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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远程监控系统被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对多媒体监

控系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操作简单、实时可靠、多功能、数字化、经济实用的

多媒体监控系统的开发和设计正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瞩目。 

研制出一种通用的网络视频采集设备，将具有十分广泛的应用前景，以它为

核心，结合不同的应用需求，可以构筑出各种各样的数字监控系统。本文所设计

的系统正是基于目前广泛的应用背景和需求而提出的，并利用新一代的 EI 技术

理念进行设计和开发。 

本系统在硬件上采用视频编码芯片ZR36060对数字视频信号进行编码，AT91

作为控制器，NAND Flash 作为存储器，GPRS 模块 BENQ M23A 作为传输器件；

在软件上采用μC/OS-Ⅱ作为操作系统来调度任务。 

本论文分几个部分详细介绍了课题的研究内容。第一部分论述了课题开展的

背景和研究意义，对监控系统的技术发展做了扼要的介绍，阐明了本文的研究意

义，同时对论文的结构进行了安排。第二部分介绍了系统当前常用的设计方案，

分析了系统的功能需求，提出总体框架设计，并对系统硬件和软件设计有了初步

的规划。第三部分介绍了实现本系统硬件平台，是以 AT91M40800 为核心处理芯

片的终端，总体上分为电源模块、CPU 模块、GSM 模块和视频模块。第四部分阐

述了系统软件方面主要模块设计，以视频数据在 NAND FLASH 存储介绍了存储方

面设计方法与实现过程，同时介绍了基于 TCP/UDP 实现数据的传输。第五部分介

绍了测试平台的搭建及对测试结果的进行分析。 

 
关键词：监控系统；GPRS ；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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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With the high-tech 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the long-range monitor system 

has been used widely in all areas, so people have higher demand for the media 

monitor system, and people are showing increasing interest in the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a simple-operation, multifunctional, digital and good-price media monitor 

system. 

So developing one universal internet video equipment will have a very bright 

application future, if we base on that and consider different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we can make out all kinds of digital monitor systems. The system we have here is 

based on the wide application backgrounds and requirements nowadays, and use the 

new generation of EI technical idea to design and develop. 

This system uses video coding chip ZR36060 in hardware to code the digital 

video signal, use AT91 as control, NAND Flash as memory, GPRS module BENQ 

M23A as transmission equipment. In software, this system uses μC/OS-Ⅱ as 

operation system to regulate tasks. 

This paper covers several parts to illustrate the system in detail. The first part 

includes the backgrou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herein, the development of 

monitor system, along with the construct of this paper. The second part is to introduce 

the currently-adopted design scheme, to analyze the function and requirement for the 

system, address the overall frame design and provide a description of the initial design 

for the related software and hardware. The third part is to introduce the hardware 

based on AT91M40800 to deal with chips and its power supply module, CPU module, 

GSM module and video module. The forth part is to introduce the main module 

design of software, based on video number through NAND FLASH memory and 

introduce the memorizer design and come-truth process, in the meantime, it 

introduces the data transmission based on TCP/UDP. The fifth part is to introduce the 

set-up test flat roof and analyze the test result. 

 

Keywords: Monitor System; GPRS; 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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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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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课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视频图像是对客观事物生动、形象的描述，是人类 重要的信息载体。研究

表明，人类通过视觉所获取的信息约占到其获取的总信息量的 70%，视觉信息具

有直观、可靠等一系列优越性
[1]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的飞速发

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整个世界对网络视频方面的投入逐年增加，相关应用

也越来越广泛。 

监控系统是系统地对人、设备或场所进行监督、管理控制的一系列设备，是

许多重要场所诸如邮电、银行、电力、交通、商场等需要信息广泛交流企业的生

产与管理的必备系统。 

目前监控系统主要在以下领域中使用： 

(1)工厂企业等的监视，如工厂生产过程、市场、营业厅、展览厅等的监视； 

(2)对交通运输的监视，如公共交通、铁路调度、铁路车站等的监视； 

(3)对机要部门的监视和报警，如银行、金库、档案室、博物馆等； 

(4)用于安全报警，如防盗、防火等的报警。 

在计算机未被广泛应用以及数字视频等理论研究尚未成熟之前，传统模拟监

控系统占据了监控领域的主要位置
[2]
。 

模拟视频监控系统主要由摄像机、视频矩阵、监视器、录像机等组成，由视

频线、控制线缆等连接。模拟视频监控系统有很多的缺陷： 

(1)监控质量不高。模拟信号很容易受外界干扰，不够稳定、清晰。 

(2)监控的范围有限。其传输方式是模拟线路，不可能很长，且信号传输距

离有限。 

(3)维护管理复杂。没有良好的用户操作界面，不便于用户操作。 

(4)建设成本较高。每个监控中心都需要许多监控设备，并且信息的存储方

式是利用录像带、磁带等设备，所以存储设备成本也比较高
[3]
。 

基于存在以上的缺点，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以及网络的迅猛发展，传统的

模拟视频监控系统己远远不能满足现在的生产和管理的监控需求。 

90 年代末期，随着多媒体通讯技术和视频压缩编码技术的发展，数字视频

监控系统迅速崛起。其优点如下：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基于 GPRS 视频数据传输终端的设计 

- 2 - 

(1)PC 机的多媒体监控主机综合了视频矩阵、图像分割器、录像机等的众多

功能，使系统结构大为简化；  

(2)采用大容量磁盘阵列存盘器或光盘存储器，节省大量的磁带介质，同时

有利于系统实现多媒体信息查询
[4]
； 

(3)采用计算机网络、数字多媒体技术，远程网络监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远

程。  

但其在实际工程使用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以下的不足： 

(1)PC 机用于 24 小时不间断工作时，其性能不很稳定；  

(2)基于 PC 机的视频监控录像系统，其软件的实现是在 Windows 系列、Unix、

Linux 等通用操作系统上，硬盘上不仅要存储系统文件、应用软件和图像文件，

且视频处理必须高密度输入大量数据，这样硬盘要进行多工工作，普通的硬盘极

易产生系统的不稳定性，造成死机；  

(3)视频监控录像系统通常均为多路输入系统，视频采集卡可采用多卡方式，

也可采用单卡方式。一般说，单卡方式集成度高，稳定性会优于多卡方式，很多

采用一路一卡的方式很容易形成硬件冲突，其稳定性会有较大的影响。 

近两年随着远程监控系统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各个领域，对多媒体监控系统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操作简单、实时可靠、多功能、数字化、经济实用的多媒体

监控系统的开发和设计正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瞩目。基于嵌入式技术的多媒体

远程监控系统应运而生。 

嵌入式系统是以应用为中心，软硬件可裁减的，适应应用系统对功能、可靠

性、成本、体积、功耗等综合性严格要求的专用计算机系统。简单地说，嵌入式

系统集系统的应用软件与硬件于一体，类似于 PC 中 BIOS 的工作方式。嵌入式

系统主要由嵌入式处理器、相关支撑硬件、嵌入式操作系统及应用软件系统等组

成，它是可独立工作的“器件”。嵌入式系统有以下的优缺点：  

(1)系统为专用系统，所以系统小，指令精简，处理速度快；  

(2)系统处理实时性好，性能稳定； 

(3)系统数据置于 ROM/FLASH MEMORY，调用速度快，不会被改变，稳定性好；  

(4)文件管理系统更适合于大量的视频数据；  

(5)在网络功能、音视频同步等方面不完全令人满意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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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系统因其本身体积小、实时性高、稳定性好和支持以太网等优点，在

工控领域被广泛应用。为了解决基于 PC 的多媒体监控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将嵌

入式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基于嵌入式技术的多媒体远程监控系

统。它的主要原理是：在监控现场采用嵌入式技术，将摄像机传送来的视频信号

和麦克风采集的音频信号数字化后，由高效压缩芯片压缩，然后通过组播方式传

送到网络上。 

利用嵌入式技术，采用专用芯片和实时操作系统，有效地提高了监控系统的

稳定性和实时性，而且把多媒体数据压缩和网络传输功能集成到一个体积很小的

设备内，可以直接连入以太网，达到即插即看，无需专人值守。这样不仅降低了

系统的成本，而且极大地方便了整个监控系统的操作和维护。另一方面，视频压

缩技术的发展，使得传输视频信号需要的带宽越来越低，而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

使得无线通信方式下传输的数据速率越来越快。将监控的功能和无线网络技术有

效地结合，就拥有强大的技术优势，而这里面的核心部分就是一个可以直接连入

无线网络的视频采集设备，提供实时的图像采集、压缩和传输的功能
[6]
。 

研制出一种通用的网络视频采集设备，将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以它为

核心，结合不同的应用需求，可以构建出各种各样的视频监控系统。本文所设计

的系统正是基于上述的应用背景和需求而产生的，并利用新一代的 EI 技术理念

进行设计和开发。 

1.2  国内外视频数据传输终端的现状和发展 

1.2.1  视频监控系统的现状 

在国内外市场上，主要推出的是数字控制的模拟视频监控和数字视频监控两

类产品。前者技术发展已经非常成熟、性能稳定，并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得到广泛

应用，特别是在大、中型视频监控工程中的应用尤为广泛；后者是新近崛起的以

计算机技术及图像视频压缩为核心的新型视频监控系统，该系统解决了模拟系统

部分弊端而迅速崛起，但仍需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目前，视频监控系统正处在数

控模拟系统与数字系统混合应用并将逐渐向数字系统过渡的阶段
[2]
。 

目前国内监控系统产品有多种，其主要的差异就是所采取通信方式不同。用

于监控管理的通讯方式有多种，一般可分为有线通讯方式，无线集群通信方式，

GSM 短消息通信方式和 GPRS 通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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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以上几种通信方式作进行分析比较： 

1、有线通讯方式 

有线通讯方式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有线方式来通讯，所以只适应于小范围小区

域的监控系统，所以它无法解决城市布局迅速发展变化的要求。 

2、无线集群通讯方式 

无线集群通讯方式与 GPRS 通讯方式相比，有以下的缺点： 

 (1)由于专网的覆盖范围有限，不利于全局整体控制； 

(2)主要的服务业务是无线用户与无线用户之间的通信，对无线用户与有线

用户之间的通信业务有较大的限制； 

(3)属于专用移动通信网，需要大量的建设资金投入，建设周期较长，保养

与维护不便，这是它的 大缺点。 

3、GSM 短消息通讯方式 

GSM 短消息通讯方式能充分利用移动公网资源，相对集群通讯方式而言，它

可以大大节约建设投资，降低维护成本，但它有几个较大的缺点： 

(1)GSM 短消息通讯方式为半双工通信方式，不能同时双向收发数据； 

(2)相对 GPRS 而言，它的平均传输时延较大；在重大节日等通信高峰期，容

易发生信道堵塞，导致通信不畅。 

综上所述，GPRS 比其他几种通讯方式更先进，基于 GPRS 的无线监控系统是

目前 稳定的无线监控管理系统，具有以下显著优点： 

(1)采用 GPRS 技术可以充分利用中国移动公网资源，将极大节约建设成本，

缩短建设周期，整个系统的性能价格比高。 

(2)数据传输速率与其它通讯技术相比 快， 高可达 171.2Kb/S，通信传

输时延较小 长不超过 3秒。 

(3)通信服务质量安全可靠，通信资费根据实际数据通信流量计算，通信费

用低廉。  

 (4)监控覆盖范围广阔，系统规模扩展快速，整个系统维护方便，系统升级

简单快速。 

(5)无线监控系统还可采用 GSM 短消息通讯方式，作为 GPRS 通讯万一中断后

的备用手段。在正常情况下，无线监控系统采用 GPRS 通讯方式，当 GPRS 通信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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