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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信息采集 视频非机动车与行人交通参数检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于路侧监控视频的非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参数定义，交通参数检测技术要求以及

检测参数的测试计算方法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机动车道及两侧的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检测视频中非机动车与行人交通参数的技术

规范，以及道路交通规划管理相关的交通参数检测技术规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 918.2-1989  道路车辆分类与代码 非机动车 

GB 5768.7-2018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7部分：非机动车和行人 

GB 17761-2018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GB/T 20609-2006  交通信息采集 微波交通流检测器 

GB/T 24726-2021  交通信息采集 视频交通流检测器 

GB/T 28181-2016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GB/T 28789-2012  视频交通事件检测器 

GB/T 29108-2021  道路交通信息服务 术语 

GA/T 1127-2013  安全防范视频监控摄像机通用技术要求 

GA/T 1128-2013  安全防范视频监控高清晰度摄像机测量方法 

YD/T 3746-2020  车联网信息服务 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要求 

DB4403/T 150-2021  行人闯红灯智能取证系统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检测范围 

3.1.1  

检测道路  detection road 

进行视频非机动车与行人交通参数检测的机动车道及两侧的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 

3.1.2  

起始检测位置 start detection position 

摄像机视场下边缘所对应的实际位置，如图1中所示。 

3.1.3  

观察范围 viewing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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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机的视场范围，如图1中𝐿𝐴𝐷所示。 

3.1.4  

有效检测范围 effective detection range 

在观察范围内，对于目标对象进行交通参数提取的范围，如图1中𝐿𝐵𝐶所示。 

 

 

图 1 摄像机检测范围示意图 

3.2 非机动车 

3.2.1  

非机动车交通流 non-motor vehicle traffic flow    

检测道路上通行的非机动车流。 

注：本文的非机动车包含文件 GB/T 918.2-1989内规定的普通自行车以及 GB 17761-2018 内规定

的电动自行车。 

3.2.2  

视频非机动车交通参数  video non-motor vehicle traffic parameters 

采用视频图像处理技术对检测道路上的非机动车流进行动态信息采集、处理，用以检测并输出目标

区域的非机动车流量、平均速度、非机动车流方向、密度等数据。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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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机动车流量 non-motor vehicle volume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检测道路上检测断面的非机动车的数量。 

3.2.4  

个体非机动车方向 individual non-motor vehicle direction 

若检测道路内无非机动车道，以视频图像上的主干路自下往上、自左到右为正方向（0°）；若检

测道路内有非机动车道，以非机动车道方向为准分为顺向与逆向。 

3.2.5  

个体非机动车速度 individual non-motor vehicle speed 

在某时刻，非机动车辆通过检测道路上检测断面时的速度。 

3.2.6  

非机动车流平均速度 average non-motor vehicle speed 

单位时间内，通过检测道路上检测断面全部个体非机动车速度的算术平均值。 

3.2.7  

非机动车流密度 non-motor vehicle density 

 在某时刻，检测道路上全部非机动车的数量与检测道路面积的比。 

3.2.8  

头盔佩戴率 helmet wearing rate 

  单位时间内，检测道路上非机动车驾驶人和乘坐人佩戴头盔的数量与非机动车驾驶人和乘坐人总

数的比。 

3.3 行人 

3.3.1  

行人交通流 pedestrian traffic flow 

检测道路上通行的人流。 

3.3.2  

视频行人交通参数 video pedestrian traffic flow parameters 

采用视频图像处理技术对检测道路上的行人交通流进行动态信息采集、处理，用以检测并输出目标

区域的人流量、平均速度、人流方向、密度等数据。 

3.3.3  

行人流量 pedestrian volume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检测断面的行人数。 

3.3.4  

个体行人方向 individual pedestrian direction 

 单位时间内，行人在检测道路上的位移方向。若位移方向与所在道路的机动车道方向一致为 0°；

若位移方向与所在道路机动车道方向相反为 180°。按照顺时针方向，运动方向分为四个方向，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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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45°]，（45°，135°],(135°，225°]，（225°，315°]）。 

3.3.5  

个体行人速度 individual pedestrian speed 

 单位时间内，个体行人在检测道路上移动的距离。     

3.3.6  

行人流平均速度 average pedestrian speed 

 单位时间内，检测道路上全部个体行人速度的算术平均值。 

3.3.7  

行人流密度 pedestrian density 

 在某时刻，检测道路上全部行人的数量与检测道路面积的比。 

4 非机动车交通参数检测技术要求 

4.1 检测内容要求 

检测信息应包含： 

a) 经过有效检测范围的非机动车个体信息，包括个体非机动车速度、个体非机动车方向； 

b) 预先设定统计间隔的非机动车群信息，包括非机动车流量、非机动车流平均速度、非机动车流

密度、头盔佩戴率。 

4.2 主要技术参数要求 

4.2.1 参数指标 

非机动车流量、个体非机动车方向、个体非机动车速度、非机动车流平均速度、非机动车流密度、

头盔佩戴率应符合表 1 的参数指标要求。 

表 1 非机动车交通参数指标要求 

序号 参数类型 参数指标要求 

1 非机动车流量 

当路面照度不小于 5000 lx，能见度不小于 1000 m，个体非机动车驾驶人头

部无遮挡且非机动车车轮可见，样本量不小于 50，样本速度不小于 2 m/s，

测量时间不小于 10 min 时，非机动车流量准确度不小于 90% 

2 
个体非机动车

方向 

当路面照度不小于 5000 lx，能见度不小于 1000 m，个体非机动车驾驶人头

部无遮挡且非机动车车轮可见，样本量不小于 50，样本速度不小于 2 m/s，

测量时间不小于 10 min 时，个体非机动车方向准确度不小于 90% 

3 
个体非机动车

速度 

当路面照度不小于 5000 lx，能见度不小于 1000 m，个体非机动车驾驶人头

部无遮挡且非机动车车轮可见，样本量不小于 50，样本速度不小于 2 m/s，

测量时间不小于 10 min 时，个体非机动车速度的准确度不小于 80% 

4 
非机动车流平

均速度 

当路面照度不小于 5000 lx，能见度不小于 1000 m，个体非机动车驾驶人头

部无遮挡且非机动车车轮可见，样本量不小于 50，样本速度不小于 2 m/s，

测量时间不小于 10 min 时，非机动车流平均速度的准确度不小于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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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非机动车交通参数指标要求（续） 

序号 参数类型 参数指标要求 

5 
非机动车流密

度 

当路面照度不小于 5000 lx，能见度不小于 1000 m，个体非机动车驾驶人头

部无遮挡且非机动车车轮可见，样本量不小于 50，样本速度不小于 2 m/s，

测量时间不小于 10 min 时，非机动车流密度绝对误差不大于 0.5 辆/㎡ 

当路面照度不小于 5000 lx，能见度不小于 1000 m，个体非机动车驾驶人头

部无遮挡且非机动车车轮不可见，样本量不小于 50，样本速度不小于 2 m/s，

测量时间不小于 10 min 时，非机动车流密度绝对误差不大于 1 辆/㎡ 

6 
非机动车头盔

佩戴率 

当路面照度不小于 5000 lx，能见度不小于 1000 m，个体非机动车驾驶人头

部无遮挡且非机动车车轮可见，样本量不小于 50，样本速度不小于 2 m/s，

测量时间不小于 10 min 时，非机动车头盔佩戴率准确度不小于 85% 

5 行人交通参数检测技术要求 

5.1 检测内容要求 

检测信息包含且应符合： 

a) 经过有效检测范围的行人个体信息，包括个体行人速度、个体行人方向； 

b) 预先设定统计间隔的人群信息，包括行人流量、行人流平均速度、行人流密度； 

c) 检测对象得到的参数输出符合 YD/T 3746-2020 的相关要求。 

5.2 主要技术参数要求 

5.2.1 参数指标 

行人流量、个体行人方向、个体行人速度、行人流平均速度、行人流密度应符合表 2的参数指标要

求。 

表 2 行人交通参数指标要求 

序号 参数类型 参数指标要求 

1 行人流量 

当路面照度不小于 5000 lx，能见度不小于 1000 m，个体行人头部、躯

干无遮挡、腿部可见，样本量不小于 50，样本速度不小于 0.5 m/s，测

量时间不小于 10 min时，行人流量准确度不小于 90% 

2 个体行人方向 

当路面照度不小于 5000 lx，能见度不小于 1000 m，个体行人头部、躯

干无遮挡、腿部可见，样本量不小于 50，样本速度不小于 0.5 m/s，测

量时间不小于 10 min时，个体行人方向准确度不小于 90% 

3 个体行人速度 

当路面照度不小于 5000 lx，能见度不小于 1000 m，个体行人头部、躯

干无遮挡、腿部可见，样本量不小于 50，样本速度不小于 0.5 m/s，测

量时间不小于 10 min时，个体行人速度绝对误差不大于 0.2 m/s 

4 行人流平均速度 

当路面照度不小于 5000 lx，能见度不小于 1000 m，个体行人头部、躯

干无遮挡、腿部可见，样本量不小于 50，样本速度不小于 0.5 m/s，测

量时间不小于 10 min时，行人流平均速度的准确度不小于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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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行人交通参数指标要求（续） 

序号 参数类型 参数指标要求 

5 行人流密度 

当路面照度不小于 5000 lx，能见度不小于 1000 m，个体行人头部、躯

干无遮挡、腿部可见，样本量不小于 50，样本速度不小于 0.5 m/s，测

量时间不小于 25 min时，行人流密度绝对误差不大于 0.5 人/㎡ 

当路面照度不小于 5000 lx，能见度不小于 1000 m，个体行人头部、躯

干无遮挡、腿部不可见，样本量不小于 50，样本速度不小于 0.5 m/s，

测量时间不小于 25 min 时，行人流密度绝对误差不大于 1 人/㎡ 

6 非机动车/行人的交通参数检测技术测试计算方法 

6.1 技术测试的设备要求 

检测设备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摄像机距离地面高度 5-8 m，摄像机中轴与机动车车道的夹角 ≤ 30°； 

b) 有效检测范围𝐿𝐵𝐶 ≥ 20 m，观察范围𝐿𝐴𝐷 ≥ 80 m； 

c) 摄像机获取的视频图像分辨率应满足不低于 19201080； 

d) 摄像机获取的视频帧率不小于 20 f/s； 

e) 摄像机获取的视频图像信噪比不小于 50 dB。 

6.2 测试结果的处理 

非机动车流密度测试结果，应采用每间隔2 min计算一次，最后结果取5次计算的算术平均值；行人

流密度测试结果，应采用每间隔5 min计算一次，最后结果取5次计算的算术平均值。除测试非机动车流

密度与行人流密度外，其余可重复的客观测试项目应进行3次测试，取算术平均值作为测试结果。根据

需要，可给出测试结果的准确度。 

6.3 主要交通参数检测技术测试方法 

6.3.1 交通数据采集功能检查 

检査采集和统计个体非机动车速度、个体非机动车方向、非机动车流量、非机动车流平均速度、非

机动车群密度、参数的功能；检査采集和统计个体行人速度、个体行人方向、行人流量、人流平均速度、

行人流密度的功能。 

6.3.2 交通数据采集精度测试条件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测试环境：在路面照度不小于 5000 lx，能见度不小于 1000 m 的光照环境； 

b) 非机动车测试地点：在测试非机动车交通参数时，若有非机动车道，则选择非机动车道中间一

段区域作为非机动车交通参数检测的有效检测范围；若无专用非机动车道，则选择机非混行的

最外侧车道中间一段区域作为非机动车交通参数检测的有效检测范围； 

c) 行人测试地点：在测试行人交通参数时，选择人行道（不包括斑马线）中间一段区域作为行人

交通参数检测的有效检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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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个体非机动车/行人各项参数指标计算方法 

个体非机动车/行人速度测试 

个体非机动车使用相对误差衡量准确度，如公式(1)所示： 

det
1 100%

m mgt

m

mgt

V V
p

V

 
   
 
 

               ………………………（1） 

式中： 

mp ——个体非机动车速度的准确度； 

detmV ——检测器计算的个体非机动车速度； 

mgtV ——个体非机动车速度的真实值（可使用人工测量、提取同时段航拍速度等方法获得）。 

 

个体行人速度使用绝对误差衡量准确度，如公式(2)所示： 

                   d e tp g tr v v                       ………………………（2） 

式中： 

pr —— 个体行人速度的绝对误差； 

detv ——检测器计算的个体行人速度； 

gtv ——个体行人速度的真实值（可使用人工测量、提取同时段航拍速度等方法获得）。 

个体非机动车/行人方向测试 

个体非机动车/行人方向的测试，如公式(3)所示： 

dT dT
d

f b
p

N


                     ………………………（3） 

式中： 

dp ——个体非机动车/行人方向准确度； 

dTf ——个体非机动车/行人方向为前进方向且检测正确的样本数量； 

dTb ——个体非机动车/行人方向为后退方向且检测正确的样本数量； 

N ——个体非机动/行人车样本总数（可使用人工测量等方法获得）。 

非机动车/行人流量 

非机动车/行人流量使用相对误差来衡量检测准确度，如公式(4)所示： 

det
1 100%

l lgt

l

lgt

q q
p

q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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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lp ——非机动车/行人流量检测的准确度； 

detlq ——非机动车/行人流量的检测值； 

lgtq ——非机动车/行人流量的真实值（可使用人工测量等方法获得）。 

非机动车/行人流平均速度 

非机动车/行人流平均速度使用相对误差来衡量检测准确度，如公式(5)所示： 

det

1 1

1

N N
i i

gt

i i

mv N
i

gt

i

v v

N N

r

v

N

 







 


              ………………………（5） 

式中： 

mvr ——非机动车/行人平均速度的绝对误差； 

det

iv ——第 i 个个体非机动车/行人速度的检测值； 

i

gtv ——第 i 个个体非机动车/行人速度的真实值（可使用人工测量、提取同时段航拍速度等方法获

得）； 

N ——非机动车/行人样本总数。 

非机动车流/行人流密度 

非机动车/行人流密度使用绝对误差衡量准确度，如公式(6)所示: 

det

det

gt

d

gt

nn
AE

S S
                 ………………………（6） 

 

式中： 

dAE ——非机动车/行人流密度的绝对误差； 

detn ——有效检测范围内非机动车/行人总数的检测值； 

gtn ——有效检测范围内非机动车/行人总数的真实值（可使用人工测量等方法获得）； 

detS ——非机动车/行人有效检测范围面积的检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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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S ——非机动车/行人有效检测范围面积的真实值（可使用人工测量等方法获得）。 

非机动车头盔佩戴率 

非机动车头盔佩戴率，如公式(7)所示： 

hT hT
h

f b
p

N


                ………………………（7） 

式中： 

hp ——非机动车头盔佩戴检测准确度； 

hTf ——非机动车驾驶人和乘坐人佩戴头盔且检测正确的样本数； 

hTb ——非机动车驾驶人和乘坐人未佩戴头盔且检测正确的样本数； 

N ——非机动车驾驶人和乘坐人样本总数（可使用人工测量等方法获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