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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备自动感光和防疲劳驾驶的智能车用遮阳板

张　 寅， 黄孝慈， 李　 超， 朱祉彧， 张海波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交通环境是驾驶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 视觉特性中的光感强度对驾驶员的反应和注意力有较大影响。 根据这个特

点，本文介绍了一种具备自动感光和防疲劳驾驶的智能汽车用遮阳板。 通过检测识别车内光线强度，调节遮阳板角度，减少

车内光线对驾驶员的影响；利用视觉算法识别驾驶员面部表情或面部动作，判断其是否疲劳驾驶，进而自动调节遮阳板角度，
改变车内光线对驾驶员进行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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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中国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国内的汽车保

有量日益剧增且交通事故频率越来越高，根据美国

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ＮＨＴＳＡ）交通事故数据

分析可知，每年由太阳的眩光引发的事故高达数千

起，道路交通事故率超过 １６％。 市面上的车用遮阳

板主要是由遮阳板体和遮阳板转动轴构成。 遮阳板

转动轴固定在主驾驶或副驾驶前方顶棚上，可绕遮

阳板转动轴转动。 驾驶途中，驾驶员的注意力会被

手动调节遮阳板而分散，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
随着汽车技术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在行车安全

辅助系统中，遮阳板占据着重要地位。 在遮阳板的

原有基础上进行改良设计，有利于提升汽车的智能

性和人性化。 控制系统是智能车用遮阳板系统的关

键，是一个集数据采集、数据计算等功能于一体的系

统装置，是现代智能化、机电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
综上所述，通过对智能遮阳板控制系统的研究

和开发，可以减少眩目对驾驶员的危害及不必要的

动作导致的交通事故，保障了驾驶员行驶的安全性。
不断完善及应用智能控制系统能极大地促进道路交

通安全，弥补了汽车智能化的空缺。

１　 智能车用遮阳板的结构设计

智能遮阳板总体结构包括遮阳板板体、遮阳板

转轴、遮阳板转动驱动装置总成及其内置的电控模

块、环境光传感器、太阳能电池板，如图 １ 所示。 遮

阳板体连接遮阳板转轴并可由其带动转动，遮阳板

转轴另一端深入遮阳板驱动装置壳体内，连接至遮

阳板驱动电机。 同时，电机利用传动装置带动遮阳

板向内侧转动。 环境光传感器感应环境光强，其信

号线连接至驱动遮阳板驱动装置总成内置的电控模

块，通过光感信号控制电机输出转数，以控制遮阳板



体和遮阳板转轴的转动。 摄像头安装在驱动遮阳板

转动驱动装置总成壳体外侧，其信号线连接至驱动

遮阳板转动驱动装置总成内置的电控模块。 摄像头

对准驾驶员面部位置，拍摄驾驶员的面部照片，通过

电控模块的芯片内置程序分析驾驶员是否疲劳。

壳体

遮阳板转轴

遮阳板板体

驱动装置总成
及其电控模式

图 １　 智能遮阳板的总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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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硬件电路设计

智能遮阳板控制系统的硬件设计是采用各独立

子系统配合完成作业的设计方法，分为控制芯片

Ａｒｄｕｉｎｏ ＵＮＯ 电路单元、电源的管理单元、环境光传

感器采集单元、直流驱动电机单元。
要求所设计的控制系统具备采集光照强度且转

换成 ＰＷＭ 信号来控制电机的功能，实现在一定的

太阳光照下，遮阳板能够转到相应的角度。
智能遮阳板项目中有 ３ 种方式控制遮阳板的动

作：
（１）用外部单片机或电脑输入交替脉冲信号经

Ａｒｄｕｉｎｏ 处理后控制步进电机以时间间隔 Ｔ 进行正

转至角度 θ 切换反转，从而带动遮阳板重复放下收

起动作；
（２）通过环境光传感器根据不同光强输入信号

经 Ａｒｄｕｉｎｏ 处理后控制步进电机转动，光强增加时，
驱动步进电机逆时针旋转使遮阳板至 θ 时停止；光
强减少时，步进电机顺时针旋转带动遮阳板至水平

复位；
（３）手动调试模式则是通过电位器控制步进电

机旋转带动遮阳板至任意特定角度。

３　 控制系统软件设计

控制系统由以下几个模块组成：单片机初始化

模块、环境光传感器采集模块、电机控制模块、驾驶

员眼部图像识别模块。 采用模块化形式分别编程，
最后将所有程序结合在一起，使得结构清晰。

（１）单片机的初始化模块包括：ＩＩＣ 主机模块、
ＰＷＭ 模块初始化；

（２）环境光传感器采集模块：环境光传感器检

测到光强，并将返回信号输入单片机的输入端口，程
序不间断地读入输入端口的信号，通过计算得出合

适的 ＰＷＭ 信号控制电机角度；
（３）电机控制模块：电机控制端通过传感器直

接输出的 ＰＷＭ 信号控制电机输出轴的转动角度；
（４）驾驶员眼部识别模块：通过摄像头捕捉驾

驶员眼部区域，将获取得到的照片输入，通过识别照

片上脸部表情特征判定驾驶员是否处于疲劳状态。
人脸识别系统做为主要利用 ＯｐｅｎＣＶ、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

和 Ｐｙｔｏｒｃｈ 框架构建而成。 下载并调用 ＯｐｅｎＣＶ 视

觉处理库中提供的数据集，利用深度学习的目标检

测器对数据集中的图像进行人脸检测［１］。
数据集中图像主要来自摄像机采集，并利用相

关标注软件对图片进行标注。 利用图片二值化的预

处理方法，可降低模型对图像大小以及位置的敏感

性。 根据需要，更改文件里面的迭代次数等参数。
算法通过标注文件中的位置数据，搜索人脸所在的

位置。 通过训练人脸检测器，最终训练权重将保存

至相应文件夹下。 训练阶段主要是在数据集中提取

出特征关键点，将图片的最大特征值与对应的标注

信息定义为元空间的各个子集。 如果需要添加新图

像，这些子集可更新，并重新进行训练。 然后，调用

专属文件，判断输入图片是否属于人脸图像，如果

是，则可以利用算法中设置的预选框搜寻，拟合图像

中人脸的位置。 如若识别的一个未知的人脸图像，
则需要将图片和其标注信息添加到模型中，重新训

练人脸检测器［２］。
脸部表情识别算法基于 ＯｐｅｎＣＶ 和 Ｐｙｔｏｒｃｈ 搭

建出的系统框架来实现的。 通过对 Ｇａｂｏｒ 小波变换

的特征进行提取，用 Ｇａｂｏｒ 小波变换系数向量代替

图像的灰度特征，以减弱图像对光照和位置的敏感

性。 同时， 使用 ＰＣＡ ／ ＬＤＡ Ｆｉｓｈｅｒ 判别分析法对

Ｇａｂｏｒ 向量进行降维，提取特征空间的高特征的子

空间进行训练［３］。 利用 Ｃ 均值动态聚类的方法构

造表情判断模板，分别包括点头频率、打哈欠、眨眼

频率 ３ 种常见行为模式［４］。 最后，使用 Ｋ 近邻判别

法将各个子表情模板待识别的图像进行匹配［５］。
本系统采用 Ｍｉｘｌｙ 和 Ａｒｄｕｉｎｏ ＩＤＥ 控制系统，程

序采用 Ｃ＋＋和 ｐｙｔｈｏｎ 混合编写，提高了系统研发效

率，方便了程序的设计［６］。
（下转第 １９９ 页）

０９１ 智　 能　 计　 算　 机　 与　 应　 用　 　 　 　 　 　 　 　 　 　 　 　 　 　 第 １１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