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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通远程视频实时监控系统解析
张　豪

（安徽百诚慧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 合肥 230031）

摘　要　交通量的不断增加，使得交通管理压力也呈现出明显增加的趋势。在此环境中需要做好智能交通设置与

落实，需要根据远程视频实时监控具体要求，完成相应监控系统设置，结合智能交通监控系统优势，做好实时监

控的设计，以便实现理想化远程交通管理模式。文章将通过对智能交通监控基本情况的介绍，对智能交通远程视

频实时监控系统展开深度探讨，旨在对建设高水平视频实时监控系统，提升智能交通应用水平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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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代交通流量相对较大，单纯依靠人工手段

很难实现对过往车辆的有效管理，保证道路交通畅通

性，实现对违法违章行为的及时处理，所以各种智能

化手段开始在交通管理中得到应用，智能交通远程视

频实时监控系统就是其中的一种。系统会利用各种先

进技术，实现对过往车辆的精准识别与监控，会为各

种执法活动开展提供依据，保证交通管理工作开展质

量，对于现代交通管理而言，有着积极作用与影响，

值得展开深层次探讨。

1 智能交通监控系统

1.1 系统基本情况

智能交通监控系统主要负责图片监控以及车辆查

询等各项操作，能够通过对车辆信息进行实时监控的

方式，按照图片中的时间以及抓拍地点等各项内容，

结合车速、车道以及红灯时间等各项信息，为相关管

理工作开展提供判断依据 [1]。通过对道路交通情况进行

实时监控，提供车辆号牌识别以及车辆时速检测等各

项功能，能够为违法变道以及闯红灯等违法行为管理

提供支持。系统按照功能主要分为高清智能卡口系统

以及高清电子警察系统两部分内容。执法人员可以利

用系统功能，完成对道路车流量以及通过车辆的各项

检测和分析，可以实现智能化执法模式。

1.2 高清电子警察系统

闯红灯是较为常见的违法行为，也是智能监控系

统需要管控的关键要素，电子警察系统能够在无人值

守路口以及单行线等位置进行检测，通过科技手段对

违法行为进行控制和治理，可以在有效减轻管理人员

执法负担的同时，保证各项违法行为能够得到严肃处

理，提高驾驶人的警觉，确保类似违法行为发生数量

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电子警察系统包括中心管理系统

以及网络传输系统几部分内容，采用视频检测处理手

段，对视频流图像中运动物体进行识别，可以根据车

辆运动轨迹，确定车辆是否存在违法行为 [2]。运用 LED

冷光作为夜间补光，能够有效降低灯光对于人眼刺激，

保证来往车辆，人员行驶安全，且能够保证系统的拍

摄清晰度，保证不会因为环境干扰而造成拍摄不清晰

的问题。

电子警察系统应用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2.1 视频检测车辆功能

系统会通过进行视频检测的方式，利用高清摄像

机以及其他先进设备，对来往车辆运动轨迹进行跟踪，

确定车辆具体行驶方向，对其是否存在越线或者压线

等问题进行记录，能够对车辆压车道分隔线情况进行

分析，并不需要进行线圈埋设处理，整体监测较为智能，

会通过对移动物体跟踪，完成车轮廓以及车牌等各项

内容的检测，会在系统没有找到车牌时显示识别结果

为未检测，方便后续执法人员对违规车辆进行追查，

能够依据车牌反光原理，保证视频检测准确度，确保

检测不会受到大型车辆或行人等各项因素干扰。

1.2.2 闯红灯抓拍功能

一台高清摄像机可以完成对三个车道的实时监控，

不仅拍摄图片质量能够达到国家标准要求，同时可以

在红灯信号状态下对通过的所有车辆进行行驶轨迹跟

踪，会通过运动轨迹的分析，确定车辆是否存在闯红

灯违法行为。如果发现车辆存在违法状况，会将抓拍

到的车辆违法信息进行保存，并及时上传到有关平台。

一般会选择三张高清图片进行保留，而第一张图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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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对机动车车头未过停止线以及车身颜色等各项信息

进行反馈，第二张图片能够对车身已过停止线和红灯

信号等各项信息进行记录，第三张图片能够对同意机

动车越过相邻方向道路中心延长线和车身颜色等进行

记录，能够通过三张图片对车辆闯红灯的过程进行全

面记录，保证处罚行为能够真正做到有据可依，也方

便向相关人员解释其违法行为，避免其出现拒不承认

的情况。

1.2.3 违反停止标线和禁令等各项违法行为抓拍功能

系统会根据视频拍摄内容，对车辆是否存在逆向

行驶以及车辆的运行轨迹等各项情况进行分析，判断

其是否存在违反禁止线以及跨线等各项违法行为，会

对禁止左转或右转路口出现违法行为的车辆进行抓拍，

并对逆向行驶等各项违法行为进行记录，通过系统抓

拍三张违法图片的方式上传到管理中心，方便执法人

员对相关车辆进行处罚。

1.2.4 卡口功能

系统具备对车尾进行卡口处理的功能，会在信号

灯处于黄灯或者绿灯状态时对道路行驶车辆进行检测

和抓拍跟踪，会通过对车辆时间以及类型等各项信息

的识别，确定车辆行驶是否存在逆行或者违法等各项

行为，明确记录停止线前是红灯还是绿灯的状态，帮

助执法人员掌握入口方向以及路口名称等各项信息。

1.2.5 车牌识别功能

系统能够按照预先设置的功能，对各种汽车车牌

号进行自动识别，可以保证白天车辆车牌号识别率超

过 95%，在夜间的车牌号识别率也能够超过 90%，可以

对道路通行车辆车牌进行识别，掌握车辆的具体信息。

1.2.6 车辆颜色以及车型识别

在进行车辆管理过程中以及车辆追踪过程中，车

辆车型以及颜色的识别也显得极为重要。电子警察系

统能够采用视频检测和车牌颜色识别相结合的方式，

自动对车辆的车牌底色以及车辆类型进行区分。会通

过对识别到的车牌颜色的运用，对车辆类型做出判断，

例如蓝色车牌多以小型车辆为主，黄色车牌多以大型

车辆为主等。如果车辆类型无法依据车牌颜色进行识

别，会运用图像分析技术对车辆类型识别进行辅助识

别，确保能够按照图像拍摄内容完成对车辆的精准识

别，方便后续进行管理和查看。

1.3 高清智能卡口系统

卡口检测管理系统是平安城市系统的重要组成内

容，通过在主要出入口以及交通要道等设置智能卡口

系统的方式，对来往车辆进行监控和记录，做好违法

行为监测，能够通过和路面监控进行有效配合的方式，

对车辆通行情况以及外形等各项情况进行实时采集。

系统主要包括卡口车辆记录子系统、网络通讯子系统

以及中心管理子系统三部分内容，其中车辆卡口记录

子系统属于车辆智能监控核心内容，包括车辆检测单

元以及网络传输单元等几部分。会在车辆通过道路卡

口时对其进行抓拍，获得车辆图像，自动完成车辆车

牌字符和相关内容的识别，并会将车辆行驶方向以及

车牌号等数据传输到通讯子系统之中，以便上传到中

心管理平台进行管理 [3]。

系统会通过对视频检测或者线圈检测手段的应用，

完成对车辆各项信息的获取，车辆捕获率已经超过

99%，可以抓拍到遮挡号牌车辆以及无车牌车辆，并且

不受框线和雨雪等因素干扰，能够保证公安执法可靠

性。可以对通过所有车辆进行测速，保存超速车辆的

具体信息，及时上传中心，方便执法人员对超速车辆

进行处理 [4]。通过对高清工业摄像机的应用，完成对车

辆的抓拍，确保即便是夜晚，也能够保证图像清晰度，

并且能够运用图像识别算法，实现对车辆的车牌识别，

方便执法人员进行管理。

虽然智能监控系统具有诸多优势，但仍然存在实

时监控能力相对有限的情况，在此状态下，为确保智

能交通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技术人员加大了对远程

视频实时监控系统的研究和开发力度，期望能够通过

对智能监控系统的不断改进和升级，提高监控系统的

应用能力以及监控精准度，以便为智能交通的高质量

落实奠定扎实基础，确保智能交通管控优势和价值能

够得到充分性发挥 [5]。

2 智能交通远程视频实时监控系统

该系统是以智能交通监控系统为基础发展得到的，

通过对先进技术的应用，完成人和车之间的有效结合，

展开大范围、全方位的交通信息管理。此种系统具有

诸多优势，能够采用帧差处理方法以及背景减法等处

理模式，完成多目标区域的像素获取，能够达到切实

提高智能交通系统运行水平的目标。

2.1 按照视频图像进行车流量和车速检测

2.1.1 狭缝技术

该项技术能够对车流量以及车速进行检测，会按

照检测线视频图像内容，根据时间顺序，对相关内容

进行排列，可以保证该检测线动态狭缝图活动效果 [6]。

能够通过对动态狭缝图的应用，实现对相关车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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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取，完成对车辆检测线颜色的检测。

2.1.2 选取彩色图像阀值

动态狭缝图属于二维图形模式，通过对其中一维

特征的提取，完成相应判断操作。根据不同时刻动态

投影图的具体情况，按照不同分量的具体变化，对视

频检测线中目标信号分量进行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和

背景信号进行对比 [7]。如果变化范围超过分量差阀值，

需要根据检测线中像素点数目对应视频检测线装的不

同点展开对比分析。

2.1.3 车速检测与车流量实现

在进行车流量检测时，当车辆经过主检测线之后，

系统会自动对车辆进行识别，确定车流量具体情况。

在此过程中会通过对检测线组的设定，在没有对数量

以及位置进行明确限制的基础上，保证系统灵活性以

及通用性能够达到理想状态 [8]。同时，会通过进行车速

检测的方式，运用主检测线以及辅助检测线对车速进

行测量，通过视频文件帧记录的方法，在车辆碰触主

检测线之后，再次进行文件帧记录，方便后续进行查

阅和分析。

2.2 按照视频图像进行车辆检测与识别

在利用视频图像进行车辆检测和识别过程中，会

按照运动物体结构以及形状特点，通过对车辆类型进

行全面扫描和区别的方法，对其模型进行有效分类 [9]。

会在车辆通道上方进行摄像机的架设，并通过对车辆

和镜头以及各项数据变化距离的收集和分析，按照模

型类型进行识别，完成车辆类型特征的提取和判定。

会按照 SVM理论分类器，对系统车型类型进行有效区

分，以便保证识别准确性。

2.3 车牌字符提取、识别和定位

通过对彩色摄像机的应用，对车辆进行拍摄，获

得彩色图像，并运用处理手段将彩色图像转化为灰度

图。通过对灰度图像的对比分析和运算，按照水平边

缘检测模板，采用梯度运算手段进行计算，避免相关

背景对计算结果产生不良干扰，利用阀值完成对灰度

图的处理，获得二值化图像内容。在确定车牌位置之后，

对车牌区域进行分割，运用像素点统计方法对其进行识

别和研究。完成之后，展开分割拍照字符处理 [10]。在进

行字符分割过程中，会对车辆牌号进行投影量的分析，

采用垂直投影分析手段获得点阵图投影内容。在完成

字符分割之后，对汉字以及字母等图像进行消除处理，

采用归一化处理手段，保证因拍摄问题所造成的字符

变化状况能够得到妥善处理。确保字符模式识别能力

能够得到全面提升，能够清楚地完成字符识别。

BP神经网络字符识别技术是较为常见且较为有效

的网络识别手段，在预处理以及特征提取等方面有着

突出表现。会运用 BP神经网络元算法进行训练样本集

以及测试样本集的处理。和 SVM处理技术相比，BP识

别算法需要使用训练时间相对较多，遇到训练不收敛

的情况仍然存在。SVM识别消耗时间虽然较长，但整

体识别率相对较高，更加建议使用此种识别处理技术

进行处理。

3 结语

因为系统的整体应用时间相对较短，所以在具体

进行系统应用时还存在一定的使用问题，需要做好图

像采集分析和研究，从提升输入图像质量角度入手，

对系统应用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和调整。保证系统分辨

率以及动态范围能够得到不断提升，能够使用非可视

成像辅助工具更好地完成远程监控，进而为智能交通

的高水平开展提供有力支持，保证城市交通发展的质

量，实现理想化城市交通运行模式，将智能交通优势

和价值充分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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