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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涉及安检设备技术领域，尤

其涉及一种基于图像分割的安检系统及安

检方法，所述安检系统包括视频采集装

置、安检装置和处理装置；其中，所述视

频采集装置，用于采集安检范围内的监控

视频；所述安检装置，用于扫描进入安检

 



装置的行李，得到所述行李的 X 光图像和

常规图像，并将所述 X 光图像和所述常规

图像进行关联；所述处理装置，用于根据

所述 X 光图像判断所述行李中是否存在违

禁物品，若所述行李中存在所述违禁物

品，则根据所述常规图像和所述监控视

频，确定携带所述行李的目标对象。本申

请实施例通过 X 光图像能够确认行李中是

否存在违禁物品，根据常规图像和监控视

频能够确定携带装有违禁物品的行李的目

标对象，能够提高安检的效率和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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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说 明 书 

1.一种基于图像分割的安检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包括视频采集装置、安检装

置和处理装置;其中, 

所述视频采集装置,用于采集安检范围内的监控视频; 

所述安检装置,用于扫描进入安检装置的行李,得到所述行李的 X 光图像和常规图像,

并将所述 X 光图像和所述常规图像进行关联; 

所述处理装置,用于根据所述 X 光图像判断所述行李中是否存在违禁物品,若所述行

李中存在所述违禁物品,则根据所述常规图像和所述监控视频,确定携带所述行李的

目标对象。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装置具体用于根据以下步骤确

定携带所述行李的目标对象: 

若所述行李中存在所述违禁物品,从所述常规图像中提取所述行李的第一行李特征; 

根据所述第一行李特征和所述监控视频,确定携带所述行李的目标对象。 

3.根据权利要求 2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装置还用于, 

分别提取所述监控视频中个体的生物特征和所述个体所持有的行李的第二行李特征; 

将每一个体的生物特征以及每一个体所持有的行李的第二行李特征进行关联。 

4.根据权利要求 3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装置,具体用于根据以下步骤确

定携带所述行李的目标对象: 

在所述监控视频中查找与所述第一行李特征相匹配的第二行李特征,确定与查找到

的第二行李特征相关联的生物特征; 

从所述监控视频中筛选出候选目标对象,所述候选目标对象为与查找到的第二行李

特征相关联的生物特征匹配的目标对象; 

将所述候选目标对象确定为携带所述行李的目标对象。 

5.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装置具体还用于根据以下步骤

确定携带所述行李的所述目标对象: 

获取所述行李进入所述安检装置的第一时刻; 

从所述监控视频中截取在所述第一时刻之前的预设时长内的目标监控视频; 



将所述目标监控视频与所述 X 光图像进行关联; 

根据所述常规图像和所述目标监控视频,确定携带所述行李的目标对象。 

6.根据权利要求 5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还包括: 

报警装置,用于当所述处理装置判断出所述行李中存在违禁物品时,进行报警; 

存储装置,用于存储所述 X 光图像、所述常规图像和所述监控视频; 

显示装置,用于显示所述监控视频、所述 X 光图像、与所述 X 光图像相关联的所述

目标监控视频以及基于所述 X 光图像判断出的所述违禁物品的标识。 

7.一种基于图像分割的安检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采集安检范围内的监控视频; 

扫描进入安检装置的行李,得到所述行李的 X 光图像和常规图像,并将所述 X 光图像

和所述常规图像进行关联; 

根据所述 X 光图像判断所述行李中是否存在违禁物品; 

若所述行李中存在所述违禁物品,则根据所述常规图像和所述监控视频,确定携带所

述行李的目标对象。 

8.根据权利要求 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若所述行李中存在所述违禁物品,则

根据所述常规图像和所述监控视频,确定携带所述行李的目标对象包括: 

若所述行李中存在所述违禁物品,从所述常规图像中提取所述行李的第一行李特征; 

根据所述第一行李特征和所述监控视频,确定携带所述行李的目标对象。 

9.根据权利要求 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 

分别提取所述监控视频中个体的生物特征和所述个体所持有的行李的第二行李特征; 

将每一个体的生物特征以及每一个体所持有的行李的第二行李特征进行关联。 

10.根据权利要求 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所述第一行李特征和所述监控

视频,确定携带所述行李的目标对象,包括: 

在所述监控视频中查找与所述第一行李特征相匹配的第二行李特征,确定与查找到

的第二行李特征相关联的生物特征; 

从所述监控视频中筛选出候选目标对象,所述候选目标对象为与查找到的第二行李

特征相关联的生物特征匹配的目标对象; 

将所述候选目标对象确定为携带所述行李的目标对象。 



   



说  明  书 

<p>技术领域 

 

本申请涉及安检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图像分割的安检系统及安检方法。 

 

背景技术 

 

当前市场上销售的安检设备是依靠X 光机成像技术,将物品的X 光照片通过普通显

示屏显示出来,并依靠安检人员人为地判别是否存在违禁物品。这种安检方式存在

识别率低、漏检率高、受安检人员素质水平影响等问题,而且这种安检方式无法将

视频监控的录像与安检物品进行匹配。 

 

因此,如何提供一种高效的、智能的安检系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有鉴于此,本申请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图像分割的安检系统及安检方法,通过 X

光图像能够确认行李中是否存在违禁物品,根据常规图像和监控视频能够确定携带

装有违禁物品的行李的目标对象,能够提高安检的效率和准确率。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基于图像分割的安检系统,所述系统包括视频采

集装置、安检装置和处理装置;其中, 

 

所述视频采集装置,用于采集安检范围内的监控视频; 

 

所述安检装置,用于扫描进入安检装置的行李,得到所述行李的 X 光图像和常规图像,



并将所述 X 光图像和所述常规图像进行关联; 

 

所述处理装置,用于根据所述 X 光图像判断所述行李中是否存在违禁物品,若所述行

李中存在所述违禁物品,则根据所述常规图像和所述监控视频,确定携带所述行李的

目标对象。 

 

结合第一方面,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了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其中, 

 

所述处理装置具体用于根据以下步骤确定携带所述行李的目标对象: 

 

若所述行李中存在所述违禁物品,从所述常规图像中提取所述行李的第一行李特征; 

 

根据所述第一行李特征和所述监控视频,确定携带所述行李的目标对象。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了第一方面的第二种可

能的实施方式,其中, 

 

所述处理装置还用于, 

 

分别提取所述监控视频中个体的生物特征和所述个体所持有的行李的第二行李特征; 

 

将每一个体的生物特征以及每一个体所持有的行李的第二行李特征进行关联。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施方式,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了第一方面的第三种可

能的实施方式,其中, 

 

所述处理装置,具体用于根据以下步骤确定携带所述行李的目标对象: 

 

在所述监控视频中查找与所述第一行李特征相匹配的第二行李特征,确定与查找到



的第二行李特征相关联的生物特征; 

 

从所述监控视频中筛选出候选目标对象,所述候选目标对象为与查找到的第二行李

特征相关联的生物特征匹配的目标对象; 

 

将所述候选目标对象确定为携带所述行李的目标对象。 

 

结合第一方面,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了第一方面的第四种可能的实施方式,其中, 

 

所述处理装置具体还用于根据以下步骤确定携带所述行李的所述目标对象: 

 

获取所述行李进入所述安检装置的第一时刻; 

 

从所述监控视频中截取在所述第一时刻之前的预设时长内的目标监控视频; 

 

将所述目标监控视频与所述 X 光图像进行关联; 

 

根据所述常规图像和所述目标监控视频,确定携带所述行李的目标对象。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四种可能的实施方式,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了第一方面的第五种可

能的实施方式,所述安检系统还包括: 

 

报警装置,用于当所述处理装置判断出所述行李中存在违禁物品时,进行报警; 

 

存储装置,用于存储所述 X 光图像、所述常规图像和所述监控视频; 

 

显示装置,用于显示所述监控视频、所述 X 光图像、与所述 X 光图像相关联的所述

目标监控视频以及基于所述 X 光图像判断出的所述违禁物品的标识。 

 



第二方面,本申请实施例还提供一种基于图像分割的安检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采集安检范围内的监控视频; 

 

扫描进入安检装置的行李,得到所述行李的 X 光图像和常规图像,并将所述 X 光图像

和所述常规图像进行关联; 

 

根据所述 X 光图像判断所述行李中是否存在违禁物品,若所述行李中存在所述违禁

物品,则根据所述常规图像和所述监控视频,确定携带所述行李的目标对象。 

 

结合第二方面,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了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其中, 

 

所述若所述行李中存在所述违禁物品,则根据所述常规图像和所述监控视频,确定携

带所述行李的目标对象包括: 

 

若所述行李中存在所述违禁物品,从所述常规图像中提取所述行李的第一行李特征; 

 

根据所述第一行李特征和所述监控视频,确定携带所述行李的目标对象。 

 

结合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了第二方面的第二种可

能的实施方式,其中, 

 

所述安检方法还包括: 

 

分别提取所述监控视频中个体的生物特征和所述个体所持有的行李的第二行李特征; 

 

将每一个体的生物特征以及每一个体所持有的行李的第二行李特征进行关联。 

 

结合第二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施方式,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了第二方面的第三种可



能的实施方式,其中, 

 

所述根据所述第一行李特征和所述监控视频,确定携带所述行李的目标对象,包括: 

 

在所述监控视频中查找与所述第一行李特征相匹配的第二行李特征,确定与查找到

的第二行李特征相关联的生物特征; 

 

从所述监控视频中筛选出候选目标对象,所述候选目标对象为与查找到的第二行李

特征相关联的生物特征匹配的目标对象; 

 

将所述候选目标对象确定为携带所述行李的目标对象。 

 

结合第二方面,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了第二方面的第四种可能的实施方式,其中, 

 

所述根据所述常规图像和所述监控视频,确定携带所述行李的目标对象包括: 

 

获取所述行李进入所述安检装置的第一时刻; 

 

从所述监控视频中截取在所述第一时刻之前的预设时长内的目标监控视频; 

 

将所述目标监控视频与所述 X 光图像进行关联; 

 

根据所述常规图像和所述目标监控视频,确定携带所述行李的目标对象。 

 

结合第二方面的第四种可能的实施方式,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了第二方面的第五种可

能的实施方式, 

 

所述安检方法还包括: 

 



当所述处理装置判断出所述行李中存在违禁物品时,进行报警; 

 

存储所述 X 光图像、所述常规图像和所述监控视频; 

 

显示所述监控视频、所述 X 光图像、与所述 X 光图像相关联的所述目标监控视频

以及基于所述 X 光图像判断出的所述违禁物品的标识。 

 

第三方面,本申请实施例还提供一种电子设备,包括:处理器、存储器和总线,存储器

存储有处理器可执行的机器可读指令,当电子设备运行时,处理器与存储器之间通过

总线通信,机器可读指令被处理器执行时执行上述第二方面,或第二方面中的任一种

可能的实施方式中基于图像分割的安检方法的步骤。 

 

第四方面,本申请实施例还提供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该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上

存储有计算机程序,该计算机程序被处理器运行时执行上述第一方面,或第一方面中

的任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基于图像分割的安检方法的步骤。 

 

为使本申请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更明显易懂,下文特举较佳实施例,并配合所

附附图,作详细说明如下。 

 

附图说明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

作简单地介绍,应当理解,以下附图仅示出了本申请的某些实施例,因此不应被看作是

对范围的限定,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相关的附图。 

 

图 1示出了本申请实施例一所提供的一种安检系统的功能模块图; 

 

图 2示出了本申请实施例二所提供的一种安检系统的功能模块图; 



 

图 3示出了本申请实施例三所提供的一种安检方法的流程图; 

 

图 4示出了本申请实施例四所提供的一种安检方法的流程图; 

 

图 5示出了本申请实施例五所提供的一种电子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图标:1-安检系统;10-视频采集装置;20-安检装置;30-处理装置;40-报警装置;50-存储

装置;60-显示装置;502-处理器;504-存储器;506-总线。 

 

具体实施方式 

 

为使本申请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申请实施例中

的附图,对本申请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应当理解,本申请中的

附图仅起到说明和描述的目的,并不用于限定本申请的保护范围。另外,应当理解,示

意性的附图并未按实物比例绘制。本申请中使用的流程图示出了根据本申请的一些

实施例实现的操作。应该理解,流程图的操作可以不按顺序实现,没有逻辑的上下文

关系的步骤可以反转顺序或者同时实施。此外,本领域技术人员在本申请内容的指

引下,可以向流程图添加一个或多个其他操作,也可以从流程图中移除一个或多个操

作。 

 

另外,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申请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通常在此

处附图中描述和示出的本申请实施例的组件可以以各种不同的配置来布置和设计。

因此,以下对在附图中提供的本申请的实施例的详细描述并非旨在限制要求保护的

本申请的范围,而是仅仅表示本申请的选定实施例。基于本申请的实施例,本领域技

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申请保

护的范围。 

 



为了使得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使用本申请内容,结合相应应用场景,如机场、火车站、

汽车站、地铁等场景,给出以下实施方式。具体地,本申请可以应用于上述场景下对

乘客携带的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以便在对乘客行李进行检查时,及时发现行李中的违

禁物品以及确认携带违禁物品的乘客,即能够发现对公共安全存在安全隐患的物品

和危险人物,从而达到保证公共场所安全性的目的。 

 

目前,现有技术中的安检设备大都只依靠X 光机成像技术,将物品的X 光照片通过普

通显示屏显示出来,并依靠安检人员人为地判别是否存在违禁物品,而这种安检方式

存在识别率低、漏检率高、受安检人员素质水平影响等问题,而且这种安检方式无

法将视频监控的录像与安检物品进行匹配。 

 

基于此,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基于图像分割的安检系统及安检方法,通过 X 光图

像能够确认行李中是否存在违禁物品,根据常规图像和监控视频能够确定携带装有

违禁物品的行李的目标对象,能够提高安检的效率和准确率。 

 

为便于对本实施例进行理解,首先对本申请实施例所公开的一种基于图像分割的安

检系统进行详细介绍。 

 

实施例一 

 

参见图 1所示,本申请实施例一提供了一种基于图像分割的安检系统1,所述安检系

统 1包括视频采集装置 10、安检装置 20和处理装置 30;其中, 

 

所述视频采集装置 10,用于采集安检区域范围内的监控视频; 

 

所述安检装置 20,用于扫描进入安检装置 20的行李,得到所述行李的 X 光图像和常

规图像,并将所述 X 光图像和所述常规图像进行关联;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31610310414

1011005

https://d.book118.com/31610310414101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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