。

2. 应优先采用先进安全的技术。

3. 各相关单位应积极提供建设所需数据和
技术支持。

✓ 实现机场端数据采集功能

✓ 融合底层业务系统，提升机场行李处理业
务效能

✓ 跟踪数据更准确
• 实现机场端数据采集功能
• 多种跟踪技术结合

✓ 将外推变为机场内需

✓ 跟踪数据一致性强



建设指南（征求意见稿）—核心内容解读

云计算

➕

大数据处理

➕

人工智能

赋能

数字、智能化

物联网

➕

4G/5G
赋能

物联化

“新基建”建设理念

行李处理“融合新型基础设施”

行李处理底层业务系统



进度和目标要求

时间节点 实施阶段 主要目标

2021年底
千万级机场实施

推广

旅客吞吐量千万级以上的机场完成机场端的

项目建设，并与行业平台实现连通。

2022年底 机场端全面实施
全国大部分具备条件的机场行李数据实现与

行业平台连通。

2025年底 机场端深化升级

部分机场实现在国际（及港澳台）航线航班

上的试点运行。查漏补缺，模块功能优化升

级

建设指南（征求意见稿）—基本要求解读

分类和进度要求

机场分类与采集节点要求

机场吞吐量

节点
200万以内 200万-1000万 1000万以上

值机 M M M

安检 O M M

分拣 O M M

存储 O O C

装车/箱 C M M

离港运输 O O O

装机 C M M

卸机 O O O

到港运输 O O O

中转 C C M

到达 M M M

提取 O O O

M为基本节点；O为可选择节点；C为有条件须实现节点



节点采集覆盖率要求

分级采集

要求

200万
200-
1000万 1000万

基本节点

平均

基本节

点最低

基本节点

平均

基本节

点最低

基本节

点平均

基本节

点最低

覆盖率 70% 60% 80% 70% 90% 80%

基本节点采集总平均率=日基本节点采集数/（日出港行李量*出港基本节

点数+日进港行李量*进港基本节点数）*100%

节点名称 推荐可采用的设备（部分）

值机 行李标签打印机、自助托运设备（SBD）、柜台识别设备

安检 输送线自动识别设备

分拣 分拣机自动识别设备

存储 分拣机自动识别设备、输送线自动识别设备

装车/箱

装箱单自动识别与交接终端、智能行李拖车

、手持（穿戴）智能终端、自动/半自动装卸设备、滑槽

自动识别设备、转盘自动识别设备

离港运输 RFID自动识别门、智能行李拖车

装机 智能行李拖车、手持（穿戴）智能终端、装卸载智能终端

卸机 智能行李拖车、手持（穿戴）智能终端、装卸载智能终端

到港运输 RFID自动识别门、智能行李拖车

中转 中转转码设备、输送线自动识别设备

到达
进港线自动识别设备、输送线自动识别设备、自动/半自

动装卸设备

提取 手持（穿戴）智能终端

建设指南（征求意见稿）—基本要求解读

节点采集覆盖率及推荐技术设备



[三] 建设方案



专网

（民航通信网、
VPN 等）

机场生产
网

DCS/SIMS

存储

服务器

集成平台软件系统(含采集应用)

防
火
墙

航空

公司BRS

航空公司
行李数据中心

1000万以上
机场端

机场端处理系统

核心交换机

机
房

机场集团行
李数据中心

国内第三
方平台

航空公司网络

（各航空公司
按需自行规划
及建设）

专网接入
设备

专网

专网接入
设备

监管平台 公共平台

接入交
换机

…
…

工业无线
AP

现
场

无线控制
器

RFID

自动识别
设备

激光

自动识别设
备

OCR
自动识别设备

…
…

光学图像
自动识别设备 手持式

终端

LTE/3G/
4G/5G
接入

穿戴式终
端 移动式终端

相关系统

机场生产
网

DCS/SIMS

防
火
墙

航空公司BRS

200万以下
机场端

核心交
换机

机
房

专网接入
设备

专网接入
设备

接入交换机

…
…

工业无线AP

现
场

无线控制器

RFID自动
识别设备

激光

自动识别
设备

OCR自动
识别设备

…
…

光学图像自
动识别设备 手持式

终端

LTE/3G/
4G/5G
接入

穿戴式
终端 移动式终端

相关系统

采集服务器

建设方案—整体架构

机场内部网络

机场—航司网络

小机场—大中型机场
（集团）内部网络

机场内部网络



建设方案-最完整产品系列（10个系列，16种产品）



智能称重输送机

自助行李托运

普通柜台RFID打印机

• 自动/半自动数据采集

• BSM报文比对

• 值机流程的集成纠偏

智能值机终端

交运行李数据精确采集：

建设方案-主要采集节点设备

值机环节



输送线自动识别设备

• 高识别率（≥99%）

• 高跟踪率（≥99%）

• 100%可疑行李跟踪分

流处理

核心专利技术，国际领先：

建设方案-主要采集节点设备

安检环节



✓ 单套分拣效率6000件/小时
✓ 目前行李分拣效率最高的设
备

✓ 集行李分拣和跟踪为一体

✓ 最高速度10m/s
✓ 行李全流程精准跟踪
✓ 缩短行李处理时间，

信息化管理

✓ 自动识别行李标签，识别率
≥99%；

✓ 自动拍摄行李照片；
✓ 绑定行李条码号+行李照片；
✓ 减少弃包行李80%以上

托盘分拣机（TTS）

独立运载系统（ICS）

射频识别

全程跟踪、精准高效：

混合通道识别

建设方案-主要采集节点设备

分拣/存储环节



装车识别及确认可视化分拣

✓ 辅助完成行李装车确认

✓ 行李与装载容器实时绑定

✓ 错误装载/卸载告警提示

✓ 批量实现行李交接确认，错误信息告警提示

✓ 自动打印交接单，代替人工制单

智能行李拖车

智能交接系统

自动采集、提高效率：

建设方案-主要采集节点设备

装车环节



2
自动采集、提高效率：

• 装机/卸机行李信息实时更新与确认

• 错误装机/卸机告警提示

行李上下机识别装置 智能行李拖车

建设方案-主要采集节点设备

装机/卸机环节



2

射频识别中转转码系统混合识别 半自动装/卸载识别

• 自动识别到达行李

• 支持拍摄行李照片

• 绑定行李条码号+行李照片

• 融合光学拍照识别技术

• 普通条码转码打印RFID行李条

• 中转行李进入行李系统后，按出港流程处理和跟踪

自动采集、提高效率：

建设方案-主要采集节点设备

到达/中转环节



机场端平台建设

行李运行监控 航班保障进度

节点进度状态 行李保障详情 KPI指标分析

建设方案-机场端管理平台



重庆机场

首都机场（集团）

大兴机场

兰州机场

西宁机场

格尔木机场

拉萨机场

贵阳机场

杭州机场天府机场

长春机场

二所区域性平台

建设方案-已应用于12个机场（集团），16个项目



项目经理刘涛受到总
书记亲切接见

大兴已加入本次民航局行
李全流程跟踪试点工作

冯局长多次视察北京
大兴机场

IATA全球行李运营总监Andrew Price（753决议行李跟踪项目全球负

责人）和相关领导参观大兴机场行李系统，并赞誉是他见过“最惊
叹（Amazing）的行李跟踪项目”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是全球第一个单纯只

使用RFID技术完成行李处理的机场，针

对不同类型的行李条码识别绑定率稳

定在99.3%以上，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建设方案-大兴机场



建设方案-方案特点

产品性能优异、功能齐全 BHS扩展建设，既满足行李跟踪，
又实现提能增效，一举多得

良好的经济效益和数字资产

◆产品线覆盖所有节点；

◆多环节实时处理决策：

✓ 实时决定行李处理方

式，及智能化预警

◆非常规行李处理：

✓ 登机口行李、紧急拉

下行李等

◆提升分拣效率：

✓ 减少弃包行李80%以上

◆提升运行效率：

✓ 可视化辅助分拣，提高分拣人

员工作效率35%以上

◆提升服务能力：

✓ 行李错运率降低至不足十万分

之一，减少行李赔偿金额

◆提高保障能力

✓ 行李定位与行李拍照功能结合，

实现快速查找行李，保障航班

正点率

◆减少重复投资

✓ 在原来行李处理系统基

础上建设，兼顾行李分

拣与跟踪

◆具有数据完全支配权

✓ 机场单位具有更多的数

据使用权



人脸识别-自主/助托运 智能引导-便捷出行 行李智能分拣 离港行李自动上机

智能导航-便捷出港 机器人智能行李提取-自助提取 到港行李自动卸载 进港行李自动下机

建设方案-未来技术发展方向

流程无人化、无缝全流程跟踪



新技术将改变行李跟踪体系

二所有信心将我国行李智慧化管控技术(包括753全程跟踪)推向国际领先水平。

“民航科技创新示范区”
下设的”航空物流技术研
究中心”，占地56000m²,

设备投资约为4.3亿元。

智能物联感知识别技术研究平台 智能物联网集成应用研究平台 航空物流物联网数据应用研究平台

数字化创新设计与仿真平台 AMR机器人行李处理研究验证平台

建设方案-“民航科技创新示范区”支撑未来科技创新

创新技术应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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