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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fasoft
模块化可扩
展自动化
生产设备
中，图尔克
RFID系统
BL ident确
保生产线透
明化管理

2000年，我们将第一套R F I 
D系统用在BMW车身生产中
的西门子V D O环节。”德
国雷根斯堡 Gefasoft 自 动化

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哈拉尔
德·格林鲍尔说，“可以说，我们从
一开始就将这种技术用于工业领域，
是因为这种无线识别技术在我们的工
作中总是一种理想补充。”格林鲍尔
强调。

在Gefasoft 集团内部，雷根斯堡分
公 司 负 责 研 发 、 生 产 和 销 售 主 要 被
用于汽车及半导体行业的复杂的控制
系统。在公司的电子方面，他们也生
产封装和自动测试设备。除了RFID系

统，这里的核心能力还包括现代图像
处理和激光系统的应用。

模块化封装系统

德国上普法尔茨的专家为半导体
行业大客户成功研发了适用于多芯片模
块生产的自动上料及卸料系统。该系统
可连接多个金属丝连接器，同时操控被
连接的芯片模块的质量控制。该机器有
一个模块化设计，它由一个具有三个弹
夹控制站的上料卸料模块组成，传送的
通道在金属线连接器上，同时也在加工
件载体的横向和逆向的输送线上。在机
械手臂传输被处理的芯片模块到好品弹

自 动 回 转 速 度 计
图尔克 RFID 解 决 方 案 BL ident 记 录 Gefasoft 自 动 上 料 及 卸 料 系 统 的 正
确 生 产 工 序

“ 在



数据载体显示每次
产生的或未出现的
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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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之前，借助RF I D系统和图像处理技
术，对芯片模块进行正确配线检测。一
个废品打孔机用一个固定位置上的洞标
记放电部分。

加工件载体和相应工作站配备了
图尔克R F I D系统BL ident，通过P r o f i b u s     

more@

D P 连 接 到 车 间 的 设 备 控 制 系 统 。
目 前 该 机 组 有 6 个 集 成 的 读 写 位 ：
一 个 在 上 料 点 出 口 ； 三 个 金 属 线
连 接 器 前 的 等 待 位 置 各 有 一 个 ；
一 个 在 横 向 运 输 时 使 用 ； 最 后 一
个 在 废 品 打 孔 机 前 。 “ 该 功 能 目 前

Gefasoft 作为生产自动化、影像处理及识别技术专家在汽车及半导体

行业大生产商之间享誉盛名。在RFID使用方面，雷根斯堡经过多年积累

已经获得了大量与不同生产商系统协同工作的经验——在今天他们仍喜

欢将图尔克的BL ident用于他的封装及自动测量设备上。

 快 速 阅 读

上料及卸料工位是
Gefasoft系统的核
心部位

挑战： 
马库斯·米勒项
目工程师必须将
数据载体安装到
加工件金属内



所有组件的装备和处理工作都由加工件上的数据载体（图片上黄色读写头下方）记录

工序步骤记录

Gefasoft 利用 RFID 技术，为了将所
有工序步骤直接记录在数据载体上。
第一个读写位置位于上料设备出口。
这里的数据载体将获得是否成功安装
了所有指定配件并可以继续处理的信
息。如果加工件载体的四个位置有序
上料完毕，那么数据载体的内容显示
为 开 始 处 理 。 每 个 组 件 是 否 被 成 功
处 理 的 信 息 被 添 加 到 下 面 的 处 理 工
作站。最终，在最后一个RFID工作站
上，数据被导出，同时操作员根据每
个工件在数据载体上显示的级别将它
们装进好品弹夹或者坏品打孔机处。
每批生产数据都将存档保存到一个报
告文件中。

总结

G e f a s o f t 自 动 化 生 产 系 统 一
直 在 寻 找 一 种 稳 定 的 模 块 化 可 扩
展 的 ， 而 且 可 容 易 地 连 接 到 控
制 系 统 上 的 R F I D 系 统 。 雷 根 斯
堡 的 专 家 找 到 了 满 足 所 有 要 求
的 一 个 系 统 ， 这 就 是 图 尔 克 的 
B L i d e n t 。 B L i d e n t 甚至还可以战胜
在金属上安装数据载体的困难。对于
哈拉尔德·格林鲍尔来说，继续信赖
BL i d e n t的理由已经足够了：“我们的
经历告诉我们，未来，我们将继续把
图尔克RF I D解决方案应用到我们的系
统中。”这位执行总裁许诺。

阿 希 姆 · 韦 伯
是 德 国 米 尔 海
姆 汉 斯 图 尔 克
有 限 公 司 销 售
专 员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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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经 在 系 统 扩 展 阶 段 得 以 实 现 ， 我
们 也 可 以 选 择 不 同 技 术 进 行 加 工 件
载 体 识 别 。 ” 执 行 总 裁 格 林 鲍 尔 解
释 道 ， “ 但 是 ， 就 系 统 的 模 块 性 和
可 扩 展 性 而 言 ， 我 们 还 是 决 定 使 用 
R  F  I  D 技术。因为该系统可以很容
易地被升级。”

用于金属的数据载体

在决定使用BL i d e n t系统之前，项
目工程师马库斯·米勒对许多供应商的
多种解决方案都进行了测试：“我对图
尔克的系统可以如此的稳定感到非常地
兴奋。”米勒解释道，“使用其他系统
时总是遇到麻烦，不仅是控制系统的连
接经常出现问题，而且稳定性也常有问
题。”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原因就是数
据载体的特殊定位，即直接位于金属加
工件载体内。由于稳定性的原因，加工
件载体只能由表面坚硬的钢制成。

“ 在 加 工 件 载 体 和 数 据 载 体 之
间 ， 我 们 有 一 种 金 属 连 接 体 。 原 本
不 应 该 这 样 ， 但 是 由 于 结 构 条 件 的
限 制 ， 数 据 载 体 既 不 能 采 用 隔 离 式
安 装 ， 也 不 能 安 装 到 其 他 位 置 。 同
时，我们的测试表明，使用图尔克系
统 不 会 出 现 此 类 问 题 ， 可 以 正 常 运
行。”米勒高兴地说。现在，图尔克
提供可以安装在金属表面或内部的特
殊 数 据 载 体 ， 但 在 设 计 者 刚 设 计 出
G e f a s o f t 系统的时候还不能使用。但
现在，该系统在两三倍运转操作下一
直正常运行了近一年的时间，从未停
止过。

“我们的经
历告诉我们，未
来，我们将继续
把图尔克RFID解
决方案应用到我
们的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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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尔德·格林鲍尔， 

Gefasoft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