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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们的程序主要实现了一个车牌识别系统。它读取一张车牌图片，通

过图像处理技术提取车牌区域，然后对车牌区域进行字符分割，最终使用 OCR

（光学字符识别）技术识别车牌号码。实现了一个完整的车牌识别流程，主要

技术包括图像预处理、车牌区域定位、车牌字符分割和最终的字符识别。这些

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可以帮助实现自动化的车牌识别，广泛应用于停车场管理、

交通监控等领域。使用技术：opencv，tkinter,ocr ,matplotlib 

 

正文： 

代码实现与分析 

导入库和字体文件 

 

numpy 用于进行数值计算和矩阵操作。 

matplotlib.pyplot 用于绘制图形和显示图像。 

matplotlib.font_manager 用于管理和加载字体文件。 

ddddocr 是一个 OCR 库，用于识别字符。 

Tkinter 实现 GUI 界面 

 
加载自定义字体文件 OPPOSans，用于在图像显示时使用特定字体。 



 

定义 Get_license 类 

图像拉伸函数[1] 

 
该方法用于拉伸图像的灰度值范围，使图像的对比度更加明显。 

maxi 和 mini 是图像的最大和最小灰度值。 

循环遍历每个像素，通过线性变换将每个像素值拉伸到 0 到 255 范围内。 

 

二值化处理函数 

 

该方法用于将灰度图像转换为二值图像。 

cv2.threshold 用于图像二值化。 

 

寻找矩形的轮廓 

 

该方法用于找到轮廓的边界矩形。 

contour 是一系列轮廓点，通过找到最小和最大坐标来确定矩形的边界 

 

定位车牌号 



 

该方法用于定位车牌区域。 

使用 cv2.findContours 找到所有的外部轮廓。 

计算每个轮廓的面积和长度比，选出面积最大的三个区域。 

使用颜色识别判断最可能是车牌的区域，并返回该区域的边界。 

 

预处理函数 



该方法用于预处理图像并定位车牌。 

压缩图像到固定宽度（400像素），并相应地调整高度。 

将 BGR图像转换为灰度图像。 

对灰度图像进行灰度拉伸，以增强对比度。 

使用自定义的开运算去除噪声。 

边缘检测与形态学操作： 

通过 Canny 边缘检测器找到边缘。 

使用闭运算和开运算结合来消除小的区域，并保留车牌区域。 

车牌定位： 

使用 locate_license 函数来定位车牌区域。 

图像分割函数 

 



该方法用于图像分割，从图像中提取出车牌区域。 

调整 rect 中的宽度和高度，以计算车牌区域的右下角坐标。 

创建一个与输入图像大小相同的全零掩膜。 

初始化背景模型和前景模型 

使用 cv2.grabCut 进行图像分割，其中 rect_copy 是车牌的初始矩形区域。 

根据掩膜中的值，创建一个新的掩膜 mask2，其中 2 和 0 被替换为 0，而 1 

和 3被保留为 1。 

使用 mask2 从原始图像 afterimg 中提取车牌区域。 

定义 Segmentation 类[2] 

初始化 

 
初始化方法，用于对切割后的车牌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 

计算每一列的黑白像素总和，确定车牌图像的黑白反转状态。 

 

判断图像是黑底白字还是白底黑字 

 



返回二值化后的车牌图像。 

 

找到字符的结束位置 

 

找到每个字符的结束位置，用于字符分割。 

 

显示分割后的字符 

 

通过 while 循环遍历图片的宽度，跳过前两个像素（可能是为了避免边界效应）。 

使用条件语句检查当前像素的亮度是否超过某个阈值（这个阈值是基于 

self.white_max 或 self.black_max 的 15%来计算的，具体取决于 self.arg 



的值）。 

如果当前像素满足条件，就找到这个高亮区域的开始（start）和结束（end）位

置。 

处理并显示符合条件的区域： 

如果找到的区域足够大（end - start > 5），则从 self.img_thre 中裁剪出这

个区域。 

将裁剪出的区域从 RGB转换为 BGR格式（因为 cv2 默认使用 BGR格式），尽管如

果 self.img_thre 已经是灰度图或二值图，这一步可能是不必要的。 

使用 plt.figure(2) 尝试在一个新图形上显示这个区域，但实际上这会覆盖之

前的图形，因为 plt.figure(2) 在循环中被重复调用而没有适当的清除或关闭

之前的图形。 

使用 plt.subplot(2, 4, img_num) 将图像放置在 2行 4列的子图网格中的适

当位置。 

 

主程序 



 

 
主程序部分使用 tkinter GUI让用户[3]从文件中读取车牌图像，进行车牌预处

理、定位、分割和字符识别，最终显示车牌识别结果。 

 

 

 



详细总结 

1. 导入所需库：加载必要的库用于图像处理和绘图。 

2. 加载字体：加载自定义字体文件以便在图像上绘制文字时使用特定字

体。 

3. 定义 Get_license 类：包含了一系列方法用于图像处理和车牌区域的提

取。 

4. stretch 用于图像灰度值拉伸。 

o dobinaryzation 用于图像二值化。 

o find_rectangle 用于寻找轮廓的矩形边界。 

o locate_license 用于通过颜色和轮廓面积定位车牌区域。 

o find_license 用于对车牌图像进行预处理并定位车牌。 

o cut_license 用于从图像中分割出车牌区域。 

5. 定义 Segmentation 类：包含字符分割相关方法。 

o 初始化方法对切割后的车牌图像进行二值化。 

o find_end 用于找到每个字符的结束位置。 

o display 用于显示分割后的字符。 

6. 主程序：调用各个方法实现车牌图像的预处理、车牌区域定位、背景去

除、车牌字符分割和识别，并使用 tkinter 创建 GUI，最终显示结果并

打印识别出的车牌号码。 

通过这些步骤，代码完成了从图像中提取车牌并识别车牌字符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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