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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车牌自动识别系统是现代智能交通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文章主要研究了车牌自动识别系统中

的车牌图像的边缘检测和车牌定位的算法及其实现过程&车牌图像的边缘检测采用
N(/f1::

算子检测方法!车牌定

位采用了基于车牌先验知识和线扫描的方法&实验结果表明'应用上述方法能够准确定位到车牌区域!算法检测用

时短!错误率较低!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

关键词!灰度化#自动识别#线扫描#

N(/f1::

算子

中图分类号!

6N!F#

!!!

文献标志码!

M

(

!

引
!

言

车牌自动识别系统是以数字图像处理'模式识

别'计算机视觉等技术为基础#对采集到的汽车图像

进行处理#实时准确地识别出车牌中的数字'字母及

汉字字符#并以计算机可直接运行的数据形式给出

识别结果#使得车辆的电脑化监控和管理成为现实&

车牌识别系统主要由车牌定位'字符分割和字符识

别等部分组成&

本文针对车牌自动识别系统中所需图像处理和

模式识别相关算法(

#

)

#详细介绍了车牌图像预处理

和车牌定位的相关技术#如彩色图像灰度化'边缘检

测'形态学的开运算等&然后讨论得出最优化的可

行性处理算法和处理规则&系统实现是基于
<19'*+

V

XX开发环境编程(

$

)来操作#可以为后续车牌字符

分割和识别提供支持&

!

!

车牌彩色图像预处理

#=#

!

彩色图像灰度化

摄像机所采集到的图像是彩色图像#其中包含

大量的颜色信息&此种图像占用的存储空间较大#

处理过程中会浪费系统资源#从而有可能降低系统

的速度&而在灰度图像中#像素灰度级用
@K1:

表

示#所以每个像素都是介于黑色和白色之间的
$AL

种灰度中的一种灰度值#图像是只含亮度信息#不含

色彩信息的图像&从技术上说#就是具有从黑到白

的
$AL

种灰度色域的单色图像&灰度图像的描述与

彩色图像一样仍然反映了整幅图像的整体和局部的

色度和亮度等级的分布和特征#系统处理灰度图像

的速度要比彩色图像快很多&

彩色图像转换为灰度图像的转换公式为!

>Y"@$#$LBTX"@B#A#L7X"@"B$#LFF

"

#

$

式"

#

$中
>

为相对应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

T

'

7

'

F

分别表示每个像素点的红'绿'蓝三种颜色

分量值&对比原汽车图像"图
#

$和灰度图像"图
$

$

则可以发现#灰度图像没有原来的彩色信息&

#=$

!

图像边缘检测及轮廓跟踪

图像的几何或物理性质的突变#总是以图像中灰

度突变的形式出现的&这些灰度突变区域是人类视觉

系统识别图像景物的重要因素&边缘检测过程可以在

保留图像有用的结构信息的同时降低图像处理数据

量#并且可以根据边界物体的轮廓就可以识别出物体&



图
#

!

原彩色图像

!!

边缘检测算子检测每个像素的邻域并对灰度变

化率(

!

)进行量化#能够很好地反应图像边缘上的灰

度变化&常用的边缘检测算子有
E&K/(:

算子'

3&5

K/+

算子'

N(/f1::

算子'

_*

d

+*4/

算子等&由于
E&K5

/(:

算子检测的图像边缘比较粗#不利于后续车牌的

精确定位%而
3&K/+

算子的检测结果不能将图像的

主体与背景严格区分开来#所检测的图像轮廓较模

糊%

_*

d

+*4/

算子由于是二阶算子#对图像的噪声很

敏感#所以该算子很少直接用于边缘检测&

综合车牌定位部分对边缘图像的要求#本文用

N(/f1::

边缘检测算子得到车牌图像边缘#该算子具

图
$

!

灰度化图像

有一定的抗噪声能力#检测精度较好&

N(/f1::

算子

如下式所示!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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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边缘检测算子处理的图像效果如图
!

'图

D

'图
A

所示&

#=!

!

图像的二值化

图像的二值化是指将彩色图像或灰度图像转换

为二值图像(

D

)

#即转换为只有黑白两色的图像的过

程&由于汽车牌照定位时要用到复杂的运算#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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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3&K/+

算子处理

图
D

!

拉普拉斯算子处理

图
A

!

N(/f1::

边缘算子处理

化的图像显然比灰度图更容易处理#可以节省处理

时间#提高处理速度&

#=!=#

!

全局二值化

!

本文采用全局二值化的方法进行车辆图像的

二值化#该方法的关键是全局阈值的确定&具体的

方法实现如下所述&

假设
I

"

B

#

A

$表示汽车灰度图像中第"

B?#

$

行'第"

A

?#

$列像素的灰度值#那么二值化处理的

表达式可以表示为!

I

"

B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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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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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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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

$

其中
V

为指定的阈值&经二值化处理后#图像背景

和前景分别由黑白两种颜色代替#这里取
VY#AL

#

图像二值化后效果如图
L

所示&

图
L

!

二值化图像

#=!=$

!

不同类型车牌的二值化方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

"

cM!L

+

$""B

$-的规定#我国车牌颜色共有
D

种类

型#分别是大型汽车的黄底黑字黑框线#小型汽车的

蓝底白字白框线#军警用车的白底黑字黑框线#使

馆'领馆的黑底白字白框线&不同颜色的车牌#二值

化后车牌区域的灰度值不同&其中#大型汽车'军警

用车二值化后车牌是白底黑字#小型汽车'使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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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车牌二值化后是黑底白字&针对车牌的颜色特

点#要对二值化后为黑底白字的车牌图像进行灰度

反转#统一变换成白底黑字车牌图像#以方便后续的

字符识别&

'

!

车牌定位

$=#

!

车牌定位算法实现

车牌定位是要从车牌图像中找到汽车牌照所在

的位置#并把车牌区域从图像中准确分割出来(

A

)

&

车牌定位的准确性将直接影响后续字符的分割和识

别&本文所用的车牌定位方法是基于车牌先验知识

和线扫描的方法#该方法适用于静态图像的车牌定

位&具体的算法实现流程如图
B

&

图
B

!

定位算法实现流程

针对民用车牌#车牌大小为
DD"HH #̂DHH

#

根据车牌的规格尺寸可以得出车牌的一些重要的比

例特征!

车牌宽高比!

P8

*

P%YDD"

*

#D"Y!@#D

%

字符宽度与字符间距比!

$8

*

$"YDA

*

#$Y

!kBA

%

字符宽高比!

$8

*

$%YF"

*

DAY$

%

字符区域宽高比!

$.8

*

$.%YD"F

*

F"YD=AD

&

另外#车辆图像中车牌一般都在图像的中下部#

在整幅图像中所占比例一定#根据以上先验知识来

判定线扫描结果得到的车牌区域是否符合要求#如

果有偏差#则重新扫描&利用上述算法的定位效果

如图
@

所示&

图
@

!

准确定位到车牌区域

应用上述算法对不同类型车辆'在不同光照条

件下采集的
@"

幅图像进行测试#输入图像尺寸为

BB"̂ A@L

像素#算法在
<VXX

环境下实现#测试结

果如表
#

所示&

表
!

!

定位算法测试结果

图像数量*幅 正确率*
]

误测率*
]

@" FL=! !=B

!!

从表
#

实验结果可以看出#笔者提出的车牌处

理和定位算法能够适用于大多数情况下的车牌定

位#定位效果较好&实验中有少数不能准确定位的

车牌#原因在于这些车牌本身污染或损坏较为严重&

另外#对于个别样本车辆图像#车牌附近存在较强的

噪声干扰也造成了车牌定位的不准确&

$=!

!

车牌区域提取

根据上小节定位到的车牌区域坐标#将车牌灰

度图像二值化#得到车牌有效区域如图
F

所示&

图
F

!

牌照二值化

该定位算法较其他车牌定位算法检测时间短#

定位效率较高&另外#由于对上下边界的检测直接

定位到车牌字符边界#而不像其他算法那样将整个

车牌区域切割出来#所以省去了定位后去除车牌锚

点等精确定位的繁琐操作#算法实现简单有效&

由于车牌区域定位准确无误#所以上图所截取

的牌照区域比较精确&此牌照区域可以作为后续字

符分割的图像来源#其分割效果好坏对后续的识别

有很大的影响&

$

!

结
!

语

本文主要论述了车牌自动识别系统中车牌预处

理和车牌定位算法(

L

)实现过程&车牌预处理时先将

车牌图像灰度化#然后应用边缘检测
N(/f1::

算子

提取出边缘信息#再引入到后续处理过程中&车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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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部分先将图像二值化#以去掉冗余信息#再采用

基于车牌先验知识和线扫描的方法#确定车牌上下'

左右边界坐标#定位到车牌所在区域#定位区域准

确&最后#根据定位到的车牌有效区域坐标在灰度

图像中提取出车牌图像&本文所有实验都是在

<19'*+VXX

开发环境下实现#所述方法切实可行#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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