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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 案 概 述  

1.1  方案背景  

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迅猛提高，交通拥堵、停车困难、乱停乱放、事故

纠纷、车辆安全、环境污染等交通相关的问题日益严重，特别交通“停车

难”日益成为制约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瓶颈”;如何改善交通的现状

及解决停车难的问题受到了市政府、相关领导的高度重视与民众的极大关

心。  

鉴于此，有必要对城市的道路、交通、停车进行统一的规划、优化和管理

，充分挖掘城市停车资源，特别是科学合理拓展路边占道停车资源，并通

过对路边占道停车合理收费这一经济杠杆实现停车资源高效利用，为全市

交通、停车提供高效、方便、有序的服务，从而改善城市的交通拥堵和停

车困难。  

1.2  存在主要问题  

目前国内停车问题主要存在于大城市中心区，在众多的停车问题中，路测

停车问题尤为突出。合法停车位严重不足导致机动车的乱停乱放，管理单

位还是依靠大量人工管理，导致停车资源不能有效使用和扩大投资再利用

，也经常出现人为管理上的矛盾和收费舞弊行为，甚至引发不和谐的社会

负面影响。城市静态交通管理上的不足已经触动并影响了城市动态交通的

畅通、有序，这种现象在当代中国每个城市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结合现有停车现状，路面占道停车存在相关以下问题 :  

,  占道及违章停车现象严重  



路测停车具有车辆停放方便等因素，停车人越来越多难免就有一些人会违

章占道停车，久而久之违章占道停车成为很多人的停车习惯。路内违章占

道停车，路外空臵率居高不下，其结果自然是路内、外停停车比例严重失

调。在许多重要的路段，违章占路停车使道路形成瓶颈，极大的影响交通

的顺畅。  

,  停车收费结构不合理  

停车收费是控制停车时间，调节泊位供求关系的一种有效手段，但从国内

城市中心区的路测停车收费制度和标准来看，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收

费制度和标准没有体现不同区位、不同停车类型和不同时段停车价格的差

别，也没有拉开停车时间长短的收费差异，没有利用价格机制来调节需求

远大于供给的路段。多数占道停车管理收费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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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质疑，没有对收费路段、收费标准进行合理区分，未实施"差别化"收费

。  

停车收费缺乏规范，存在乱收费无证收费现象，导致所收费用的流失严重

，更对恶意欠逃费无法处理，甚至致使运营企业亏损严重。  

,  收费模式单一  

停车收费目前很多还是采用人工的方式进行计时收费，计时不准确，缺乏

有效监督，停车收费资金存在流失漏洞，收费模式单一，道路停车收费可

以多种模式并存或互补，提高收费效率。  

,  停车管理智能化水平低  

目前在停车管理信息化建设比较落后，管理部门难以获得城市静态停车资

源及动态停车资源，无法实现资源共享及对机动车的有效诱导服务，停车

位信息系统与智能化管理水平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占道停车资源及管理仍未完全被科学有效地挖掘和充分利用，致使停车周

转率仍然不是很高。  

,  信息孤岛严重，未与其他主管部门联网共享  

不能及时发现盗抢、报废、事故逃逸等行为车辆，未与公安交警等执法平

台联网，不能有效做到移动执法。  

,  城市静态交通发展缺少辅助决策支持  

停车管理涉及规划、建设、交通、公安等部门，管理责权既交叉重叠，又

分割脱节。主管部门缺少对全市静态交通发展进行系统的战略研究，并对

城市停车实施统一的协调管理，难以形成统一的停车产业政策、行业规范

和技术标准，难以调控日益增长的停车需求，同时，也缺少职责部门对全

市停车泊位的基本数据进行全面的统计与分析。  1.3 需求分析  

路测停车项目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于车主寻找车位和运营商收费管理两个

方面。以下从不同群体类型分析针对性需求 :  

通过信息引导快速寻找到空车位 ;  

获得优质的一体化停车体验 ;  车主  

缴费方便，省事 ;  

问题咨询和服务 ;  

运营者  人工成本低，运营成本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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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化管理车位占用信息、应收费用明细、设备运行分析等  

电子化资金平台，减少资金漏洞 ;  

合理化解决逃费车辆管理的问题 ;  

投资方  系统设备投入成本低，施工成本低，投资回报快 ;  



实现路边车位的智能化管理，建立区域内标杆项目，为市民提供一

管理部门  体化的优质服务 ;满足缓解交通拥堵的需要 ;  

1、占道停车管理以"便民服务"为宗旨，满足驾驶人、车辆停放的方便与

安全，并提供必要的便民和增值服务，如提醒、告知和交通停车诱导等便

民服务 ;  

2、系统需满足主管部门对城市规划建设的需求，同时满足相关门对占道

停车资源及收费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 ;  

3、能够满足运营单位对车场、车位、车辆、收费人员及所收费用的管理

和监督，减少和杜绝费用流失和停车逃费 ;  

4、能够支持"差别化收费"，即不同路段、不同时间收费有所区分，甚至

支持免费停车时段和停车车辆 ;  

5、满足公安交警对车辆和驾驶人的管理，特别是满足公安交警对车辆的

监控和管理，能够协助公安交警执法，对黑车、套牌车、违章车、涉案车

、盗抢车、肇事逃逸、改装车、报废车、未年检车等进行监督管理，甚至

110联动 ;  

6、系统必须标准规范，通过信息化和智能化手段实现上述需求，确保管

理与数据的真实性、时效性、统一性和完整性。  

2 方 案 总 体 设 计  

2.1  建设目标  



城市智能停车管理的总体目标是通过自顶向下的总体结构设计、统一管理

、统一规划、统一标准、分步实施完成城市静态交通的智能化管理，有效

促进和提升城市形象与政府行政管理、执法水平，最终让城市居民满意。

城市停车智能管理要求在城市交通管理者、道路停车设施、停车经营者、

机动车辆、交通参与者及行人之间建立统一、和谐的关系，使城市停车静

态交通和城市动态交通有机结合，最终实现城市的和谐、高效的、便利的

交通运转系统，有效缓解“停车难”、“难停车”困境。  

本方案建设目标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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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筑一个统一的静态停车管理综合平台  

运用物联网、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建立统一的道路停车管理平台，覆盖

所有道路停车泊位，城市泊位资源统一管理、配置，制定停车、收费、管

理、和服务的标准化制度及流程，面向车辆从到达、离开，计费、收费，

支付全过程数据采集，满足道路停车的管理和服务的需要，打造智能化、

可视化的智能停车平台。  

,  加强社会管理，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为市民提供快速、优质、高效、多样化的停车服务。通过泊位实时采集和

数据加工处理，向市民及其他部门提供信息共享服务，如向车主实时发布

全市泊位信息，提供多级诱导共享服务，体验智能诱导，智慧出行。  

,  构建完善的计时收费体系  

引入差异化收费标准，即不同路段、不同时间收费有所区分，甚至支持免

费停车时段和停车车辆，支持多样化收费方式，前端智能采集，后端实时

联动，解决停车收费混乱，实现科学计费、取证、缴费结算完整有效的智

能化管理。  

,  统一建设标准，共享信息服务  



统一的数字化城市静态停车管理建设标准，统一电子地图服务、泊位管理

体系，对提供统一信息交换和接口标准，服务于管理部门，与政府、公安

交警等部门实现信息共享和数据对接，为交通管理部门提供管理与决策支

持，以便实现动、静态交通协调和统一的交通诱导，为政府部门道路停车

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2.2  设计原则  

按照“结构的整体性，技术的先进性，运行的可靠性，经济的合理性，操

作的友好性，业务的可拓展性，系统的开放性，系统的易维护性进行设计

。  

1 )结构的整体性  

高性能产品的单纯组合，往往不能达到系统级的最优性能。我们根据占道

停车管理系统整体架构的理论特征，结合构成系统的独立设备的自身特性

，为达到系统级的功能、性能最优化，对设备的选型进行了仔细的考量，

从前端获取图片的能力、清晰度，识别车牌的功能，收费系统的完善，到

网络传输系统的容量、传输能力，甚至系统的供电、所处环境温度、湿度

等外在因素都进行了研究，在系统的角度完成设备选型，实现了高性能设

备的有机组合，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产品方案。  

2 )技术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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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设计过程中，充分借鉴、利用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和成功经验，在系

统结构和设备选型上精益求精，将高清成像技术、图片内嵌车牌识别等代

表行业发展趋势的先进、成熟技术有机结合在一起，设计出一套性能优异

的占道停车管理系统。避免投入即陷入技术落后，且规避因业务、运行环

境的变化而造成系统大范围调整的可能。  

3 )运行的可靠性  

占道停车管理系统是一个系统牵涉面多、规模大、运行环境复杂的系统。

考虑系统全天候实时性需求，要求系统具续不间断运行的能力，设计时充

分考虑系统的高可靠性，选用高集成设备，采用自动检测、单点自愈、冗

余配置、负载均衡等技术来有效地保证系统的高可用性和可靠性。  

4 )经济的合理性  



以行业标准作为设计依据，充分考虑用户实际需要和技术发展趋势，在满

足用户对功能、质量、性能、价格和服务等各方面要求的前提下，实现最

优化的系统设备配置，降低系统造价。  

5 )系统的易维护性  

在出现系统故障时，方便管理人员简便快捷的进行处理。前端设备支持远

程升级和远程故障排除功能，维护便捷，降低系统运维管理成本，同时可

自动检测系统中设  2.3 设计依据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2 .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3 .  《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评价指标体系》  

4 .  《中国智能运输系统体系框架》  

5 .  《全国公安机关视频图像信息整合与共享工作任务书》  

6 .  《全国公安机关图像信息联网总体技术方案》  

7 .  《全国公安机关视频监控系统联网标准符合性检测工作实施方案》  

8 .  《电子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 (GB2887)  

9 .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5768)  

10 .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形符号》 (GB11797)  

11 .  《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 (GB14886)  

12 .  《道路交通信号灯》 (GB14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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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 (GB17859)  14 .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 (GB25280)  



15 .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50054)  

16 .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50057)  

17 .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施工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68)  18 .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69)  19 .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 (GB50174)  

20 .  《民用闭路监视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50198)  21 .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GB50220)  

22 .  《建筑电气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50303)  

23 .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50343)  24 .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GB50348)  

25 .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462)  26 .  

《信息技术软件包质量要求测试》 (GB/T17544)  

27 .  《信息技术开放系统互连网络层安全协议》 (GB/T17963)  28 .  

《安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GB/T2

8181)  

29 .  《综合布线工程设计规范》 (GB/T50311)  

30 .  《综合布线工程验收规范》 (GB/T50312)  

31 .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 JGJ/T16)  

32 .  《道路交通流量调查》 (GA/T299)  

33 .  《安全防范系统验收规则》 (GA308)  

34 .  《视频安防系统技术要求》 (GA/T367)  

35 .  《公安交通指挥系统建设技术规范》 (GA/T445)  



36 .  《LED道路交通诱导可变标志》 (GA/T484)  

37 .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安装规范》 (GA/T489)  

38 .  《城市警用地理信息系统分类与代码》 (GA/T491)  39 .  

《城市警用地理信息系统图形符号》 (GA/T492)  

40 .  《城市警用地理信息系统建设规范》 (GA/T493)  

41 .  《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A/T496)  42 .  

《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A/T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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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  《城市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术语》 (GA/T509)  

44 .  《交通电视监控系统验收规范》  (GA/T514)  

45 .  《公安交通指挥系统设计规范》 (GA/T515)  

46 .  《城市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方式适用规范》 (GA/T527)  

47 .  《公安交通管理设备路口安装基础施工通用技术要求》 (GA/T652)  

48 .  《城市监控报警系统联网通用技术要求》 (GA/T669)  

49 .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技术规范》 (GA/T832)  

50 .  《机动车号牌图像自动识别技术规范》 (GA/T833)  

51 .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视频取证设备技术规范》 (GA/T995)  

52 .  《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运行维护规范》 (GA/T1043)  

53 .  《道路交通信息监测记录设备设置规范》 (GA/T1044)  

54 .  《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通信协议》 (GA/T1049)  

2 .4  停车场景总揽  



路边停车即规划在行车道两旁的停车点 (路肩以下 )，用于此类停车点的设

备必须支持露天工作环境，并兼具施工方便、易于维护等特点。  

路内停车场景如下图所示 :  

针对该应用的场景，本方案采用地磁检测器或路边视频车位探测器作为泊

位信息采集设备。收费员配备智能手持终端用于车辆信息登记、收费和小

票打印。  

本方案前端设备包括地磁检测器、地磁管理器、路边视频车位探测器、路

面车位探测终端、收费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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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终端、提供停车举证的监控球机以及辅助停车管理的违停抓拍球机。  

2 .5  平台总体架构  



2 .6  系统逻辑架构  

本系统方案采用层次化、模块化的系统架构，以满足业务应用和处理能力

的线性扩展要求。系统逻辑架构分为7大模块，分别是数据前端采集系统

、停车诱导系统、中心系统，付费系统，停车执法系统、客服系统、数据

交换系统。架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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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系统 :检测器负责对停车位信息的采集，包括停车位有无车辆停入、车辆停

入时间、车辆驶离时间、车辆停滞时间长度等。  

中心系统 :数据接入层包括硬件和软件，硬件部分主要包括接入服务器、网络交

换设备、网络安全设备等 ;软件部分主要是提供标准的数据交换接口。  

停车诱导系统 :通过诱导屏自动发布余位信息，实时更新，车主根据诱导信息快

速找到泊车位，对车辆进行诱导。  

智能收费系统 :车辆离开泊位时，缴费系统自动生成缴费信息，支持手机APP客

户端支付，跟综缴费信息，同时生成历史缴费记录。  

停车执法系统 :泊车时未按规定前泊位合法泊车，检测器自动采集车辆违法信息

，对接交管平台进行非现场处罚。  

客服系统 :车主对停车在收费或者其他问题时，可以通过语音或其他与客服沟通

，客服系统跟综反馈。  

数据交换系统 :系统可以对接第三方平台车位采集系统或者第三方平台，系统做

整体车位采集与发布，同时可以对外提供发布余位信息，供第三方平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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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系统功能架构  



3 车 位 检 测 系 统  

3.1  基于地磁车位检测系统  

3 .1 .1  检测原理  

磁感车位探测器这一最新技术的作用原理是利用地球磁场的变化。当车经

过或者停在磁感车位探测器上方时，相应区域内的磁场将发生变化，探测

器感知这种变化，对当前车辆状态进行判断，并把相关信息通过无线通讯

实时传送至采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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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车辆接近磁力检测传感器的检测区域时，检测区域的磁力线受挤压而聚

合 ;当车辆将要通过检测区域时，磁力线沿中心聚合进一步收缩 ;当车辆正

在通过检测区域时，磁力线受到牵拉而沿中心发散。  

无线地磁检测器具有以下显著的优势 :  

1、  

高准确性，检测器的检测精度可达99%以上，完全可以满足停车位检测

的需要 ;  

2、  

安装方便，只需短暂的封闭一个停车位，用打孔机打一个洞，埋入即可，

对停

车位的破坏性小 ;  

3、  

组网简洁，没有冗余的设备，没有复杂的安装，简单但稳定。地磁检测器

采用

的全封闭、自带电源、OTA升级的功能 ;地磁采集器采用系统集成，将信

号收

集、处理、转发集成在电路板中，高度集成化大幅度提高设备的抗干扰、

使用



寿命 ;  

4、  

维护便捷，当地磁系统失误或故障时，前端系统能向平台发送告警信号，

通知

维修人员进行维修。当地磁系统修复以后，前端系统能自动恢复到常规工

作状

态，切换过程无需人工干预。最大限度地避免因地磁系统故障造成长时间

漏车、

无记录的现象出现 ;  

5、  

稳定性强，地磁检测器不受外界电磁波的干扰，雷雨天也可正常使用，使

用超

声波焊接，防水、防潮、防压。  

3 .1 .2  系统组成  

基于地磁车位检测系统由前端数据采集子系统、网络传输子系统、中心管

理子系统三部分组成。前端数据采集子系统采集的数据，通过网络传输子

系统传输到中心管理子系统中，进行数据集中管理、存储、共享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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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3  系统架构  

地磁探测器置于车位正下方用于检测泊位占用情况，并将结果上传给地磁

管理器。地磁管理器对区域内数据进行统计后将结果上传给  

停车联网云平台。联网云平台接收到数据后将通过手持终端通知收费员前

往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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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4  系统功能设计  



3 .1 .4 .1  车位检测功能  

车辆驶入泊车位时，自动检测车位上是否有车辆驶入车位，泊位占用信息

进行实时采集。  

3 .1 .4 .2  停车记录检测  

在车辆泊位时，同时记录驶入车位停车时间、离开时间。  

3 .1 .4 .3  数据上传功能  

检测到车辆驶入泊位后，相关停车时通过网络实时传送到后端平台。  

3 .1 .4 .4  诱导同步功能  

检测到车辆驶入泊位后，自动关联到路边诱导屏，实时更新停车位余位信

息。  3 .1 .4 .5  手持终端同步功能  

检测到车辆驶入泊位后，信息自动同步到路边收费人员所在手持终端。  

3 .1 .5  安装方式  

水钻设备，配63mm开孔器，需考虑水钻设备供电 ;  

玻璃硅胶 (建议 :沥青路面建议使用黑色硅胶，水泥路面建议使用透明硅胶

) ;  

抹刀 ;  

细沙 ;  

凿子 (用于平整钻好后的孔底 ) ;  

吸水抹布若干条 (吸除因使用水钻遗留在孔内的水 )。  

车位检测安装位置 :  

安装位置 :  

并排停车位安装方式如下 :  



1、地磁车位检测器安装位置计算公式 : (车位长度-

4。45)/2+0。9M，靠近车头停放位置。  

下图为长度为5米的停车位安装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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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6米以内路测停车位安装位置计算公式 : (车位长度-

4。45)/2+0。9M;车位中心线靠路沿侧移30CM，车头靠近车检器安装

方向，如下图所示 (5米长车位安装方式 ) :  

3.2  基于视频车位检测系统  

3 .2 .1  检测原理  



采用基于运动检测的车辆检测方法，其核心原理是通过学习建立道路背景

模型，将当前帧图像与背景模型进行背景差分得到运动前景像素点，然后

对这些运动前景像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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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处理得到车辆信息。该方法效果的优劣依赖于背景建模算法的性能。其

流程图如下所

示 :  

整个检测过程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  

1、  由高清摄像抓拍主机获取实时的视频流。  

2、  

利用背景差分算法检测运动前景。首先通过初始多帧视频图像的自学习建

立一



个背景模型，然后对当前帧图像与背景模型进行差分运算，消除背景的影

响，

从而获取运动目标的前景区域。  

3、  

根据背景差分运算中运动目标检测的结果，有选择性地更新背景模型，并

保存

背景模型。  

4、  过滤噪声，并获取准确的车辆位置。  

5、  

运用时空信息、匹配和预测等算法，对车辆进行准确的跟踪，得到车辆对

象的

运动轨迹，并保存车辆对象的轨迹信息。  

6、  

判断车辆是否到达触发线位置，如果没有到达，则进行下一帧的检测，如

果到

达则发出触发信号。  

车辆的抓拍触发综合运用了车牌检测算法和车辆检测算法，

如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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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首先采用车牌检测算法，在车辆到达触发线的时刻，若系统检测到图

像中存在车牌，则触发抓拍，并进行车牌识别 ;对于无后车牌或后车牌遮

挡的车辆，系统无法检测到车牌，此时将启用车辆检测算法，若运动对象

与系统内建的车辆模型相匹配，则触发抓拍，并记录为无牌车辆。  

视频检测优点 :  

1、  系统设置灵活，安装简单，使用方便  

，不破坏路面。维修时不需封闭车道。  

2、  

测速精度和交通量计数精度基本上能保持较高水平。视频车辆检测器的测

速精

度都在99%以上。经多次现场检测发现，在使用带强光抑制的高灵敏度

摄像机

后，晚上在没有道路照明的情况下，可以达到和白天同样的检测精度。只

是在

黎明和黄昏，背景环境亮度变化明显、行驶车辆的车灯开关状态不一致的

情况



下，检测精度较差。  

3、  

可将图像连接到监控中心的监视器上，能很直观查看现场车位信息，为交

通监

控提供大量的监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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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2  系统组成  

3 .2 .2 .1  前端采集子系统  

防护罩一体化抓拍单元 :系统采用一体化结构，集成高清嵌入式摄像机，

内置高性能处理器，集成丰富的智能化算法 ;内置偏振镜切换控制模块，

提升抓拍效果 ;内置防雷模块，提高系统可靠性 ;实现一体化交付，现场安

装方便，可靠性更高。  



智能交通终端管理设备 :采用嵌入式高性能处理平台，内置大容量硬盘，

支持多路图片和视频接入，集图片、视频存储，管理、网络交换传输等功

能于一体 ;支持多路数网络摄像机、模拟摄像机接入 ;具有断点续传、图片

录像检索、图片合成、黑白名单等功能 ;内置工业级交换机，光纤传输接

口可选 ;内置双网卡，可实现双网段隔离，提高数据安全性。  

补光灯 :当前大华卡口系统的辅助补光设备主要有闪光灯和LED频闪灯两

种方式，可根据前端现场的实际情况选择最佳的补光方案。  

LED频闪灯采用进口封装高亮度LED，发光效率为普通补光灯的两倍以上

，整机防护等级为 IP66，能够适应在室外的恶劣环境下长时间无故障作

业。  

闪光灯使用高亮、高性能灯管，采用散热型、便捷安装结构设计，具备过

压、欠压、过流保护功能，主要用于满足看清车牌和车内司机人脸等需求

。  

网络传输设备 :由以太网交换机 (内置于智能交通终端管理设备中 )、光传

输设备等

设备组成，实现前端卡口子系统到后端中心管理平台之间数据的互联互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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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2 .2  网络传输子系统  

网络传输子系统主要包括交换机、光传输设备等，实现前端采集子系统与

中心管理子系统之间的数据和图像信息传输。  



(1 )光纤传输 :如果线路可到达，且施工成本可以承受，推荐建设光纤链路

作为前端与中心的数据传输通道，保证数据传输的实时性和可靠性。  

(2 )无线接入 :使用3G等无线数据传输方式，不需要架设线路。推荐通信

线路无法到达或者架设线路成本较高，而卡点数据量不大、实时性要求不

高时使用。  

(3 )运营商线路 :使用运营商的专用线路，以ADSL/ ISDN等方式接入。推

荐卡点数据量不大，附近有运营商专线时使用。  

3 .2 .2 .3  中心管理平台子系统  

完成数据信息的接入、比对、记录、分析与共享。由服务器安装平台软件

模块组成，包括 :数据库服务器、管理服务器、应用服务器、Web服务器

和时钟服务器，图片通过 IP  

SAN进行集中存储。其中，数据库服务器安装数据库软件保存系统各类

数据信息 ;管理服务器安装管理模块负责系统综合管理 ;应用服务器安装应

用处理模块负责数据处理、布控、比对、报警转发、上下级通讯等 ;Web

服务器安装Web



 

Server负责向B/S用户提供访问服务 ;时钟服务器安装GPS加NTP校时软

件负责全网设备统一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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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3  系统架构  

视频车位探测设备置于车位斜后方用于检测泊位占用情况并识别车牌号码

，将结果上传给视频车位探测管理器。视频车位探测管理器对区域内数据

进行统计后将结果上传给  

停车联网云平台。联网云平台接收到数据后记录停车数据，车主APP和

手持终端收费员同时收到车辆停车信息，车主可通过APP实现停车缴费

，手持终端收费员则可进行核实、人工收费或异常处理。  

3 .2 .4  系统功能设计  

3 .2 .4 .1  车位检测功能  

自动检测车位上是否有车辆驶入车位，同时记录驶入时间、离开时间，同

时记录车辆基本信息，车辆号牌、颜色等。  

3 .2 .4 .2  报警功能  



如果车辆进入泊车位时，有历史未缴费订单信息，自动进行报警，同时自

动联动平台产生报警信息。  

3 .2 .4 .3  车辆捕获功能  

采用先进的视频检测技术，能够对经过的所有车辆进行捕获，除了正常驶

入车位的车辆外，系统还可以检测压线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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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4 .4  高清图像记录功能  

系统对通过检测区域的车辆记录一张高清图片，对超速等违法车辆记录两

个不同时刻的两张高清全图片。所记录的图像能清晰地反映车辆的特征、

车内前排驾乘人员的脸部特征及衣着面貌、行驶车道、周围环境等。  

图片编码符合 ISO/ IEC 

15444 :2000的要求，以 JPEG格式存储于前端终端设备或SD卡内，并同

时上传至中心进行存储。  

系统记录的车辆信息除车辆图像信息外，还包括车辆的通行信息，如时间

(精确到0。1秒 )、地点、车速、限速、方向、号牌号码、号牌颜色、车

身颜色、车道号等。车辆通行信息写入关联数据库，并将相关信息叠加到

图片上。  

3 .2 .4 .5  图片合成功能  

将几张违章图片合成到一张图片上，合成方式可灵活配置，为违章处罚提

供有效依据。  

3 .2 .4 .6  全天候高清成像  

图像抓拍时不受雨、雪、雾等天气、环境光和相临车道通行车辆的影响。

在环境无雾包括雨雪天气下，监控区域内规范行驶的车辆被记录的图片能

清晰看清车辆前部所有特征、车内驾驶员、副驾驶位置情况，还能看清车

辆类型、颜色和所载货物等。  



在环境照度比较低的情况下 (例如夜晚 )，系统自动开启LED灯或闪光灯进

行补光，以增强图片亮度，保证图片足够清晰。在强光照射下 (例如晴天

正午 )，系统会自动调整摄像机的成像模式，抑制强光影响，保证图片曝

光正常，成像清晰。在逆光情况下，系统也会自动调节拍摄主体的亮度，

其宽动态功能可保证车牌依然很清晰。这样，在各种环境和气候条件下，

摄像机都可以拍摄到清晰的图片，非常有利于人工辨认和机器识别牌照信

息。  

3 .2 .4 .7  智能补光功能  

补光是卡口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最终的图像质量，系统采用了高

性能、低功耗、无光污染的补光设备，配以光敏器件，白天可自动关闭，

夜间或光照弱时会自动打开。  

同时为了更好的提高夜间模式的捕获率和号牌识别率，在夜间情况，通过

LED补光灯对车道进行补光，依据车牌反光原理加大了视频检测的准确性

，解决了行人、自行车、大型车辆干扰问题。通过闪光灯则可将光照打到

车内，对车内进行补光，以达到看清人脸的目的，并且还能有效抑制车大

灯的强光对镜头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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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4 .8  号牌自动识别功能  

系统采用国内领先的图像识别算法，对通过的所有车辆进行车辆号码识别

、号牌颜色识别、车身颜色及车型等自动识别。  

1 )号牌结构识别  

系统能识别的号牌结构包括 :  

单排字符结构的号牌，如军队用小型汽车号牌、GA36-

2007中的小型汽车号牌、港澳入出境车号牌、教练汽车号牌等 ;  

武警用小型汽车号牌 ;  



警用汽车号牌 ;  

双排字符结构的号牌，如军用大型汽车号牌、军用摩托车号牌、武警用大

型汽车号牌、GA36-

2007中的大型汽车号牌、挂车号牌、低速汽车号牌、摩托车号牌等。  

2 )号牌字符识别  

识别的字符包括 :  

?数字 : 0~9 ;  

?字母 :A~Z;  

?省、自治区、直辖市简称 :京、津、晋、冀、蒙、辽、吉、黑、沪、苏、

浙、皖、闽、赣、鲁、豫、鄂、湘、粤、桂、琼、川、贵、云、藏、陕、

甘、青、宁、新、渝 ;  

?2012式军牌用字符 :字头如V、H、K、B、N、G、 J、S、L、C，字头

号如A、B、C、D、K、P等，间隔符如“?”; 

?号牌分类用汉字 :警、学、领、试、挂、港、澳、超、使 ;  

?武警号牌特殊字符 :WJ、00~34、练。  

3 )号牌颜色识别  

系统能识别蓝、黄、白、黑、绿五种底色的机动车号牌。系统采用车牌颜

色和视频检测技术结合的方法对车辆进行分型。对于民用车来说，蓝颜色

车牌表示的是小型车辆，而黄颜色车牌表示的是大型车辆。因此，我们首

先利用车牌颜色判断车辆类型，对于无法根据车牌颜色判别车型或者无法

判断车牌颜色的情况，利用图像分析技术来辅助区分车辆的类型。  

4 )车辆号牌识别  

号牌识别信息包含号牌结构、号牌字符、号牌颜色等信息。  



系统识别的车牌类型部分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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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4 .9  车身颜色识别功能  

系统可自动对车身深浅和颜色进行识别，可供用户根据车身颜色来查询通

行车辆，为公安稽查和刑侦案件侦破提供了科技新手段。系统可自动区分

出车辆为深色车辆还是浅色车辆 ;并识别出10种常见车身颜色，10种颜色

包括 :白、黑、红、黄、灰、蓝、绿、粉、紫、棕。  

3 .2 .4 .10  车标识别功能  

系统所能准确识别并记录的车辆信息越多，意味着后期能更快更精准的定

位搜索到所需要查找的车辆，这在违章车辆自动记录、盗抢车辆追查等领

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具有重大的经济价值和现实意义。  

车标识别是车辆识别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技术在于车标定位和车

标识别。大华摄像机产品在车牌检测的基础上定位车标所在的位置，在准

确地定位车标后，车标图像识别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通过建立丰富的车

标识别库，将定位处理后的车标与识别库模型进行匹配确定所属的类型，

即完成车标识别。  

3 .2 .4 .11  高清录像功能  

系统在支持抓拍高分辨率图片的同时，能实现24小时高清视频录像功能

。可以在白天或夜间有辅助光源的情况下实现清晰录像，视频编码格式支

持主流的H。264，录像中能清晰地反映车辆的颜色、车辆类型、运动轨

迹，并提供录像查询、录像下载等功能。  3 .2 .4 .12  数据存储功能  



系统采集的车辆图片、违章数据、高清录像等数据支持前端存储和中心集

中存储。  

前端存储设备包括抓拍摄像机内置的SD卡和智能交通终端管理设备内置

的大容量硬盘，系统在前端即可实现数据的备份存储功能。  

中心存储是将数据保存在位于后端中心的集中存储系统，如大容量磁盘阵

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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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4 .13  图片、视频防篡改功能  

前端摄像机内置水印加密防篡改功能，利用数字水印加密技术，直接将加

密信息嵌入图片和视频数据流，也就是从数据的源头加密，断绝了前端数

据被篡改的可能性，从而确保了取证信息的准确可靠性。  

数据信息在前端加密后，传输环节也采用安全性非常高的加密传输方式，

然后进入中心平台，中心管理软件自动对图片和视频数据进行水印验证，

以确认信息是否被篡改。也可通过单独的水印加密验证工具软件，对前端

单独拷贝出来的图片和视频进行手动验证。  

经源头加密、传输加密、后端验证等多重环节，图片和视频数据的安全性

得到充分保障，具有极高的可信度。  

3 .2 .4 .14  数据传输与断点续传功能  

系统支持多种方式的数据传输 :可通过FTP或TCP/ IP协议将车辆图片、车

辆通过信息 (时间、地点、车牌号码、车身颜色等 )、设备监测数据等上传

到中心管理系统 ;也可在中心通过网络调用或下载操控前端设备存储的数

据。  

系统支持数据的断点续传 :如因网络中断或其它故障，数据无法上传至管

理中心时，可暂时将数据存储在前端，待网络恢复后前端存储设备自动上

传网络中断期间的数据至管理中心。  



3 .2 .4 .15  远程系统管理维护功能  

系统具备故障自动检测功能，能通过软硬件自动检测系统故障并恢复正常

工作。具有断电自动重启动、自动侦错报错、自动监测主要设备 (摄像机

、终端管理设备、车辆检测器、服务器等 )和主要运行软件的工作状态 (采

集识别软件、传输软件等 )等功能。  

系统具备权限管理功能，能够对不同对象分配不同类型的使用权限。  

系统具备日志记录功能。可记录主要设备、网络状态和主要运行软件的工

作日志，还能记录设备或者网络状态改变 (重启、或者重新连接 )、主要软

件发生重启或故障等事件日志。  

系统具有主动校时功能，24h内设备的计时误差不超过1。0s。  

系统具备远程维护及参数的设置等功能。  

3 .2 .4 .16  Web数据浏览功能  

大华高清一体化摄像机，支持WEB浏览功能，用户可以通过WEB浏览，

查看并下载相机存储的图片、录像等信息，同时，可以查看相机的实时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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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5  安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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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采集系统比较  

特点  地磁检测  视频检测  



车位检测  车位检测精度高  车位检测精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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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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