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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客车车载视频监控系统是城市治安监控系统的重要组成" 本文介绍城市客车车载监控
系统配置的选型!采用K?aB?软件建立车辆内外监控视野模型库!提出视野校核方法!并通过实车
验证"

关键词!城市客车#车载监控# K?aB?建模#视野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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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客车车载视频监控系统是城市治安监控系
统的重要组成))*

! 车载监控能帮助用户了解和掌握
行车情况和车辆内部的治安动态情况%方便办案人员
调查取证和专案侦察%同时也是公交公司进行运营管
理的主要手段%监控视频上传到公交后台%能让后台
有效了解驾驶员开车时动作的规范程度(公司要求的
诸如人行道礼让等运营规定的执行情况(车厢内客流
实时空满度! 本文探讨通过K?aB?软件进行车辆内
外监控视野校核的方法!

!"建立摄像头视野模型
!%!"摄像头工作原理

目标物体通过摄像头的镜头"A,#b$生成光学图
像投射到图像传感器上%光信号转变为电信号%再经
过?K\_K"模数转换$变为数字图像信号%最后送到
_bc"数字信号处理芯片$中进行加工处理%由_bc

将信号处理成特定格式的图像传输到显示屏上进行
显示%其工作原理如图)所示)&*

!

图)!摄像头视野成像工作原理

摄像头的水平视场角(垂直视场角主要与感光传
感器的尺寸)"*和镜头的焦段有关'图像传感器尺寸越
大%采集的像素点越多%视场角越大&镜头焦段越小%

可视距离越近%视场角越大&镜头焦段越大%可视距离
越远%视场角越小!

!%#"确定摄像头配置方案
以某款)'=@ -纯电动城市客车为例%根据IT\a

+"



)*'@9#&'&).汽车行车记录仪/

)<*

(ha\a)'*<#&')9

.营运客车安全技术条件/

)@*以及ha\a+*<#&')*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终端/

)9*

%纯电动城市
客车应具备覆盖车辆前方路况(面向驾驶员(覆盖油
门踏板(驾驶区(乘客区(乘客门区的视频监控! 根据
已有经验%该车的摄像头配置方案见表)!

表)!)'=@ -城市客车监控系统配置
摄像头名称 视野区域 水平\垂直视场角\"m$

9 --O9 --二合一 面向前方 )))\@[

9 --O9 --二合一 面向驾驶员脸部 @&\&[

&=) --油门 监控加速踏板 ))<\[&

&=[ --车内 监控驾驶区 *9\@)

&=[ --车内 监控前车厢 *9\@)

&=[ --车内 监控后车厢 *9\@)

&=[ --车内 监控中门 *9\@)

!%$"创建摄像头视野模型库
首先使用K?aB?软件)+*建立&=) --油门摄像

头视野模型! 根据输入的水平(垂直视场角度%拉伸
<个对应成夹角的外廓曲面来模拟视野模型! 新建
XQ$SH:R%将&=) --油门摄像头模型插入XQ$SH:R结构
下%进入创成式外形设计%在镜头上建立&' --

q

&'

--基准面以及一个平行于基准面的偏移@'' --的
平面! 使用拉伸指令%分别提取基准面草图的<个
边%拉伸为曲面! 再使用面操作的旋转指令%将拉伸
的水平曲面旋转@+m%垂直曲面旋转&*m%形成基准视
野模型! 在<个基准模型的曲面上创建<个无限平
面%使用线操作中的相交指令%将<个无限平面的两
两相交线找到! 使用切割命令%将<个相交棱线在基
准平面和偏移平面中切割成线段%再将<条线段的末
端依次用直线连接%使用相合命令合成闭合轮廓%最
终使用多截面曲线将相合轮廓和&' --

q

&' --基准
平面拉面%得到本文的模拟视野模型%另存为零件
X.QR%以便后期调整视野!

上述&=) --油门摄像头模型建立后%测量视野
模型的水平视场角为[&m"见图&模型水平视场角$%

垂直视场角为))<m"见图"模型垂直视场角$%模型
参数复核合格%且模型的景深是可编辑参数"见图<

模型景深参数可调$! 然后按照同样方法建立其他摄

像头视野的模型库! 图@为驾驶室摄像头模型%图9

为二合一摄像头模型!

图&!模型水平视场角

图"!模型垂直视场角

图<!模型景深参数可调

图@!驾驶室摄像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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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二合一摄像头模型

#"-(45(建模视野与真实视野对比
视野校核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摄像镜头的水平视

场角(垂直视场角的参数%镜头的边缘等微小参数可
忽略不计)[

(

**

! 为验证该方法的效果%根据摄像头在
三维模型上的装配%本文做了一组实车测试! K?aB?

建模视野与实车观测视野效果对比如下'

)$ 前车厢视野对比! 从图+可以看出%实车视
野左边界到驾驶员包围%右边界到右前轮罩处%上边
界到顶盖%下边界到驾驶员包围前%景深均在禁止站
立区域%与模型视野完全一致!

图+!前车厢实车视野与模型视野

&$ 后车厢视野对比! 从图[可以看出%实车视
野左边界到中乘客门前%右边界到残疾人区域%上边
界到车顶%下边界到禁止站立前方%景深从禁止站立
区贯穿致车尾%与模型视野完全一致!

图[!后车厢实车视野与模型视野

"$ 驾驶室视野对比! 从图*可以看出%实车视
野左到驾驶区玻璃%右到前乘客门%上到前挡风玻璃%

下到驾驶员包围%与模型视野完全一致!

图*!驾驶室实车视野与模型视野

<$ 中门区视野对比! 从图)'可以看出%实车视
野左右边界为中门前三排座椅到中门后一排座椅%上
下边界覆盖乘客门区域%与模型视野完全一致!

图)'!中门实车视野与模型视野

@$ 驾驶员区视野对比! 从图))可以看出%实车
视野左右边界为驾驶员包围扶手到驾驶员左风窗玻
璃%上下视野为驾驶员顶盖到仪表台上方%与模型视
野完全一致!

图))!驾驶员区实车视野与模型视野

9$ 加速踏板区视野对比! 从图)&可以看出%实
车视野左右边界为加速踏板到转向管柱%上下边界覆
盖加速踏板区域%与模型视野保持一致! 但实车视野
中部被仪表台和地板遮挡%而模型视野穿透了遮挡物
体%便于观察! 由此可见%越是空间狭小(结构复杂区
域%仿真效果更为简单明了!

图)&!加速踏板实车视野与模型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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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前方视野对比! 从图)"可以看出%实车
前方左右视野有立柱%而本文模型中没有建立对应场
景的数模%因此无法对比! 实车前方上下视野显示车
辆前保险杠区域有明显盲区%在模型视野中同样出现
视野盲区"三角形区域$%可见车辆前方上下视野实
车与模型完全一致!

图)"!前方实车视野模型与模型视野

从上述比较可知%模型视野能够完美复现实车视
野%可用此方法校核整车监控视野)**

! 基于K?aB?

的模型视野校核方法有以下优点'

)$ 操作便捷性! 此方法可以根据摄像头的性能
参数建立视野模型%且可以随时调整景深(角度范围
等%比现场调校视野更加容易操作%且无需采购摄像
头样品来进行试验%节约时间和成本!

&$ 直观有效性! 本方法与传统的K?_三视图
校核方法相比%效果更加简单直观%能轻松判断视野
是否被遮挡%能够剖开车体结构%使加速踏板(电池舱
内等结构复杂的区域也能轻松校核视野盲区!

"$ 可以建立模块化数据库! 本方法建立的视野
模型%能够调整视野的水平视场角和垂直视场角%并
与不同性能的摄像头装配使用%可搭建起工程化的摄
像头视野数模库%调用简单))'*

!

$"结束语
本文把K?aB?建模的方法引入摄像头视野校

核%解决了车载监控设计校核视野覆盖的难题%通过
实车验证证明模型视野与真实视野基本无偏差%极大
提升了视野校核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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