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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车道收费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

何兴高** 张凤荔 秦志光
(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 成都 6飞00 54)

[摘要 ] 阐述了用较简单的硬件
、

软件结构
,

设计与实现以工控机为核心的高速公路车道收费控

制系统
,

并确保系统稳定
、

可幸
。

该控制系统包括入口 车道和 出口车道两部分
,

入 口领票
,

出口根据实

际行驶里程收费
,

并对车道的外场设备进行控制
,

以及对收费特殊事件进行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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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
,

全国各省
、

市乃至区县都在修建高速公路
,

但是由于各个路段是由

不同的投资商修建的
,

因此各路段都修了收费站
,

由于收费站太多
,

高速公路达不到高速目的
。

为

解决这个问题
,

现已提出采用
“
一卡通

”

的方案
,

所谓
“
一卡通

”

是指车辆进人高速公路时领一通

行券 (可为 cI 卡
、

纸质通行券 )
,

上面记录有人口车辆的信息如人口站号
、

人口车型
、

人口车类
、

人

口 日期时间
、

人口收费员工号等
,

然后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

当离开高速公路时
,

根据车辆行驶

的实际路程交费
。

这样就为司机提供了许多灵活性
,

随时可驶出高速公路
,

也减少了许多中间路段

的停车收费
,

大大提高了通行速度
。

但是这种收费方式的所有收费都是在出口
,

也就是说中间路段

的收费站或投资者没有收到过路车辆的通行费
,

因此必须成立一个清分中心
,

收集所有的收费原始

数据
,

然后再按车辆经过的路段清分给各个路段 l1[
。

1 车道收费自动控制原理
车道收费控制系统是整个联网收费系统的关键

,

也是整个系统的主要数据源
,

又是一个实时性

较强的控制系统
,

但又不象一个比较复杂的工业控制
,

如模拟量控制
、

大滞后等需采用复杂的 IP D

算法
。

而本系统主要控制开关量
、

串行口
、

并行口
,

并采用上位机与下位机的控制思想
,

但和传统

的上位机和下位机有些区别和联系
,

具体表现如下
:

1) 下位机的选型 传统的下位机通常采用价格低廉
、

体积小的单片机或单板机设计的系统
,

并且人机界面也较少
,

通常都是无人操作
,

由上位机进行监控
,

而本系统中的下位机则采用奔腾级

工控 P C 机
;

2) 连接方式 传统的上位机和下位机的连接方式通常采用 R s
一

2犯c 连接
,

而本系统采用局域

网方式连接
;

3) 通信的主从关系 传统的上位机和下位机的通信通常采用上位机为主机
,

下位机为从机方

式
,

通信由上位机发起
,

而本系统中采用 lC ien Use vr
e r

方式
,

通信通常由下位机发起
;

4) 数据处理 传统的下位机通常对采集的数据进行预处理
,

如 A心 转换
、

线性处理等
,

再将

处理结果送上位机
,

最后由上位机汇总处理
,

而本系统中下位机将收费原始数据直接送上位机
,

由

上位机汇总处理
;

5) 控制方式 传统的上位机和下位机中上位机可以控制下位机的运行
,

参数的设置等
,

而本

系统中上位机主要是进行数据处理
,

存放下位机的基本参数
,

下位机的运行完全独立于上位机
,

这

正是本系统的一大特点
。

一99 9 年 6 月 9 日收稿
,

电子部预研基金资助项 目
· “
男 35 岁 硕士 工程师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第29 卷

2 车道控制系统的设计
由于制造工艺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

,

工控机日益高档化
,

而速度越来越快
,

且价格飞速下

跌几乎接近商用机价格
。

借用计算机的高速运算
、

丰富的开发工具
、

人性化的界面和采用部分硬件

软化的设计思想
,

充分发挥计算机的性能
,

以降低硬件投资
。

本系统设计难点在于解决车辆计数器的准确性
,

由于进口设备检测信号输出波形小于 3 00 m s
,

就目前运行的系统来说可以采用以下四种方法
:

1) 中断处理 该方法实时性好
,

能保证车辆计数的正确性
,

设计上必须初始化中断向量地址
,

即必须对指定内存单元操作
。

但是珊N D o w S 系统是一种消息驱动式的系统
,

应用程序要实现的功

能由消息来触发
,

并靠对消息的响应和处理来完成
。

并且为了保证系统的稳定性
,

在 w IN D o w s

下编程
,

建议编程人员不要直接访问内存或其他硬件设备
,

如键盘
、

鼠标
、

定时器
、

显示器等
。

w NI D 0 w s 必须对这些硬件资源进行绝对的控制
,

以保证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都能均等地
、

无中断

地访问 z[]
。

另外
,

即使允许采用中断
,

则每个车道工控机必琐多一个带中断功能的工控板
,

2 0 00

个车道将增加 10 万元
,

因此该方法不可取
。

2) 外加一个单片机系统 该单片机系统对车辆计数
,

保证计数的正确性
,

再通过串口和工控

机交换
。

该方法同样大大增加了硬件投资
、

延长开发周期
,

且自己作板使可靠性也不能得到保证
。

3) 增加一块计数器板插人计算机中
,

使计数的准确性
、

系统的可靠性和开发周期得到保证
。

但每一个车道都要一个计数器板
,

使 2 0 00 个车道将增加 10 万元
,

这样高的投资对于一个企业来

说是不可取的
。

4) 充分利用开关量 1/ 0 板
,

借用一位开关量的输人
,

检查该位状态的变化
,

即可以检查是否

有车辆经过
。

该系统设计中采用第 4 种方法的好处是投资少
、

可靠性高
、

系统设计简单灵活
。

使用该方法有

一定的处理技巧
,

该系统的难点是对通过车辆数的计数准确性
,

因其受以下因素影响
:

1) 外界的

干扰
,

如清洁车
、

铁皮等引起计数
; 2) 车辆出去后又退回导致计数器加 2 ;

3) 设备故障
;

4) 检测

设备 (因进口检测设备每次检测到有车辆通过时
,

最长只能输出一个 3 00 m s
的脉冲)

。

因此对软件的设计作了以下规定
: 1) 必须保证在 3 00 m s 内对车检器进行至少一次采样

; 2) 计

数器必须在按起杆键后有效
; 3) 按起杆键前检测有车辆通过按特殊事件处理

,

弹出一个菜单 (0 :车

辆退回
; 1 :车辆冲关

; 2 :

设备有误
: 3 :
车辆保护 )供操作员选择

,

通过有关程序的汇总统计
,

保证了

通过车辆数的准确性
。

3 车道控制系统的实现
3

.

1 出口车道收费控制系统的功能

出口车道根据人 口车道发的通行卷 (手撕票
、

电脑票
、

cI 卡 )
,

收费员输人有关信息
,

计算机自

动计费
,

提示司机付费
,

打印通行费收据或手撕通行费收据
,

并控制出口车道外场设备(如栏杆机
,

通行灯
,

报警设备
,

打印机
、

图像捕获命令 )
,

并将收费原始信息 (人口站编号
、

出口站编号
、

路线

编号
、

车型
、

车类
、

收费员编号
、

出口日期
、

时间
、

票据号
、

票据类型
、

特殊事件编号
、

收费金额 )

上传收费站和收费中心
,

并处理出口车道的特殊事件
。

3
.

2 硬件结构及选型

硬件结构如图 1所示
。

由于控制系统多数采用开关量控制
,

选用了一个 8 输人 8 输出的开关量

板
,

而 cI 卡读写器
、

费额显示牌
、

字符叠加器都采用 R s
一

2 32 c 与计算机通信
,

并选了一个 M o x A

四口串行通信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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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出口车道硬件结构框图

3
.

3 软件设计

操作系统采用 w lN 32
,

控制软件采用 v c 十+1
.

52 编写
,

由于车道收费控制系统既是整个联网收

费系统的主要数据源
,

又是一个实时性较强的过程控制系统
,

设计软件时既要考虑界面的友好性
、

操作的方便性
,

又要满足控制系统的实时性
、

程序的简洁性
、

可靠性和容错性 3[]
。

而车道收费控制

系统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操作效率和堵漏
,

要堵漏就必须知道实际通过的车辆
、

车辆类型
、

有多少辆

是免费车
,

所有免费车和特殊车辆都有录像和计算机静态图像
,

以便核查
。

由于车道收费控制系统是一个过程控制
,

设计时采用状态图转移法描述系统的控制流程
,

整个

出口车道收费控制系统的状态转移图如图 2 所示 l’]
。

起杆键

栏杆开
放状态

重打键
车辆通过

图 2 出口车道收费控制系统的状态转移图

4 结 束 语

利用本文介绍的设计方法
,

我们研制开发了一套车道收费控制软件
,

已成功应用于广西高速公

路收费管理
,

该软件投资少
、

见效快
、

稳定
、

可靠
、

实用性强
、

符合国情
,

并且也适用于大建路
、

市内桥梁
、

高架桥
、

隧道等的收费管理
,

因此应用前景广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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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风洞流态监测分析系统

主研人员
:

李在铭 刘汉宁 刘镰斧 张应培 李方洲 吴军蹄 等

高超风洞流态监测分析系统运用计算机
、

多媒体信息处理技术和视频观察与数据采集技术
,

自动观察
、

采集图

像数据和图像分析
,

并具有多种输为输出和显示功能
,

特别是对高速风洞流态图像监测与分析构成一个专用系统
,

其技术指标为
:

自动或交互式采集热图试验序列 3小60 5 。

在前 10 5 时
,

图像数据采集速度为 .0 5 5/ 幅
,

以后 2 5/ 幅
,

每幅图像分辨率为 57 3x 41 6 像素
。

·

科 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