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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无人机自动识别室外停

车场违规停放系统及其方法，涉及无人机技术领

域，包括无人机端和地面站端，无人机端和地面

端通过通信链路无线连接，所述无人机端内的飞

行控制系统中设有与飞行控制系统电性连接的

图像处理模块，所述无人机端的内部还设有图像

采集模块、图像传输模块和无线发射模块，图像

采集模块和图像传输模块均与图像处理模块电

性连接，无线发射模块与图像传输模块电性连

接，所述无线发射模块与外部的接收终端内的无

线接收模块无线连接，本发明采用了无人机自动

识别、自动监察室外车辆的违规停车情况，解决

了室外停车场没有自动检测设备的问题，减轻了

人工督查的工作量。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1页

CN 108417044 A

2018.08.17

CN
 1
08
41
70
44
 A



1.一种无人机自动识别室外停车场违规停放系统，包括无人机端和地面站端，无人机

端和地面端通过通信链路无线连接，其特征在于：所述无人机端内的飞行控制系统中设有

与飞行控制系统电性连接的图像处理模块，所述无人机端的内部还设有图像采集模块、图

像传输模块和无线发射模块，图像采集模块和图像传输模块均与图像处理模块电性连接，

无线发射模块与图像传输模块电性连接，所述无线发射模块与外部的接收终端内的无线接

收模块无线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人机自动识别室外停车场违规停放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无人机端的下端设有与图像采集模块电性连接的高清摄像头。

3.一种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无人机自动识别室外停车场违规停放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无人机端预先进行图像采集保存，无人机端进行飞行操作，利用无人机端的高

清摄像头对室外停车场的车位进行拍摄，并将拍摄的图像通过图像采集模块传递至图像处

理模块，图像处理模块对图像进行存储，存储的图像通过图像传输模块和无线发射模块发

送至附近的执法部分的接收终端，接收终端对接收的图像入库保存；

步骤二：执行执法飞行作业，无人机端执行高空飞行作业，飞行至停有车辆的车位的上

方进行定点拍照取象，并将获取的图像信息经由无线发射模块发送至接收终端，接收终端

内预存有停车位图像，和获取的图像信息形成比对，当获取的图片无法显示停车位的外边

框时，说明该停车位的车辆违停，此时地面站发出指令控制无人机飞行至对应的停车位上

的车辆的前方进行车牌号的拍照取象，并将车牌号信息发送至接收终端，当获取的图像能

显示停车位的外边框时，说明该停车位的车辆未违停；

步骤三：无人机端返回至地面端的无人机停机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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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人机自动识别室外停车场违规停放系统及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无人机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无人机自动识别室外停车场违规停放系

统及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无人驾驶飞机简称“无人机”，英文缩写为“UAV”，是利用无线电遥控设备和自备的

程序控制装置操纵的不载人飞行器。无人机实际上是无人驾驶飞行器的统称，从技术角度

定义可以分为：无人直升机、无人固定翼机、无人多旋翼飞行器、无人飞艇、无人伞翼机这几

大类。与载人飞机相比，它具有体积小、造价低、使用方便，应用灵活的优点。

[0003] 正因为无人机有着上述的优点，所以无人机被广泛应用到各行各业中，给现有的

生活以及管理带来方便。

[0004] 由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交通的飞速发展，汽车已经走入利润千家万户中，成为了

人们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汽车在停车时停放地分为室内停车场和室外停车场，在汽车停

放时，由于室外停车场没有室内停车场的检测设备，所以即使由违规停放的车辆(譬如在路

边随意停放的车辆)也不能直接被识别出来，汽车停放即使违规，也无法受到及时的管理，

影响市容和交通秩序。

[0005] 申请号为2015105629527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了一种基于航拍图像的室外停车场空

置停车位识别方法，包括基于ROI区域的模板提取；基于模板匹配的停车位识别；基于已识

别空置停车位空间布局的停车位结构判断；以及根据航拍高度对停车位模板进行尺寸调节

的步骤。上述专利的技术方案的工程较为繁琐，也较为复杂，使用过程中较为不便。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提供一种无人机自动识别室外停车场违规停放系统及其方法，以解决上述

所存在的不足。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无人机自动识别室外停车场

违规停放系统，包括无人机端和地面站端，无人机端和地面端通过通信链路无线连接，：所

述无人机端内的飞行控制系统中设有与飞行控制系统电性连接的图像处理模块，所述无人

机端的内部还设有图像采集模块、图像传输模块和无线发射模块，图像采集模块和图像传

输模块均与图像处理模块电性连接，无线发射模块与图像传输模块电性连接，所述无线发

射模块与外部的接收终端内的无线接收模块无线连接。

[0008] 优选的，所述无人机端的下端设有与图像采集模块电性连接的高清摄像头。

[0009] 一种无人机自动识别室外停车场违规停放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步骤一：无人机端预先进行图像采集保存，无人机端进行飞行操作，利用无人机端

的高清摄像头对室外停车场的车位进行拍摄，并将拍摄的图像通过图像采集模块传递至图

像处理模块，图像处理模块对图像进行存储，存储的图像通过图像传输模块和无线发射模

块发送至附近的执法部分的接收终端，接收终端对接收的图像入库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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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步骤二：执行执法飞行作业，无人机端执行高空飞行作业，飞行至停有车辆的车位

的上方进行定点拍照取象，并将获取的图像信息经由无线发射模块发送至接收终端，接收

终端内预存有停车位图像，和获取的图像信息形成比对，当获取的图片无法显示停车位的

外边框时，说明该停车位的车辆违停，此时地面站发出指令控制无人机飞行至对应的停车

位上的车辆的前方进行车牌号的拍照取象，并将车牌号信息发送至接收终端，当获取的图

像能显示停车位的外边框时，说明该停车位的车辆未违停；

[0012] 步骤三：无人机端返回至地面端的无人机停机坪上。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采用了无人机自动识别、自动监察室外车辆的违规停

车情况，解决了室外停车场没有自动检测设备的问题，减轻了人工督查的工作量。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的原理框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的逻辑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对照附图，通过对实施例的描述，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的

说明，目的是帮助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构思、技术方案有更完整、准确和深入的理

解，并有助于其实施。

[0017] 如图1所示，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无人机自动识别

室外停车场违规停放系统，包括无人机端和地面站端，无人机端和地面端通过通信链路无

线连接，：所述无人机端内的飞行控制系统中设有与飞行控制系统电性连接的图像处理模

块，所述无人机端的内部还设有图像采集模块、图像传输模块和无线发射模块，图像采集模

块和图像传输模块均与图像处理模块电性连接，无线发射模块与图像传输模块电性连接，

所述无线发射模块与外部的接收终端内的无线接收模块无线连接。

[0018]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无人机端的下端设有与图像采集模块电性连接的高清摄像

头。

[0019] 如图2所示，一种无人机自动识别室外停车场违规停放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20] 步骤一：无人机端预先进行图像采集保存，无人机端进行飞行操作，利用无人机端

的高清摄像头对室外停车场的车位进行拍摄，并将拍摄的图像通过图像采集模块传递至图

像处理模块，图像处理模块对图像进行存储，存储的图像通过图像传输模块和无线发射模

块发送至附近的执法部分的接收终端，接收终端对接收的图像入库保存；

[0021] 步骤二：执行执法飞行作业，无人机端执行高空飞行作业，飞行至停有车辆的车位

的上方进行定点拍照取象，并将获取的图像信息经由无线发射模块发送至接收终端，接收

终端内预存有停车位图像，和获取的图像信息形成比对，当获取的图片无法显示停车位的

外边框时，说明该停车位的车辆违停，此时地面站发出指令控制无人机飞行至对应的停车

位上的车辆的前方进行车牌号的拍照取象，并将车牌号信息发送至接收终端，当获取的图

像能显示停车位的外边框时，说明该停车位的车辆未违停；

[0022] 步骤三：无人机端返回至地面端的无人机停机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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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采用了无人机自动识别、自动监察室外车辆的违规停

车情况，解决了室外停车场没有自动检测设备的问题，减轻了人工督查的工作量。

[0024] 以上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了示例性描述，显然，本发明具体实现并不受上述方

式的限制，只要是采用了本发明的方法构思和技术方案进行的各种非实质性的改进；或未

经改进，将本发明的上述构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它场合的，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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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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