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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交通视频检测与分析为交通实时监控、动态调度、出行诱导、政策制定等提供了新的客观可

靠的参考依据，并以低成本、高准确率等优点成为是近年来智能交通研究热点之一。本文介绍了面

向广州亚运会公共交通管理开发的交通视频自动检测与分析平台。该平台分为车流检测和人流检测

两大子系统，在检测车辆速度、密度，人群流量、密度等交通参数上具有实时性和高准确性，具有

较好的应用前景。 

Abstract: Traffic Video Detection and Analysis provide a new objective and reliable reference for traffic 

real-time monitoring, dynamic dispatching, travel induction and policy development. This filed has 

become a hot spot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raffic 

Video Detection and Analysis Platform for the public transport of Guangzhou Asian Game, 2010. 

Consisted of vehicle and pedestrian subsystem, this platform is highly accurate and does well in 

real-time detection in some traffic parameters such as vehicle and pedestrian flow, speed, density. 

Meanwhile, we believe that it’s prospect is bright. 

引言 

近年来，随着城市规模的迅猛增长，交通问题也日益突出。各级交通管理部门对此也是高度重

视。伴随远程视像技术的引入，不少地区已经投资在城市的拥堵高发区架设高清摄像头，对重点路

段进行实时监控和录像保存，进而为发布出行诱导信息提供可靠参考。然而，仅靠交通管理者人工

监控无法做到对各交通指标的定量考察。同时，受主观因素等的影响，监控者对当前交通状况的判

断可能会出现偏差。因此，基于视频信号的交通视频检测技术，以其成本低廉、检测精度高、可无

人干预等优点逐渐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1][2]。该检测技术可以为政策制定、诱导信息发布等提供定

量的参考依据。在此背景下，本团队开发了针对第 16 届广州亚运会的视频检测平台，保证了亚运期

间交通信息采集的实时性和有效性。本文第二部分简要介绍视频监控技术的发展，第三、四、五部

分分别介绍视频检测平台总体设计以及车流、人流两个检测子系统的结构设计，第六部分介绍整个

检测平台的人机交互界面实现并予以展示，第七部分为总结与展望。 

视频监控技术的发展 

从视频监控技术诞生到现在，共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第一代视频监控系统指的是以 VCR

（Video Cassette Recorders）为代表的传统 CCTV 监控系统，系统主要由模拟摄像机、专用电缆、视

频切换矩阵、模拟监视器、模拟录像设备和盒式录像带等构成。在上世纪90 年代中期，以DVR（Digital 

Video Recorder）为代表的第二代视频监控系统出现在视频监控市场上。DVR 使用户可以将模拟的

视频信号进行数字化，并存储在电脑硬盘而不是盒式录像带上。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网络技术

的发展，DVR 系统又进一步发展成为具有网络功能的 NVR（Network DVR）系统。与 DVR 系统相

比，NVR 系统不但实现了视频信息的数字化存储，还实现了视频档案信息的数字化传播，即 NVR 可

以直接接入到 IP 网络中，从而使存储下来的视频信息可以通过网络方便的进行共享。第三代系统指

的就是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网络化视频监控系统，又称为 IP 监控系统，它从一开始就是针对在网络

环境下使用而设计的，因此它克服了 DVR/NVR 无法通过网络获取视频信息的缺点，用户可以通过

网络中的任何一台电脑来观看、录制和管理实时的视频信息。 

在这一演变过程中，视频监控系统与设备虽然在功能和性能上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仍然受



到了一些固有因素的限制，其中既包含人类作为监控者自身在生理上的弱点，也包含视频监控系统

配置以及视频监控设备在功能和性能上的局限性。这些限制因素使各类视频监控系统均或多或少的

存在报警精确度差、误报和漏报现象多、报警响应时间长、录像数据分析困难等缺陷，从而导致整

个系统在安全性和实用性方面性能的降低。因此，智能化的视频监控与检测技术便成了研究的热点，

智能视频监控以数字化、网络化视频监控为基础，但又有别于一般的网络化视频监控，它是一种更

高端的视频监控应用。智能视频监控系统能够识别不同的物体，发现监控画面中的异常情况，并能

够以最快和最佳的方式发出警报和提供有用信息，从而能够更加有效的协助安全人员处理危机，并

最大限度的降低误报和漏报现象。 

在我们的系统中，以原有视频监控平台为基础，增加了智能视频监控和目标检测的功能，可以

自主智能地对视频中的车流和人流进行检测、提取参数指标并给出预警信息，从而大大提高了监控

工作效率。 

视频检测平台总体结构 

 本视频检测平台运行于交委控制中心服务器，并且面向亚运开发，因此该软件必须满足以下几

点实际需求： 

1）能够实时检测车流、人流，包括车辆的速度、时间占有率、流量、密度，行人的人数、人群流量、

人群速度、人群密度等； 

2）能够对实时检测数据予以存储，以备统计和决策支持； 

3）能够对检测点进行实时视频监控； 

4）能够展现实时检测数据的分布曲线，直观反映车流、人流的变化趋势； 

5）能够长时间稳定运行。 

 为实现上述各项功能，我们设计为界面层----检测层----数据层的三层模式，其中数据层又分为历

史数据和实时数据两部分[4]。具体结构如图 1 所示。 

 首先，由安装在各检测点的摄像头采集视频数据通过以太网送达车流和人流检测模块进行检测。

检测完成后，检测数据结果送入数据库予以保存。若有来自用户界面的视频查看请求，车流和人流

检测模块则会将附有检测效果的视频信号转发至界面进行显示。同时，用户界面亦可直接查询数据

库获取当前及历史检测数据，用以绘制统计曲线。鉴于整个系统的核心部分是车流和人流两大检测

系统，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图 1 视频检测平台总体结构图 

车流检测子系统结构 

 车流检测子系统主要根据前端摄像头传送来的视频信号配置虚拟线圈，从而检测速度、时间占

有率、流量、密度等交通流参数，为管理者提供实时的定量数据参考
[3]
。同时，将检测数据保存于



数据库，亦可用于历史数据的查询。程序流程如图 2 所示。 

 
图 2 车流检测子系统程序流程 

 杭州华三公司 IVS8000 系列摄像头素以信号清晰、性能稳定、功能齐全著称，因此本项目采用

该型号的摄像头获取前方视频信号。车流检测部分采用中科院自动化所复杂系统重点实验室研发的

RoadScope 交通视频检测器进行检测。其基本原理是基于像素统计的检测方法。检测结果保存于性

能稳定的 Oracle 数据库。 

人流检测子系统结构 

 与车流检测相比，人流检测子系统在流程上大体一致，仅存在两点区别[4][5]： 

1）车流检测所获取的视频信号为 BRT 道路视频画面，而人流检测则是获取人行道及公交车站处的

视频画面； 

2）在获取视频信号后，人流检测采用与车流不同的人流检测算法，得到人群速度、人群密度等人流

指标。 

 此外，程序采用 MFC 窗体获得图像数据[9]，达到了分辨率可调的目的，从而确保在不同外界环

境中检测精度符合要求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升视频处理速度。 

视频检测平台的人机交互界面 

 

图 3 车流实时检测界面 



 
图 4 人流实时检测界面 

 

图 5 车流和人流检测点配置界面 

 

图 6 车流检测标准设定、历史数据分析界面 

 从美观性和人性化的角度出发，同时考虑与服务程序连接的兼容，我们采用 C#以及 DXperience

控件库开发人机交互界面。主要包括 

1） 车流和人流实时检测界面（图 3、4）； 

2） 车流和人流检测点配置界面（图 5）； 

3） 车流检测标准设定界面； 

4） 历史数据分析界面（图 6）。 



总结与展望 

 视频检测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的研究方向。尤其是在当今规模不断膨胀的城市交通

领域，视频检测以成本和高准确度等优点成为一个热门研究领域。本文介绍了为广州亚运会公共交

通而开发的视频检测平台。该平台具有运行稳定，检测率高等优点，为交通管理者提供了准确的参

考数据。更进一步，在今后的工作中，若在非机动车道上架设摄像头，我们可以开发出相应的非机

动车检测系统，真正做到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三元混合交通的检测与评估。同时，对于视频检

测准确率的评价，目前尚无较好的方法实现，只能通过人为随机抽样，记录实际人流参数与检测结

果对比，分析检测误差。这也是未来进行改进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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