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用多多种种传传感感器器网网络络实实现现可可追追溯溯性性  

近年来对食品的安全管理以及汽车等一系列工业产品的品质管理变得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复杂的

流通渠道中，当务之急就是要确立与产品召回密切相关的可追溯技术，能够立即查明问题的原因。 

该研究室从事相关结构的研究开发，分析在「人」、「物」、「信息」等各个领域实现可追溯性的基

础技术以及追踪收集到的数据来查明其原因。具体来讲就是研究实现可追溯性所必要的一系列技术，

比如使用制定 RFID（无线 IC 标签）等规格的 EPC global 标准化 Gen2 标签来同时读取多个 ID 的

系统；应用主导式 ID 数据收集〃检索系统以及从大量收集到的时间系列数据中提取特定模式

（PATTERN）的挖掘技术等。 

对对「「物物」」的的可可追追溯溯性性  

这项技术对产品而言，就是发生问题时，查明其原因并迅速解决。比如发现汽车有问题时，首先

分析这个问题来锁定引起问题的部件。接着追踪调查这个部件的制造厂商及生产批次。于是通过锁定

有问题的部件、厂商、批次，就能彻底查明根本原因，防止再发生这种问题。再进一步通过逆向追查

使用了有问题的这一批部件的汽车，就能只召回有问题的汽车。以前用车的年型来决定要召回的车辆，

但是像这样实现了部件的可追溯性后，就能将要召回的对象车辆只限定在确实有问题的车辆上，这就

大大降低了成本。 

对对「「人人」」的的可可追追溯溯性性  

这项技术是掌握老人及小孩等弱势群体所在位置等信息，确保他们的安全，让人放心。在老人及

小孩的身上安装上灵敏的 RFID，获取他们所在位置的信息，不仅能知道目前目标人物在什么地方，还

能掌握他们的行动。为了创造让人放心的安全社会，这个领域的追踪技术相反地还可以应用到安防方

面，比如拒绝恐怖分子入镜或者监视性犯罪者的行为等。 

对对「「信信息息」」的的可可追追溯溯性性  

这项技术是用数字数据来实现美术作品上附带的出处证明书。比如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大部分数

据被数字化。因为数字数据很容易被窜改、伪造、盗用，所以很难确保作者的著作权。数据种源是能

够管理〃追踪数字数据生成的经过，以此来证明这些数据的合法制作者和所有者的一种技术。将用于

保护图像、声音数字内容著作权的电子水印等技术与这种数据种源技术结合使用的话，就能得到更有

效的应用。 

 

 

从从业业务务分分析析到到基基础础设设施施配配备备、、数数据据挖挖掘掘，，拥拥有有全全方方位位的的可可追追踪踪技技术术  

 

可追踪技术较大的关键点是理解业务内容以及对应地

提出可利用哪种技术的方案。针对每项业务内容，该研究室

能够理解重要的问题是在何处产生，除了射频识别这种标准

化的技术外，他们还拥有与网络、安全等相关的各种技术。

能够综合提供这些技术是他们的一大特点。 

传感器网络使用各种传感器将温度、加速度、光等信息

数字化。用计算机来解析用于理解现实环境的基础数据，设

计必要的动作。为了执行这个动作，还必须要再从数字命令

列转换成模拟数据，以此来驱动执行结构(向物理运动转换

的结构)。 

在高速公路上采用全速式定速巡航系统，和前面一辆车

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还必须能够跟踪行驶。为此需要将照

相机、超声波传感器、雷达作为传感器，将控制引擎及刹车

的发动机作为致动器，用微型计算机来统一控制这些装置。 

像这样为了将传感器网络的解析结果反馈到现实世界

中，就需要理解数字和模拟两者的特点。另外还需要综合机

械系统、电气系统、信息系统等各种技术。 

该研究室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理解业务内容，根据使用的

用途能够选择最佳的可追踪技术。另外还可以针对收集到的

大量数据进行挖掘，比如存档的同时能够提取必要数据的基

础设施的配备、从数据中提取特定模式（PATTERN），事先

预测问题点等等。 

 

 

打打造造与与人人〃〃物物有有关关的的检检索索引引擎擎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普通人也能制造出各种数据，可以说现在

是信息爆发的时代。今后除了人们发信的信息，传感器网络或 ID 标

签等装置还会自动涌出大量的数据，进而再涌现到社会上。 

该研究室希望开发出有效存储这些信息的技术以及挖掘这些数

据，创造出「社会知识」（社会整体的知识）。比如其中一个目标就

是实现可检索「人」「物」动作的「GOOGLE」。 

全全球球化化的的可可追追溯溯技技术术及及系系统统  

此外如果只能在特定的企业或行业管理可追溯系统的话就没有

意义，因此该研究室希望制造出全球化的可追溯系统。由此就能将

企业逐一从事的 QC（品质管理）活动进行整体化管理，能够把可

追溯性提高到监管技术的程度，以此来飞跃性地改善产品品质。 

他们希望像这样使用可追踪技术及系统，创造对社会有所贡献

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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