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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手机支付的停车场智能收费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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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设计 了一种基于手机支付的停车场收费系统
,

该 系统不仅应用 了手机支付这一新型 的支付手段
,

而且

使用 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车辆信 息的 自动输入手段
,

实现 了整个 系统的 自动化
、

智能化
,

并保证 了整个系统的

安全性和可靠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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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通信手段的不 断提高
,

手机不但 已经成为车主

或司机必备的通信工具
,

而且也逐渐成为一种新颖的支

付工具
,

这会使得车主或 司机脱离如现金
、

买卡和刷卡
、

购买月票等传统的支付方式成为可能〔 。

本文设计 了一套通过车牌识别获得车辆信息
,

通过

移动通信网络的数据传输
、

处理及计费系统进行相应的

收费
,

并通过手机短消息进行交费确认的停车场收费管

理系统
。

系统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收费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如 图 所示
。

当汽

车进入停车场后
,

摄像头受红外线检测器或者地面 电磁

感应线圈的触发而拍摄到汽车图像
,

如果停车场入 口 处

的照 明条件和拍照角度较好
,

完全可 以得到便于车牌识

别的汽车图像
,

这在实际 中也是易于实现的
。

汽车图像

可 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车牌识别
,

而识别失败时可

以辅助 以人工识别 的方法
。

车牌识别得到的车牌号将发

送到手机支付子系统
,

以获取有关能否通过手机支付的

信息
。

该信息回传到停车场后将作为判断能否进行不停

车收费的依据
。

不能进行手机支付的汽车必须进行停车

交费
,

否则挡杆在 出口 处不会弹起
。

在本系统中
,

要求汽

车从 出 口 处摄像头到出 口 挡杆的行使时间要大于车牌识

别的时间
,

车牌识别软件产品的识别时间一般小于 秒
,

而且汽车在停车场 内是限速的
,

这个条件完全可 以满足
。

在 出 口 处
,

识别出的车牌号得到能手机付费的确认

后
,

挡杆在汽车到达前弹起
,

汽车被放行
,

无需车主或司

机的任何参与
。

同时
,

通过出 口 处识别得到的车牌号信

息调用停车时间和收费单价来计算停车费用
。

然后
,

停

车费用
、

车牌号或者手机号信息等计费信息会被发送到

手机支付子系统
,

在车牌号所绑定的手机预付费账户或

者后付费账户上扣除停车费用
。

移动通信运营商代收费

完成后
,

还要通过其短消息中心 向车主或司机发送交费

成功确认短消息
。

后续工作就是运营商进行网 内网间结

算
,

最后还要和停车场结算
。

手机支付子系统

手机支付子系统接收到计费信息即停车费用
、

车牌

号或者手机号信息后
,

收费管理鉴权模块会根据计费信

息产生计费请求
,

如图 所示
,

梦网网关会根据计费请求

产生话费
,

计费中心对此进行访问后就会在车牌号所绑

定的预付费或者后付费账户上扣除停车费用
。

一个手机号可 以和一辆汽车进行绑定
,

也可 以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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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停车期间
,

发送计

费信息到交费成功的

过程没有时间限制民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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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存车辆

相关信息

图 系统基本结构和工作流程

车牌识别子系统

车牌 识 别是通过

人工智能技术来进行

的
,

其基本过程包括汽

车图像进行预处理
、

图

像分割和车牌域提取
、

车牌子 图像的字符分

割和 识别
,

如图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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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车牌识别基本过程

图 手机支付子系统基本结构

辆汽车进行绑定
。

其中
,

绑定可 以是长期的
,

也可 以是短

期的
,

他们都是在收费前在营业处或通过各种通信手段

例如短消息 进行绑定的
。

计 费信 息的传输可 以使用有 线传输方 式
,

例 如
,

拨号
、

宽带
、

局域网或者城域网
、

专线

等
,

其特点是费用高
、

可靠性高
、

传输速度快
,

也可 以通过

无线传输方式如短消息
。

这种无线传输方式 的特点是

利用 公 网传输
,

覆盖范 围大
,

郊区
、

山区 的

高档别墅中的停车场也 能使用
,

而且投资少
,

易实现
。

通过信令 网传输数据
,

具有较强 的可靠性
。

可 以兼容新的无线传输技术
,

例如 中数据传

输
、 、

认伙 等
。

点对点短消息是 入 标准定义的一种通过信

令信道传送简短消息的业务
。

它是通过独立专用控制信

道 或者慢速辅助控制信道 传送的
,

消

息的最大长度为 个字节
,

完全可 以满足传输一次计

费信息的需要
。

移动终端发送短消息 的基本过程如图

所示
,

发送短消息到主叫的属地短消息中心后
,

短消息中

心移动交换中心 根据被叫号码
,

通过信令网发送

到被叫所在的移动交换中心
,

在通过空中接 口 发给被叫
。

点对点短消息技术比较成熟
,

但实时性较弱
,

一次呼叫一

般需要 到 秒的时间
,

这在该系统中是可行的
,

因为访

问手机支付子系统并获取有关能否通过手机支付的信息

赓爵气图 卧卧区十国

汽车图像的预处理就是将摄像头抓拍到的汽车图像

经过预处理得到用 于 图像分割的灰度图像
。

首先将标准

汽车图像转化为 级灰度 图像
,

以减少后面 的计算量

和 处理难度等
。

考虑到光学背景
、

拍照过程
、

杂波干扰等

因素
,

所 以在图像预处理过程中要对汽车图像进行滤波
。

为使后面得到更为清晰
、

易于识别的图像
,

还要在图像预

处理过程中对汽车 图像进行 图像锐化
,

如按对 比度进行

调整等口 , 。

在 图像分割与车牌提取的过程中
,

首先要对预处理

后的汽车 图像进行边缘检测和二值化
。

然后再对二值化

后的汽车图像进行分析
,

得到汽车车牌的准确位置
。

结

果得到一块或数块汽车车牌区域
,

以便于后面对真正车

牌上的字符进行准确地识别 『圳
口

在进行汽车车牌的字符分割 以前
,

要对提取到的车

牌域子图像进预处理
。

其中包括重新对车牌域子 图像进

行预处理
、

对灰度车牌域子图像进行二值化等
。

字符分

割就是准确地定位车牌中的每一个字符
,

得到各个字符

的点阵数据
,

再把分割 出的车牌字符进行归一化为标准

大小
。

然后要选择合适的算法来提取特征并进行字符识

别
。

若选择模板匹配法
,

字符识别模块则用标准大小的

字符点阵数据与模板库进行 匹配 若选择神经元 网络识

别法
,

则把标准大小的字符点阵数据送至神经元 网络输

入端
。

最后还要对识别结果进行判断
,

看提取的车牌是

否为“ 真 ”车牌
。

若是类似于 “
城建检察

” 、 “ 新闻采访
”
等

“

假
”
车牌

,

则重新进行下一块车牌子域的分割与识别
。

若为“ 真 ”车牌
,

则输出汽车车牌的文本识别结果‘,习。

图 发送短消息的基本过程

本系统 的特 点

可靠性和 安全性 在车牌识别环节
,

车牌识别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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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以人工识别
,

并且留存抓拍的汽车照片以备核对 在传

输环节
,

有线的各种传输手段均具有可靠性的协议作保

障
,

无线传输中的信令传输也是可靠的的
。

因此
,

智能收

费系统是可靠
。

智能收费系统安全性在于
,

在系统中采

用 了安全的管理鉴权机制
,

而且停车场与车主之间签订

了通过手机支付停车费的协议
。

另外
,

车主或司机还可

以在空闲时察看一下交费后 收到的交费确认短消息
。

应用区域的广泛性 手机的漫游业务和不 同地区

间移动通信运营商的结算机制使得该系统特别适合于车

主或司机在外地停车场的交费
。

也就是说
,

广东的车主

或司机到了北京也可 以享受这种服务
。

由于移动通信网

覆盖广泛
,

位于郊区和位于偏僻山 区的高档别墅 区中停

车场也能安全可靠地使用该智 能收费系统
。

结 论

本文提 出了一种基于手机支付的停车场智能收费系

统
,

该系统使用 了车牌识别辅助 以人工识别来获取车辆

信息
,

停车费通过与汽车所绑定的手机账户实现 自动支

付
。

整个系统具有 自动化
、

智能化
,

并具有安全性
、

可靠

性和应用 的广泛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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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使用什么 接 口 时就要在数据传输对象的设计上达

成一致
口

如果不考虑这种需要
,

那 么在项 目初期设计数

据传输对象将非常困难
,

因为开发人员通常不 能完全理

解哪些数据单元应该在客户与服务器之间传输
。

开始设计数据传输对象的一种简单的方法是将其设

计为服务端实体 的拷贝 或域对象
,

也叫域数据传

输对象 模式
,

因为项 目的初

始设计阶段就可 以建立
,

也可 以使开发团队很快组织起

来并迅速进展
。

最终
,

客户与服务期间的数据交换应该

设计来满足客户端的需要
。

然而
,

随着项 目的进展
,

客户

端的需求确定下来 了
,

域数据传输对象作为交换单元通

常将变得很笨重
,

粒度太大 以至于不能满足客户端细粒

度的需要
。

客户端可能仅仅需要访 问并不是封装在任何

域数据传输对象中的数据
,

这种情况下开发人员就需要

设计 自定义数据传输对象
,

也就是包装了任意数据集的数据传输对象
,

这完全是 由

客户端特定需求所驱动的
。

这两种设计范例 的不同可能对应用设计在总体上产

生 巨大的影 响
。

虽然它们代表 了两种相 互矛盾的方法
,

但是它们可 以而且通常在许多 应用中同时存在
。

用也将在数据传输方面具有很高的性能
。

但是使用任何

类型 的数据传输对象进行层间数据传输
,

一个主要的问

题是一旦数据到达了客户端
,

它就可 能成为了过时的数

据
。

此时使用版本号模式可 以防止数据过时的问题
。

因

此在使用 设计模式设计 项 目时
,

应该选择多种

互补的设计模式进行组合
,

这样才能使设计 出的项 目具

有更高的性能
,

并且能很好地重用和维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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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在进行 的项 目设计 时
,

一旦选择 了优秀的数据

传输对象
,

开发团队将很快组织起来
,

并且开发出来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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