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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为一种公交行车安全保障系统及方

法，包括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视频子系统、

车载设备、智能手环和管理后台，行车安全综合

管理子系统与视频子系统、智能手环通信，行车

安全子系统和视频子系统均与车载设备相连，行

车安全子系统与公安系统相连。基于该系统的安

全保障方法包括公安黑名单人员提示、司机违规

提醒、行车轨迹判断和不可控事件处理，本发明

的优点是：利用车载监控获取乘客人脸照片进上

次公安系统进行识别，能有效协助警方破案；实

时监控司机驾驶行为，及时提醒司机违规操作，

提高车辆行驶的安全性；实时监控车辆行驶速度

和轨迹并在异常时进行提醒，便于规范公交车行

车线路及车速；设有一键报警模块，便于及时处

理不可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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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公交行车安全保障系统，其特征是：包括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1）、视频子

系统（2）、车载设备（3）、智能手环（4）和管理统计车辆行驶过程中的全部信息的管理后台，

所述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与视频子系统相互通信，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通过网络

与智能手环相通信，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和视频子系统均与车载设备相连，行车安全

综合管理子系统还与公安系统（5）和管理后台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公交行车安全保障系统，其特征是：所述行车安全综合管

理子系统包括用于记录乘客是否为违法分子的人脸黑名单管理模块（6），提醒司机存在违

规操作的主动安全模块（7），记录公交车行车轨迹并判断公交车是否偏离规定路线/超速的

行车监管模块（8）和用于上报紧急事件的一键告警模块（9）。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公交行车安全保障系统，其特征是：所述视频子系统包括

提供视频通话功能的视频通信模块（10），供管理后台获取公交车实时情况的实时视频模块

（11）和供管理后台对公交车内发生事件进行回溯的视频回放模块（12），所述实时视频模块

和视频回放模块通过所述视频通信模块与所述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进行通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公交行车安全保障系统，其特征是：所述车载设备包括用

于视频采集及人脸监控的车载监控（13），用于进行视频和机务数据上传及录像存储的车载

视频模块（14），用于采集机务数据的感应模块（15），用于司机主动上报告警的一键报警器

（16），用于司机查看乘客上下车监控及信息提醒的LCD屏（17）和提供语音对讲的对讲机

（18）。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公交行车安全保障系统，其特征是：所述车载视频模块还

包括获取公交车位置信息的GPS模块和对数据进行分析的处理模块。

6.一种公交行车安全保障方法，采用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特征是：包括

公安黑名单人员提示、司机违规提醒、行车轨迹判断和不可控事件处理，所述公安黑名单人

员提示包括以下步骤：

S01：位于上客门的车载监控在乘客上车时抓拍乘客人脸照片；

S02：车载视频模块上传乘客照片到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

S03：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存储并上传人脸照片到公安系统；

S04：公安系统对人脸照片进行识别判断是否存在违法分子并回传判断结果给行车安

全综合管理子系统；

S05：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根据公安系统的判断结果给存储的人脸照片进行标记；

S06：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控制智能手环振动以提醒司机。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公交行车安全保障方法，其特征是：所述司机违规提醒包

括以下步骤：

S11：位于驾驶室的车载监控拍摄司机驾驶行为视频；

S12：车载视频模块对司机驾驶行为进行分析；

S13：车载视频模块将分析结果及视频信息上传给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

S14：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再发送给管理后台对司机驾驶行为进行二次分析，若存

在违规驾驶则通过智能手环提醒司机并进行系统记录；若不存在违规驾驶，则进行系统记

录。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公交行车安全保障方法，其特征是：所述行车轨迹判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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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以下步骤：

S21：行车监管模块收集车辆GPS信息到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

S22：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判断车辆运行轨迹是否存在偏离规定路线/超速情况，

若是则记录该次行车异常行为并提醒司机；若否则继续判断。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公交行车安全保障方法，其特征是：所述不可控事件处理

包括以下步骤：

S31：发生不可控事件时司机按下一键报警按钮；

S32：感应模块上传报警信息到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

S33：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调取报警车辆实时视频画面，判断是否为误报，若是则

消除报警并记录该次报警状态为误报；若否，则消除报警并记录该次报警状态为正在处理

同时通知相关部门；

S34：相关部门处理完成后，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更改该次报警信息为已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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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公交行车安全保障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公交车安全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公交行车安全保障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人选择公交出行，为保证乘客的安全，公交车

司机必须要遵守交通法规及公交公司的驾驶规定，但目前公交车司机是否公交公司只能监

控公交车司机是否规范驾驶，并不能在公交车司机违规驾驶时及时提醒公交车司机。

[0003] 同时在大量的乘客中难免会出现被公安系统列入黑名单的人员，而对于公交车司

机和正常乘客而言，他们是无法辨别和发现公交车中是否有被列入公安系统黑名单的人员

的，这就会对公交车内乘客的安全带来一定隐患。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主要解决了上述问题，提供了一种具有能够识别公安系统黑名单人员，检

测司机违规驾驶行为，监控车辆运行轨迹，为司机提供一键报警的公交行车安全保障系统

及方法。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公交行车安全保障系统，包括

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视频子系统、车载设备、智能手环和管理统计车辆行驶过程中的

全部信息的管理后台，所述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与视频子系统相互通信，行车安全综

合管理子系统通过网络与智能手环相通信，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和视频子系统均与车

载设备相连，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还与公安系统和管理后台相连。

[0006] 行车安全子系统接收来自车载设备的一键告警信息、GPS数据、人脸数据和机务数

据并下达指令给视频子系统和智能手环；视频子系统接收车载设备提供的视频数据。

[0007] 作为上述方案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包括用于记录乘客

是否为违法分子的人脸黑名单管理模块，提醒司机存在违规操作的主动安全模块，记录公

交车行车轨迹并判断公交车是否偏离规定路线/超速的行车监管模块和用于上报紧急事件

的一键告警模块。

[0008] 作为上述方案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视频子系统包括提供视频通话功能的视频通

信模块，供管理后台获取公交车实时情况的实时视频模块和供管理后台对公交车内发生事

件进行回溯的视频回放模块，所述实时视频模块和视频回放模块通过所述视频通信模块与

所述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进行通讯。

[0009] 作为上述方案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车载设备包括用于视频采集及人脸监控的车

载监控，用于进行视频和机务数据上传及录像存储的车载视频模块，用于采集机务数据的

感应模块，用于司机主动上报告警的一键报警器，用于司机查看乘客上下车监控及信息提

醒的LCD屏和提供语音对讲的对讲机。

[0010] 作为上述方案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车载视频模块还包括获取公交车位置信息的

GPS模块和对数据进行分析的处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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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公交行车安全保障方法，采用上述公交行车安全保障系统，包

括公安黑名单人员提示、司机违规提醒、行车轨迹判断和不可控事件处理，所述公安黑名单

人员提示包括以下步骤：

S01：位于上客门的车载监控在乘客上车时抓拍乘客人脸照片；

S02：车载视频模块上传乘客照片到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

S03：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存储并上传人脸照片到公安系统；

S04：公安系统对人脸照片进行识别判断是否存在违法分子并回传判断结果给行车安

全综合管理子系统；

S05：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根据公安系统的判断结果给存储的人脸照片进行标记；

S06：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控制智能手环振动以提醒司机。将人脸照片上传到公安

系统进行识别，能够协助警方破案，保障乘客安全，以手环提醒司机上次乘客中有违法分

子，避免乘客恐慌及惊动违法分子影响警方抓捕。

[0012] 作为上述方案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司机违规提醒包括以下步骤：

S11：位于驾驶室的车载监控拍摄司机驾驶行为视频；

S12：车载视频模块对司机驾驶行为进行分析；

S13：车载视频模块将分析结果及视频信息上传给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

S14：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再发送给管理后台对司机驾驶行为进行二次分析，若存

在违规驾驶则通过智能手环提醒司机并进行系统记录；若不存在违规驾驶，则进行系统记

录。对司机违规驾驶进行监控，可及时提醒司机使其纠正驾驶行为，便于司机驾驶行为的取

证，通过手环提醒司机，避免惊扰乘客。

[0013] 作为上述方案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行车轨迹判断包括以下步骤：

S21：行车监管模块收集车辆GPS信息到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

S22：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判断车辆运行轨迹是否存在偏离规定路线/超速情况，

若是则记录该次行车异常行为并提醒司机；若否则继续判断。

[0014] 作为上述方案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不可控事件处理包括以下步骤：

S31：发生不可控事件时司机按下一键报警按钮；

S32：感应模块上传报警信息到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

S33：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调取报警车辆实时视频画面，判断是否为误报，若是则

消除报警并记录该次报警状态为误报；若否，则消除报警并记录该次报警状态为正在处理

同时通知相关部门；

S34：相关部门处理完成后，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更改该次报警信息为已处理。

[0015] 本发明的优点是：利用车载监控获取乘客人脸照片进上次公安系统进行识别，能

有效协助警方破案，保护乘客安全；实时监控司机驾驶行为，及时提醒司机违规操作，提高

车辆行驶的安全性，保护乘客安全；实时监控车辆行驶速度和轨迹并在异常时进行提醒，便

于规范公交车行车线路及行车速度；设有一键报警模块，便于及时处理不可控事件。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结构框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中公安黑名单识别的一种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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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图3为本发明中司机违规提醒的一种流程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中行车轨迹判断的一种流程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中不可控事件处理的一种流程示意图。

[0021] 1-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   2-视频子系统   3-车载设备   4-智能手环   5-公

安系统   6-人脸黑名单管理模块   7-主动安全模块   8-行车监管模块   9-一键告警模块  

10-视频通信模块   11-实时视频模块   12-视频回放模块   13-车载监控   14-车载视频模

块   15-感应模块   16-一键报警器   17-LCD屏   18-对讲机   19-管理后台。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3] 实施例：

本实施例一种公交行车安全保障系统，如图1所示，包括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1、视

频子系统2、车载设备3、智能手环4和管理统计车辆行驶过程中的全部信息的管理后台18，

行车安全子系统包括用于识别乘客是否为违法分子的人脸黑名单管理模块6，提醒司机存

在违规操作的主动安全模块7，记录公交车行车轨迹并判断公交车是否偏离规定路线及超

速的行车监管模块8和用于上报紧急事件的一键告警模块9，视频子系统包括提供视频通话

功能的视频通信模块10，供管理后台获取公交车实时情况的实时视频模块11和供管理后台

对公交车内发生事件进行回溯的视频回放模块12，实时视频模块和视频回放模块通过视频

通信模块与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进行通讯，车载设备包括用于视频采集及人脸监控的

车载监控13，用于进行视频和机务数据上传及录像存储的车载视频模块14，用于采集机务

数据如车速、油量等数据的感应模块15，用于司机主动上报告警的一键报警器16，用于司机

查看乘客上下车监控及信息提醒的LCD屏17和提供音频对讲的对讲机18，车载视频模块还

包括获取公交车位置信息的GPS模块和对数据进行分析的处理模块，行车安全子系统与视

频子系统相互通信，行车安全子系统通过网络与智能手环相通信，行车安全子系统和视频

子系统均与车载设备相连，行车安全子系统还与公安系统5相连。

[0024] 对应的，本实施例还提供一种公交行车安全保障方法，基于公交行车安全保障系

统实现，包括公安黑名单识别、司机违规提醒、行车轨迹判断和不可控事件处理，如图2所

示，公安黑名单识别包括以下步骤：

S01：位于上客门的车载监控在乘客上车时抓拍乘客人脸照片；

S02：车载视频模块上传乘客照片到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

S03：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存储并上传人脸照片到公安系统；

S04：公安系统利用人脸识别技术对人脸照片进行识别判断是否存在违法分子并回传

判断结果给行车安全子系统；

S05：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根据公安系统的判断结果给存储的人脸照片进行标记；

S06：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控制智能手环振动以提醒司机。

[0025] 如图3所示，司机违规提醒包括以下步骤：

S11：位于驾驶室的车载监控拍摄司机驾驶行为视频；

S12：车载视频模块对司机驾驶行为进行分析；

S13：车载视频模块将分析结果及视频信息上传给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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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4：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再发送给管理后台对司机驾驶行为进行二次分析，若存

在违规驾驶则通过智能手环提醒司机并进行系统记录；若不存在违规驾驶，则进行系统记

录。

[0026] 如图4所示，行车轨迹判断包括以下步骤：

S21：行车监管模块收集车辆GPS信息到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

S22：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判断车辆运行轨迹是否存在偏离规定路线或超速情况，

若是则记录该次行车异常行为并提醒司机；若否则继续判断。

[0027] 行车安全子系统还可以利用车辆的GPS信息判断车辆是否在规定时间停靠在指定

车站。

[0028] 如图5所示，不可控事件处理包括以下步骤：

S31：发生不可控事件时司机按下一键报警按钮；

S32：车载DVR上传报警信息到行车安全子系统；

S33：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调取报警车辆实时视频画面给管理后台，管理后台判断

是否为误报，若是则消除报警并记录该次报警状态为误报；若否，则消除报警并记录该次报

警状态为正在处理同时通知相关部门；

S34：相关部门处理完成后，行车安全综合管理子系统更改该次报警信息为已处理。

[0029]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

代，但并不会偏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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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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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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