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4 软件 框图 

1．开始； 2．初始化 ； 3．数据采集； 4．中断处理； 

，．数据采集完 ?；6．数据格式化；7．导脉冲判断； 

B．码判决；9．输出． 

1／3单位宽度)时，认为某位有码．在所有接收 

一 f6 

到的码组中(大于六组)，每一位码出现的几翠 

大于 50唠时就确认某血码存在． 我们用计算 

机模拟码组输入，并引入随机干扰信号 ，连续工 

作 l0小时以上，输出次数超过一万次，未发现 

处理出错，所以出错率小于 1／1 0000． 

传输器部分主要实现远距离 (传输距离大 

于 4Km)有线的数据传送，包括调制、解调器及 

中心控制台译码器．发送码组从接收器单片机 

中发出交错码，经调制解调，在中心控制台的单 

片机上译码，单片机最终输出车号，可提供中心 

控制台的显示或提供所需的各种控制信号，传 

输器结构 如图 3(f)． 

四、仪 器 生 产 

本课题的研究经费由天津煤矿专甩设备厂 

提供．研制完成后，经过双方共同的地面模拟 

试验及井下现场试验后，已移交厂方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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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制的超声波交通流量检测仪，具备有检测车辆高度、长窿、行驶速度，判别车辆类型，分类给 

出各种类型车辆的流量功能 ，它 可以为提高交通通行能力提供重要的数据． 

一

、 引 言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城市交通 日益 

拥挤，为提高主要干道及路口的通行能力，需要 

对各种车型的车流量进行检测、统计分析，找出 

其规律 ，以提高交通指挥效率．过去检测车流 

量，通常将多只电磁压力传感器埋设在车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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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这不仅施工麻烦， 且维修困难．我们利用 

超声波测距原理率先研制了超声波车辆流量检 

测仪，可以避免这些弊病．此仪器可检测出车 

辆的高度、长度，行驶速度及车辆类型．绦合这 

些参量，可获得车流量的必要数据，为提高交通 

指挥效率、交通通行能力提供重要依据． 

二、工 作 原 理 

超声波交通流量检测仪，是利用超声波回 

波溯距原理而实现的，它主要由发射、接收系 

统 、超声波换能器和信号处理系统 等 部 分 组 

成． 

为提高换能器向空气中的辐射效率，我们 

采用了弯曲振动模式的换能器、工 作 频 率 为 

40kHz． 换能器前方装有喇叭形的玻璃钢辐射 

罩，藉以改善换能器的指向性和提高灵敏度，安 

装喇叭后，换能器的波束宽度 日 10。接 

收的声信号提高了约 8dB． 

IJ车身高度测量 

将换能器安装在车道地面上高为H的地方 

(见图 1)，声波自换能器发出，经空气传播到车 

顶部，声波被车的顶部反射后，经空气传播又到 

达换能器．设空气 中的声速为 c，换能器自发 

射声脉冲到接收反射声信号的时间 为 t，车 辆 

高度为 D，则， 
D— H— Ct／2 (1) 

2．车速测量 

设在距地面同一高度为 H、间距为 l的地 

方装配二个换能器(见图 1)，设车辆自第 一 个 

换能器向第 二个换能器方向行驶，行驶速度为 

． 令其到达第一个换能器下方的时间为 t ，到 

达第二个换能器的时间为 ，则可测知车的行 

驶 速度． 

p一 ，／(t 一 )̂一 ，／△  ̂ (2) 

3．车身长度测量 

测量整个车辆通过一个换能器的持续时间 

△ ，便可得知车身长度 8．令车辆头 部 到 达 

换能器下方的时间为 t ，车尾到达的 时 间 为 

如，那么：△ 一 tr一 ．则 

应用声学 

图 1 交通流量 飙4量示意图 

一 ’△ 一 ‘△ ( ) 

t．车辆分类与检测 

车辆线型即车型以it,代表，大体可分为四 

类(见图 2)．显然，A类型车的高度基本不变， 

B类型车高度表现由高到低的变化特征，c类 

型车高度表现由低到高的变化特征，D类型车 

高度具有由低一离一j氐的变化特征．当车辆通过 

换能器下方的过程中，连续测量车辆高度变化 

规律便可判别车辆线型．通过对车身高度、长 

度、线型等参量的测量与实际车辆对照，郧可判 

别车辆类型．车型参量见表 1． 

0
D 

图 2 车辆基奉线型 

5．车流量的分类与检潮 

我们设置一模糊函数 ，它是 D、S、p、it,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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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车型参量 

名称 高度 (皿) 长度(m) 线型 (P) 

面 的 1．6 1．7 2．8，一3．0 

中 面 1．9 2．4 5．5 6．0 

轿 车 2．5 3．2 6．O l0．O 

公共汽车 3．0 3．5 1o．0一l7．0 

小赏车 0．7 1．6 2．B一3．0 B 

中货车 0．9 2．5 4．3—6．0 B 

大货车 1．0 3．5 6．0 lO．0 丑 

吉普车 0．9 2．2 3．7—4．2 C 

小轿 车 O．B5 1．6 3．5 4．8 D 

函数，即： — F(D，S， ，P)．通过计算 ，并 

与寄存在计算机内的汽车模糊量进行比较，分 

类送入各寄存单元并累加计数，就可得到各类 

汽车在一定时间内通过的数量，即流量．仪器 

在规定时刻可将各类数据打印出来 备 查 与 存 

档 ． 

图 3是整机框图．所设置的接 口 转 换 电 

路，供用户采用多机联网使用，以形成区域性控 

制中心，使重要路口的交通实现科学化管理． 

三、实 验 结 果 

圈 3 整机框 图 

l 992年 2月前，先后研制了两台超声波交 

通流量检测仪样机，分别安装在北京市交道口 

和北京市中关村路进行现场运行实验．在交道 

El的现场实验中，每次实验为两小时 ，累计实验 

16次 32小时，计数统计误差小于 3％．在中关 

村路的实验中，每次实验为 1小时，累计实验 

20次，车型判断准确率优于 85氟． 

本仪器对交通流量的检测实验 目前仅限于 

单路．一般的主干道路面很宽，同一方向行驶 

的车辆不限于一路 ，所以我们在几载耕耘所取 

得成就的基础上，正考虑同时多路检铡的问题． 

另外，在车型识别方面的工作也将进一步改进 ． 

如：对车型分类再细些以及进一步研究对卡车 

载货时的识别参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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