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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随着现代化智能城市的发展，车辆在现代化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车

辆自动识别系统作为智能交通系统和智能住宅小区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了

国内外研究工作者的广泛关注，而车牌识别和车标识别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本文

重点对车标识别进行研究，内容包括车标定位与识别。由于车标的多样性以及目

标区域小，车标定位仍然是一个技术难点，目前尚无成熟的应用系统，对它的研

究有重要的科学和应用价值。 

稀疏表示具有 简洁的表示信号能力，本文在对稀疏表示理论深入研究的基

础上，提出了基于稀疏表示的车标识别算法，该算法包括车标定位和车标识别两

个模块内容，主要针对国内道路行驶的中小型车辆，研究了车标自动识别系统的

关键技术，在保证车标识别速度的同时提高了车标识别的可靠性， 后提出有效

的解决方案。本文主要内容如下： 

    （1）首先对图像进行预处理，主要目的是对车牌进行定位以及排除车标背

景的干扰。预处理包括：图像的灰度化、二值化处理、图像形态学以及边缘检测

等技术。 

    （2）实现车牌定位和车标定位，首先结合利用车牌的几何特征和颜色信息

对车牌区域进行定位，再从车标与车牌的位置关系出发，根据统计信息确定车标

可能出现的区域，取该区域作为车标粗定位的输出。通过二值化处理后，对图像

分别做水平、垂直方向投影，并对投影进行分析，根据统计特性完成对车标的精

确定位。 

（3）在对各种车标识别方法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判别式KSVD的车标

识别方法。该方法通过训练样本学习得到一个过完备字典，测试图像可由训练样

本中的多个原子线性组合而成，通过求解稀疏系数，同时在K-SVD的基础上增加

分类项，利用分类项与稀疏系数的关系，实现对车标的识别过程。 

实验表明,与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基于稀疏表示分类算法的车标识别方法

相比，本文采用的基于判别式K-SVD的车标识别方法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对存在

噪声影响或车辆倾斜的情况下都具备较高的识别率。 

关键词：车标识别、车牌识别、稀疏表示、判别式 K-S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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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telligent city , vehicl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odern life.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utomatic vehicle identification system and 

and the smart residential area system,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s have caused 

widespread concern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er,and license plate recognition 

and vehicle logo recognitio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tudy car logo recognition, including car standard location and recognition. Due to the 

diversity of the subject vehicle and small target areas, vehicle logo positioning is still 

a technical difficulty, there is no mature applications, so this research has important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value. 

Sparse representation of the signal has the most concise representation 

capability,this article, a vehicle logo recognition algorithm based on sparse 

representation has proposed by depth research on the sparse representation theory. The 

algorithm includes two modules :vehicle logo location and vehicle logo 

identification,mainly for small and medium domestic road vehicles,studying the key 

technical of automatic vehicle logo identification system.While kept the speed of 

vehicle-logo recognition,we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vehicle-logo recognition, 

and finally provide effective solutions.Main content of this articleis as follows: 

(1) Pre-processing the image to locate the plate and eliminate the interference of 

background. Preprocessing includes: gray image , binarization processing, image 

morphology and edge detection techniques. 

(2) To realize vehicle plate location and vehicle logo location,first using a 

combination of license plate geometry and color information to locate the license 

plate area,then from the posi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ehicle logo and the 

license plate,according to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to determine the area that the vehicle 

logo may arise ,take this area as the output of coarse positioning.After binarization 

processing, image were done horizontally, vertically projected, and analysis the 

projection,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properties of the completion,precise positioning 

the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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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3)Based on the study of a variety of vehicle logo identify methods, we proposed a 

vehicle logo recognition algorithm based on Discriminative D-KSVD. This method  

learning over-complete dictionary from training samples, the test image can be  

linear combined of multiple atoms of training samples, by solving the coefficient , 

while increasing the classification items to the K-SVD algorithm, finally finished  

the target recognition process. 

Experiments show that, compared tothe method based o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the sparse representation-based representation methods, vehicle logo 

recognition algorithm based on discriminant K-SVD proposed in this paper is not only 

reasonable, but also for the presence of noise or vehicle til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a 

higher recognition rate. 

Key word: Vehicle-logoRecognition,LicensePlate Recognition,Sparse 

Representation ,Discriminative D-KS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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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目前，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车辆数量与日俱增。目前，全世界都面

临着一个共同难题：解决日趋严重的交通问题。各个国家的汽车增长速度

总是快于道路的建设速度，交通拥堵情况愈发严重。因此，要提高交通运

输效率，实现道路利用效率 大化，就需要依靠计算机技术与控制技术等

现代手段。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ITS）[1, 2]即智能交通

系统，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 佳方案，同时也是未来交通系统发展的重

要方向。 

智能交通系统（ITS）是将信息技术、电子传感技术、数据通讯传输技

术、计算机技术以及控制技术等高效地集成运用于整个交通管理系统，通

过实时采集、传输和处理交通信息，借助各种设备和科技手段，对可能发

生的各种交通情况进行协调处理，从而建立的一种在很大范围内、全方位

发挥作用，高效、准确、实时的综合交通运输管理系统， 终使交通运输

管理和服务智能化，实现集约式的交通运输发展。ITS 凭借其所涉及的广泛

领域以及蕴含的巨大市场容量，已经成为了未来现代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

趋势和全球 大的产业之一，将对未来世界和人们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 

美国、欧洲、日本是目前世界上的三大 ITS 研究开发基地，其中美国

率先于 97 年建成并向世界展示了一条 8 英里长的试验线路，这条试验线路

位于洛杉矶到圣地亚哥。而日本的 VICS 系统也已经趋于成熟。早在上世纪 

七十年代末，我国就已经开始了对一些列 ITS 基础工作进行尝试，通过几

十年的发展，我国在 ITS 的开发和应用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效。2007 年，

第十四届智能交通世界大会在北京展览馆举行。大会上展示了中国多年来

各地区、各部门在 ITS 邻域所取得的成就，并加强了中国在 ITS 领域的对

外交流。 

车辆识别是 ITS 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车牌识别作为其核心技术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停车场、城市道路和高速公路等项目管理当中占有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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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的重要地位。在通道出入口处分别安装车辆检测系统，对车牌进行匹

配，并通过智能交通系统，对车流量和车辆行驶速度进行估计，检测当前

交通拥挤程度，自动提供实时的交通信息。然而，随着现代交通的高速发

展，车辆数量与日俱增，交通事故、违章逃逸、套牌换牌等案件也显著增

加，仅靠一种技术手段很难满足人们对车辆识别技术越来越高而又具体的

要求。由此产生了车辆颜色识别技术、车型识别技术、车标识别技术。车

标识别系统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范围，例如公路布控、公路交通收费系统

和车辆管理系统等等。车标识别技术是对已有的车牌和车型识别技术的重

要发展和补充，可以说是车辆识别技术的一个新研究方向。目前关于车标

识别技术的研究还不够成熟，在实际交通系统中的应用实例也很少，但是

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可以推断在未来几年内，日趋成熟的车

标识别技术将使目前的车辆识别技术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 

1.2 车辆识别技术国内外研究现状 

车辆识别系统主要包括：车牌识别、车型识别、车辆颜色识别和车标

识别。 

1.2.1 车牌识别系统 

车牌识别系统[3]运用了计算机视觉、图像处理和模式识别技术，在很多

领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的工作原理是：根据图像采集系统拍摄的

动/静态图像信息，利用计算机视觉处理算法对图像进行分析，对车辆牌照

检测分析并自动识别， 后自动处理识别结果，轻松实现违章查询、流量

统计等工作。车牌识别技术目前的主要应用方向如下： 

（1）超速报警系统 

当系统检测到车辆超速时，自动抓拍超速车辆，并将超速车辆的车速、

地点等信息详细记录在案，以此作为处罚依据。 

（2）高速公路收费系统 

系统对所有进出卡口的车辆进行车牌自动识别，确保车辆进出站时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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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一致，防止车辆中途互换入口卡而造成的逃费现象和工作人员作弊。 

（3）闯红灯检测系统 

当系统检测到车辆闯红灯时，自动抓拍违规车辆，并记录自动识别出

的信息作为处罚依据。 

（4）停车场收费系统 

实现停车场智能化，降低调度人员工作量，并通过记录车辆进出时间

自动计算车辆停留时间从而收取相应费用。无人值守时，系统通过自动对

比数据库管理进出车辆。对市政办公场所、校园、小区等公共管辖地区，

只有已注册车辆可以自动允许进入，未注册车辆则需要在工作人员协调下

进入。 

1.2.2 车型识别系统 

车型识别系统[4]是将车辆的外形特征进行分类并识别。主要车型包括轿

车、越野车、客车以及货车等。 

车型识别常用方法如下： 

（1）基于无线通讯[5] 

此系统由路旁检测器、脉冲发射器和一台计算机构成，通过对过往车

辆上脉冲发射器进行检测实现自动识别。虽然此方法识别率高，基本上可

以不受外界影响，但是缺点是车辆都必须安装脉冲发射器，成本较高。 

（2）基于磁场变化[6] 

该方法原理是：当车辆经过埋设环形线圈的路面时会引起电磁场变化。

而不同车型的底盘结构和物质不同，所以不同车型所造成的磁场变化有各

自特定的性质。系统通过将这些特定性质转化为相应的数据，再经过分析

处理完成识别。缺点是环形线圈的安装维护工作量巨大并且使用寿命短。 

（3）基于图像识别[7] 

通过对车辆图像处理得到车型特征，再通过计算机算法实现对车型的

分类。由于运用红外线和激光等方法的成本较高，通过图像采集卡和 CCD

摄像机来完成车辆的视频或静态图像采集是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方法。车

牌识别和车标识别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应用这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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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车辆颜色识别系统 

车辆颜色识别系统通过道路检测设备获得包含背景的车辆图象，先利

用图像分割技术去除背景的干扰，再对车辆图像进行车辆主体颜色的识别，

后将车体颜色分类并识别。对单像素的颜色识别是该系统需要首先解决

的问题，通过分析各个像素点在车体中所在的不同位置，以及各点对车体

颜色贡献大小不同，融合各点后，便可以得到汽车主体的颜色。车辆颜色

识别能够及时地发现伪装和被盗的车辆，与此同时，有利于更加准确地提

取车辆的结构参数，提供车型识别的重要信息。然而，在不同的条件下对

同一物体检测获得的颜色值不同，这是由于受到照明条件、天气因素、成

像品质以及物体的反射等许多实际客观因素的影响。基于颜色特征算法的

基本前提是获得物体表面不随光照或者成像设备影响的颜色恒常性，虽然

关于颜色恒常[8]的研究者众多，但由于该算法的条件要求较高，导致其难以

推广至实际应用。 

1.2.4 车标识别系统 

车标识别系统主要包含两部分内容，即车标定位和车标识别。目前主

要的车标定位方法如下： 

（1）基于先验知识的车牌定位方法[9] 

由于各汽车标志不同，多数为圆形或椭圆等形状，部分为文字形式，

所以想要直接定位车标可行性不高，而目前车牌定位的技术已经十分成熟，

且定位准确率非常高，因此利用现有的车牌定位技术结合车牌和车标的相

对位置先验知识，先对车标位置进行粗略定位。 

（2）基于 Adaboost 的车标定位方法[10] 

此算法使用迭代法，通过对数据分布进行更改以实现定位。每一次训

练都会判断所有训练样本是否正确分类，再与上一次分类准确率进行比对，

终确定样本权值。再以级联方式把所有训练的强分类器联结起来，作为

决策分类器，即可完成搜索检测。 

（3）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定位方法[11] 

该算法根据统计分析建立目标模板，再利用分析主成分获得一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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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将图像映射至特征目标空间进行重构， 后利用重构目标与原目标

的似真函数完成定位。 

（4）基于能量增强和形态滤波的定位方法[12] 

车标在垂直方向上能量较高，且有相对几种峰值，利用此特点可以先

对图像进行能量增强，再利用自适应二值化形态学处理，快速分割车标得

到所需区域， 后通过对分割阈值进行调整得到 终定位。 

车标定位作为车标识别的基础，其定位精度直接影响识别准确率。 

下面介绍目前主要的车标识别方法： 

（1）基于模版匹配的识别方法[13] 

该方法需要先建立一个模版库，再计算待识别图像与模版的相关系数，

通过分析系数值得到 终结果。该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计算量大，消耗时

间长，不适用于实时系统。 

（2）基于 BP 神经网络的车标识别[14] 

该方法通过主成分分析技术对车标的训练样本数据进行降维，同时提

取其特征， 后利用 BP 神经网络对车标进行识别。 

（3）基于边缘直方图的车标识别[15] 

此方法利用了不同车标模版的差异性，用边缘直方图表示图像的纹理

和边缘特性,再通过计算直方图系数完成车标识别过程。 

（4）基于不变矩的车标识别[16] 

此方法基于图像的矩特征，利用不变矩的特征提取车标特征，然后通

过灰度分布计算得到不变矩， 后经过分类判决完成车标的识别。 

1.3 车标识别技术的难点及问题 

近年来车标识别技术经过不断的探索和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仍不足以推广至实际应用，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1）客观因素的影响。受外界因素例如雨雪、雾霾、光照等，以及车

标被遮挡、移除或污损的情况，这些因素都会直接影响所采集车标图像的

质量，很大程度上增加车标定位以及识别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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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车标的多样性。不同品牌车辆的车标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单从形

状上区分，就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字母型等等。即使是同品牌的车辆，

也有车标尺度大小不一致的情况。同时，由于摄像机的摄像角度不同、路

面倾斜等因素也会导致车标图像存在尺度或是角度的偏差问题。这些问题

都会直接影响到车标的检测以及降低识别率。 

（3）车标种类的增加。随着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新汽车品牌不断出

现，也就意味着车标种类的不断增加，为了保证车标的识别率，就需要定

期更新车标字典库。 

（4）一般车标的位置都位于汽车散热网的正中间，部分车标与散热网

连接在一起，这种情况就必须要去除散热网的干扰才能对车标进行准确定

位。经过大量观察发现，散热网的纹理形式也存在很大差异，包扩水平纹

理、垂直纹理以网状纹理等等，其中网状纹理又可以分为圆形网格、方形

网格或者不规则形状网格，如何自适应的抑制各种背景的干扰，从而对车

标进行准确定位，也是当前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由此可见，车标定位技术作为车标识别的基础，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是一个充满挑战课题，本文主要针对数据降维技术[17, 18]和稀疏表示技术在

车标识别系统中的应用展开研究，并完成了相关实验的设计。 

本文的主要工作如下： 

（1）对数据降维技术和稀疏表示技术进行学习，在查阅相关文献的基

础上，对多种识别方法进行理论探讨和比较。 

（2）提出基于判别式 KSVD 的车标识别算法，首先利用边缘和颜色特

征的车牌定位算法对车牌进行定位，随后根据车牌与车标的相对位置关系

对车标进行粗定位，再通过一系列预处理后对粗定位区域进行投影分析，

得到车标的精确定位， 后利用判别式 KSVD 算法实现车标识别。 

（3）利用 MATLAB2012b 实现车标定位与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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