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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提高航标器材管理的工作效率， 提出了基于二维码识别技术的航标器材精细化管理方法。
运用二维码识别技术， 联通管理流程模块， 实现航标器材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使航标器材从购置、 建账到

报废处置等所有过程均得到有效控制。 器材精细化管理可减少航标周转器材出现丢失损坏情况， 进一步提

升器材周转利用率， 降低维修成本， 提高航标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和自动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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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航标器材管理［１］是海上航标管理机构实现航标日常巡检、 维护、 保养、 抢修以及突发情况处置的基础

工作， 是航标处日常业务管理［２］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周期是指器材从采购入库、 出库、 安装、 返修、
修复、 丢失、 寻回、 报废等一序列完整的器材生命周期［３］ 。 已有的航标器材管理方式仅能实现对各仓库的

器材进行仓储库存量化式管理［４ －５］ ， 无法现实对灯器、 蓄电池、 太阳能板、 雷达应答器、 ＡＩＳ 终端等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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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器材的个体精细化管理［６］ 。 传统的器材出入库［７ －８］管理因缺少对器材丢失、 器材寻回及航标现场库等

流程流转管理， 导致对现场库的器材管理没有着力点， 流程也无法形成完整的闭环管理， 存在信息采集不

及时、 数据格式差异， 极易造成仓库数量与实际账目不一致， 影响器材仓库的运行管理。
本文针对原来航标器材管理系统的流程和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改进后的航标器材精细化

管理流程和模式。 运用二维码识别技术［９ － １０］ ， 联通管理流程模块， 实现航标器材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使得航标器材从购置、 建账到报废处置等所有过程均得到有效控制， 将改变长期以来器材管理部门对

航标器材管理困难的局面。

１　 航标器材精细化管理流程的构建
１ １　 传统航标器材管理系统的架构与流程

传统的航标器材管理系统架构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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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原航标器材管理架构

Fig.1 Flow chart of original AtoN equipment management system

每类仓库根据实际需求再划分若干子仓库进行器材库存管理， 器材在仓库间的存储与发放通过采购

入库、 一级出库、 二级出库、 生产出库、 返修等 ８ 个环节进行， 每个环节的出入库流程如图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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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航标器材精细化管理流程的构建

对系统顶层结构进行优化设计， 在原器材仓库及出入库流程的基础上， 新增航标丢失库和构建航

标现场库， 同时改造了器材生产出库、 返修管理两个流转环节， 新增器材生成回库、 丢失管理和复活

管理三个流转环节， 实现了航标器材在信息系统流转的闭环管理。 对航标现场库进行细化管理， 将航

标器材管理精细到个体航标。 改造后的管理构架图如图 ３ 所示。 精细化管理流程图如图 ４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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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流程再造航标器材管理架构

Fig.3 Process reengineering management structure of AtoN equipment

图 4 精细化管理系统流程图

Fig.4 Flow chart of refined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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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管理流程增加了器材的在途状态， 用于解决器材实际已经从来源仓库出库但还未进入目标仓

库的运输配送途中的状态， 或者管理员未及时在网上系统确认更新库存时的状态， 便于区分实物与系

统库存的误差。

２　 航标器材二维码技术运用
航标器材二维码生成规则： 根据供应商名称， 系统自动截取前 ５ 位英文字母； ２ 位器材类别；

８ 位采购时间及自动生成的 ３ 位唯一编码。 如 “ ＷＺＬＴＨＳＤ２０１８１２３１００１”。 把此编号按照二维码规则

转化成二维码图像， 并将所得图像激光打印在航标器材上， 作为航标器材的唯一 “身份证号”。 器材

激光打印二维码流程如图 ５ 所示。
新购置的航标器材在采购入库时会根据二维码生成规则自动生成二维码信息， 通过标签制作系统

连接二维码打印机， 激光打印二维码图像到航标器材外壳上， 在航标器材出库、 返修、 修复、 报废等

出入库管理流转过程中， 仓管员利用二维码扫描枪识别器材二维码信息， 完成器材出入库流转。
海上的部分器材， 因缺少二维码信息则无法在系统中进行器材个体跟踪， 此时， 需要与厂家原有

的唯一序列在用号进行绑定， 在器材回库或者返修子流程中重新生成二维码。
将二维码与序列号绑定， 可以增强二维码的可靠性， 有效避免因海上特殊环境造成二维码损坏而

导致信息丢失， 确保了航标器材二维码信息的可追溯性。

图 5 打印器材二维码流程图

Fig.5 Flow chart of print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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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航标器材精细化管理的实现效果
器材出入库管理以来源仓库和目标仓库之间的器材流转为链路， 以器材二维码标识的个体为节

点， 通过 “入库生码”、 “出库扫码”， 实现对重点关注的航标器材的出入库管理。 在航标现场安装时

进行二维码器材个体与航标绑定， 在海上回库返修时进行二维码器材个体与航标解绑， 从而实现航标

器材出入库的全生命周期、 全过程的精细化管理。
１） 实现器材追踪定位。 通过扫描二维码， 识别器材出入库信息， 包括器材在采购入库、 一级出

库、 二级出库、 生产出库、 丢失管理、 复活管理、 返修管理、 修复管理、 报废管理等全过程。 从而留

下了器材的出入库轨迹， 提高了航标器材盘点效率和精准率， 进一步提升器材周转利用率。
２） 实现在途单据跟踪。 在器材出入库过程中引入器材在途状态， 用于解决器材已经从来源仓库

出库， 但还未进入目标仓库的运输途中状态， 或者管理员未及时在网上系统确认更新库存时的状态，
此部分二维码将被标记为锁定状态。 器材在出库时， 系统提醒此器材被锁定无法出库， 从而避免了器

材的重复出库或者出库异常情况， 解决了仓库实际账目和库存不一致问题， 实现了器材单件精细化管

理目标。
３） 判断器材耐久性。 在器材出入库过程中标记每个器材的首次入库及出库时间节点， 在航标器

材周期性更换时， 计算每个器材使用时限， 为制定下一个年度采购计划提供信息决策支持。
４） 判定供应商器材质量好坏。 通过器材的耐久性和器材故障率两方面来实现对航标器材质量好

·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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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的判定。 如一体化灯器出现自身引起的故障， 标记成 “遥测异常”、 “电流电压异常”、 “灯器自身

进水” 等， 在器材信息系统提供一个查询界面， 统计不同供应商的同类器材在某一时间段内发生故

障的比例， 发生故障比例越高， 则说明该供应商的器材质量较差， 反之该类器材的质量较好。

４　 结束语
通过对现有航标器材的流程再造， 引入器材二维码识别技术， 进行航标器材出入库管理， 并结合

“在途状态” 进行器材个体跟踪及处置， 同时， 引入现场库、 丢失库的先进管理理念， 并在实际运用

中将器材二维码与航标进行绑定与解绑， 实现航标器材单件精细化管理。 通过对重点关注的航标器材

单件进行唯一二维码标识， 在实际出入库管理的每个环节进行 “入库生码， 出库扫码”， 使航标器材

“有轨迹” “有履历” “有生命”， 实现了航标器材的全周期精细化管理， 解决了基础信息采集和统一

数据标准的问题， 提高航标器材盘点效率和精准率， 为航标管理提供科学的数据保障， 提升航标管理

的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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