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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规范高速公路车辆特征视频识别设备的应用，提升设备感知能力和识别精度，制定本

标准。  

本标准按照《公路工程标准编写导则》（JTG A04-2013）编写，共分为 7 章， 主要内

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

输与储存 。 

本标准实施过程中，请将发现的问题和意见、建议反馈至北京巨视科技有限公司（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闵庄路景泰蓝大厦西楼；联系方式： 18618128306 ，电子邮箱：

294590900@qq.com）,供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由北京巨视科技有限公司提出，受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委托，由北京巨视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具体解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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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1.1 为规范高速公路车辆特征视频识别设备的应用，提升设备感知能力和识别精度，制定本

标准。 

1.2 本标准适用于在高速公路，其他等级公路可参考执行。 

1.3 本标准规定了高速公路车辆特征视频识别设备的适用场景、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测

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等内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

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JT/T 604-2011  汽车号牌视频自动识别系统技术规范 

JT/T 489-2019  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车型分类标准 

GA/T 833-2016  机动车号牌图像自动识别技术规范 

GA/T 961-2020  道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验收技术规范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 2 部分:试验方法试验 A:低温 

GB/T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 2 部分:试验方法试验 B:髙温 

GB/T 2423.3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 2 部分:试验方法试验 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 2423.10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 2 部分:试验方法试验 Fc:振动（正弦） 

GB/T 2423.1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 2 部分:试验方法试验 Ka:盐雾 

GB/T 2423.2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 2 部分:试验方法试验 N:温度变化 

GB 4208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GB/T 5080.7设备可靠性试验恒定失效率假设下的失效率与平均无故障时间的验证 

试验方案 

GB/T 13384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626.2 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3 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4 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3 术语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车辆特征 vehicle feature 

车辆特征是对汽车视觉可见的车辆整体外观、局部外观、车身属性等进行描述的结构

化数据信息，根据应用需求可分为基本特征和扩展特征。基本特征包括车牌号码、收费车

型、轮轴（轴数、轴型）、车辆品牌、车身颜色。扩展特征主要包括车辆指纹特征、车辆局

部特征（年检标、遮阳板、挂件、摆件、天窗、后视镜）、车辆运输特征（公务用车、私家

车、客运车辆、货运车辆、危化品运输车辆、救护车、工程车、封闭箱式货车等）、文字特

征（封闭式货车、载重吨位、危化品指示牌、提示标志、其他字样等）、车辆属性特征（车

辆类型、长宽高、交调车型、排放标准、能源类型、价值、载客人数、额定载重）等。 

 

3.2 车辆指纹特征 vehicle fingerprint feature 

车辆指纹特征是对车辆外观等纹理特征按照特定维度（不小于128维）对车辆进行画像，

通过深度学习特定模型计算形成，是同一车辆的唯一性向量指标。通过计算车辆指纹特征之

间的相似度，可以对特定车辆进行检索，实现海量数据的快速检索、以图搜图、车辆匹配等

业务应用。 

车辆指纹特征属于车辆特征的一部分，因应用不同故作区分。日常使用中可以单独使用，

是对海量图片数据进行快速检索的重要方法。也可以和车辆其他特征（见3.1）编码后放在

一起使用。 

 

3.3特征码  feature code 

特征码是按照车辆特征定义生成的一个标准文件（附录 B）。特征码整体排序按照车牌+

收费车型+轮轴+车辆品牌+车身颜色+车辆指纹特征+局部特征+车辆运输特征+文字特征+车

辆属性特征+厂家名称组成，特征码文件大小不超过 1Kb，一车一码。特征码总固定长度为

745个字节，其中 70位为预留字段。 

 

3.4 车辆品牌 vehicle brand 

按照汽车厂家并参考汽车网站的车辆命名方法，见附录 A。 

 

3.5 收费车型 toll vehicle type 

根据《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车型分类》标准（JT/T 489—2019）定义车型。 

 

3.6 设备类型 object type 

车辆特征视频识别设备类型包括视频车牌识别设备、视频轮轴识别设备、视频车型识别

设备等采用视频识别技术对视频图像中车辆进行特征识别的设备。 



 

 

 

3.7 识别准确率 recognition accuracy 

识别正确的结果数与总有效结果数的百分比。 

 

3.8 识别结果可信度 reliability of recognition result 

识别结果与标准物的相似程度，以百分比表示。 

 

4 技术要求 

4.1 适用场景  

高速公路收费站车道出入口、ETC 门架、隧道、服务区、道路监控、后台中心等场景。 

 

4.2适用条件 

4.1.1 安装环境:户外或室内。 

4.1.2 相对湿度:不大于 95%。 

4.1.3 环境温度:-20℃～+75℃（室外，如低于-20℃，设备需自带加热棒等配件设备），

+20℃ ～+25℃（室内）； 

4.3外观和结构要求 

4.3.1 产品表面应光滑、平整、美观，涂层色泽均匀，无锈蚀、凹痕、划伤、裂缝和变

形，无裸露基体等缺陷。 

4.3.2 产品结构应简单、牢靠，满足使用要求，安装调节方便。 

4.3.3 铭牌上所有文字和符号清晰、正确、牢固。 

 

4.4功能要求  

4.4.1 采集功能 

高速公路车辆特征视频识别设备可自主集成视频摄像头等设备、或采用网络传输方式对

接视频采集设备，采集以 0km/h～140km/h速度通过捕获区域的车辆视频图像。 

4.4.2 识别功能 

对视频图像中的车辆特征进行识别，可识别基本特征或扩展特征。 

4.4.3 结果输出功能 

对可识别的车辆特征按照特征码格式输出，具体格式见附录 B。同时具备可输出全景图、

过车视频、车牌二值化图等功能。 

4.4.4 存储功能 

设备应自带数据库软件、存储硬盘或移动存储卡，对每个车辆特征信息均能自动存储。



 

 

设备在断电时存储的信息不应丢失，存储的信息可通过通信接口导出到外部存储介质。 

4.4.5 数据通信接口与协议 

高速公路车辆特征视频识别设备应采用计算机通用的通信接口，通信输入输出协议可定

制。 

 

4.5性能要求 

4.5.1 图像分辨率 

图像的分辨率不小于 720*576像素；高清图像的分辨率不小于 100 万像素。 

4.5.2 识别正确率: 

基本特征的单项识别率（日夜）均不小于 95%。 

4.4.3 特征识别时间: 

基本特征的单辆车识别时间整体不大于 200ms/车。 

 

4.6电气安全性能 

4.6.1 绝缘电阻 

产品的电源接线端子与机壳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100MΩ。 

4.6.2 电气强度 

在产品的电源接线端子与机壳之间施加频率 50Hz、有效值 1500V正弦交流电压，历时

1min，应无闪络或击穿现象。 

4.6.3 安全接地 

产品应设安全保护接地端子，接地端子与机壳（包括带电部件的金属外壳）连接可

靠，接地端子与机壳的连接电阻应小于 0.1Ω。 

4.6.4 电源适应性 

产品应适应电网波动要求，在以下条件下应可靠工作： 

——电压:交流 220×(1±15%)V； 

——频率:50 ×(1±4% )Hz。 

4.6.5 防水与防尘 

设备应采取密封措施，防止雨、雪、其他水和灰尘等进人内部产生有害影响。外壳的

防护等级为 GB 4208规定的 IP65 级。 

4.7电磁兼容性能 

4.7.1 静电放电抗扰度要求 

在正常使用时，设备的接触点和表面以及维修点应具有抗静电放电性能，静电放电产



 

 

生后，产品的各种动作、功能及运行逻辑应正常。 

4.7.2 辐射电磁场抗扰度要求 

高速公路车辆特征视频识别设备应具有抗电磁场辐射性能，遭受电磁场辐射后，产品

的各种动作、功能及运行逻辑应正常。 

4.7.3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要求 

高速公路车辆特征视频识别设备的电源端口、信号和控制端口以及壳体的接地线应具

有抗电快速瞬变脉冲群的性能，在遭受电快速瞬变脉冲群干扰后，产品的各种动作、功能

及运行逻辑应正常。 

4.8环境适应性能 

4.8.1 耐低温性能 

高速公路车辆特征视频识别设备在-20℃条件下，应启动正常，逻辑正确。 

4.8.2 耐高温性能 

高速公路车辆特征视频识别设备在+70℃条件下，应启动正常，逻辑正确。 

4.8.3 耐温度交变性能 

高速公路车辆特征视频识别设备应能耐受温度由-20℃～+75℃变化的影响，在温度循

环变化后，产品应启动正常，逻辑正确。 

4.8.4 耐湿热性能 

高速公路车辆特征视频识别设备在温度+75℃、相对湿度 95%的条件下，应启动正常，

逻辑正确。 

4.8.5 耐机械振动性能 

高速公路车辆特征视频识别设备在振动频率 2Hz～150Hz 的扫频循环振动下，功能应

正常，结构不受影响，零部件无松动。 

4.8.6 耐盐雾腐蚀性能 

高速公路车辆特征视频识别设备的印刷电路板、外壳防腐层及其支撑底板应无明显锈

蚀现象，金属构件 应无锈点，印刷电路板经 24h自然晾干后功能正常。 

4.8.7 可靠性 

高速公路车辆特征视频识别设备应满足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不小于 10000h 的要

求。 

 



 

 

5 试验方法 

5.1试验条件 

除在收费车道上进行的试验外，一般在测量和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下进行试验。 

a)环境温度：-20℃～+75℃； 

b)相对湿度：0%～95% ； 

c)大气压力：86kPa～106kPa。 

5.2外观和结构 

用目测法进行。 

5.3功能 

产品在正常工作状态下，按“使用说明书”中的操作程序逐项进行功能验证。 

5.4性能  

5.4.1 图像分辨率 

用视频测量仪进行测试。 

5.4.2 基本特征识别正确率 

5.4.2.1 该测试在实际通车运营的车道或 ETC 门架等实际场景上进行。按产品要求在

现场安装调试好系统，然后由检测人员对系统设置密码进行锁定后开始测试，测试过程中

不得对系统进行任何操作。 

5.4.2.2系统以车道上实际通行的车辆为样本进行采集识别，连续测试 24h 以上。 

5.4.2.3测试时间达到 24h后查看识别记录，如果汽车数量超过 2000张，则现场测试

结束；如果数量不到 2000 张，则测试继续进行，直到数量达到 2000 张后现场测试结束。 

5.4.2.4 将测试时间内所有的车辆基本特征识别记录从系统中导出，同时提取在测试

时间内拍摄的实际车辆通行录像，检测人员参照录像对每条记录进行逐一比对、判定、统

计，计算出每项的识别正确率。 

5.4.2.5 扩展特征识别正确率测试方法可借鉴以上方法由用户结合实际需求组织测试。 

5.4.3 识别时间 

该测试在实验室内搭建模拟环境进行。编制测试软件并安装到系统中，使用控制机控

制触发的方式，控制系统进行特征识别并记录时间。 



 

 

测试软件控制系统连续进行 100 次的触发识别，记录每次从触发系统到系统输出识别

结果的时间，取 100次试验的时间平均值作为检测结果。 

5.5电气安全性能试验 

5.5.1 绝缘电阻 

用精度 1.0级、500V的电阻表在电源接线端子与机壳之间测量。 

5.5.2 电气强度 

用精度 1.0级的耐电压测试仪在接线端子与机壳之间测量。 

5.5.3 连接电阻 

用精度 0.5 级、分辨率 0.01Ω电阻表在机壳顶部金属部位与安全保护接地端子之间测

量。 

5.5.4 电源适应性 

5.5.4.1电压波动适应性: 

用自耦变压器或可调交流电源给设备供电，测试电压分别为 180V—200V—220V—

240V—255V—230V—210V—180V。每调整到一档电压并稳定后，都分别开启和关闭设备电源

开关，检查逻辑和功能是否正常。 

5.5.4.2频率波动适应性： 

用可调频交流电源给设备供电，电源电压为交流 220V,测试频率分别为 48HZ—49HZ—

50HZ—51HZ—52Hz。每调整到一档并稳定后，都分别开启和关闭设备电源开关，检查逻辑和

功能是否正常。 

5.5.5 防水与防尘 

按 GB 4208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5.6电磁兼容性能试验  

5.6.1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确定试验等级 2，按照 GR/T7626.2 进行试验，对所确定的放电点采用接触放电，试验

电压为 4kV。至少施加 10次单次放电，每次放电之间间隔至少 1s。 

5.6.2 辐射电磁场抗扰度试验 

确定试验等级 2,按照 GB/T 17626.3 进行试验，对正常运行的系统四个侧面分别在发射



 

 

天线垂直极化和水平极化位置进行试验，发射场为 3 V/m。 

5.6.3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确定试验等级 3,按照 GB/T17626.4进行试验，将 2kV试验电压通过耦合/去耦网络施加

到供电电源端口和保护接地上，将 1kV 试验电压通过耦合/去耦网络施加到输人输出信号和

控制端口上，施加试验电压 5次，每次持续时间不少于 1min。 

5.7环境适应性能 

5.7.1 耐低温性能试验方法 

按 GB/T 2423. 1规定执行。试验时间 8h。 

5.7.2 耐高温性能试验方法 

按 GB/T2423.2 规定执行。试验时间 8h。 

5.7.3 耐温度交变性能试验方法 

按 GB/T 2423.22试验 Na的规定执行。设备应能耐受温度循环变化的影响，温度从室

温到低温-20℃，再经室温到高温 75℃回到室温为一个循环。接着再到低温-20℃开始第二

个循环，共进行 5 次循环，最后在高温中取出，在大气中，使温度恢复到室温。 

5.7.4 耐湿热性能试验方法 

按 GB/T2423.3 规定执行。试验时间 48h。 

5.7.5 耐机械振动性能试验方法 

按 GB/T 2423.10 的规定执行。将设备在振动频率 2Hz～150Hz 的范围内进行 扫频试

验。在2Hz～9Hz时按位移控制，位移3.5mm；9Hz～150Hz时按加速度控制，加速度为100m/s。

2Hz—9Hz—150Hz—9Hz—2Hz 为一个循环，共经历 20 个循环。 

5.7.6 耐盐雾腐蚀性能试验方法 

按 GB/T 2423.17规定执行。试验时间 168h。 

5.8可靠性试验 

采用序贯试验方案 4:2，按 GB/T 5080.7规定执行。 

5.9测试结果的处理 

除特殊规定外，一般对可重复的客观测试项目进行三次测试，取算术平均值作为测试

结果，可给出测 试结果的准确度。 

对于主观测试项目，测试人员应不少于三人，测试结果分为合格、不合格两级。 



 

 

6 检验规则  

6.1—般规则 

产品的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产品通过型式检验合格后，才能批量生产。 

6.2型式检验 

6.2.1 产品的型式检验一般由国家法定的质量监督机构组织进行。 

6.2.2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或老产品转厂生产； 

b)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产品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正常批量生产时，每年一次； 

e)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6.2.3 型式检验的样品应随机抽取一台完整的识别系统产品。 

6.2.4 型式检验的项目及顺序按表 1规定执行。 

6.2.5 型式检验中，电气安全性能不合格时，该次型式检验为不合格。若其他项目出现不合

格，应在同 一批产品中加倍抽取样品，对不合格项进行检验；若仍不合格，则该次型式检

验不合格。 

6.3出厂检验 

6.3.1 对于批量不大于三台的识别系统产品，由产品生产企业质量检验部门按表 1 规定，

逐台进行检 验，检验合格后签发合格证，方可出厂。 

6.3.2 对于批量大于三台的识别系统产品，出厂检验的样品应从生产线终端随机抽取不少

于 30%的产品样品，但不少于三台完整的识别系统产品。若三台全部合格则整个检验批合

格，签发合格证，允许出厂；若 有一台不合格，则需对整个批次进行逐台检验，剔除不合

格品。 

6.3.3 出厂检验中，若出现一项不合格，则对该批产品的该项目进行全部检验，剔除的不

合格品允许返修，返修后重新检验。 

 

表 1 高速公路车辆特征视频识别设备检验规则 

序号 项目名称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1 外观和结构要求 5.2 6.2 √ √ 



 

 

2 功能要求 5.3 6.3 √ √ 

3 性能要求 5.4 6.4 √ √ 

4 绝缘电阻 5.5.1 6.5.1 √ √ 

5 电气强度 5.5.2 6.5.2 √ √ 

6 连接电阻 5.5.3 6.5.3 √ √ 

7 电源适应性 5.5.4 6.5.4 √ √ 

8 防水与防尘 5.5.5 6.5.5 √ X 

9 电磁兼容性能 5.6 6.6 √ X 

10 耐低温性能 5.7.1 6.7.1 √ X 

11 耐高温性能 5.7.2 6.7.2 √ X 

12 耐温度交变性能 5.7.3 6.7.3 √ X 

13 耐湿热性能 5.7.4 6.7.4 √ X 

14 耐机械振动性能 5.7.5 6.7.5 √ O 

15 耐盐雾腐蚀性能 5.7.6 6.7.6 √ X 

16 可靠性 5.8 6.8 √ X 

注：√为检验项目，X 为非检验项目，O 为可选项。 

7 标志、包装、运输与储存 

7.1 标志 

7.1.1 产品标志 

产品标志可采用铭牌或直接喷刷、印字等形式，标志应清晰，易于识别且不易随自然环

境的变化而退 色、脱落。产品标志上应注明以下内容： 

a) 生产企业名称、地址； 

b) 产品名称、型号规格及产地； 

c) 输人额定电压、频率； 

d) 功耗； 

e) 重量； 

f)  产品编号；  

g)  制造日期。 

 

7.1.2 包装标志 

产品包装标志应符合 GB/T 191的有关规定,在外包装箱上应标有“注意 防潮”、“小

心轻放”、“易碎”、“防倾倒”等图案，在产品内包装箱上应印刷以下内容： 

a)生产企业名称、地址及商标； 



 

 

b)产品名称及型号规格； 

c)重量：xxxkg； 

d)外形尺寸:长 X宽 X高 Xmm； 

e)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f)本产品标准编号。 

7.2包装 

7.2.1 产品包装应符合 GB/T 13384要求；外包装箱可用瓦楞纸箱加聚氨酯泡沫缓冲；包装

应牢固可靠， 能适应常用运输、装卸工具运送及装卸。 

7.2.2 产品包装箱内应随带以下文件： 

a)产品合格证； 

b)产品使用说明书； 

c)装箱单； 

d)随机备用附件清单； 

e)接线图、安装图、支撑架结构图、基础设计示意图； 

f)其他有关技术资料。 

7.3运输 

包装好的产品可用常规运输工具运输，运输过程应避免剧烈振动、雨雪淋袭、太阳曝

晒、接触腐蚀性 气体及机械损伤。 

7.4储存 

产品应储存于通风、干燥、无酸碱及腐蚀性气体的仓库中，周围应无强烈的机械振动及

强磁场作用。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常见车辆品牌型号 

A常见车辆品牌型号见表A.1 

表A.1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信息输入输出接口格式 

B特征码格式定义 

 

车辆特征码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数据类型 长度 是否强制 备注 

1 车牌号码 char 20 true  

2 车牌颜色 char 2 true  

3 车牌类型 char 2 true  

4 车牌可信度 char 3 true  

5 收费车型 char 2 true  

6 收费车型可信度 char 3 true  

7 轴数 char 2 true  

8 轴型 char 4 true  

9 轴数轴型可信度 char 3 true  

10 车辆品牌 char 20 true  

11 品牌可信度 char 3 true  

12 车身颜色 char 2 true  

13 车身颜色可信度 char 3 true  

14 车辆指纹特征 char 512 true  

15 年检标 char 2 true  

16 年检标可信度 char 3 true  

17 天窗 char 2 true  

18 天窗可信度 char 3 true  

19 遮阳板 char 2 true  

20 遮阳板可信度 char 3 true  

21 挂坠 char 2 true  

22 挂坠可信度 char 3 true  

23 摆件 char 2 true  

24 摆件可信度 char 3 true  

25 车辆运输特征 char 2 true  

26 车辆运输特征可信度 char 3 true  

27 文字特征 char 20 true  

28 文字特征可信度 char 3 true  

29 扩展特征 char 103 false 详见以下 

30 厂家名称算法版本 char 8 true  

 

1 车牌（27个字符） 

1.1车牌号码：20 个字符。 

1.2车牌颜色：2个字符。 

00-蓝，01-黄，02-黑，03-白，04-渐变绿，05-黄绿双拼，06-蓝白渐变，09-未确定，



 

 

11 -绿色，12 -红色 

1.3 车牌类型：2个字符 

00-未知，01-普通蓝牌，02-单层黄牌，03-双层黄牌，04-警牌，05-武警车牌，06-军

牌，07-新能源绿牌，08-新能源黄牌，09-农用车牌，10-港牌，11-应急车牌。 

1.4 可信度：3 个字符 

取值范围 000-100 

 

2 收费车型（5 个字符） 

2.1 收费车型：2个字符 

00-未知，01-客一，02-客二，03-客三，04-客四，11-货一，12-货二，13-货三，14-

货四，15-货五，16-货六，21-专项作业车一，22-专项作业车二，23-专项作业车三，24-专

项作业车四，25-专项作业车五，26-专项作业车六 

2.2 可信度：3 个字符 

取值范围 000-100 

 

3 轮轴（9 个字符） 

3.1 轴数：2个字符 

  00，01，02，03，04，05，06，07，08 

3.2 轴型：4个字符 

  0000-未知，0012，0122，0015，0112，0125，0115，1125，0155，0127，0147，0157，

1127 

3.3 可信度：3 个字符 

取值范围 000-100 

 

4 车辆品牌（23 个字符） 

4.1 名称： 

按照“大品牌-子品牌-年款(备注)”格式给出，例如“三菱-欧蓝德(进口)-2010(低配 

版)”，其中括号内的备注为可选，整个名称长度不超过 20 个字符。 

4.2 性能： 

支持品牌数目：大于常见的 7500 款车辆品牌； 



 

 

4.3 可信度：3 个字符 

取值范围 000-100 

 

5  车身颜色（5个字符） 

5.1 定义： 
 

序号 输出值 说明 

1 01 黑 

2 02 白 

3 03 灰 

4 04 红 

5 05 蓝 

6 06 黄 

7 07 橙 

8 08 棕 

9 09 绿 

10 10 紫 

11 11 青 

12 12 粉 

13 13 透明 

14 99 其他 

5.2 可信度：3 个字符 

取值范围 000-100 

 

6  车辆指纹特征（512 个字符） 

存储整车指纹特征，采集维度不低于 128 维，大小 512个字符。 

 

7 局部特征（25个字符） 

7.1 年检标：2 个字符 

输出：int 值，代表数目，00，01，02，03… 

7.2 年检标可信度：3个字符 

取值范围 000-100 

7.3 天窗：2个字符 

输出：00，01（00 代表有，01代表无） 

7.4 天窗可信度：3 个字符 

取值范围 000-100 



 

 

7.5 遮阳板：2 个字符 

第一位为主驾驶取值，第二位为副驾驶取值；取值 0 和 1，0 代表没有检测到遮阳板放

下，1 表示检测到遮阳板放下。 

7.6 遮阳板可信度：3个字符 

取值范围 000-100 

7.7 挂坠：2个字符 

代表数目，00，01，02，03… 

7.8 挂坠可信度：3 个字符 

取值范围 000-100 

7.9 摆件：2个字符 

代表数目，00，01，02，03… 

7.10 摆件可信度：3个字符 

取值范围 000-100 

 

8 车辆运输特征特征（5 个字符） 

8.1 危化品标记：2 个字符 

00-未知，01-公务用车，02-私家车，03-客运车辆，04-货运车辆，05-危化品运输车辆，

06-救护车，07-工程车，08-封闭箱式货车 

8.2 可信度：3 个字符 

取值范围 000-100 

 

9 文字特征（23个字符） 

9.1 存储文字信息：20 个字符 

9.2 可信度：3 个字符 

取值范围 000-100 

 

10  属性特征（103 个字符） 

包括但不限定于车辆类型、长宽高、交调车型、排放标准、能源类型、价值、载客人数、

额定载重。 

10.1 车辆类型：2 个字符 



 

 

00-未知，01-轿车，02-SUV，03-MPV，04-面包车，05-大客车，06-微面，07-皮卡，08-

封闭式货车，09-载货车，10-自卸车，11-牵引车，12-厢式货车，13-小型客车带拖挂车（拖

挂车为房车或摩托艇），14-其他车型带拖挂车。 

10.2 长宽高： 

车辆长度（5个字符）：单位 mm 

车辆宽度（5个字符）：单位 mm 

车辆高度（5个字符）：单位 mm 

10.3 交调车型（2 个字符）： 

00-未知，01-小客车，02-小型货车，03-大客车，04-中型货车，05-大型货车，06-特

大型货车，07-集装箱车，08-摩托车，09-拖拉机 

10.4 排放标准（2 个字符）： 

00-未知， 01-国Ⅰ，02-国Ⅱ，03-国Ⅲ，04-国Ⅳ，05-国Ⅴ，06-国Ⅵ 

10.5 能源类型（2 个字符）： 

00-未知，01-汽油，02-柴油，03-天然气，04-氢能源动力，05-油电混动，06-插电混

动，07-增程式，08-纯电动 

10.6 价值（4 个字符）：单位千 

10.7 载客人数（2 个字符）：人数 

10.8 额定载重（4 个字符）：单位 10kg 

10.9 其他（67 字符）：预留 

 

12  厂家名称和算法版本号（8 个字符） 

存储厂家品牌信息和算法版本号。 

 

13  特征码文件格式 

整体排序按照车牌+收费车型+轮轴+车辆品牌+车身颜色+车辆指纹特征+局部特征+车辆

类型+危化品特征+车身文字特征+属性特征+厂家名称组成，存储的特征码文件大小不超过

1Kb，一车一码。总共固定长度为 745 个字节，其中 70位为预留字段。 

车牌(27) 收费车型(5) 轮轴特征(9)品牌型号(23) 车身颜色(5)指纹特征(512)局部特征(25)车辆类型(5)危化品特征(5)车身文字特征(5)扩展特征(103)厂家信息版本号(8)  

14  像素要求 



 

 

14.1 输入图像：图像大于 100W 像素，视频为 AVI、H.264、H.265格式，图片为 bmp/jpg 等

格式 

14.2 图像中车辆要求： 

车牌像素宽度 ≥70 像素 

车辆像素宽度 ≥200像素 

车辆倾斜在正负 15°范围内 

局部特征≥10 像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