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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图像处理技术的车型自动识别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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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图像处理角度，提出了在一定时间内，根据实时阈值来判定背景是否需要更新的一种实时背

景更新算法，据此设计了一个速度快、鲁棒性好的车型自动识别系统．通过实验验证了方案的可行

性．算法中a值对于背景更新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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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出mct：B鼬ed on tIIe image processing，a new real—time backgmund image update algorithm w鹳pm-

po∞d，arId a缸t and robust automatic vehicle identification system w鹪designed．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e fe鹊ibility of the program．The口Value of the new algorithm is very imponant for backgmund

image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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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速、精确的车型自动识别系统·

随着机动车辆的日益增多，机动车交通管理的

难度日趋增大．由此，人们设计了智能化交通系统

rrS(intelligent tI彻sportati∞system)⋯，以提高交通

运输的效率及保障正常的交通秩序．对于路桥收费

站及交通监控系统而言，智能化车型识别意义重

大，可以极大地提高收费系统及监控系统的工作效

率．文献[2]提出了基于动态时间变化的车型分类

算法；文献[3]提出了基于模式识别技术的车型识

别系统；文献[4]提出了基于BP神经网络的车型识

别算法．这些算法理论复杂、运算量大、实现难度较

高．本文拟从基本图像处理角度出发，设计一个快

车型识别系统建模

车型识别处理过程包括图像采集、预处理、特

征参数计算、分类器比较等步骤．流程图如图l

所示．

图l 车型识别系统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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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像处理

2．1图像的采集

在收费站车行通道的侧面设置摄像机，用以拍

摄车辆的侧面．在收费站入口处设置一个传感器，

用以检测有无车辆经过．当车辆进入收费通道时，

触发传感器，由传感器信号控制摄像机对车辆进行

拍照，获取车辆的侧面与背景的叠加图．

2．2灰度变换

一般的摄像机获取的图像大多是RGB彩色图

像，数据量较灰度图像大得多，图像处理复杂，计算

量大．另外，彩色图像清晰度对于光线的敏感度较

高．在多变的户外环境下，采用灰度图像的清晰度

总体上要优于彩色图像．因此，有必要对获取的彩

色图像进行灰度变换，其方法是提取每个像素点的

红、绿、蓝三原色的亮度值R，G，B，然后按下列公式

进行计算”J．

灰度值=尺×0．3+G×O．59+B×0．1

2．3背景差分

图像预处理的主要任务就是从拍摄的侧面图

像中提取出车辆的部分．采用背景差分法，将拍摄

图像与背景图像相减，即可得到仅含有车辆的部

分．但是由于一天当中，天气、光照等都在发生变

化，所以背景图像也在变化．为了获得更好的提取

效果，背景图像必须定期予以更新【6 J．

背景更新算法的基本思想与步骤如下：

1)获取临时背景．预定临时背景的更新时间为
lO IIIin 1次，车辆通过收费站的平均时间为30 s．当

传感器触发后30 8内无触发且背景更新时间超过
10 min，触发摄像机采集临时背景．

2)计算阈值．设』I，。Ⅳ分别代表图像的行数与列

数，分别取其中的5行与5列特征像素数据进行阈

值计算．选取方法是将行总数与列总数平均分成4

份，取其边界线．如果边界线值不是整数，执行去整

操作．用于阈值计算的特征像素选取示意图，如图2

所示．分别计算临时背景的5行与5列灰度值的平

均值x[f](￡=l，2，⋯，lO)及原背景图像相应的灰

度值的均值y[i]，并计算科i]与y[i]的绝对差值，

记为z[f]．设阈值r=ave咧弘(z(￡))．

3)判断背景．分别计算临时背景与原始背景图

像的z[f]，与阈值r相比较．如果z[i]>ar(a为

经验值，此处取a=2)，说明背景变化较大，可能是

别的通道有车通过或其他特殊情况，摄像机延迟
30 s后重新获取背景图像．算法流程图如图3所示．

(^tJIv)

图2 用于阚值计算的特征像素选取示意图

图3 临时背景采集算法流程示意图

2．4 中值滤波及二值化

背景差分后获得的图像必然会因为背景的迟

滞变化而产生一些噪声，本文采用中值滤波的方法

对差分后的图像进行平滑处理．中值滤波比低通滤

波和高通滤波更能保持图像的边缘特性．然后通过

二值化处理将灰度图像变成二值化图像，以便于特

征参数的计算．

3特征参数计算及分类器设计

区分车辆最有效的参数即是车身的长度．只有

准确提取车身长度，才能对车辆进行准确的分类．

计算方法是：利用二值化处理后的图像，找到横坐

标最大值的像素和横坐标最小值的像素，将两者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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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相减，便可得到车辆的相对长度⋯．最后再乘

以图像与现实场景的比例，得到实际长度z．

为了准确进行车辆分类，首先需收集各种车辆

的参数，然后输人计算机中的车辆车型数据库，利

用计算机的检索功能对分类参数进行优选．根据我

国常用车型采用的车辆分类标准”1，按大型车、中

型车和小型车进行分类存储．其分类关系为：大型

车：z>10m，主要指大型挂载货车；中型车：4 m<x

<lo m，主要包括中型货车、客车、加长轿车等；小型

困4背景彩色图

车：x<4 m，主要包括轿车、越野车等．根据以上分

析，只要检测出车身长度，即可识别出车型

4实验结果

通过实验模拟收费站场景．实际场景大小为
5 m×15 m，实验模拟大小为5 cm×15 cm(34l像素

×1024像素)，比率为100：1．利用MaⅡab对实验进

行仿真，图4一图lo为实验及通过图像处理得到的

一些图片．

图5车辆通过时采集的彩色图 图6背景灰度图

图7 车辆通过时采集的灰度图 图8 差分处理后图片 图9 中值滤波处理后图片

图10二值化处理后图片

根据图像二值化处理结果，得出像素之差为

608像素，从而计算出车辆的相对长度为
z’=15 cm×(608／1024)=8．91 cm

依据模拟场景与实际场景的比例，得到车辆的
实际长度为

x=100 xx’=loo×8．91 cm=8．91 m

所以，该车可判定为中型车．

5结语

本文从图像处理角度研究了车型自动识别技

术，并提出了背景实时更新的算法．利用MatlaI】进

行了实验的仿真．结果显示，此方案计算量小、鲁棒
性好，证明了方案的可行性．其中，临时背景更新时

用到的a值与图像二值化处理时的阈值的精确确

定对于车型的自动识别的影响比较大，这将是以后

研究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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