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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W9$,的视频图像传输系统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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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设计了可将被监测点实时采集的图

片%视频文件通过无线网络传输到远程

监控中心$可实时动态地报告被监测点

的情况的传输系统$该系统在视频测点

安装数字摄像设备$通过S*eJ网络建立

)H*连接传输数据和指令$现场视频处

理模块通过S*eJ Y@07E与SJY基站通

信$S*eJ 分组数据包从 SJY基站发送

到 JSJR节点$再由 JSJR送到 SSJR网

关节点$SSJR把收到的数据包进行处

理$转换为可在 K2?7=27?中传送的格式$

最终送给远程视频服务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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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道路实施视频监控$这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已经非常普遍$但对

遍布于我国各地的区域公路进行监测%辨识及预警一直是一大难题(

随着无线通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无线数据通信的应用越来越

广泛$视觉监控系统也成为无线网络技术应用最多的领域之一(无线

视觉监控系统可以将被监控点实时采集的图片%视频文件通过无线

网络及时地传输给远程监控中心$实时动态地报告被监测点的情况$

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处理(在通常情况下$由于监控点分布在较广阔

的范围内$并且与监控中心的距离较远$利用传统的有线连接方式$

线路铺设成本高昂$而且施工周期长$或者因为物理因素"如遇到河

流山脉等障碍时#难以架设线缆'!(

$而通过无线视觉监控可以很好地

解决上述问题(系统无需铺设网络电缆$可迅速方便地在各种需要的

地方部署数字摄像设备$通过中国移动或中国联通的网络进行数据

传递$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可扩充性(

!#系统网络结构

无线视频监测有 ' 种方式!!#通过无线视频监测终端对视频信

号进行实时采集和压缩$以压缩视频格式"Y*NS$%J*J 等#通过无线

网络传送到远程服务器端"即远程监控中心#

''(

&'#通过无线视觉监

测终端对视频信号进行实时采集和压缩$以压缩图片格式"]*NS$

]*NS'&&& 等#通过无线网络传送到远程服务器端(考虑到视频监测与

预警系统及其视频服务器的运算负荷$以及将来广泛推广时所需的

费用$本系统采用第 ' 种方式$即发送实时压缩图片(系统通过设定时

长周期性地发送图片至监控中心$同时以彩信"Y8>?1E7016Y7AA63123

J7=V197$YYJ#的方式发送到指定的移动电话上(

视频监测系统分为现场视频采集%处理模块和远程视频服务器

两部分$它们之间通过S*eJ网络建立)H*连接来传送静态图像编码

和控制指令'+(

(现场视频采集%处理模块作为 )H*连接的客户端$远

程视频服务器作为 )H*连接的服务端(现场视频采集和处理模块在

上电后自动寻找远程视频服务器$而远程视频服务器在与现场视频

采集和处理模块建立 )H*连接后$通过发送指令来远程控制静态图

像编码的传送(系统总体示意见图 !(....



图 !.系统总体示意

;13(!.JIA?7E6=9<1?79?8=7

..系统通过S*eJ网络建立)H*连接传输数据和

指令$现场视频处理模块通过 S*eJ Y@07E与 SJY

基站通信$S*eJ 分组数据包从 SJY基站发送到

JSJR节点$再由 JSJR送到 SSJR网关节点$SSJR

把收到的数据包进行处理$转换为可在K2?7=27?中传

送的格式$最终送给远程视频服务器端"即监控中

心#(

远程视频服务器端拥有一个固定的实 K*地址$

现场视频采集站点设定自动请求与这一 K*地址建

立连接'$(

(视频服务器端作为 )H*J7=V7=可以选择

性地接受现场视频采集站点的连接请求$并给每一

个已连接的现场视频采集站点分配一个接收视频编

码和解码的线程$可以同时监测多个站点(这种方法

适用于大范围%多站点的视频监控(

&#系统设计与实现

&B!#终端发送主程序

视频采集使用的是带有 ThP!! 芯片的 h'&&&

摄像头$\128U系统自带了 ThP!! 的驱动程序$所以

无需另外安装驱动$只需在编译内核时加载进去$在

视频流中提取图像帧$形成拍摄图像(

发送端对外提供一个 ĴX接口$接ThP!! 摄像

头$视频图像都由此接口传送到嵌入式中央处理代

码'P(

$并抓取图像放在配置路径(

S*eJ Y@07E接口采取 ĴX接口$外接 S*eJ

网络$用于将已经编辑好带有图像的YYJ 图像由此

口发送至中央 YYJ 彩信接收系统&同时$本接口还

负责接收来自中央控制系统的控制管理指令(图像

采集流程和前端采集模块 YYJ 发送流程如图 ' 所

示$视频采集模块端口示意如图 + 所示(

图 '.图像采集流程"左#和前端采集模块

YYJ发送流程"右#

;13('.YYJ A720123B=@97AA@//=@2?%720 E@08>7">7/?# 620

1E63769a81A1?1@2 B=@97AA"=13<?#

图 +.视频采集模块端口示意

;13(+.*@=?A@/1E63769a81A1?1@2 E@08>7

&B&#后台接收主程序

图 $ 为接收端系统流程(

后台接收端采用多进程多线程的框架来提高处

理性能$监听 i))*接口和 J@9Z7?指令接口(i))*

端收到YYJ彩信时$交给YYJ解包模块$进行数据

解包%图像提取%数据存储等(系统运行时需要不断

循环执行上述步骤(

后台接收端除了不断地收取带图像 YYJ 外$还

接收来自手机的 YYJ 控制管理指令和来自前台管

理系统)H*cK*包格式控制指令$并将这些指令重组

成采集端能识别的YYJ格式(

&B'#关键技术

'g+g!.图像数据编码与解码

为了避免在传输过程中一些图像的流编码符与

通讯中的控制码等产生冲突$主要采用 X,JN"$ 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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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接收端系统流程

;13($.JIA?7E/>@D9<6=?@/=7971V7=

码规则对视频流进行 ,JHKK码的形式进行重新组

织'"(

(X,JN"$ 编码要求把 + 个 F 位字节"+ MF :

'$#转化为 $ 个 " 位的字节"$ M" :'$#$之后在 " 位

的前面补 ' 个 &$形成 F 位 ! 个字节的形式(

'g+g'.符合中国移动YYJ的编解码

中国移动 YYJ 彩信支持多页显示或多元素的

显示能力%终端 )̂;%F 或中文编码支持能力%]*Sc

SK;等不同的图片格式支持能力%对过大的 YYJ 信

息转发时的处理能力%YYJ 发送报告%图文混排显

示能力%QeY的转发限制%+S**pHK;的视频发送及

接收%+S**' 不同格式的音视频编解码支持能力%超

长的YYJ标题显示能力等(

'g+g+.YYJ的组包

使用6BB>196?1@2cV20(D6B(E8>?1B6=?(=7>6?70 方式

组装YYJ(如图 P 所示$各消息内容之间是有一定的

关系的$该关系可能是显示的时间上的先后$或显示

的位置不同等(

相对于 6BB>196?1@2cV20(D6B(E8>?1B6=?(E1U70 方

图P.,BB>196?1@2cV20(D6B(E8>?1B6=?(=7>6?70方式组装的YYJ

;13(P.YYJ 6AA7EC>70 CI6BB>196?1@2cV20(D6B(

E8>?1B6=?(=7>6?70 E7?<@0

式$6BB>196?1@2cV20(D6B(E8>?1B6=?(=7>6?70 方式组装

的YYJ消息中多 + 个,B=7A72?6?1@2-字段$且该字段

处于消息内容的第 ! 位$,B=7A72?6?1@2-也是 YYJ 的

一个消息内容$有一个指针,A?6=?-指向它$表明它是

第 ! 位的(终端在显示这个 YYJ 时$首先要从这个

消息内容开始$但并不把,B=7A72?6?1@2-这个消息内

容显示出来$而仅是根据它获取一些信息$这些信息

就决定了其他的消息内容的显示的大小%先后顺序%

位置等$从而实现了,小电影-的效果(,B=7A72?6?1@2-

字段采用 JYK\

'#(格式来承载这些信息(

'g+g$.YYJ解析流程

图 ".YYJ解析详细数据流

;13(".Q7?61>70 06?6/>@D@/YYJ 626>IA1A

网络底层基于)H*cK*协议$接收端收到)H*包

后$根据 i))*协议$提取 i))*数据包$并对 i))*

包进行分析&结合 JYK\协议分析后的包为YKYN编

码包$对YKYN包进行解析$得出nY\格式的 JT,*

包&通过nY\分析树及数据结构中各项明细对应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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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映射$提取数据&取出指定图像包的数段恢复

成图像文件(这就是对YYJ解包的过程(

'g+gP.JT,*消息格式和编码原则

在设计YY# 接口的 JT,*实现时$使用以下原

则!模式应基于 W+HJT,*!g! 模式&模式应包括所

支持的 YY# 规范的版本指示(YY#JT,*消息由

JT,*包封%JT,*报头单元和 JT,*正文单元组成(

不能使用 JT,*N29@0123J?I>7$应在 JT,*报头

单元中处理事务(事物处理标识")=62A69?1@2KQ#应作

为 JT,*报头内容纳入$不应在 JT,*报头内容中指

定 JT,*69?@=属性(JT,*E8A?̂207=A?620属性应指定

赋值,!-(除 )=62A69?1@2KQ外的所有 YY# 信息单元

均应包括在 JT,*正文单元中(

nY\单元名称应采用,首字母大写-惯例$其中

多个单词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单元名称$每个单词的

第 !个字母大写"例如$N6=>17A?Q7>1V7=I)1E7#$只有首

字母缩写词"例如$h,J*#例外$在此情况下$首字母

缩写词的所有字母均大写"例如$h,J*i7607=#(

'g+g".绑定至i))*

YY# 请求应在一个 i))**TJ)请求中传输(

YY# 响应应在一个 i))*响应消息中传输(仅包含

JT,*包封的消息应采用媒体类型,?7U?cUE>-(

包含 JT,*附件的 YY# 请求应具有,多部分c

相关-内容类型(JT,*包封应属于 YKYN消息的第

! 部分$并且应通过,多部分c相关-内容类型的,开

始-参数标明(如果包含有一个 JT,*附件$则它应

编码为YKYN部分$并且应属于i))**@A?消息的第

' 部分(YKYN部分应具有相应的内容类型以标识有

效负荷(图 # 和 F 提供了该消息结构的一些实例(此

YKYN部分应具有 ' 个 YKYN报头!,内容类型-和

,内容 KQ-字段(,内容 KQ-应使用指定的格式被

YY# 请求[内容y单元所引用(

'#实验结果

'B!#测试设备

采用 W6V79@E Se*J Y@07E$ 连 接 速 率 为

!!P'&& CBA$彩信文件格式$文件扩展名为 121$利用

该文件可实现多帧彩信$并且每帧可包含多个内容(

121文件以,'新帧开始(-作为文件的开始$帧与帧之

间都以,'新帧开始(-加换行回车作为分隔$每帧内

各个彩信文件间用换行回车来分隔$每帧开始的时

候可选择是否定义播放时间$用,播放时间:0-来定

义$0是播放时间$单位是 A$默认时间为 P A(下面是

图 #.带 JT,*附件的消息结构

"多部分c相关有效负荷#

;13(#.Y7AA637A?=89?8=7D1?< JT,*6??69<E72?A

"E8>?1B6=?c=7>6?70 B6I>@60#

图 F.带 JT,*附件的消息结构

"多部分c混合有效负荷#

;13(F.Y7AA637A?=89?8=7D1?< JT,*6??69<E72?A

"E8>?1B6=?cE1U70 B6I>@60#

一个 ' 帧彩信的例子"图 -#(

第 ! 帧的播放时间为 !& A$包含的 + 个文件分

别是!

,H!wYYJw三万英尺(E10-&

,H!wYYJw单机(5B3-&

,H!wYYJw单机介绍(?U?-(

第 ' 帧没有设定播放时间$按照默认值为 P A$

包含的 + 个文件分别是!

,H!wYYJw三万英尺(E10-&

,H!wYYJw机群(5B3-&

,H!wYYJw机群介绍(?U?-(

'%&#,X<Y格式彩信'J(

JYK\的全称为 JI29<=@21j70 Y8>?1E7016K2?73=6%

?1@2 \6238637$即,同步多媒体集成语言-$是W+H的

标准之一$具体介绍可参见 <??B!

%

DDD(D+(@=3c,8%

01@h107@c(

JYK\格式的彩信举例如下$同样是一个包含 '

帧的彩信"图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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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测试彩信文件示意

;13(-.YYJ ?7A?123/1>7

..第 ! 帧的播放时间为 P A$包含,E8A19(E10-%

,A123>7(5B3-和,A123>7(?U?-+ 个资源文件&

第 ' 帧的播放时间为 !& A$包含,E8A19(E10-%

,3=@8B(5B3-和,3=@8B(?U?-+ 个资源文件(

图 !&.测试彩信 JYK\文件示意

;13(!&.JYK\/1>7@/YYJ ?7A?123

需要说明的是$JYK\文件中的资源文件名称必

须用英文或数字$不能使用中文&另外$各个资源文

件一定要与 JYK\文件在同一个目录下(

'%'#测试结果

分别测试各模块的功能$再进行统一系统联调$

正确采集图像$发送后由后台模块正确接收$从前台

管理系统能查询$并做简单的识别(采集到的路面图

像如图 !! 所示(

(#结论

无线视频监控现在应用非常普遍$从市区内的

有线数据图像到为了施工方便的 ,*接入无线数据

图 !!.采集的视频图片

;13(!!.h701@1E637A69a81A1?1@2

传输方式(这种方式的服务器必须处于运行监控状

态$应用的区域有限$大部分局限于热点区域$传输

网络需要自己组网$能传输简单的图像$成本开销

较高(

本文引进基于移动 YY# 通讯模式的创新之处

在于!

!# 应用区域无所不在$应用层面广泛$如遍布

全国各地的高速公路%普通公路网$以及荒山野岭和

森林湖泊等$实现了原来因实际环境的制约而无法

做到的高速公路全面监控$事故多发地带%危险区域

的实时监控&

'# 借用移动S*eJ 网络$服务器不需要时刻处

于待机模式$同时也不需要自己组网&

+# 应用彩信缓冲服务器$彩信传输过程中具有

纠错能力和失败重传功能$传输质量得到保障$并启

用二级缓冲功能$更不会出现丢弃数据包的现象&

$# 在传输方式方面$首次应用了移动 YY# 增

殖业务&

P# 成本降低$采集端只需要配置摄像头%嵌入

式板及S*eJ模块(

本方案也存在传输图像容量问题(由于采用彩

信传输方案$因此图像的容量不得不压缩再压缩$以

减至尽量小$同时彩信的数据包也有上限较小的影

响(随着 +S技术的日趋成熟$覆盖面不断扩大$可尝

试应用 +S技术$应用更高的带宽改进图像$也许到

时实现的是视频采集$而非图像的采集了(

"#

陈康先$等(基于S*eJ的视频图像传输系统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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