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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识别技术在智慧城市安防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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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信息化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高端科技给我们的生活带了诸多便利，智慧城市就是基于科技发展下，依托信

息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来进行城市核心系统信息整合，并能够及时对城市中交通、安全等方面做出及时的智能相应，城市化

进程在我国不断的推进中，与此同时，智慧城市的模式也越来越完善，在进行智慧城市的建设中，模式识别技术是十分重要

的内容，可以在安防领域发挥及其重要的作用，确保城市的安防，满足人们对当代社会安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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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况 

高清卡口系统，也被称作为公路车辆智能检测记录系

统，是模式识别技术的一种应用，在特殊领域有着极其重要

的作用，同时也是智慧城市建设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在具体

的应用中，可以借助线圈、视频等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对公路

上路过的目标进行检测，并且使用工业级别的摄像机来对检

测目标进行抓拍，实现对车辆的类型、车牌号码、厂商信息

以及车辆颜色等信息的识别，并通过互联网技术以及数据平

台将捕捉到的信息传至中心平台，再由中心平台进行处理，

并进行后续的车辆查询等，也可以利用数据信息进行更深入

的分析，包括车量行进路线、车辆常出没的位置、一般活动

区域及其关联性，以及区间速度测量等。 

2 系统主要技术分析 

2.1 结构 

一般来说，由于高清卡口系统前端具有互异性，根据其

特点，总共有四种系统结构形式。第一种为一体化抓拍识别

单元加上一个主机，这种系统的一体化抓拍识别单元主要有

两个 LED 的补光灯以及曝光灯组成，主机则是嵌入式主机，

功率多为五十至一百瓦，这种主机包括终端服务器以及光端

机，总的来说，这种系统结构的鲜明特点是能够在摄像机中

实现监测和识别两种功能。第二种则为智能抓拍单元，加上

一个 DSP 主机，这种结构的智能抓拍单元则是一个 LED 灯

和曝光灯就可以实现，同时其 DSP 主机功率较小，只有 30

瓦，可以实现多个车道监控，但监控和识别不能实现一体化，

需要摄像机和主机分别工作，并进行合作。第三种为高清抓

拍单元加上一个嵌入式主机，这种治安卡口系统的组成结构

较多，包括检测器、光端机、嵌入式主机、主控器等，以及

一个 LED 补光灯和曝光等，功率较大，在 50 到 100 瓦区间

内，检测和识别都可以由主机来进行。最后一种系统结构为

工控机，这种机器最大的特点为功率较大，可以达到 200

瓦以上，且易发生故障，对环境无法及时适应，因此使用率

不高，面临淘汰。 

2.2 目标检测 

目标检测技术种类较多，现阶段较为常用的有三种，即

线圈监测技术、视频虚拟线圈监测技术以及连续视频流监测

跟踪技术。线圈监测技术是现阶段较为成熟的技术，可以实

现对车辆的有效监测，可以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对于有接触

到线圈的车辆，线圈的电感值会出现波动，数值降低，在检

测器响应时间未超过 5ms 时，可以对高速车辆的监测到达

百分之九十九，但该监测技术无法实现对于行人、自行车和

电动车的监测。 

视频虚拟线圈监测技术以及连续视频流监测跟踪技术

这里两种技术也是目前在安防系统中较为常用的技术，其显

著优点是除了能对机动车辆进行监测，也可以对行人以及非

机动车辆进行监测。尤其是视频虚拟线圈监测技术在实际生

活中更为常用，这项技术运用到背景差分算法，能够有效的

将目标所在背景进行移除，以消除背景对于目标活动的影

响，确定目标的移动路线，同时对于背景模型也可以进行保

存，对于噪音，可以进行过滤，以此来使车辆达到触发位置，

但是这种技术受天气影响较大。连续视频流技术最为复杂，

且难度极大，运用到多种技术来区分目标，包括模型分类、

目标特征分析等，进而对目标进行跟踪，并分析其运动轨迹，

对于目标的监测是效果最好的技术。 

2.3 软件算法 

软件算法技术，也是常用的高清卡口系统技术，包括视

频监测技术、事件监测技术以及特征识别技术等。视频监测

技术在现在的运用中较为成熟，能够具有高捕获性以及较强

的稳定性，同时受天气气候影响较小，不仅有软件的支持，

其硬件性能也强。特征识别技术，就是对于目标的特征进行

分析，这项技术略有复杂，以车牌为例，需要进行车牌定位、

车牌矫正、结构识别、图像二值化、字符切割、字符模式识

别以及最后的结果输出和比较等，而目标的其他特征，在进

行识别时，会更为复杂。最后是事件检测技术，即对事件的

监测，比如说交通中停车监测、压线监测、违规行驶等，或

者社会中的打架、火灾等，需要对事件与行为模式进行匹配

来实现检测。 

3 智慧城市安防领域应用 

3.1 交通诱导 

交通诱导是模式识别技术在智慧城市安防领域应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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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部分之一。随着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人们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城市交通压力越来越大，极大影响了城市居

民的生活幸福感。同时，道路状况的不良也为临时事故的发

生埋下了伏笔。因此，模式识别技术在道路交通诱导方面是

极为重要的。 

利用 GPS 技术，对于城市中的主要交通道路进行检测，

包括对于过往车辆的类型、车速、停靠以及故障车辆等。这

样就能及时地掌握道路的实时运行状态，方便广大市民选择

高效的出行路线，缩短上下班的通勤时间。另外，模式识别

技术有利于城市安防系统第一时间发现有问题出故障的车

辆等，并能够基于实时锁定的 GPS 定位快速找到事发位置，

并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有效的救援车辆或者救援人员，保证对

于事故的迅速反应。对于车辆的模式识别系统还能为城市安

全部门提供一定的援助，能够实时掌握犯罪车辆的行车轨迹

并能够不断追踪，极大地提高了办案的效率。 

3.2 天桥安全检测 

天桥的安全识别系统主要是针对于人流量进行的安全

排查。天桥的人流量比较大，一旦管控不好容易出现踩踏事

故，会造成极大地人员伤亡，给社会带来不好的效应，尤其

是在上下班时期，可以通过在天桥上的定点安装摄像机，连

接主机进行监控，确保对于天桥上的人流量进行一定的控

制，避免出现高危事件，同时也能够及时发现上在天桥上出

现的不良行为，进行制止。 

同样的安全检测也不仅仅要应用到天桥，在另外一些人

群聚集比较多的场所或者比较危险的场所也可以加以应用，

如节假日的人流量比较大的商场、景点等。几年前的上海外

滩踩踏事件依然历历在目，事故的发生就是因为跨年人群聚

集，而人群在喧闹之下慌乱，产生了踩踏事故。假如在其中

加入了安全检测系统，利用模式识别技术识别人流量，并基

于人流量进行迅速地反应和疏导，恐怕灾难事故就不会再发

生。 

3.3 人数总量统计 

在一些重要场所，可以利用门禁系统对于人数进行统

计，首先得到总人数，然后利用监控技术得到离开的人数，

再进行场所内人数数量的推算，以确保对人数总量的控制。 

人数数量统计在一些商业会所、艺术中心或者景点诸如

此类的地方应用非常广泛。比如上海的艺术博物馆，对于人

流量的进入有一定的限制，人数过多会影响游客的欣赏体

验，同时也会对博物馆内的馆藏产生一定的损害，造成场馆

的混乱，而人工进行人数统计的方式显然是不实际的，在实

施过程中会有许多的困难， 

利用模式识别技术可以利用智能化的设备，实现智慧城

市下的人员数量统计，合理利用技术，解放人工。 

4 模式识别技术案例分析——人脸识别技术在智慧南

京中的应用  

4.1 人脸识别技术概述 

人脸识别技术离不开模式识别技术的支持，对于模式识

别技术的概述在前文中已经有所提及，主要是利用机器识别

数据中的模式和规律，从而达到模式识别的目的。人脸识别

技术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以及十分广泛，例如在手机的锁屏

中、支付软件的免密支付中、安检的“刷脸识别”中……而

人脸识别在智慧城市中的大规模应用还处于发展阶段，这不

仅要有强大的硬件、软件的支撑，更要依靠强大的人脸数据

库系统，来达到将数据与脸一一对应的效果。当前应用人脸

识别最为广泛的城市生活领域是交通安全领域，通过对过往

行人的面部识别，约束市民的马路不安全行为。 

4.2 智慧南京项目概述 

2008 年，美国学者率先提出智慧城市的概念，十多年

来，这个概念一直处于发展过程中，学界与业界都没有形成

统一的定论。但在具体的智慧城市构想和实践中，智慧城市

大致指的就是：分利用新科技及其带来的启发，让其系统、

运作和服务得到改造和提升，相对传统城市更具智慧的城

市。智慧城市包括经济、交通、环境、人才、生活和政府这

六个方面。南京十三五规划以来加大了对于智慧城市的建设

步伐，其建设图景包括基础设施、民生服务、基础服务平台、

企业服务、社会治理、城市管理、宜居环境、智慧产业、网

络信息安全等从民到企，从线下到线上的全方位的建设体

系，智慧南京项目的提出，为南京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更宏

大的方向。 

4.3 智慧南京与人脸识别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于智慧南京的安保服务系统，应用领

域包括：智能视频监控、重点人员监控、智能门禁监控、地

铁及重大人员密集区的监控。其中重点人员监控与地铁及重

大人员密集区的监控在实际中的作用十分明显。 

重点人员监控可以帮助城市安全管理水平的提高，通过

对于犯罪人员的人脸输入与比对，城市公共安全部门以及相

关政府工作部门可以更轻易的掌握犯罪分子的行迹动态，提

高城市治安水平。另外，对于重大前科分子加强人脸监控，

也有利于防止安全事故隐患的产生，有利于保障市民安全，

保护国家公共治安。 

地铁线路环境相对封闭、人员密集、流量大，人员疏散

收到很大限制，抗风险能力较弱，安防工作难度较大，一旦

发生突发事件，可能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地铁

的安防系统包括视频监控、门禁系统、电子围墙以及紧急告

警等系统，其中占份额最大的是视频监控系统，约占安防系

统的 80%以上。基于人脸识别技术，建设一套覆盖新街口、

大行宫地铁视频监控告警系统，分别部署在每个站点重点区

域的人员出入卡口，实现可靠的、高效的、具有对日常人员

流动的人像为基础数据来源的统计分析展示大数据平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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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摄像机采集到车厢画面后，地铁运营部门再使用视频分析

软件，利用多种先进的视频分析算法，根据地铁监控需求进

行修改和完善。 

随着模式识别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与人脸识别水平的进

一步提高，智慧城市安防领域的应用研究将会更加深入。不

仅仅局限于南京，更能推广到我国其他的城市。 

5 小结 

目前，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人们

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对于生活质量和生活安全有更

高的要求，尤其是现代犯罪手段层次不穷，人们的治安问题

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给城市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挑

战，因为，为了保障人们群众的安全，在智慧城市建设中需

要更加安全可靠的安防系统来保护我们的城市，尤其是要扩

大模式识别技术在城市建设的中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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