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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与目标



1

2

3

通过设备间的相互通信和数据交换，实现智能化

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

物联网技术

利用计算机对图像进行处理、分析和理解，以识

别各种不同模式的目标和对象。

图像识别技术

通过物联网技术获取实时数据，再利用图像识别

技术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为智慧停车服务平

台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

物联网与图像识别技术的结合

物联网与图像识别技术发展



通过实时监测交通流量和路况信
息，提高交通运营效率和管理水

平。

智能化交通管理
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城市
服务，如智慧停车、智慧照明等。

便捷的生活服务

通过智能化管理降低能源消耗和减
少环境污染，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
水平。

环境保护与节能

智慧城市建设需求



城市停车资源紧张，停车难、停

车贵成为市民普遍面临的问题。

停车难问题

通过建设智慧停车服务平台，整

合城市停车资源，提供实时空位

查询、预订、支付等一站式服务，

缓解停车难问题。

解决方案

停车难问题及解决方案



项目目标
打造一个基于物联网和图像识别的智慧停车服务平台，为市民提供便捷、高效

的停车服务。

预期成果
提高城市停车资源的利用率和管理水平，缓解城市停车难问题，提升市民出行

体验和生活品质。同时，推动智慧城市建设进程，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项目目标与预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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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停车服务平台架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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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管理

对停车场内各类物联网设备进行统一管理和维护，确保设备稳

定运行和数据安全。

01

传感器网络

在停车场部署各类传感器，监测车位状态、车辆进出等信息，

实现实时数据采集。

02

无线通信

利用物联网通信技术，将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实时传输至服务平

台，确保数据准确性和及时性。

物联网技术应用



车牌识别

通过图像识别技术，对进出停车场的车辆进行车牌自动识别，提
高车辆通行效率。

车位检测

利用图像识别算法，实时监测停车场内车位状态，为车主提供空
余车位信息。

行为分析

分析停车场内车辆行驶轨迹、停车时长等数据，为停车场管理提
供决策支持。

图像识别算法研究



数据传输

采用高效的数据传输协议，确保

传感器采集的数据能够实时、准

确地传输至服务平台。

数据存储

设计合理的数据存储方案，对采

集的数据进行分类存储和管理，

便于后续数据分析和挖掘。

数据备份与恢复

建立数据备份机制，确保数据安

全可靠；同时提供数据恢复功能，

防止数据丢失。

数据传输与存储方案



对平台用户进行身份验证和权限管理，
确保只有授权用户能够访问平台功能
和数据。

身份验证与访问控制 数据加密与传输安全

系统安全与漏洞防护 日志审计与追踪

采用先进的加密技术，对传输的数据
进行加密处理，确保数据传输过程中
的安全性。

定期对平台进行系统安全检查和漏洞
扫描，及时发现并修复潜在的安全隐
患。

记录平台操作日志和异常事件，便于
后续审计和追踪分析，提高平台安全
性。

平台安全性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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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设备选型与部署策略



用于检测停车位是否被占用，通常采用地磁或超声波传感器，具有
高精度、高稳定性和长寿命等特点。

停车位检测传感器

用于监测停车场内的环境参数，如温度、湿度、光照强度等，为车
主提供更加舒适的停车环境。

环境监测传感器

用于识别进出停车场的车辆，通常采用图像识别技术，可识别车牌号
码、车型等信息。

车辆识别传感器

传感器类型及功能介绍



清晰度

视野范围

稳定性

数据传输速度

摄像头选型及配置要求

根据停车场的布局和摄像头的安装位置，选择合适的视野范围

，确保能够覆盖到所有的停车位和出入口。

选择稳定性好的摄像头，确保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也能正常工

作。

选择支持高速数据传输的摄像头，确保图像数据能够及时传输

到服务器进行处理。

选择高分辨率的摄像头，确保能够清晰地捕捉到车牌号码和车

型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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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

通过传感器和摄像头等设

备采集停车场内的各种数

据，包括停车位状态、环

境参数、车辆信息等。

数据处理

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

和分析，提取有用的信息，

如停车位占用情况、车辆

进出记录等。

数据存储

将处理后的数据存储在数

据库中，以便后续的数据

分析和应用。

数据传输

将处理后的数据通过物联

网技术传输到服务器或云

平台，实现远程监控和管

理。

数据采集与处理模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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