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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糊视觉技术的车辆监控系统设计

毕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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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的车辆监测系统进行大型车辆监控的过程中&容易受到环境不可控因素的影响&造成监控过程形式单一&对车辆细节识

别准确度较低$提出基于模糊视觉技术的大型车辆监控系统设计方法$系统由硬件和软件这两部分构成$硬件部分以
\-V.

为控制核心

进行了设计&重点对交通图像的采集模块-缓存模块-摄像机方案-监视器方案和嵌入式处理器方案进行阐述$软件部分首先对图像进

行预处理消除图像中的噪声&引入车辆细节模糊视觉特征识别模型表示外界随机因素的干扰&根据模型的输出结果计算车辆细节特征的

像素密度&能够对车辆的细节状态进行准确识别$实验结果表明&利用设计的监控系统对大型车辆进行监控&能够有效提高监控的准确

率&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关键词!模糊视觉$大型车辆$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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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交通运输网络建设规模的逐渐扩大&对于行驶过程

中的大型车辆的监控要求也越来越高+

$

,

%大型车辆在道路上

行驶的过程中&道路管理中心需要准确识别大型车辆的细微

特征和车牌号码等&为交通管理工作提供准确依据+

"

,

%因

此&大型车辆的监控系统的设计方法&已经成为交通管理领

域需要研究的热点问题+

(

,

&受到很多专家的重点关注%当前

阶段&主要的大型车辆监控系统设计方法包括基于图像色彩

特征算法的大型车辆监控方法+

%

,

-基于图像灰度差值算法的

大型车辆监控方法和基于图像分割算法的大型车辆监控方

法+

)

,

%其中&最常使用的是基于图像灰度差值算法的大型车

辆监控方法+

*

,

%由于大型车辆监控系统设计方法在道路管理

领域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成

为很多专家重点研究的课题+

'

,

%

D

!

车辆监控系统硬件设计方案的提出

DFD

!

监控系统的总体方案设计

车辆监控系统主要由图像采集模块-控制模块和储存模块

构成%构成了基于
\-V.

为控制核心的大型车辆图像监控系

统%当监控系统启动运行时&

\-V.

从外部储存器自动加载程

序&

0

"

H

模块对
8K&

进行初始化配置&

\-V.

由
;0K

获取图像

信号&将原始信号数据 !

Z.4

"转换为
ZVW

格式的信号%帧

缓冲模块同时将相邻的两幅图像数据输入到
KDZ.[

&然后对

这两幅图像的差值进行比较&如果差值超过预设的闭值&则表

明检测到监控区域出现动态目标&系统就会自动采集图像并储

存在
KD

卡中%

图
$

!

监控系统整体框架图

DFE

!

主控
K/P@

功能模块设计

\-V.

模块的主要功能是对车辆图像数据进行采集-格式

转换和车辆图像监控%利用图像传感器
[,V[#$$

进行大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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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的图像采集&该传感器的输出分辨率是
$"+#

-

$#"%

XX

$

%

[-,#$$

芯片输出的信号分别为(

10XI<.10D

用来描述行信

号&

-0/;1h

用来描述图像像素的时钟信号&

DG_,&UDG_,G

用来描述
$#

位的图像信号数据%

\Z.[I<.10D

用来描述图像

有效的帧信号%通常情况下&采集的车辆图像从第一行第一列

开始&在
-

点从
;1h

信号的上升沿按照顺序输出&输出的是

ZVWW2

Q

BC

格式的图像%利用
W2

Q

BC

模式能够从单独平面中获取

彩色图像%

[-,#$$

芯片输出图像信号的过程是渐进扫描的过

程%大型车辆的图像数据被行和列的消隐信号包围&行消隐信

号由
G/#)

和
G/#'

这两个寄存器控制&列消隐信号由
G/#*

和

G/#+

这两个寄存器控制%

DFG

!

图像缓存模块设计

图像缓存模块主要由
KDZ.[

控制器-

\0\G

电路和相关

控制电路构成%

KDZ.[

控制器的主要功能是控制外部

KDZ.[

的输入'输出操作%

\0\G

电路的功能是控制图像信号

的输入和输出&由
(

个
\0\G

构成&其中
"

个控制输出&

$

个

控制输入&容量为
)$"35A

&位宽为
"%35A

%输入的车辆图像信

号的 位 宽 为
"%35A

&图 像 数 据 被 输 入 到
\0\G

&

\0\G

向

KDZ.[

控制器发送图像数据&

KDZ.[

根据控制电路产生地

址并将图像数据写入到
KDZ.[

%车辆图像数据进行输出时&

控制器从
KDZ.[

读出&并通过控制电路产生地址&将车辆图

像数据发送到
\0\G

%

在对行驶中的大型车辆实时监控的过程中&通常根据背景

减法和帧差法对车辆细节进行有效监控%利用背景法进行背景

更新的过程中&需要根据图像的平均值方法进行背景更新%

DFH

!

监视器选择

监控器的主要功能是&对各个监控点摄像机采集的车辆图

像进行显示%为了满足大型车辆清晰度的要求&本文采用三星

公司生产的
WK%*.%*

英寸的监视器&该型号显示器的分辨率

是
$"+#l$#"%

EE

5

&响应时间为
)F:

&能够表现更清晰的细

节&具有良好的降噪功能&能够有效消除画面的残影%

DFI

!

嵌入式处理器的设计

X58:00

是
.JABC2

生产的
("

位
Z0K;

嵌入式处理器&其性

能超过
"##D[0-K

%它由
(

个不同的内核构成%

],.V

调试模

块能够通过远程监控主机实现
X58:

&

处理器的芯片控制-调

试和通讯功能%同时&

X58:

&

;-_

还具有较强的扩展性能&

可以增加外围硬件&用于执行复杂的运算任务%

.P2J86

交换

式总线能够实现处理器-外围设备和接口电路之间的网络连

接&同时提供高带宽数据路径-多路和实时处理能力%

E

!

引入模糊视觉技术的图像处理软件设计

大型车辆监控系统的软件设计主要包括两部分的内容&分

别是大型车辆监控图像的预处理和基于模糊视觉技术的车辆细

节识别%其详细方法如下所述%

EFD

!

大型车辆监控图像的预处理

由于采集到的大型车辆监控图像会受到各种外部环境的干

扰&因此&图像中会存在大量噪声&需要利用卡尔曼滤波方法

进行滤波处理&提高车辆监控图像的准确性%

利用下述公式能够对大型车辆监控图像进行滤波处理(

.

!

X

&

H

"

'

Y:S

1

,

!

X

*

9

&

H

*

?

"&!

9

&

?

4

8

"2 !

$

"

式中&

.

!

X

&

H

"用来描述车辆图像 !

X

&

H

"像素点进行滤波处理后

的灰度值%

,

!

X

&

H

"用来描述初始车辆监控图像!

X

&

H

"点处的灰

度值%

8

用来描述邻域窗口大小&正常取值为
%

0

%

%

对采集的大型车辆监控图像进行卡尔曼滤波处理后&然后

进行图像二值化处理%通过运算获取车辆细节特征图像在全部

图像中占用的比例%首先设置细节特征图像的像素阀值&设置

细节特征图像像素在全部图像中占用的比例是
2

&则其余图像

的比例是
$

)

2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所述%

$

"利用下述公式能够获取大型车辆细节特征像素点在全

部图像中占用的比例(

2

'

U

:

U

!

"

"

式中&

U

:

是车辆细节特征像素数目&

U

是全部图像中的像素数

目%

"

"利用下述公式获取大型车辆细节特征像素的灰度系数(

2

$

'

U

$

U

!

(

"

式中&

U

$

是在大型车辆细节特征图像灰度值中&特定关键像素

$

的数目%

(

"利用下述公式能够获取细节特征像素分布系数(

2

9

'

%

9

$

'

$

2

$

!

%

"

!!

%

"利用下述公式能够获取大型车辆监控图像二值化处理

后的像素阈值(

!

4

'

1

9

1

F56

9

2

9

)

2

2 !

)

"

!!

通过上述方法&能够实现大型车辆监控图像预处理&为大

型车辆细节特征的识别提供了准确的依据%

EFE

!

车辆细节特征的识别软件算法

根据模糊视觉技术的相关原理&利用模糊视觉特征像素密

度方法能够对大型车辆的细节特征进行准确识别&具体方法如

下所述%

设置
A

!

I

&

@

"是大型车辆监控图像的中心点像素的坐标&

利用下述公式能够进行正交解码处理(

A

!

I

&

@

"

'

B

!

I

&

@

"

*

C

!

I

&

@

" !

*

"

式中&1

B

!

I

&

@

"2用来描述均匀分布参数&1

C

!

I

&

@

"2是非均匀分

布参数%

利用下述公式能够建立模糊视觉特征识别模型(

C

!

I

&

@

"

'

L

!

I

&

@

"

*

%

!

2

&

,

"

4

D

3

!

2

&

,

"

!

I

&

@

" !

'

"

式中&

3

!

2

&

,

"

!

I

&

@

"用来描述非均匀随机场&

L

!

I

&

@

"用来描述均

匀随机场%

根据上述模糊视觉特征识别模型的输出结果&能够获取特

征的像素密度函数&完成大型车辆的细节特征识别%具体方法

如下所述%

在大型车辆细节特征图像中随机选取一列图像像素&设置

关键像素的数目是
E

&像素行数是
L

&则利用下述公式能够获

取每行像素的数目(

V

'

E

D

!

+

"

!!

设置获取的细节特征图像像素数目是
(

'

")*

&像素的总面

积是
F

&利用下述公式能够获取细节特征像素密度特征参数(

0'

V

-

F

$#(

!

&

"

!!

设置细节特征像素密度的特征参数阈值是
-

&利用下述公

式能够实现大型车辆细节特征的识别(

0

#

$

是细节特征像素

0

'

$

1

不是细节特征像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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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糊视觉技术的车辆监控系统设计
#

"+$&

!

#

!!

根据上面阐述的方法&能够对大型车辆监控图像进行预

处理&消除图像中的噪声&提高了图像的分辨率&建立模糊

视觉特征识别模型&实现了大型车辆细节特征的识别%完成

了软件方面对大型车辆监控的设计%软件设计的流程图如图

"

所示%

图
"

!

软件设计流程图

G

!

实验结果及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设计的大型车辆监控系统的有效性&需要进

行一次实验%实验过程中&分别利用不同算法对采集的大型车

辆监控图像进行处理%利用传统系统获取的大型车辆监控图像

能够用图
(

进行描述%

图
(

!

传统监控系统处理的图像

利用本文系统获取的大型车辆监控图像能够用图
%

进行

描述%

图
%

!

本文监控系统处理的图像

从以上实验结果能够得知&利用本文算法进行大型车辆监

控图像处理&获取的图像的清晰度要明显高于传统监控系统&

充分体现出本文系统的优越性%在实验过程中&随着天气的恶

劣程度的不断提高&利用不同算法获取的结果能够用表
$

进行

描述%

根据表
$

中实验结果能够得知&随着天气恶劣程度的不断

增加&利用传统系统进行大型车辆监控&车辆上的很多细节特

征发生严重的丢失现象&不能进行大型车辆细节特征的有效识

别$利用本文设计的监控系统对大型车辆进行监控&能够对车

辆图像进行有效预处理&并建立精确的模糊视觉特征魔性&通

过模糊视觉特征密度计算&获取的大型车辆细节特征准确率结

果要远远高于传统监控系统&具体较强的稳定性&充分体现出

本文系统的优越性%

表
$

!

不同系统对车辆细节特征监控准确率对比

实验次数 天气恶劣参数

监测准确率'!

`

"

传统算法 本文算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

!

结束语

针对利用传统的车辆监测系统进行大型车辆监控的过程

中&无法避免由于天气存在较强的不确定性&造成监控图像

清晰度较差&导致对大型车辆细节识别准确度降低的弊端%

为此&提出基于模糊视觉技术的大型车辆监控系统设计方

法%对监控系统的硬件部分和软件部分进行了设计%硬件部

分对车辆监控系统的采集模块-缓存模块-摄像机方案-监

视器方案-和嵌入式处理器方案进行详细阐述$软件部分首

先对图像利用卡尔曼滤波法进行预处理&消除图像中的噪

声%建立车辆细节模糊视觉特征识别模型&根据模型的输出

结果计算细节特征的像素密度&能够对大型车辆的细节进行

准确识别%实验结果表明&利用本文设计的监控系统对大型

车辆进行监控&能够有效提高监控的准确率&对道路管理提

供了准确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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