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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场景现状 – 上下游管理存在信息壁垒，难以协同

供应商

计划 采购 生产 物流

计划滞后 库存超期 产能过剩 运力紧张

制造工厂

经销商 消费者

需求波动

需求传导障碍

节点准确的数据收集

不同环节的数据打通

不足一半的公司掌握其一

级供应商数据信息。

不足2%的公司掌握其二级

供应商数据信息。

---- 麦肯锡，how-covid-19-is-reshaping-supply-chains



行业演进：不断提升信息采集效率，以更低的成本打通上下游

手工账

条码

RFID

ZETag

信息录入效率提升
不断减少人工投入

人工录入
准确性、实时性都
难以保障

直读扫码录入
准确性可以保障
扫码执行力难以保障

群读扫码录入
准确性可以保障
扫码执行力难以保障

自动上报更新
规模量级自动上报
无需人工干预完成信息收集

ü 金属载具适用
ü 大规模单站容量



方案思路：有源ZETag标签主动上报数据，为仓内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智能ZETag标签

盘点数据
进出库判断数据

          WMS系统 

智慧料架/笼
ID：03H89913
实物：无（返空）
供应商：***
启用日期：***
状态：呆滞超72小时

入库管理 库内管理 ...

进出库判断 盘点统计

调拨监测 智能台账

        智能化升级方案

智慧料框
ID：03H89913
实物：螺丝500颗
供应商：***
启用日期：***
状态：正常

人工扫码

进出库扫码 人工清点

人工报表 资产台账

出库管理 基础信息维护

升
级

      原有方案

       出入库指令



供应链仓网方案：资产芯片化、仓网基础设施，云平台可视化呈现

ZETag标签绑定资产 
物流盛具、物流资产

资产标签化芯

仓内盘点签到

通道/库门 出入记录

仓内基础设施

网

为客户提供简单易用的SaaS服务

PC端、移动端进行灵活管理

智能管理云

云

自 主 Z E T A  I P 芯 片 ， 高 性 能 的 同 时 降 低 成 本

仓 库 网 络 基 础 设 施 ， 服 务 供 应 链 场 景



仓网：覆盖工厂、仓库、堆场的物联网基础设施，串联上下游供应链

供应商A

供应商C

循环取货供应商B

本地供应商D

RDCRDC 主机厂

本地供应商E

经销商DC

经销商RDC

实时库存盘点 实时出入核对

为行业客户提供库存盘点和出入库核对服务，并实现跨企业互联互通，建设服务于全链条上下游的物联网基础设施

供应商

生产商

经销商

循环盛具周转效率提升，采购节奏把控，丢失回溯

货物上下游库存管理，销售预测，合理考核、调度

货物库存管理，库龄管理，品类销量分析



基于供应链端到端的容器智慧化管理整体闭环设计

    供应商/3PL

标签ID与物料
SKU等信息
绑定与关联

远程/本地
供应商

标签通过ZETA
大网，实现运输
过程的打卡追踪

在途

入库

标签自动
感应，批
量收货

RDC

收货
储存及
盘点

移库 盘点

自动盘点
如有翻包
则更新

问题物料
拒收

 入库/移库

标签触发自动
识别入库/移库

库内零部件大库

线边入库

产线线边库

盘点

自动盘点

出库 返空

出库

自动识
别出库

  入库

自动识
别入库

返空

料架返空
自动出库

在途跟踪 盘点

环
节

动
作

方
案

网
关
类
型

SDR网关 触发
网关

盘点
网关

触发
网关

盘点
网关

触发
网关

触发
网关

安
装
位
置

纵行提供
ZETA大网 出入库门 出入库门 库内 出入

库门
出入
库门

触发
网关

出入
库门供应商库

盘点
网关

库内



资产管理平台 – 资产盘点 & 流转管理 为基础数据的SaaS服务

提供仓内盘点统计和流转记录

资产盘点：进、出、盘存等数据进行动态整理 流转管理：对资产的移动、交接进行动态记录

全局资产台账 疑似丢失

各个单仓库存 库存“水位”预警

调拨记录追溯 异常流转

周转效率统计 呆滞压仓



价值提现：提升作业效率，全程可视透明，优化管理能力

3 管理优化：监测资产异常流转、长时间滞留，溯源疑似资产丢失环节

2 全程透明：资产位置、作业环节、空满状态动态数据更新，真实透明

1 效率提升：全程无人参与，代替穿透人工交接和盘点



盘点型场景 – 根据场地规模灵活选择网络设施

小型经济超大容量 移动车载

每小时建议吞吐量

60000
发射周期 盘点周期 建议标签容量

5min 20min 5000

15min 60min 15000

30min 120min 30000

每小时建议吞吐量

7200
发射周期 盘点周期 建议标签容量

5min 20min 600

15min 60min 1800

30min 120min 3600

每小时建议吞吐量

7200
发射周期 盘点周期 建议标签容量

5min 20min 600

15min 60min 1800

30min 120min 3600

注：建议吞吐量以1次盘点99.99%成功为标准进行测算



盘点型场景 – 根据场景需求灵活选择标签形态

灵活换电 CU01经济适用 C2A 长期使用 C3A

发射周期 盘点周期 建议使用寿命

常温 低温

5min 20min 18个月 9个月

15min 60min 24个月 12个月

30min 120min 36个月 28个月

发射周期 盘点周期 建议使用寿命

常温 低温

5min 20min 18个月 9个月

15min 60min 24个月 12个月

30min 120min 36个月 18个月

发射周期 盘点周期 建议使用寿命

常温 低温

5min 20min 36个月 18个月

15min 60min 48个月 24个月

30min 120min 60个月 30个月

注：常温、低温的数据环境分别为20℃和-4℃；建议使用寿命与使用工况相关 – 温度变化、震动烈度等



触发型场景 – 针对通道/门实现仓库出入库操作

出入库实时记录 SDR10

内置振动传感器，避免误报
信号不惧金属，避免漏报

触发时延<6s
电池寿命>3年*

触发网关 GF10

专用电池仓，极简更换电池

注：3年为典型电池寿命，该标签电池寿命与出入库次数、日常使用工况关系较大

精确范围，出入记录



感知型场景 – 根据场景需求选择具备感知能力的标签

开箱报警金融监管防拆 温湿度监测

建议使用寿命

常温 低温

12个月 6个月

发射周期 建议使用寿命

常温 低温

10min 1个月 0.5个月

30min 3个月 1.5个月

发射周期 建议使用寿命

常温 低温

5min 18个月 9个月

15min 24个月 12个月

30min 36个月 28个月

注：常温、低温的数据环境分别为20℃和-4℃；建议使用寿命与使用工况相关 – 温度变化、震动烈度等

叉车工况监测

注：纸电池无法支持0℃以下工作

AAA电池，便捷更换

接叉车电源，监测叉车
开机、运行状态

米级定位

发射周期 建议使用寿命

常温 低温

15min 18个月 9个月

30min 24个月 12个月



对比RFID方案，无需持续的人工投入，不依赖上下游配合支持

ZETag标签
RFID标签

无源RFID 有源RFID

金属材料 √ × √

单仓盘点 √ × ○

自动更新 √ × ○

无人化能力 √ × ○

上下游协同 自动读取 依赖上下游人工 自动读取

固定投资 少量固定网关（10000㎡） 扫码枪（5㎡） 大量固定接收器（200㎡）

读取距离更远 主动发射防漏读 固定读取设备少 全链路无人

* ○代表可以技术上可行，但实际场景难以落地



案例1 – 汽车供应链：全体系料架料笼全局盘点

VMI 主机厂供应商

干线 短驳

空箱 空箱

对供应商

• 资产分布

• 异常流转

• 丢失找回

对主机厂

• 全链库存

• 自动收发



厂内出入库自动识别+自动盘点，为WMS提供数据支撑

CMA出库至线边

移库

单件
零件
领用

RDC库房

入库

ZETag

产线线边

零件消耗
料架
返空

盘点
ZETag

ZETag

厂内零部件库房

入库

ZETag

移库

ZETag

库房出库至CMA

RDC出库至线边

触发网关

叉车/拖车

人工手推

触发网关

人工手推

叉车/拖车

人工手推

触发网关

RDC  零部件大库      线边库

ü 满笼出入库自动识别
ü 空笼入库识别
ü 库内盘点

ü 满笼出入库自动识别
ü 库内盘点

ü 满笼入库自动识别
ü 空笼出库自动识别
ü 库内盘点



案例2 – 电商物流：电商物流托盘管理

始
发
地

到仓中心A仓
目
的
地

目
的
地

仓储C仓仓储B仓
人工搬运/车辆携带

托盘回收

板货运输

【总台账140000】

二次防呆验证：电子芯片流转+移动系统流转双重认证

系统端 网关端 芯片端
系统端 到仓A操

作员
司机 仓储B操

作员

电
子
芯
片

手
机
系
统
端 仓储C操

作员

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模式 呈现系统账目流

托盘智能周转卸货，无法高位存储，最终回归到仓中心进行流转



案例3 – 快递：快递快运笼车等站点资产管理

56个分拣/转运中心1000+个站点 200+个中转场

站点间流动 场内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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