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控制技术
计算机测量与控制．２０１８．２６（９）　

犆狅犿狆狌狋犲狉 犕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牔 犆狅狀狋狉狅犾　


　
·１１７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 ０６ １３；　修回日期：２０１８ ０７ １６。

作者简介：丁亚飞（１９８９ ），女，河南平顶山人，硕士研究生，主

要从事人工智能，视觉物联网方向的研究。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 ４５９８（２０１８）０９ ０１１７ ０４　　ＤＯＩ：１０．１６５２６／ｊ．ｃｎｋｉ．１１－４７６２／ｔｐ．２０１８．０９．０２５　　中图分类号：ＴＰ９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视觉物联网下智能养老监控系统信号控制技术

丁亚飞，王启明，王飞飞
（平顶山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河南 平顶山　４６７０００）

摘要：传统控制技术仅适用于无信号干扰，在有其它信号干扰条件下的控制效果较差；文章提出了视觉物联网下智能养老监

控系统信号控制技术；设计信号控制流程，并对信号进行分发处理；根据节点密度来估计信号分发情况，在视觉物联网环境下，

记录并统计每个节点受到信号影响而传输延迟的时间，选择一条最短路径，作为信号分发处理方案；采用自适应联合滤波信号定

位方法，将分发处理后的信号自动推算传递方向，利用影像编码器可获取信号传递位置，并对其定位所产生的误差进行适当补

偿，访问区域性子模块，实现对有效信号的控制；由实验结果可知，该技术最高控制效果可达到９０％，为养老监控系统信号的

控制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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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视觉物联网包含网络的感知功能，可利用不同影像来

获取传感器中的数据，其中包括监控摄像机中的数据、手

机中的数据、数码相机中的数据等。一旦获取人、物等图

像或视频中的视觉数据，需直接提取视觉标签，采用智能

分析方法对视觉物联网下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处理，为后续

研究提供支持［１］。在最近几年全球人口普查过程中发现，

我国老年人口以每年３％的速度快速增长，养老机构的老年

人占９０％，为了保证老人生命安全，设置智能养老监控系

统是具有必要性的［２］。

研究智能养老监控系统信号控制技术，在信号检测和

测控等方面具有广阔应用前景。采用传统方法设计的智能

养老监控系统信号控制技术受到存在控制效果差的问题，

不适用于现场监测的应用需求，在该系统中经常出现其它

信号干扰的问题，影响了监控系统控制实效性，导致对信

号的稀疏程度无法进行有效控制［３］。为此，提出了视觉物

联网下智能养老监控系统信号控制技术。视觉物联网是通

过视觉传感器和信息传输来智能区分人和物的，按照实际

需求，将任何拍摄到的信息与智能物联网相连接，实现信

息的交换，进而完成对信号的跟踪、定位与控制。

１　监控系统信号控制技术研究

传统智能养老监控系统信号控制技术采用红外线扫描

方式，对养老院的人或物进行区分，进而实现对信号的控

制。该技术容易受到外界信号的干扰，导致控制效果变

差［４］。因此，提出了自适应联合滤波控制方式，融合滤波

控制算法，由视觉系统估计值来进行定位控制。具体流程

如图１所示。

由图１可知：经过采集器采集到的信号传递到数据转

换器中，利用转换器完成信号向数据的转换，方便后续研

究。将转换后的数据传递给处理器中，进行初始化处理，

该部分的数据具有实效性和精准性，为此，对该数据进行

融合计算，确定信号位置，由此完成对信号的控制［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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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信号控制流程

１１　基于视觉物联网的信号分发

在视觉物联网环境下采集的信号是建立在各个采集节

点环境变化基础上实现的，当采集时间为犜１ 时，采集节点

是以周期犆变化形势来预测 ［犜１，犜１＋犆］时间段内信号密

度的，通过分析信号密度来获取视觉物联网下的信号实时

变化情况。根据采集节点密度来估计数据分发结果，沿着

当前网络出现的信号干扰，计算信号传递的时间，其中记

录途径各个节点受到的传输延迟时间，进而选择一条最短

路径，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６］。针对信号分发具体过程如

下所示：

１）监控使用者应先注册用户名，并登录管理平台，根

据管理者搜索的关键字来查看相应监控影视文件；

２）管理者在客户端打开影视文件，需通过超文本传输

协议来连接信号追踪器，此时的管理者需通过计算机向服

务器发送请求，进而获得影像文件表；

３）在客户端获取影像文件表，利用采集到的节点信

息，实现信号连续分发；

４）管理者向追踪器发送已经分发的信号信息，此时的

系统自行更新影像文件表，进而完善各个影像文件表分发

信息；

５）当客户端完成信号分发后，需在物联网环境下停留

一段时间，否则将会给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利用信号分发

控制机制，对节点进行尝试性连接，可有效防止系统功能

衰竭［７］。

在跟踪服务器中添加信号分发控制，可统计管理者信

号传输的总量，分发信号量较多的管理者，将被赋予最高

权限；反之，分发信号量较少的管理者，将被赋予较低权

限；而对于不分发的管理者，将无权限，也就不具有信号

控制资格［８］。该分发机制为信号定位与控制奠定了基础，

充分保证信号分发控制系统的实效性。

１２　自适应联合滤波信号定位

采用自适应联合滤波信号定位方法，可有效改善传统

技术受到其它信号干扰的影响，自动推算定位递增累计的

信号传递方向，通过对采集的影像进行处理，可得到信号

传递的方向偏差α狀，通过影像编码器可获取信号传递的距

离犛狀。自适应联合滤波信号定位方法如图２所示。

由图２可知：（犪０，犫０）是时间为狋狀 时信号发射的初始

图２　自适应联合滤波信号定位方法

位置［９］。

当时间为狋狀时，信号所在位置 （犪犻，犫犻）为：

犪犻＝犪０＋∑
犻－１

狀＝０

犛狀ｃｏｓα狀 ＝犪犻－１＋犛狀－１ｃｏｓα犻－１

犫犻＝犫０＋∑
犻－１

狀＝０

犛狀ｃｏｓα狀 ＝犫犻－１＋犛狀－１ｃｏｓα犻－１

（１）

　　根据上述计算方法，在每一个采样周期内，如果信号

位置估算取决于上一个周期，那么覆盖以前周期有关的误

差就会变得异常困难，因此，应对信号定位所产生的误差

进行适当补偿，保证信号定位的有效性，为信号控制技术

的实现奠定基础［１０］。

１３　养老监控系统信号控制技术的实现

综合上述研究的信号定位机制来实现养老监控系统信

号的控制，该部分的实现过程如３图所示。

图３　养老监控系统信号控制实现过程

由图３可知：需先登录监控系统，完成对用户的认证，

根据获取的权限，对管理者划分等级。只有满足阈值范围

内的管理者，才可对信号进行直接定位；如果不满足阈值

范围内的管理者，则被强制退出。区域性访问控制子模块，

计算该区域监控影像文件的信誉度，如若满足要求，则对

其产生的信号进行监控［１１］。

当管理者登录系统后，系统会赋予管理者新的权限和

角色，主要用于对监控影像的查看，而系统内部自动传达

查看命令。监控系统会自动判断信号是否满足控制监控影

像信号范围，如若满足，则该管理者具有查看监控影像的

权力。在管理者查询影像的过程中，系统需同时监控管理

者行为和可信度，其中管理者行为是所有监控子模块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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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行为。在对信号控制过程中，该行为会判断出信号

的有效性和无效性，如果为有效性，则可直接对其进行控

制；如果为无效性，则需强制管理者停止控制，并重启监

控系统，由此实现对视觉物联网下智能养老监控系统信号

的控制。

２　验证分析

设计实验验证分析视觉物联网下智能养老监控系统信

号控制技术的可靠性，并根据实验内容得出实验结论。

２１　实验条件设置

２．１．１　实验环境

采用Ｃ语言作为实验开发语言，构建面向物联网环境

下的安全访问机制实验环境，将 Ｗｅｂ作为主要服务装置，

ＳＱＬ数据库作为实验数据库，从该数据库中直接选取实验

数据，保证实验数据的不间断性。将密钥安置在服务程序

之中，使每一台主机都有四个内核处理器和１６ＧＢ的内存，

通过千兆以太网实现主机之间的连接。

２．１．２　实验参数

利用Ｃ语言实现智能养老监控系统信号控制技术的研

究，设计实验来验证该技术的可靠性，为此，需设计实验

参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实验参数

参数 参量

管理平台 ＩｎｔｅｌＸｅｏｎ

信号虚拟

发射机
ＦＰＶ５．８Ｇ２００ｍＷＴＳ３５１

接收机 ＲＣ８０５

主机ＣＰＵ ６４ＧＢ

数据交换机 全千兆交换机

控制器 ５个

监控 ５台

该实验配置包括５台相同配置的监控，在其中一台上

安装信号管理平台，该平台包括共享分发控制功能和信号

追踪功能，在剩下的４台监控中分别配置信号虚拟发射机

和接收机，总共８台虚拟发射机和接收机作为下载节点，

与种子资源共同构成信息资源分发环境。

２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验证该技术应用的可靠性，将传统技术与视觉物

联网下的控制技术分别在同频干扰、互调干扰、杂散干扰

和邻道干扰下，对智能养老监控系统信号控制效果进行对

比分析。

２．２．１　同频干扰

同频干扰指的是不同监控器拍摄的覆盖重叠部分，其

场强是分别来自各个监控器中信号的场强之和，受到信号

传播途径、传播介质和发射设备的不同，导致各个监控器

所发出的信号与理论上发出信号的时间不一致。说明各个

信号之间存在时延误差，进而产生各个信号的相对相位差。

正是由于相位差的存在，使得各个重叠区域的信号受到同

频干扰，直接影响系统正常监控。采用视觉物联网下的控

制技术不会受到同频干扰，而传统技术会受到同频干扰影

响，导致控制效果较差，为了验证该点，将两种技术进行

对比，结果如图４所示。

图４　同频干扰下两种技术控制效果对比

由图４可知：两种技术最初控制效果都大于等于８０％，

随着同频信号的干扰逐渐下降。当同频干扰信号强度为５０

Ｈｚ时，传统技术控制效果为７９％，视觉物联网下控制技术

的控制效果为８３％；当同频干扰信号强度为１００Ｈｚ时，传

统技术控制效果为７０％，视觉物联网下控制技术的控制效

果为８２％；当同频干扰信号强度为１５０Ｈｚ时，传统技术控

制效果为６０％，视觉物联网下控制技术的控制效果为８１％；

当同频干扰信号强度为２００Ｈｚ时，传统技术控制效果为

６０％，视觉物联网下控制技术的控制效果为９０％；当同频

干扰信号强度为２５０Ｈｚ时，传统技术控制效果为５５％，视

觉物联网下控制技术的控制效果为８０％；当同频干扰信号

强度为３００Ｈｚ时，传统技术控制效果为４０％，视觉物联网

下控制技术的控制效果为８２％。由对比结果可知，在同频

干扰下，采用视觉物联网下控制技术比传统技术对信号的

控制效果要好。

２．２．２　互调干扰

互调干扰指的是受到其它设备产生的频率干扰，使射

频信号在某台发射机中产生了新的频率特性，该具有非线

性属性。采用视觉物联网下的控制技术不会受到互调干扰，

而传统技术会受到互调干扰影响，使控制效果较差，为了

验证该点，将两种技术进行对比，结果如图５所示。

图５　互调干扰下两种技术控制效果对比

通过图５所示的对比结果可知：当互调干扰等级为１

时，采用传统技术控制效果为５０％，而采用视觉物联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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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技术的控制效果为９０％；当互调干扰等级为２时，采

用传统技术控制效果为３８％，而采用视觉物联网下控制技

术的控制效果为８２％；当互调干扰等级为３时，采用传统

技术控制效果为３７％，而采用视觉物联网下控制技术的控

制效果为８１％；当互调干扰等级为４时，采用传统技术控

制效果为３６％，而采用视觉物联网下控制技术的控制效果

为８１％；当互调干扰等级为５时，采用传统技术控制效果

为３５％，而采用视觉物联网下控制技术的控制效果为８０％；

当互调干扰等级为６时，采用传统技术控制效果为３０％，

而采用视觉物联网下控制技术的控制效果为８０％。由对比

结果可知，在互调干扰下，采用视觉物联网下控制技术比

传统技术对信号的控制效果要好。

２．２．３　杂散干扰

杂散干扰指的是由于发射机频率器的滤波特性较差，

使发射机的二次和三次谐波分量出现了杂波辐射信号。若

发射机装置指标不合理，则会使载波中心的噪声分布变宽，

甚至在几兆赫兹的频带内形成干扰杂散信号。采用视觉物

联网下的控制技术不会受到杂散干扰，而传统技术会受到

杂散干扰影响，使控制效果较差，为了验证该点，将两种

技术进行对比，结果如图６所示。

图６　杂散干扰下两种技术控制效果对比

通过图６所示的对比结果可知：当杂散干扰为３０Ｈｚ

时，采用传统技术控制效果为６０％，而采用视觉物联网下

控制技术的控制效果为７５％；当杂散干扰为６０Ｈｚ时，采

用传统技术控制效果为７０％，而采用视觉物联网下控制技

术的控制效果为７１％；当杂散干扰为９０Ｈｚ时，采用传统

技术控制效果为７０％，而采用视觉物联网下控制技术的控

制效果为７０％；当杂散干扰为１２０Ｈｚ时，采用传统技术控

制效果为７２％，而采用视觉物联网下控制技术的控制效果

为６９％；当杂散干扰为１５０Ｈｚ时，采用传统技术控制效果

为７０％，而采用视觉物联网下控制技术的控制效果为６５％；

当杂散干扰为１８０Ｈｚ时，采用传统技术控制效果为５５％，

而采用视觉物联网下控制技术的控制效果为６２％；当杂散

干扰为２１０Ｈｚ时，采用传统技术控制效果为４２％，而采用

视觉物联网下控制技术的控制效果为７５％。由对比结果可

知，在杂散干扰下，采用视觉物联网下控制技术比传统技

术对信号的控制效果要好。

２．２．４　邻道干扰

邻道干扰指的是相邻波道之间的干扰信号，由于调频

信号频谱较宽，使发射机产生的谐波分量分别散落到不同

接收机中的通带内，该现象的产生会严重干扰邻道信号的

正常发送。采用视觉物联网下的控制技术不会受到邻道干

扰，而传统技术会受到邻道干扰影响，使控制效果较差，

为了验证该点，将两种技术进行对比，结果如图７所示。

图７　邻道干扰下两种技术控制效果对比

由图７可知：两种技术最初控制效果都大于等于６０％，

随着邻道干扰逐渐下降。当邻道干扰信号强度为５０Ｈｚ时，

传统技术控制效果为５５％，视觉物联网下控制技术的控制效

果为７５％；当邻道干扰信号强度为１００Ｈｚ时，传统技术控

制效果为４５％，视觉物联网下控制技术的控制效果为７０％；

当邻道干扰信号强度为１５０Ｈｚ时，传统技术控制效果为

４０％，视觉物联网下控制技术的控制效果为７０％；当邻道干

扰信号强度为２００Ｈｚ时，传统技术控制效果为３５％，视觉

物联网下控制技术的控制效果为６８％；当邻道干扰信号强度

为２５０Ｈｚ时，传统技术控制效果为３０％，视觉物联网下控

制技术的控制效果为６５％；当邻道干扰信号强度为３００Ｈｚ

时，传统技术控制效果为２０％，视觉物联网下控制技术的控

制效果为６４％；当邻道干扰信号强度为３５０Ｈｚ时，传统技

术控制效果为１９％，视觉物联网下控制技术的控制效果为

６０％。由对比结果可知，在邻道干扰下，采用视觉物联网下

控制技术比传统技术对信号的控制效果要好。

２３　实验结论

综上所述：视觉物联网下智能养老监控系统信号控制

技术是具有可靠性的。在同频干扰下，采用视觉物联网下

控制技术最高控制效果可达到８３％；在互调干扰下，采用

视觉物联网下控制技术最高控制效果可达到９０％；在杂散

干扰下，采用视觉物联网下控制技术最高控制效果可达到

７５％；在邻道干扰下，采用视觉物联网下控制技术最高控

制效果可达到７５％。由此可知，采用视觉物联网下智能养

老监控系统信号控制技术效果较好。

３　结论与展望

３１　结论

采用视觉物联网下智能养老监控系统信号控制技术，

改善了传统技术存在的控制效果差问题。使用自适应联合

滤波信号定位方法，使信号的传输具有可靠性，有效减少

了信号干扰而导致时延问题出现的次数，并缓解信号传输

压力，实现高效信号分发控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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