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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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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范视频监控摄像机通用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安全防范视频监控摄像机的分类与标识、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

运输和贮存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安全防范视频监控系统中使用的摄像机,其他领域应用的摄像机可参考采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2423.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2423.3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方法

GB/T2423.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a和导则:冲击

GB/T2423.10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c:振动(正弦)

GB/T2423.18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b:盐雾,交变(氯化钠溶液)

GB/T2423.2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M:低气压

GB/T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

计划

GB/T2829—2002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9254—2008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9969—2008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16796—2009 安全防范报警设备 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GB/T17626.2—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17626.3—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B/T17626.4—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GB/T17626.5—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GB/T17626.6—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GB20815—2006 视频安防监控数字录像设备

GB/T25724—2010 安全防范监控数字视音频编解码技术要求

GB/T28181—2011 安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GA/T669.1—2008 城市监控报警联网系统技术标准 第1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GA/T751—2008 视频图像文字标注规范

GA/T1128—2013 安全防范视频监控高清晰度摄像机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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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安全防范视频监控摄像机 camerausedinsecurityvideosurveillance
以安全防范视频监控为目的,将图像传感器靶面上从可见光到近红外光谱范围内的光图像转换为

视频图像信号的采集装置。

3.1.2
图像像素 pixel
构成一幅视频图像的最小单元。

3.1.3
图像尺寸 imagesize
视频图像大小的量化表示,以图像像素为单位,一般用“水平方向像素数×垂直方向像素数”表示。

3.1.4
标准清晰度摄像机 standarddefinitioncamera
图像尺寸水平像素数小于等于768或垂直像素数小于等于576的摄像机。

3.1.5
准高清晰度摄像机 nearhigh-definitioncamera
图像尺寸水平像素数大于768且垂直像素数大于576,同时水平像素数小于1920或垂直像素数小

于1080的摄像机。

3.1.6
高清晰度摄像机 highdefinitioncamera
图像尺寸水平像素数大于等于1920且垂直像素数大于等于1080,同时水平像素数小于3840或

垂直像素数小于2160的摄像机。

3.1.7
超高清晰度摄像机 superhighdefinitioncamera
图像尺寸水平像素数大于等于3840且垂直像素数大于等于2160的摄像机。

3.1.8
逆光补偿 backlightcompensation
由于监控目标与其背景在亮度上的明显差异,影响到目标内容的重现。通过对目标区域亮度的控

制,达到还原出来更好的目标细节。

3.1.9
照度适应范围 illuminationadaptationrange
摄像机在同一场景不同照度下输出精确图像的能力。

3.1.10
宽动态能力 widedynamicability
在同一场景存在高对比亮度的情况下,摄像机呈现亮、暗区域景物的能力。评估这个能力应包含可

分辨的灰阶阶数、动态范围、灰阶线性度、灰阶的灰度、可分辨的彩色区域数量、拖尾阻抗、对比度、方块

阵列清晰度和信噪比等宽动态性能的指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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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
日夜模式 day/nightmode
日夜模式为日间模式和夜间模式的总称。环境照度满足一定值以上,摄像机保持彩色图像输出(日

间模式),而当环境照度低于一定值时,摄像机保持黑白图像输出(夜间模式)。

3.1.12
最低可用照度 minimumilluminanceavailable
保持环境色温不变的情况下,降低环境光亮度,摄像机的分辨力降低至标称分辨力70%时,被摄景

物的照度值。

3.1.13
信噪比 signaltonoiseratio
模拟摄像机标准输出信号电平和视频信号中的噪音电平之比值,一般以dB为单位。
数字摄像机平均像素亮度值与噪声值(像素亮度值的标准差)之比,一般以dB为单位。

SNR(dB)=20log10(Si/Ni)

 式中:

Si ———色块i的信号(平均像素亮度值);

Ni———色块i的噪声值(像素亮度值的标准差)。

3.1.14
水平分辨力 horizontalresolution
在图像高度相等的水平尺寸内可分辨的垂直黑白条数(TV线)。

3.1.15
垂直分辨力 verticalresolution
在图像垂直尺寸内可分辨的水平黑白条数(TV线)。

3.1.16
色彩还原 colorrendition
不同色温条件下在标准显示设备上真实还原图像景物各种色彩的能力。

3.1.17
元数据 metadata
描述视频数据环境的数据,如时间和日期、位置识别、音频和其他有关的连接或处理的信息。

3.1.18
城市监控报警联网系统 citymonitoringandalarmnetworksystem
以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为目的,综合运用安全防范、通信、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等技术,在城市范围

内构建的具有信息采集/传输/控制/显示/存储/处理等功能的能够实现不同设备及系统间互联/互通和

互控的综合网络系统。利用该系统,可对城市范围内需要防范和监控的目标实施有效的视频监控、报警

处置,并可为城市应急体系建设提供相应的信息平台。
[GA/T669.1—2008,定义3.1.1]

3.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GC 自动增益控制(AutomaticGainControl)

BNC 同轴电缆接插件(BayonetNutConnector)

CVBS 复合视频消隐和同步(CompositeVideoBlankingandSync)

DNS 域名系统(DomainNameSystem)

DDNS 动态域名解析服务(DynamicDomainNameServ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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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动态范围(DynamicRange)

HDMI 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HighDefinitionMultimediaInterface)

HD-SDI 高清串行数字接口(HighDefinitionSerialDigitalInterface)

LED 发光二极管(LightEmittingDiode)

NAT 网络地址转换(NetworkAddressTranslation)

OSD 字符叠加(屏幕字符显示)(OnScreenDisplay)

POE 基于局域网的供电(PowerOverEthernet)

SDI 串行数字接口(SerialDigitalInterface)

SIP 会话初始协议(SessionInitiationProtocol)

SNR 信噪比(SignaltoNoiseRatio)

USB 通用串行总线(UniversalSerialBus)

WEB 网络(Web)

3G-SDI 3G信号数字分量串行接口(3Gb/sSignalSerialDigitalInterface)

4 分类与标识

4.1 分类

4.1.1 安全防范视频监控摄像机(以下简称:摄像机)按视频信号主输出接口(厂家推荐用户使用的视

频输出首选接口)不同可分为:网络接口摄像机(以下简称网络摄像机,如:以太网输出接口)、非网络接

口模拟摄像机(如:CVBS、YPbPr等输出接口)和非网络接口数字摄像机(如:SDI、HD-SDI、3G-SDI、

HDMI等输出接口)。

4.1.2 按图像尺寸不同可分为:
———A类:标准清晰度摄像机;
———B类:准高清晰度摄像机;
———C类:高清晰度摄像机;
———D类:超高清晰度摄像机。

4.1.3 按成像色彩不同可分为:彩色摄像机、黑白摄像机。

4.1.4 按结构不同可分为:枪式摄像机、半球摄像机、变速球型摄像机、针孔摄像机等。

4.1.5 按特殊用途不同可分为:防暴摄像机、宽动态摄像机、主动红外(激光)摄像机等。

4.2 标识

产品的标识由产品名称、视频信号主输出接口、图像尺寸和企业标识组成。产品名称用“安防摄像

机”的汉语拼音首字母“AFSXJ”表示;视频信号主输出接口用两位大写英文字母表示,网络摄像机表示

为NC、非网络接口模拟摄像机表示为AC、非网络接口数字摄像机表示为DC;图像尺寸,按4.1.2的规

定用A、B、C、D中的一位字母表示;企业标识,可自定义扩展。

AFSXJ-□□-□-□□□□

产品名称

视频信号主输出接口

图像尺寸

企业标识

示例:××企业生产的网络接口安全防范监控高清晰度摄像机,表示为:AFSXJ-NC-C-XXXX。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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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外观、结构和外壳防护能力

5.1.1.1 外观

摄像机表面不应有明显的凹痕、划伤、裂缝、变形和污渍;表面应色泽均匀,不应有起泡、龟裂、脱落

和磨损现象;金属部件不应有锈蚀;文字标志应清晰、完整。
摄像机表面应有产品标识,标识应采用通用符号或中文进行标注,标识应不易被擦除,且不应出现

卷边。

5.1.1.2 结构

摄像机的零部件应装配牢固,连接可靠。

5.1.1.3 外壳防护能力

室内使用的设备,其防护能力A级应符合GB4208—2008中IP20的规定,B级应符合GB4208—

2008中IP32的规定。室外使用的设备,其防护能力A级应符合GB4208—2008中IP65的规定,B级

应符合GB4208—2008中IP66的要求。

5.1.2 电气(物理)接口

5.1.2.1 主输出接口

非网络接口模拟摄像机的复合视频输出接口应符合复合视频编码信号标准,采用75ΩBNC连

接器。
非网络接口数字摄像机的SDI、HD-SDI或3G-SDI视频输出接口,应分别满足SMPTE259M,

SMPTE292M,SMPTE424M信号标准,采用BNC(75Ω)连接器(电口)或ST/SC/FC/LC光纤连接器

(光纤接口)。
网络摄像机的基本接口为10/100M或10/100/1000M以太网接口,应符合IEEE802.3标准,采

用RJ45连接;可选用射频无线接口或光纤接口连接。

5.1.2.2 辅助数据传输接口

辅助数据传输接口应采用RS-232或RS-485或USB或以太网或I/O接口中的一种或多种接口,
实现单向或双向辅助数据或报警数据传输。

5.1.2.3 模拟音频输入、输出接口

具有模拟音频输入输出的摄像机,音频输入输出宜采用RCA连接器。

5.1.2.4 调试用模拟视频输出接口

应采用BNC(75Ω)连接器。

5.1.2.5 存储接口

摄像机宜具备USB接口或者存储卡接口连接外部存储介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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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6 镜头接口

采用CS或C接口。优先选用CS接口。

5.1.3 电源

摄像机应能在额定电源电压的-15%~+10%范围内正常工作;摄像机宜支持交直流两种供电方

式,网络摄像机供电方式宜支持POE。

5.1.4 环境适应性

摄像机至少应满足以下环境类别中的一个:

a) 类别Ⅰ:包括但不仅限于居住或办公环境的室内(例如,客厅、办公室、机房等);

b) 类别Ⅱ:包括但不仅限于室内公共区域(例如,购物区域、商店、餐厅、楼梯、工厂生产装配间、入
口和储藏室等);

c) 类别Ⅲ:包括但不仅限于有直接淋雨防护和日晒防护的室外,或者极端环境条件的室内(例如,
车库、阁楼、仓库和进料台等);

d) 类别Ⅳ:一般意义上的室外。
类别Ⅰ、Ⅱ、Ⅲ、Ⅳ的条件试验严酷等级依次递增,适于环境类别Ⅳ的设备可被用于环境类别Ⅲ的应

用中。
每个类别气候环境条件试验的严酷等级见表1,机械环境条件试验的严酷等级见表2。每一项特定

环境试验的条件试验期间检测(如果检测)和最后检测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软件运行正常,没有死机或者程序跑飞等异常现象(说明:可以通过LED的闪烁状态或者网管

软件来观察底层软件运行的情况);

b) 准确采集报警输入信号,无误报;

c) 正确产生报警联动输出信号,无误动;

d) 图像质量没有下降;

e) 语音质量没有下降;

f) 以太网接口(如有)通信正常;

g) 正弦振动、冲击试验后应能正常工作,并无元器件松动、位移和损坏。低温低气压试验后设备

的绝缘电阻、抗电强度、泄漏电流、防过热应满足5.1.6的要求。盐雾循环耐久性试验后受试样

品表面不应有锈蚀。

表1 气候环境适应性要求

试验项目 试验参数
环境类别

类别Ⅰ 类别Ⅱ 类别Ⅲ 类别Ⅳ

低温试验

(工作状态)

温度/℃ +5 -10 -25 -40

持续时间/h 2

高温试验

(工作状态)

温度/℃ +40 +55 +55 +70

持续时间/h 2

恒定湿热试验

(工作状态)

温度/℃ +40

相对湿度/% RH(93+2-3)%

持续时间/d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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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试验项目 试验参数
环境类别

类别Ⅰ 类别Ⅱ 类别Ⅲ 类别Ⅳ

低温低气压

试验a

温度/℃ +5 -10 -25 -40

气压/kPa 70

持续时间/h 2

盐雾循环耐

久性试验b

总持续时间/d

循环次数

潮热环境每个循环

持续时间/h

不要求

3

3

22

 a 适用于高海拔地区使用的设备。
b 适用于沿海地区使用的设备。

表2 机械环境适应性要求

试验项目 试验参数
环境类别

类别Ⅰ 类别Ⅱ 类别Ⅲ 类别Ⅳ

正弦振动试验

(工作状态)

频率范围/Hz 10~150 10~150

加速度/(m/s2) 2 5

轴向数目 3 3

扫频速率/(oct/min) 1 1

扫频周期的数目/轴向/工作状态 1 1

冲击试验

(工作状态)

脉冲持续时间/ms 6

峰值加速度 Â(ms-2)

试验样品质量m/kg

m<4.75 Â=1000-200×m

m≥4.75 不要求测试

冲击轴向数 6

每轴向上的脉冲次数 3

5.1.5 电磁兼容性要求

5.1.5.1 静电放电抗扰度

静电放电抗扰度限值应符合GB/T17626.2—2006中试验等级3的规定。试验期间,被测样品不

应损坏、故障或发生状态改变,试验后设备应正常工作。

5.1.5.2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限值应符合GB/T17626.3—2006中试验等级3的规定。试验期间,允许

被测样品图像质量出现劣化,但不应损坏、故障或发生状态改变,试验后设备应正常工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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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3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使用交流电网电源供电的设备,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限值应符合GB/T17626.4—2008中的

规定,AC电源端口等级3;线长超过3m的直流电源端口、通信端口和控制端口等级2。试验期间,被
测样品不应损坏、故障或发生状态改变。试验后设备应正常工作。

5.1.5.4 浪涌(冲击)抗扰度

使用交流电网电源供电的设备,浪涌(冲击)抗扰度限值应符合GB/T17626.5—2008中的规定,

AC电源端口:线-线等级2、线-地等级3;其他供电\信号线端口:线-地等级2。对于实际使用长度小于

10m的数据电缆可以不进行试验。试验期间,被测样品不应损坏、故障或发生状态改变。试验后设备

应正常工作。

5.1.5.5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设备电源端口、I/O及通信端口的射频场感应传导骚扰抗扰度限值应符合GB/T17626.6—2008中

等级3的规定。
试验期间,允许被测样品图像质量出现劣化,但不应损坏、故障或状态发生改变。试验后设备应正

常工作。

5.1.5.6 传导骚扰

设备传导骚扰限值应符合GB9254—2008中等级A的规定。

5.1.5.7 辐射骚扰

设备辐射骚扰限值应符合GB9254—2008中等级A的规定。

5.1.6 安全性要求

5.1.6.1 绝缘电阻

摄像机的绝缘电阻应符合GB16796—2009中5.4.4的要求。

5.1.6.2 抗电强度

摄像机的抗电强度应符合GB16796—2009中5.4.3的要求。

5.1.6.3 泄漏电流

摄像机的泄漏电流应符合GB16796—2009中5.4.6的要求。

5.1.6.4 防过热

应符合GB16796—2009中5.6的要求。

5.2 功能要求

5.2.1 基本功能

5.2.1.1 自动增益控制

摄像机应具有自动增益控制功能,使视频信号随目标亮度的变化自动调整视频输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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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自动白平衡调整

当使用环境实际色温在2800K~10000K范围内变化时,摄像机应能自动调整白平衡,使输出图

像准确重现出观察场景的实际色彩。

5.2.1.3 逆光补偿

摄像机宜具有逆光补偿调整功能。

5.2.1.4 日夜模式

摄像机宜具有日夜模式功能,日间模式和夜间模式的最低可用照度值之比应大于等于5。

5.2.1.5 电子快门

摄像机宜具有固定电子快门和/或自动电子快门2种模式。快门速度具有不少于1/50s至

1/1000s之间(含1/50s、1/1000s)五档可调。对具有多种快门模式的摄像机应具有快门设置功能。

5.2.2 网络摄像机附加功能

5.2.2.1 时钟同步

网络摄像机接入城市监控报警联网系统(以下简称:联网系统)或其他系统时应支持与系统时钟

同步。

5.2.2.2 视音频参数调节

应支持远程和/或支持本地对网络摄像机的图像尺寸、帧率等视音频参数进行调节的功能。

5.2.2.3 断线自动重连

因各种原因导致与网络链接断开,当与网络恢复链接时,应能自动侦测到网络状态的恢复,并自动

与网络建立连接。

5.2.2.4 在线升级

应支持摄像机软件在线升级。在升级过程中,如发生掉电、掉线等异常情况发生时,应能恢复到升

级前的状态。

5.2.2.5 配置保存获取

应支持对摄像机参数(如:视音频参数、DHCP服务、静态IP地址、子网掩码、缺省网关、DNS服务

器)设置进行配置,自动保存并获取配置信息。获取配置信息的信令格式参见附录A。

5.2.2.6 恢复出厂设置和重启

应有恢复出厂设置和重新启动功能,设备掉电或重新启动后,应能保存掉电前或重启前的配置

信息。

5.2.2.7 字符叠加(OSD)

应能在输出的图像中叠加中文文字和符号信息,信息包括:编号、位置、时间、日期等。叠加信息的

位置、内容应符合GA/T751—2008中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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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8 双(多)码流

应具有同时输出两(多)路码流或存储一路的同时输出另一路在图像格式、压缩编码格式或压缩码

率等参数上有所不同并可以独立设置的视频码流的功能。

5.2.2.9 主动注册

网络摄像机接入联网系统时宜支持向SIP服务器主动注册登记的工作模式。如果注册不成功,宜
延迟一定的随机时间后重新注册。

5.2.2.10 调试用模拟视频输出

宜具有便于现场调试的CVBS输出接口。

5.2.2.11 本机存储

宜具有本机存储功能。具有本机存储功能的摄像机存储实时视频图像时间应不小于3h。

5.2.2.12 WEB服务

内部宜支持嵌入式 WEB服务功能,能通过网页浏览器(如IE)访问网络摄像机。

5.2.2.13 报警

宜具有以下功能:

a) 移动侦测报警触发功能,能对画面物体的移动进行分析,并及时发出报警信息;

b) 信号量报警输入、报警输出、报警参数设置等功能;

c) 报警信息触发现场视频录像功能,可支持报警触发前不少于5s的视频预录、报警触发后不少

于15s的视频录像;

d) 故障报警功能。

5.2.2.14 日志记录

宜具有日志记录功能,如记录最近访问者的用户名、IP地址、访问时间、设置参数等信息。

5.2.2.15 语音

宜具有双向语音对讲和单向语音广播功能。

5.2.2.16 NAT穿越

在广域网环境下使用时,宜支持主动发包动作以实现NAT穿越。

5.2.2.17 动态域名解析(DDNS)

宜具有动态域名解析功能,以实现在广域网环境下连接到联网系统。

5.2.2.18 智能分析

宜支持智能视频分析功能,视频描述数据输出应符合安全防范领域相关国家标准的规定。

5.2.2.19 视音频编码

视音频编码宜采用GB/T25724—2010规定的编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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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档次和级别应在产品标准或技术说明文件中明示。

5.2.2.20 视音频编码码流的传输、存储封装格式

视音频编码码流的传输、存储封装格式宜符合GB/T28181—2011中第5章、第6章的相关规定。

5.2.2.21 信息安全

接入城市监控报警联网系统时,应符合GB/T28181—2011中第8章的相关规定。

5.2.2.22 元数据

设备宜具有元数据输出功能,且宜在显示端独立进行语义显示。元数据应包含时间、摄像机编号、
摄像机型号、视频编码格式、音频编码格式、视频帧率、图像尺寸、视音频码率等信息。

可包含以下信息:

a) 监控地点、镜头类型、镜头焦距、镜头尺寸、安装参数;

b) 摄像机基本信息:传感器尺寸、低照度、电子快门、宽动态范围、信噪比;

c) 报警IO信息:当前时间、相对帧号(或相对时间)、报警输入个数、各报警输入状态、报警输出

个数、各报警输出状态;

d) 智能分析结果:移动侦测信息、人流量统计信息、人群密度估计信息;

e) 视频质量检测信息:包括检测类型以及程度等级。
元数据封装示例参见附录B。

5.3 性能要求

5.3.1 基本性能

5.3.1.1 分辨力

摄像机输出图像的中心水平分辨力应按4.1.2图像尺寸类别,应满足以下要求:

a) A类,水平分辨力:≥450线;

b) B类,水平分辨力:≥650线;

c) C类,水平分辨力:≥900线;

d) D类,水平分辨力:≥1700线。
摄像机输出图像的边缘水平分辨力不应低于中心水平分辨力的70%。

5.3.1.2 最低可用照度

摄像机输出图像的中心水平分辨力下降到标称亮度条件下分辨力的70%时目标景物上的照度应

满足以下三个分级:

a) 1级,彩色:≥10lx/F1.2;黑白:≥1lx/F1.2;

b)2级,彩色:≥1lx/F1.2,且<10lx/F1.2;黑白:≥0.1lx/F1.2,且<1lx/F1.2;

c) 3级,彩色:<1lx/F1.2;黑白:<0.1lx/F1.2。

5.3.1.3 最大亮度鉴别等级

最大亮度鉴别等级应≥10级。

5.3.1.4 色彩还原误差

摄像机输出图像的色彩还原误差应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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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级,平均ΔE>15(6500K),平均ΔE>25(其他色温);

b)2级,平均6<ΔE≤15(6500K),平均10<ΔE≤25(其他色温);

c) 3级,平均ΔE≤6(6500K),平均ΔE≤15(其他色温)。

5.3.1.5 照度适应范围

摄像机的照度适应范围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中标称的要求。

5.3.1.6 几何失真

摄像机的几何失真应≤5%。

5.3.1.7 宽动态能力

摄像机宜具有宽动态能力,参照附录C的方法进行试验,具有宽动态能力的摄像机其宽动态能力

综合评价得分应≥80。

5.3.1.8 防暴性能

具有防暴性能的摄像机应能经受30J锐器工具冲击外壳3次,不应出现穿透洞口,试验后设备应能

正常工作。

5.3.1.9 主动红外(激光)摄像机性能

主动红外(激光)摄像机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红外(激光)摄像机作用距离:应符合产品说明书的要求,在标称作用距离下,A级:应能探测到

目标,B级:应能识别目标,C级:应能认清目标。参见附录D.2.3中分类要求;

b) 红外(激光)灯角度:固定角度照明和变焦(角度)照明,角度应符合产品说明书要求,误差应小

于等于±10%;同步变焦(角度)照明,角度应符合产品说明书要求,误差应小于等于±10%,并
能随变焦摄像机成像视角同步自动调节,在照明角度范围内与成像水平视角误差应小于等于

±10%;

c) 红外线波长:应符合产品说明书的要求,误差应小于等于±10%;

d) 红外(激光)灯开关:应具有自动或手动开关功能。

5.3.2 非网络接口模拟摄像机

5.3.2.1 主输出接口传输特性

CVBS输出应满足:

a) 视频信号幅度:(1±0.2)VP-P(负载75Ω);

b) 行同步信号幅度:(300±30)mV;

c) 场同步信号幅度:(300±30)mV;

d) 色同步信号幅度:(300±30)mV;

e) 扫描频率:水平:15.625kHz±0.15625kHz,垂直:50Hz±0.5Hz;

f) 输出阻抗:(75±7.5)Ω;

g) 极性:正极性。

5.3.2.2 亮度信号信噪比

亮度信号信噪比应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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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彩色:≥48dB(加权);

b) 黑白:≥50dB(加权)。

5.3.3 非网络接口数字摄像机

5.3.3.1 主输出接口传输特性

5.3.3.1.1 HD-SDI输出

HD-SDI输出接口传输特性应满足:

a) 信号幅度:(800±80)mV;

b) 上升时间:≤270ps;

c) 下降时间:≤270ps;

d) 上升和下降时间的偏差:≤100ps;

e) 上冲:<10%;

f) 下冲:<10%;

g) 直流电平偏移:±500mV;

h) 抖动:<1UI(10Hz,高通滤波),<0.2UI(100kHz,高通滤波)。

5.3.3.1.2 SDI输出

SDI输出接口传输特性应满足:

a) 信号幅度:(800±80)mV;

b) 上升时间:≤1500ps;

c) 下降时间:≤1500ps;

d) 上升和下降时间的偏差:≤500ps;

e) 上冲:<10%;

f) 下冲:<10%;

g) 直流电平偏移:±500mV;

h) 抖动:≤0.2UI(10Hz,高通滤波),≤0.2UI(100kHz,高通滤波)。

5.3.3.1.3 3G-SDI输出

3G-SDI输出接口传输特性应满足:

a) 信号幅度:(800±80)mV;

b) 上升时间:≤135ps;

c) 下降时间:≤135ps;

d) 上升和下降时间的偏差:≤50ps;

e) 上冲:<10%;

f) 下冲:<10%;

g) 直流电平偏移:±500mV;

h) 抖动:<2UI(10Hz,高通滤波),<0.3UI(100kHz,高通滤波)。

5.3.3.2 亮度信号信噪比

亮度信号信噪比:≥45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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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3 延时

在网络直连环境下的延时:≤50ms。

5.3.4 网络摄像机

5.3.4.1 亮度信号信噪比

亮度信号信噪比:≥45dB。

5.3.4.2 帧率

网络摄像机的视频帧率应满足以下三个分级:

a) 1级,大于等于12.5fps且小于25fps;

b)2级,大于等于25fps且小于50fps;

c) 3级,大于等于50fps。

5.3.4.3 延时

在网络直连环境下,网络摄像机在厂家声明的码率、编码方式和标称的最大帧率设置时,稳定工作

5min后的延时应满足以下三个分级:

a) 1级:≤600ms;

b)2级:≤400ms;

c) 3级:≤200ms。

5.3.4.4 图像质量

网络摄像机图像画面信息不应有明显的缺损,图像画面应连贯,物体移动时图像不应有前冲现象、
图像边缘不应有明显的锯齿状、拉毛、断裂、拖尾等现象。具体要求应按表4的规定进行5级评分,应不

低于3.5分。

5.3.4.5 视音频同步要求

视(音)频失步时间:≤1s。

6 试验方法

6.1 测试条件

6.1.1 测试环境

除特别声明环境条件的试验外,试验应在下列环境条件下进行:
———环境温度:15℃~35℃;
———相对湿度:45%~75%;
———大气压强:86kPa~106kPa;
———环境照度符合本产品对环境照度的要求。

6.1.2 测量条件

除非另有规定,测量条件如下:
———摄像机应根据要测量的特性拍摄不同的测试图,并通过测量摄像机的输出信号来完成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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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一测试图应连同其照明条件(照明强度、光源的相关色温等)一起加以规定;
———可允许用透射式测试图代替反射式测试图,但在有疑问的情况下应使用反射式测试图;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测量应在自动方式下进行。

6.1.3 摄像条件

除非另有说明,摄像条件如下:
———反射式测试图的物体照度应为:(2000±100)lx;
———用照度计在测试图中心测量,接受器指向摄像机方向;
———透射式测试图峰白亮度应为:(635±31)cd/m2;
———物体照度的不均匀性应小于5%;
———光源相关色温可为:(3100±100)K、(5100±100)K或(6500±100)K;
———白平衡应手动置于(3100±100)K、(5100±100)K或(6500±100)K或置于自动模式;
———摄像机拍摄测试图时,要使箭头设定的边框与电视监视器上在欠扫描方式下所显示的图像边

缘刚好一致,或在显示器上所显示的图像刚好充满显示屏幕;
———聚焦控制应为自动或手动方式,而且应为最佳聚焦;
———光圈控制应为自动或手动方式;
———测试用镜头组件光学分辨能力要大于摄像机的分辨能力。其镜头的焦距大于等于等效焦距

(使用1/3in像面的摄像机时的焦距大于等于6mm);
———测试用显示装置分辨能力要大于摄像机的分辨力。

6.1.4 摄像机设定条件

摄像机设定条件如表3所示。

表3 摄像机设定条件

项目a 彩色摄像机 黑白摄像机

AGC
ON(最低可用照度测) ON(最低可用照度测)

OFF(其他测试) OFF(其他测试)

白平衡 最佳设定值 —

电子快门
自动 自动

1/50(最低可用照度) 1/50(最低可用照度)

伽马校正
OFF(信噪比测试) OFF(信噪比测试)

标准值(其他测试) 标准值(其他测试)

帧积累
OFF(最低可用照度、电子快门测试) OFF(最低可用照度测试、电子快门测试)

ON(其他测试) ON(其他测试)

 a 其他项目均按标准值设定。

6.2 一般技术要求检验

6.2.1 外观、结构和外壳防护能力检验

6.2.1.1 外观检验

目视检查,并记录检查结果;用一块蘸有水的棉布擦拭标识15s,再用一块蘸有汽油的棉布擦拭标

识15s,观察并记录结果,判断是否符合5.1.1.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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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2 结构检验

目视检查,判断是否符合5.1.1.2的要求。

6.2.1.3 外壳防护能力检验

按GB4208—2008中的方法进行外壳防护等级试验,判断是否符合5.1.1.3的要求。

6.2.2 电气(物理)接口检验

目视检查,判断是否符合5.1.2的要求。

6.2.3 电源检验

用调压器测量,判断结果是否符合5.1.3的要求。

6.2.4 环境适应性试验

6.2.4.1 低温试验(工作状态)

试验设备和程序一般应按照GB/T2423.1试验Ab的规定及以下程序进行:

a) 将具有室温的受试样品放入有同样温度的低温箱内,将样品电源处于通电状态,使箱内的温度

以不超过1℃/min的温度变化速率降至表1的规定值,保持在该温度2h,在试验的最后

30min内对样品进行检查;

b) 试验周期结束时,试验样品仍保留在试验箱内,将样品电源处于断开位置,使箱内的温度以不

超过1℃/min的温度变化速率升至正常的试验大气条件范围内,试验后恢复2h,开机检查。
判断试验中及试验后测试结果是否符合5.1.4的要求。

6.2.4.2 高温试验(工作状态)

试验设备和程序一般应按照GB/T2423.2试验Bb的规定及以下程序进行:

a) 将具有室温的受试样品放入有同样温度的高温箱内,将样品处于通电状态,使箱内的温度以不

超过1℃/min的温度变化速率升至表1的规定值,保持在该温度2h,在试验的最后30min
内对样品进行检查;

b) 试验周期结束时,试验样品仍保留在试验箱内,将样品电源处于断开位置,使箱内的温度以不

超过1℃/min的温度变化速率升至正常的试验大气条件范围内,试验后恢复2h,开机检查。
判断试验中及试验后测试结果是否符合5.1.4的要求。

6.2.4.3 恒定湿热试验(工作状态)

试验设备和程序一般应按照GB/T2423.3的规定及以下程序进行:
将经过初始检测的样品关断电源,放入温湿箱内,将样品处于通电状态,使箱内的温度以不超过

1℃/min的温度变化速率升至表1的规定值,当温度稳定后再加湿度至表1的规定值,维持此值48h。
在试验的最后30min内对样品进行检查,判断试验后测试结果是否符合5.1.4的要求。

6.2.4.4 低温低气压试验

试验设备和试验程序一般应按照GB/T2423.1试验Ab或试验Ad和GB/T2423.21试验 M的规

定及以下程序进行:
将经过初始检测的样品关断电源,放入试验箱内,将箱内的温度降至表1的规定值,再将气压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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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规定值,维持此值2h。试验后开机检查,判断试验后测试结果是否符合5.1.4的要求。

6.2.4.5 盐雾循环耐久性试验

试验设备和程序一般应按照GB/T2423.18的规定及以下程序进行:

a) 按GB/T2423.18严酷等级2进行试验;

b) 试验结束后,用流动水轻轻洗去受试设备表面盐沉积物,再在蒸馏水中漂洗,洗涤水温不得超

过35℃,然后在标准的恢复大气条件下恢复干燥后进行外观和功能试验。
判断试验后测试结果是否符合5.1.4的要求。

6.2.4.6 正弦振动试验(工作状态)

试验设备和程序一般应按照GB/T2423.10的规定及以下程序进行:
将受试样品按正常位置牢固的固定在振动台上,如果受试样品有减震架,应拆去或架空。振动为正

弦振动,按表1规定的条件,在X、Y、Z 三个轴方向分别进行振动响应试验。如果有共振频率,则在此

共振频率上振动30min。试验后开机检查,判断测试结果是否符合5.1.4的要求。

6.2.4.7 冲击试验(工作状态)

试验设备和程序一般应按照GB/T2423.5的规定及以下程序进行:
将受试样品牢固的固定在冲击试验台上,按表1规定的加速度和持续时间分别在X、Y、Z 三个轴

向各冲击三次,试验后开机检查,判断测试结果是否符合5.1.4的要求。

6.2.5 电磁兼容性检验

6.2.5.1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测试仪器和试验程序按GB/T17626.2—2006中试验等级3的要求进行。
接触放电应施加在被测设备导电表面和耦合板上,空气放电应对绝缘表面进行。在受试样品组件

容易触碰到的地方选取5个预选点。对每个选取的点至少进行正负各10次放电,每次放电间隔大于等

于1s;如果产品相关标准中未说明定期维护,其易触及表面只是由最终用户或维修工程师偶尔维护(例
如,电池端子),并且这些地方贴有静电危险标识或警告,在操作手册中应注明免做静电放电试验。

试验期间样品通电并调试正常。
判断试验期间和试验后受试样品是否符合5.1.5.1的要求。

6.2.5.2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测试仪器和试验程序按GB/T17626.3—2006中的要求进行。试验期间将被测样品接通电源并调

试正常。判断试验期间和试验后受试样品是否符合5.1.5.2的要求。

6.2.5.3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测试仪器和试验程序按GB/T17626.4—2008中的要求进行,试验重复频率5kHz,每个极性施加

试验电压1次,每次试验持续时间不小于1min。试验期间将被测样品接通电源并调试正常。判断试

验期间和试验后受试样品是否符合5.1.5.3的要求。

6.2.5.4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测试仪器和试验程序按GB/T17626.5—2008中的要求进行。受试设备应与制造商的安装说明一

致。除了制造商指定的接地连接,受试设备和连接电缆应与参考地绝缘。
71

GA/T1127—2013



AC主电源线应对线-线、线-地两种模式做瞬态注入。施加的浪涌脉冲次数应为正、负极性各20次。
重复频率至少1次/min。

附加的低电压和信号线应仅对线-地耦合模式做瞬态注入。施加的浪涌脉冲次数应为正、负极性各

5次。重复频率至少1次/min。
试验期间将被测样品接通电源并调试正常。
判断试验期间和试验后受试样品是否符合5.1.5.4的要求。

6.2.5.5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

测试仪器和试验程序应符合GB/T17626.6—2008中的要求。
试验期间将被测样品接通电源并调试正常。
判断试验期间和试验后受试样品是否符合5.1.5.5的要求。

6.2.5.6 传导骚扰性试验

测试仪器和试验程序应符合GB9254—2008中的要求,对电源口、网络接口进行试验。
试验期间将被测样品接通电源并调试正常。
判断试验期间和试验后受试样品是否符合5.1.5.6的要求。

6.2.5.7 辐射骚扰性试验

测试仪器和试验程序应符合GB9254—2008中的要求。
试验期间将被测样品接通电源并调试正常。
判断试验期间和试验后受试样品是否符合5.1.5.7的要求。

6.2.6 安全性检验

6.2.6.1 绝缘电阻试验

将受试样品的开关处于接通位置,按 GB16796—2009中5.4.4的规定试验,判断结果是否符合

5.1.6.1的要求。

6.2.6.2 抗电强度试验

将受试样品的开关处于接通位置,按 GB16796—2009中5.4.3的规定试验,判断结果是否符合

5.1.6.2的要求。

6.2.6.3 泄漏电流试验

按GB16796—2009中5.4.6的规定或将受试样品施加正常工作电压,用泄漏电流测试仪,测试机

壳对地的泄漏电流,判断结果是否符合5.1.6.3的要求。

6.2.6.4 防过热试验

按GB16796—2009中5.6的规定试验,判断结果是否符合5.1.6.4的要求。

6.3 功能要求检验

6.3.1 基本功能检验

6.3.1.1 自动增益控制检验

摄像机对准标准白测试卡,采用手动光圈的镜头。摄像机连接波形示波器,将手动光圈镜头光圈开

到最大,当快速关小光圈时,观察波形是否会下降然后反弹,波形的宽度是否也随之增加;网络摄像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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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屏幕亮度是否有反弹变化。

6.3.1.2 自动白平衡调整检验

将摄像机对准标准白测试卡或直接对准没有装测试卡的灯箱,改变光源色温(2800K、3200K、

5100K、6500K、7500K、10000K),观察在各色温下,监视器上画面颜色是否与标准白测试卡主观感

觉一致。

6.3.1.3 逆光补偿检验

摄像机对准灯箱,采用手动光圈的镜头,将手动光圈镜头光圈开到最大(电子快门AES打开)。将

反射式灰度测试卡放在摄像机所呈现画面的中心区域,分别切换逆光补偿的开关观察景物亮度,观察前

景目标景物亮度是否有变化,依此判断其功能是否符合要求。无功能选项的可通过与无逆光补偿的摄

像机图像对比观察判断。

6.3.1.4 日夜模式检验

日夜模式功能测试步骤如下:

a) 将一组红外光源和标准光源与摄像机平行方向放置,并将镜头对准色彩还原测试卡,将视频信

号接入到欠扫描彩色监视器或显示器;

b) 摄像机应首先选择自动日夜模式,同时开启红外光源和标准光源,逐渐增大环境照度为摄像机

标称的黑白转成彩色图像时的照度值,观察监视器显示的图像是否为彩色图像且不出现偏色

现象;

c) 摄像机应首先选择自动日夜模式,开启标准光源,逐渐减小环境照度为摄像机标称的彩色转为

黑白图像时的照度值时,摄像机应自动切换为夜间模式,图像转为黑白;此时,开启红外光源

时,显示的图像是否变得明亮和清晰;

d) 摄像机在彩色模式下重复c)步测试,图像不应转为黑白;在此模式下,测量摄像机的最低可用

照度值,记录为A1;

e) 摄像机在黑白模式下重复b)步测试,摄像机为黑白图像;在此模式下,测量摄像机的最低可用

照度值,记录为A2。
判断测试结果是否符合5.2.1.4的要求。

6.3.1.5 电子快门检验

测试采用手动光圈的镜头,将手动光圈镜头光圈开到最大(如能进行快门控制,将摄像机调节到电

子快门模式)。
将摄像机对准灯箱,灯箱前放置钟摆。如果摄像机有自动电子快门功能,当打开灯箱光源时,摄像

机画面从过曝,慢慢变正常。然后缓慢关小镜头光圈,观察钟摆的拖尾是否逐渐加重。

6.3.2 网络摄像机附加功能检验

6.3.2.1 时钟同步检验

启动联网系统测试软件或客户端软件,将网络摄像机连接到联网系统。观看网络摄像机的时钟是

否与联网系统的系统时钟同步。

6.3.2.2 视音频参数调节检验

启动摄像机联网测试软件或客户端软件,将网络摄像机注册到测试软件。按说明书要求对网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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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机的图像尺寸、帧率等视音频参数进行调节(包括但不限于通过SIP信令、私有协议、web配置界面方

式),并保存调节后的参数,重新登录测试软件,观察网络摄像机调节后的视音频参数是否保存。

6.3.2.3 断线自动重连检验

启动联网系统测试软件或客户端软件,将网络摄像机连接到联网系统,使网络摄像机处于在线状

态;断开网线,刷新测试软件,使网络摄像机处于离线状态;重新连接网线,在说明书规定的时间内,观察

网络摄像机是否重新上线。

6.3.2.4 在线升级检验

按说明书要求对网络摄像机进行软件版本在线升级,模拟掉电、掉线等异常情况,观察是否能自动

恢复到升级前的状态。

6.3.2.5 配置保存获取检验

启动联网系统测试软件或客户端软件,将网络摄像机注册到测试软件。按说明书要求对网络摄像

机进行配置信息修改(包括但不限于通过SIP信令、私有协议、web配置界面方式),测试软件应能获取

到摄像机修改的参数。重新登录测试软件,观察网络摄像机调节后的配置信息是否保存。

6.3.2.6 恢复出厂设置和重启检验

按说明书要求对网络摄像机分别进行恢复出厂设置、重新启动和模拟掉电功能操作,查看恢复的设

置参数和保存的配置情况是否符合要求。

6.3.2.7 字符叠加(OSD)检验

按说明书要求进行录像操作,查看记录信息中的字符叠加情况是否符合要求。

6.3.2.8 双(多)码流检验

对于可以输出双码流或多码流的网络摄像机,用两台(或多台)计算机分别运行摄像机客户端,并分

别预览视频码流,两路码流需在图像尺寸、压缩编码格式或压缩码率等参数上有所不同,观察不同工作

站上的视频图像是否可以依照5.3.4.2中对帧率的要求同时流畅预览。
对于可以存储一路码流的同时输出另一路码流的网络摄像机,用摄像机客户端软件设置摄像机存

储,再在客户端软件上用另一路在图像尺寸、压缩编码格式或压缩码率等参数上有所不同的码流进行预

览,观察视频图像是否可以依照5.3.4.2中对帧率的要求流畅播放。播放存储的视频码流,观察存储的

视频码流是否可以依照5.3.4.2中对帧率的要求流畅播放,并具有与实时预览码流相同时间段的内容。

6.3.2.9 主动注册检验

启动联网系统测试软件,将网络摄像机连接到联网系统,登录测试软件。查询网络摄像机的状态是

否为离线状态;启动网络摄像机,刷新测试软件,查询网络摄像机的状态是否为在线状态。

6.3.2.10 调试用模拟视频输出检验

目视检查并连接监视器后进行检测判断是否符合要求。

6.3.2.11 本机存储检验

按标称的最大图像尺寸、最大帧率进行实时录像存储,判断是否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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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12 WEB服务检验

按说明书要求进行远程访问及存贮信息的调用,判断是否符合要求。

6.3.2.13 报警检验

触发各种报警信息,通过网络摄像机联网系统测试软件判断是否能观测到报警事件,检查存储的报

警前后视频信息是否符合时间要求。

6.3.2.14 日志记录检验

通过网络摄像机联网系统测试软件检查网络摄像机的最近访问者的用户名、IP地址、访问时间、设
置参数、报警等日志记录信息,判断是否符合要求。

6.3.2.15 语音检验

按说明书要求检查双向语音对讲和单向语音广播功能是否符合要求。

6.3.2.16 NAT穿越检验

将网络摄像机和联网系统分别部署在两个不同的私有TCP/IP网络中,两个网络连接到具有NAT
功能的路由器上,经过正确设置后,检查联网系统是否能检测到网络摄像机,且能与网络摄像机进行

通讯。

6.3.2.17 动态域名解析(DDNS)检验

按说明书要求进行检测判断是否符合要求。

6.3.2.18 智能分析检验

按说明书要求并依据安全防范领域相关国家标准进行检测,判断是否符合要求。

6.3.2.19 视音频编码检验

试验方法参见附录E,判断是否符合要求。

6.3.2.20 视音频编码码流的传输、存储封装格式检验

通过联网系统测试软件,判断是否符合要求。

6.3.2.21 信息安全性检验

按制造商提供的试验方法进行检验,判断是否符合要求。

6.3.2.22 元数据检验

通过联网系统测试软件,判断是否能观测到元数据信息,并检查元数据信息是否符合要求。

6.4 性能要求检验

6.4.1 基本性能要求检验

6.4.1.1 分辨力检验

设备安排及测试图如图1a)~c)所示,摄像机设定条件见表3,拍摄条件应符合6.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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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机摄取综合测试卡(可根据摄像机种类不同选择4∶3或16∶9的测试卡),用目测法观察监视

器上图像中心楔上能分辨的最大水平电视线数,或用示波器测量调制深度来测量电视线数,按5%调制

深度且波形数不变的状态下相应于人眼可见能力极限。非网络接口数字摄像机和网络摄像机按

GA/T1128—2013进行检测,必要时可对图像放大观看。判断测试结果是否符合5.3.1.1的要求。

a) 设备安排

b) 4∶3综合测试卡 c) 16∶9综合测试卡

图1 分辨力检验的设备安排及测试图

6.4.1.2 最低可用照度检验

设备安排及测试图如图2a)~c)所示,摄像机设定条件见表3,拍摄条件应符合6.1的要求。

测试时选用F1.2镜头,使镜头光圈处于最大位置,摄像机摄取综合测试卡(可根据摄像机种类不同

选择4∶3或16∶9的测试卡),在不改变光源色温的情况下降低光源亮度,用监视器观看被摄测试卡的

视频图像,当输出图像的分辨力满足要求时,用照度计测出测试图上的照度。

当实际测量镜头光圈不能满足要求时,可通过公式(1)换算:

F2/ F( )1
2=φ/φX ……………………………(1)

 其中:

F ———标称光圈值;

F1 ———实际光圈值;

φ ———实测最低照度;

φX ———标称最低照度。

为了在不改变被观察光的相关色温情况下模拟物体照度的下降,可在摄像机镜头前加中性密度滤

光片;

增加滤光片的密度(D),直到输出图像的分辨力满足要求;

读出滤光片密度(D)的值,则最低照度由公式(2)计算:

最低照度值=照度/滤光片衰减=2000/(10的D 次方)(lx)………………(2)

非网络接口数字摄像机和网络摄像机按GA/T1128—2013进行检测。根据测试结果按5.3.1.2要

求判定最低可用照度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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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设备安排

b) 4∶3综合测试卡 c) 16∶9综合测试卡

图2 最低可用照度检验的设备安排及测试图

6.4.1.3 最大亮度鉴别等级检验

设备安排及测试图如图3a)~c)所示,摄像机设定条件见表3,拍摄条件应符合6.1的要求。摄像

机摄取灰度测试卡,在监视器上用目测法测量可分辨的最大灰阶数;非网络接口数字摄像机和网络摄像

机按GA/T1128—2013进行检测;判断测试结果是否符合5.3.1.3的要求。

a) 设备安排

b) 4∶3灰度测试卡 c) 16∶9灰度测试卡

图3 最大亮度鉴别等级检验的设备安排及测试图

32

GA/T1127—2013



6.4.1.4 色彩还原误差检验

设备安排及测试图如图4a)~b)所示,摄像机设定条件见表3,拍摄条件应符合6.1的要求。测试

用光源色温为2800K、6500K和10000K。在不同色温下摄像机摄取色彩还原测试卡,截图后采用

软件判断,取测试卡中所有色块,每个色块中截取面积大于等于30%,将所截取色块的色彩空间转换成

CIEL×a×b色彩空间。测出其R、G、B 值,用以下公式计算各项色彩还原误差:
明度差: ΔL ×(i)=L1×(i)-L2×(i) …………………………(3)
色度差: Δa ×(i)=a1×(i)-a2×(i) …………………………(4)

Δb ×(i)=b1×(i)-b2×(i) …………………………(5)
总色彩还原误差:ΔE ×a×b×(i)=[(ΔL ×(i))2+(Δa ×(i))2+(Δb ×(i))2]1/2 ………(6)

  式中,L1×(i)、a1×(i)、b1×(i)为测试图卡第i方块的明度和色度;L2×(i)、a2×(i)、b2×(i)为
所拍图像第i方块的明度和色度。

对所有色块的ΔE 进行算数平均,得到平均色彩还原误差:

ΔE =avg(ΔE ×a×b×(i)) …………………………(7)

 判断不同色温下的色彩还原误差是否符合5.3.1.4的要求。

a) 设备安排

b) 4∶3色彩还原测试卡

图4 色彩还原误差检验的设备安排及测试图

6.4.1.5 照度适应范围检验

按GA/T1128—2013进行检测,判断测试结果是否符合5.3.1.5的要求。

6.4.1.6 几何失真检验

设备安排及测试图如图5a)~b)所示,摄像机设定条件见表3,拍摄条件应符合6.1的要求。摄像

机摄取棋盘格测试卡,截图后采用软件计算几何失真[如图5c)],判断是否符合5.3.1.6的要求。
几何失真=[(A1+A2)/2-B]/B×10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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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设备安排

b) 棋盘格图

c) 几何失真示例

图5 几何失真检验的设备安排及测试图

6.4.1.7 宽动态能力检验

宽动态能力测试方法参见附录C,判断测试结果是否符合5.3.1.7的要求。

6.4.1.8 防暴性能检验

试验机上安装冲击工具如图8,工具下半部表面硬度应在40~45HRC范围内。以玻璃上表面为

基准,计算产生规定的冲击能量时,工具冲击端与玻璃表面之间的距离。固定好被测装置,应保证落点

位置在ϕ60mm内。正式试验以前,应进行预试验,观察落点偏移量,以保证试验精度。冲击应连续进

行。判断结果是否符合5.3.1.8的要求。
单位为毫米

图6 冲击工具侧截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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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9 主动红外(激光)摄像机性能检验

6.4.1.9.1 红外(激光)摄像机作用距离检验

测试方法参见附录D,判断结果是否符合5.3.1.9的要求。

6.4.1.9.2 红外(激光)灯角度检验

测试方法参见附录D,判断结果是否符合5.3.1.9的要求。

6.4.1.9.3 红外线波长检验

用光谱分析仪测试,判断结果是否符合5.3.1.9的要求。

6.4.1.9.4 红外(激光)灯开关检验

目视检查,判断结果是否符合5.3.1.9的要求。

6.4.2 非网络接口模拟摄像机性能检验

6.4.2.1 主输出接口传输特性检验

6.4.2.1.1 CVBS输出检验

设备安排及测试图如图7a)~c)所示,摄像机设定条件见表3,拍摄条件应符合6.1的要求。
摄像机摄取灰度测试卡,摄像机视频输出端口接入(75±0.5)Ω的标准电阻,用示波器观察视频信

号幅度、行同步信号幅度、场同步信号幅度、色同步信号幅度、扫描频率和极性,判断测试结果是否

符合5.3.2.1的要求。
用示波器测量摄像机空载时的场同步信号幅度,记为U1,用视频线连接摄像机视频输出端口和

(75±0.5)Ω的负载,用示波器测量靠近摄像机端的场同步信号幅度,记为U2,输出阻抗R=(U1-U2)

×75/U2,判断测试结果是否符合5.3.2.1的要求。

a) 设备安排

b) 4∶3灰度测试卡 c) 16∶9灰度测试卡

图7 视频输出信号检验的设备安排及测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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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1.2 亮度信号信噪比检验

设备安排及测试图如图8a)~c)所示,在测试卡的中部放一中性密度滤光片,摄像机设定条件见

表3,拍摄条件除下列外均应符合6.1的要求。

a) 物体照度:测量应在2000lx条件下进行;

b) 聚焦应调至散焦的无穷远;

c) 用具有如下特性的视频杂波测量仪测量叠加在输出信号上的噪声:

1) 测量仪应有选通功能,以保证只在信号的稳定平坦部分进行噪声测量;

2) 测量仪前应加入下带限滤波器:
———具有CCIR推荐书第567号附录Ⅱ性能的低通滤波器,fc=5MHz用于625行/50场

系统;
———CCIR推荐书第567号附录Ⅲ性能的高通滤波器,fc=200kHz;
———应接入色副载波陷波滤波器;
———按CCIR推荐书第567号附录Ⅱ所示的计权网络,应可切换通/断。

3) 测量仪应读出噪声电压的有效值(VNrms)。

d) 基准电平Vrof应为100%的白输出图像电平的幅度,即消隐电平与白电平之间的幅度;

e) 信噪比S/N 计算见公式(9):

S/N =20lgVrof/VNrms ………………………………(9)

调节镜头光圈或加中性滤光片,以便得到50%灰度电平,用视频杂波测量仪或高清晰度视频测量

仪测量加权信噪比;

关掉镜头盖条件下,用视频杂波测量仪或高清晰度视频测量仪测量加权信噪比。

判断测试结果是否符合5.3.2.2的要求。

a) 设备安排

b) 4∶3灰度测试卡 c) 白平衡卡

图8 亮度信号信噪比检验的设备安排及测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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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非网络接口数字摄像机检验

6.4.3.1 主输出接口传输特性检验

6.4.3.1.1 HD-SDI输出

按GA/T1128—2013进行检测,判断结果是否符合5.3.3.1.1的要求。

6.4.3.1.2 SDI输出

按GA/T1128—2013进行检测,判断结果是否符合5.3.3.1.2的要求。

6.4.3.1.3 3G-SDI输出

6.4.3.2 按GA/T1128—2013进行检测,判断结果是否符合5.3.3.1.3的要求。亮度信号信噪比检验

按GA/T1128—2013进行检测,判断结果是否符合5.3.3.2的要求。

6.4.3.3 延时检验

按GA/T1128—2013进行检测,判断结果是否符合5.3.3.3的要求。

6.4.4 网络摄像机检验

6.4.4.1 亮度信号信噪比检验

按GA/T1128—2013进行检测,判断结果是否符合5.3.4.1的要求。

6.4.4.2 帧率检验

按GA/T1128—2013进行检测,判断结果是否符合5.3.4.2的要求。

6.4.4.3 延时检验

按GA/T1128—2013进行检测,判断结果是否符合5.3.4.3的要求。

6.4.4.4 图像质量检验

图像质量检验采用五级损伤制的主观评价方法,评价项目、评分分级见表4,评价方法宜采取单刺

激法,观看距离应为监视器屏幕高度的4~6倍,评价人员应不少于7名,评价人员应独立评价打分,取
算术平均值为评价结果。

表4 图像质量主观评价

编号 评价项目
评分分级

5 4 3 2 1

1

2
宽动态场景

前景

背景

3 普通场景(正常亮度)

4 普通场景(低照度)

丝毫看不出图

像质量变坏

可看出图像质

量变化但不妨

碍观看

明显看出图像

质量变坏

图像质量妨碍

观看

图像质量严重

妨碍观看

5 运动场景(1000lx) ≤3个像素 ≤6个像素 ≤12个像素 ≤22个像素 >22个像素

6 运动场景(10lx) ≤70个像素 ≤110个像素 ≤220个像素 ≤350个像素 >350个像素

评价指标的说明:

a) 宽动态场景(背景亮度2000lx,前景亮度20lx)
评价要求:前景细节清晰,轮廓分明,色彩真实。后景细节清晰,轮廓分明,色彩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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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普通场景(正常亮度),亮度300lx
评价要求:图像细节清晰锐利,轮廓分明,色彩真实,噪点较小;

c) 普通场景(低照度下),亮度为摄像机标称最低照度

评价要求:图像细节清晰锐利,轮廓分明;

d) 运动场景,照度范围在10lx~1000lx可调,直径40cm的转盘,以120rpm 匀速转动,直径

40cm的运动模糊测试卡(如图9所示)放置在转盘中心位置,测试卡上圆形黑点直径5mm,
待测摄像机的中心与转盘中心在一条直线上,测试内容应充满整个摄像机输出图像,测试摄像

机曝光工作在“自动”模式,测试时抓取摄像机输出的图片,应确保图片中能完整(包括运动模

糊产生的拖尾部分)抓到测试卡上3个圆形黑点。
评价要求:评价圆形黑点产生的运动模糊(拖尾)的像素数量。

图9 运动模糊测试卡

6.4.4.5 视音频同步要求检验

用目视和耳听,综合评价视音频监视和回放的同步效果,记录视音频失步现象发生时的失步时间,
判断结果是否符合5.3.4.5的要求。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7.1.1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生产设备和管理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产品长期(一年以上)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d) 交收检验的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的结果有较大差异;

e) 国家有关产品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或合同规定等。

7.1.2 交收检验

A组检验(逐批):交收产品时,全数检验。

B组检验(逐批):交收产品时,从A组合格批中抽样检验。

C组检验(周期):每半年进行一次,受试样品从交收检验合格批中随机抽取。

7.2 检验项目、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及不合格分类

检验项目、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及不合格分类按表5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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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检验项目、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及不合格分类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不合格

分类

型式检验 交收检验

试样编号 组批

1″ 2″ 3″ A B C

1 外观、结构和外壳防护能力 5.1.1 6.2.1 C — — ● ● ● ●

2 电气(物理)接口 5.1.2 6.2.2 C — — ● ● ● ●

3 电源 5.1.3 6.2.3 B — ● — — — ●

4 环境适应性 5.1.4 6.2.4 B — ● — — — —

5 电磁兼容性要求 5.1.5 6.2.5 B — — ● — — —

6 安全性要求 5.1.6 6.2.6 A — — ● — — ●

7 基本功能 5.2.1 6.3.1 B ● — — ● ● ●

8 网络摄像机附加功能 5.2.2 6.3.2 B ● — — ● ● ●

9 基本性能 5.3.1 6.4.1 B ● — — — ● ●

10 非网络接口模拟摄像机性能 5.3.2 6.4.2 B ● — — — ● ●

11 非网络接口数字摄像机性能 5.3.3 6.4.3 B ● — — — ● ●

12 网络摄像机性能 5.3.4 6.4.4 B ● — — — ● ●

7.3 抽样与组批规则

7.3.1 组批规则

交付检验的批应由同一生产批的产品构成。

7.3.2 抽样规则

7.3.2.1 型式检验的受试样品不应少于3台。

7.3.2.2 交收检验

抽样规则如下:

a) A组检验为全数检验;

b) B组检验的样品数量按GB/T2828.1—2002的规定随机抽取;

c) C组检验的样品数量按GB/T2829—2002的规定随机抽取。

7.4 判定规则

7.4.1 按表4规定的项目、顺序、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不合格分类判定样品是否合格。如有一项A类

不合格,一项B类和C类不合格,两项B类或者3项C类不合格,则判为不合格品。

7.4.2 全数检验的样品应全部合格,对抽样检验的样品不合格品数小于或等于接收数(Ac),则判为批

合格;不合格品数大于或等于拒收数(Re),则判为批不合格。

7.4.3 如无特殊规定,一般采用检验水平Ⅱ。在B组检验中,不合格品的接收质量限(AQL)为1.5;在

C组检验中,不合格品的不合格质量水平(RQL)为20。

7.4.4 在连续批的逐批检验中,若质量水平保持较好或较差时,应按GB/T2828.1规定的转移规则进

行放宽检验或加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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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不合格品的处置

7.5.1 对判为合格批中的不合格品应由厂方调换或修复成合格品。

7.5.2 B组、C组检验不合格时,其代表批的产品应停止检验,分析原因,消除不合格因素后再提交

检验。

7.6 批的再提交

批检验不合格时,经修理、调试和检验合格后,再次随机抽取规定数量的样品提交检验。若仍判为

不合格时,则可拒收。待查明原因,采取措施通过新的周期试验后,才能恢复正常生产和交收检验。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产品外表应有4.2要求的文字标识。
产品包装箱外表应标有制造厂名称、地址、电话、产品名称和标识、规格,应喷刷或贴有“小心轻放”

“怕潮”等运输标志;运输标志应符合GB/T191的规定。产品包装箱外喷刷或粘贴的标志不应因运输

条件和自然条件而退色、变色、脱落等。

8.2 包装

包装箱应符合防潮、防震的要求,包装箱内应有装箱明细表、检验合格证、备件、附件及产品说明书

等物件,应符合GB/T9969—2008规定。

8.3 运输

8.3.1 产品设计应当满足一般的车、船、飞机的运输要求。要求通过正常的车辆、船、飞机的运输和搬

运,不会改变产品的外观的结构、内部的机构及电气性能。

8.3.2 产品在运输中,应能防雨、雪和其他任何形式的潮气侵袭。

8.4 贮存

8.4.1 贮存处应当有防雨、雪和水浸的措施,不应当露天存放。

8.4.2 贮存处应当远离高温、高热的环境。

8.4.3 贮存处不应当有有毒的或腐蚀性气体,禁止与有毒的或带腐蚀性的酸、碱、盐等物品一起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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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获取配置信息信令格式示例

A.1 获取设备编码参数

A.1.1 获取设备编码参数流程

将设备编码参数信息加入到有应答的查询信令中,获取设备编码参数流程如图A.1所示:

图 A.1 获取设备编码参数流程

A.1.2 信令示例

A.1.2.1

MESSAGEsip:目的设备编码@目的域名或IP地址端口SIP/2.0
Call-ID:06bfb7df9d2649015e62fa6aa2a665e2@0.0.0.0
CSeq:1MESSAGE
From:<sip:源设备编码@源域名>;tag=13663904_53173353_cec992dc-4937-462b-bfa5-971198f8d0ad
To:<sip:目的设备编码@目的域名或IP地址端口>
Max-Forwards:70
Content-Type:Application/MANSCDP+xml
Via:SIP/2.0/UDP 源 域 名 或IP 地 址;branch=z9hG4bKcec992dc-4937-462b-bfa5-971198f8d0ad_
53173353_56911214339105
Content-Length:消息实体字节长度

<? xmlversion="1.0"?>
<Query>
<!--命令类型:设备实时流编码参数查询(必选)-->
<CmdType>RealStreamEncodeInfo</CmdType>
<!--命令序列号(必选)-->
<SN>248</SN>
<! —请求的视频通道设备编码(必选)-->
<DeviceID>34010000001310000001</DeviceID>
 </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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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2

SIP/2.0200OK
Via:SIP/2.0/UDP源域名或IP;branch=z9hG4bKcec992dc-4937-462b-bfa5-971198f8d0ad_53173353
_56911214339105
From:<sip:源设备编码@源域名>;tag=13663904_53173353_cec992dc-4937-462b-bfa5-971198f8d0ad
To:<sip:目的设备编码@目的域名或IP地址端口>;tag=890742622
Call-ID:06bfb7df9d2649015e62fa6aa2a665e2@0.0.0.0
CSeq:1MESSAGE
Content-Length:0

A.1.2.3

MESSAGEsip:目的设备编码@目的域名或IP地址端SIP/2.0
Via:SIP/2.0/UDP172.16.165.10:5140;rport=5140;branch=z9hG4bK2087835882;received=
172.16.165.10 
From:<sip:源设备编码@源域名>;tag=173043729
To:<sip:目的设备编码@目的域名>
Call-ID:3467450153
CSeq:1MESSAGE
Content-Type:Application/MANSCDP+xml
Content-Length:消息实体字节长度

<? xmlversion="1.0"encoding="gb2312"?><Response>
<!--命令类型:设备实时流编码参数查询(必选)-->
<CmdType>RealStreamEncodeInfo</CmdType>
<!--命令序列号(必选)-->
<SN>248</SN>
<! —设备编码(必选)-->
<DeviceID>34010000001310000001</SubDeviceID>
<!--查询结果标志(必选)-->
<Result>OK</Result>
<! —有无视频编码参数-->
<HasVideo>TRUE</HasVideo>
<! —有无音频编码参数-->
<HasAudio>TRUE</HasAudio>
<!--视频编码参数列表(可选),CodecIdx表示多码流编码序号,CodecType表示码流编码格式,FrameRate
表示帧率,VideoRate表示码率(kbps),PicWidth表示分辨率宽度,PicHeight表示分辨率高度-->
<VideoInfoCodecIdx="0"CodecType="MJPEG"FrameRate="30"Bitrate="384"RateType=“1”
PicWidth="640"PicHeight="480"/>
<VideoInfoCodecIdx="1"CodecType="H264"FrameRate="30"Bitrate="384"RateType=“1”
PicWidth="640"PicHeight="480"/>
<! —音频编码参数列表(可选),CodecIdx表示多码流编码序号,CodecType表示编码格式,Samples-
PerSec表示采样率(kHz),bitrate表示编码码率(kbps)-->
<AudioInfoCodecIdx="0"CodecType=“G726”SamplesPerSec=“8000”bitrat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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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注意:关于对音视频编码参数的值的定义参考《GB/T28181—2011安全防护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

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中“附录FSDP定义”。

A.1.2.4

SIP/2.0200OK
To:<sip:目的设备编码@目的域名>;tag=48395632_53173353_9845f843-401e-4d00-8930-410d6621e00c
Via:SIP/2.0/UDP源域名或IP地址

CSeq:1MESSAGE
Call-ID:3467450153
From:<sip:源设备编码@源域名>;tag=173043729
Content-Length:0

A.2 获取设备网络参数

A.2.1 获取设备网络参数流程

将设备网络参数信息加入到有应答的查询信令中,获取设备网络参数流程如图A.2所示:

图 A.2 获取设备网络参数流程

A.2.2 信令示例

A.2.2.1

MESSAGEsip:目的设备编码@目的域名或IP地址端口SIP/2.0
Call-ID:06bfb7df9d2649015e62fa6aa2a665e2@0.0.0.0
CSeq:1MESSAGE
From:<sip:源设备编码@源域名>;tag=13663904_53173353_cec992dc-4937-462b-bfa5-971198f8d0ad
To:<sip:目的设备编码@目的域名或IP地址端口>
Max-Forwards:70
Content-Type:Application/MANSCDP+xml
Via:SIP/2.0/UDP 源 域 名 或IP 地 址;branch=z9hG4bKcec992dc-4937-462b-bfa5-971198f8d0ad_
53173353_56911214339105
Content-Length:消息实体字节长度

<? xmlversio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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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
<!--命令类型:设备网络参数查询(必选)-->
<CmdType>NetworkSetting</CmdType>
<!--命令序列号(必选)-->
<SN>248</SN>
<! —请求的设备编码(必选)-->
<DeviceID>34010000001310000001</DeviceID>
</Query>

A.2.2.2

SIP/2.0200OK
Via:SIP/2.0/UDP源域名或IP;branch=z9hG4bKcec992dc-4937-462b-bfa5-971198f8d0ad_53173353
_56911214339105
From:<sip:源设备编码@源域名>;tag=13663904_53173353_cec992dc-4937-462b-bfa5-971198f8d0ad
To:<sip:目的设备编码@目的域名或IP地址端口>;tag=890742622
Call-ID:06bfb7df9d2649015e62fa6aa2a665e2@0.0.0.0
CSeq:1MESSAGE
Content-Length:0

A.2.2.3

MESSAGEsip:目的设备编码@目的域名或IP地址端SIP/2.0
Via:SIP/2.0/UDP172.16.165.10:5140;rport=5140;branch=z9hG4bK2087835882;received=
172.16.165.10 
From:<sip:源设备编码@源域名>;tag=173043729
To:<sip:目的设备编码@目的域名>
Call-ID:3467450153
CSeq:1MESSAGE
Content-Type:Application/MANSCDP+xml
Content-Length:消息实体字节长度

<? xmlversion="1.0"encoding="gb2312"?>
<Response>
<!--命令类型:设备网络参数查询(必选)-->
<CmdType>NetworkSetting</CmdType>
<!--命令序列号(必选)-->
<SN>248</SN>
<! —设备编码(必选)-->
<DeviceID>34010000001310000001</SubDeviceID>
<!--查询结果标志(必选)-->
<Result>OK</Result>
<NetworkInfo>
<! —IP网络版本IPV4或IPV6-->
<IPVersion>IPV4</IPVersion>
<! —网络适配器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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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paterIdx>1</AdpaterIdx>
<! —是否启用DHCP-->
<EnableDHCP>TRUE</EnableDHCP>
<! —网络地址-->
<Address>127.0.0.1</Address>
<! —子网掩码-->
<SubMask>255.255.255.0</SubMask>
<! —网关地址-->
<Gateway>127.0.0.1</Gateway>
<! —Mac地址-->
<Mac>00:00:00:00:00:00<Mac>
</NetworkInfo>
<NetworkInfo>

..
</NetworkInfo>
</Response>

A.2.2.4

SIP/2.0200OK
To:<sip:目的设备编码@目的域名>;tag=48395632_53173353_9845f843-401e-4d00-8930-410d6621e00c
Via:SIP/2.0/UDP源域名或IP地址

CSeq:1MESSAGE
Call-ID:3467450153
From:<sip:源设备编码@源域名>;tag=173043729
Content-Length:0

A.3 设备编码参数变更通知

A.3.1 设备编码参数变更通知流程

将设备编码参数更新通知加入到通知命令中。
当设备的编码参数发生改变时,应主动向上联系统报送编码参数更新通知信令。
上联系统获取到设备的编码参数更新通知后,应发送200OK应答,并根据自身需要发送获取设备

编码参数的信令,具体流程如图A.3所示:

图 A.3 设备编码参数变更通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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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 信令示例

A.3.2.1

ESSAGEsip:目的设备编码@目的设备域名SIP/2.0
Call-ID:7a784319ddd057fe95f439afd3ff2e46@0.0.0.0
CSeq:1MESSAGE
From:<sip:源设备编码@源域名>;tag=56041627_53173353_262b47bb-f0f6-4581-9df9-8899376b4aea
To:<sip:SIP服务器编码@SIP服务器域名>

Max-Forwards:70
Content-Type:Application/MANSCDP+xml
Via:SIP/2.0/UDP 源 域 名 或IP 地 址;branch=z9hG4bK262b47bb-f0f6-4581-9df9-8899376b4aea_

53173353_72103859621813
Content-Length:消息实体字节长度

<? xmlversion="1.0"?>
<Notify>
<!--命令类型:设备编码变更状态信息报送(必选)-->
<CmdType>RealStreamEncodeInfoChanged</CmdType>
<!--命令序列号(必选)-->
<SN>43</SN>
<! —变更的视频源设备编码(必选)-->
<DeviceID>34020000002000000001</DeviceID>
</Notify>

A.3.2.2

SIP/2.0200OK
Via:SIP/2.0/UDP 源 域 名 或IP 地 址;branch=z9hG4bK262b47bb-f0f6-4581-9df9-8899376b4aea_

53173353_72103859621813
From:<sip:源设备编码@源域名>;tag=56041627_53173353_262b47bb-f0f6-4581-9df9-8899376b4aea
To:<sip:SIP服务器编码@SIP服务器域名>;tag=2435410446
Call-ID:7a784319ddd057fe95f439afd3ff2e46@0.0.0.0
CSeq:1MESSAGE
Content-Lengt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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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元数据封装示例

B.1 获取设备元数据

B.1.1 获取设备元数据流程

将设备元数据信息加入到有应答的查询信令中,获取设备元数据流程如图B.1所示。

图B.1 获取设备元数据流程

B.1.2 信令示例

B.1.2.1

MESSAGEsip:目的设备编码@目的域名或IP地址端口SIP/2.0
Call-ID:06bfb7df9d2649015e62fa6aa2a665e2@0.0.0.0
CSeq:1MESSAGE
From:<sip:源设备编码@源域名>;tag=13663904_53173353_cec992dc-4937-462b-bfa5-971198f8d0ad
To:<sip:目的设备编码@目的域名或IP地址端口>

Max-Forwards:70
Content-Type:Application/MANSCDP+xml
Via:SIP/2.0/UDP源域名或IP地址;

branch=z9hG4bKcec992dc-4937-462b-bfa5-971198f8d0ad_53173353_56911214339105
Content-Length:消息实体字节长度

<? xmlversion="1.0"?>
<Query>
<!--命令类型:设备元数据信息查询(必选)-->
<CmdType>MetaData</CmdType>
<!--命令序列号(必选)-->
<SN>248</SN>
<! —请求的设备编码(必选)-->
<DeviceID>34010000001310000001</Devi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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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

B.1.2.2

SIP/2.0200OK
Via:SIP/2.0/UDP源域名或IP;branch=z9hG4bKcec992dc-4937-462b-bfa5-971198f8d0ad_53173353
_56911214339105
From:<sip:源设备编码@源域名>;tag=13663904_53173353_cec992dc-4937-462b-bfa5-971198f8d0ad
To:<sip:目的设备编码@目的域名或IP地址端口>;tag=890742622
Call-ID:06bfb7df9d2649015e62fa6aa2a665e2@0.0.0.0
CSeq:1MESSAGE
Content-Length:0

B.1.2.3

MESSAGEsip:目的设备编码@目的域名或IP地址端SIP/2.0
Via:SIP/2.0/UDP172.16.165.10:5140;rport=5140;branch=z9hG4bK2087835882;received=
172.16.165.10 
From:<sip:源设备编码@源域名>;tag=173043729
To:<sip:目的设备编码@目的域名>

Call-ID:3467450153
CSeq:1MESSAGE
Content-Type:Application/MANSCDP+xml
Content-Length:消息实体字节长度

<? xmlversion="1.0"encoding="gb2312"?>
<Response>
<!--命令类型:设备元数据信息查询(必选)-->
<CmdType>MetaData</CmdType>
<!--命令序列号(必选)-->
<SN>248</SN>
<! —设备编码(必选)-->
<DeviceID>34010000001310000001</SubDeviceID>
<!--查询结果标志(必选)-->
<Result>OK</Result>
<! —时间;type=“string”-->
<Time>2013-01-11T13:45:23</Time>
<! —摄像机编号00E04C742541;type=“string”-->
<CameraId>00E04C742541</CameraId>
<! —摄像机型号;type=“string”-->
<CameraId>AFSXJ-NC-C-XXXX</CameraModel>
<! —视频编码格式;type=“string”value=“H.264,MJPEG,MEPG-4,SVAC”-->
<VideoFormat>H.264</VideoFormat>
<! —音频编码格式;type=“string”value=“G.711,G.722,G.723,G.729,SVAC”-->
<AudioFormat>G.711</AudioFormat>
<! —视频分辨率;type=“string”value=“1920×1080,128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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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Resolution>1920×1080</VideoResolution>
<! —视频帧率;type=“string”value=“25fps”-->
<VideoFrameRate>25fps</VideoFrameRate>
<! —视频码率;type=“string”value=“6000kbps”-->
<VideoBitRate>6000kbps</VideoBitRate>
<! —音频码率;type=“string”value=“64kbps”-->
<AudioBitRate>64kbps</AudioBitRate>

<! —元数据可选消息数目-->
<MetaDataListNum=“5”>

<! —设备信息;type=“string”-->
<MetaElementName=“DeviceInfo”>
<! —监控地点;type=“string”-->
<VideoAddress>“北京王府井大街东”</VideoAddress>
<! —镜头类型;type=“integer”1:定焦,2:变焦-->
<LenType>1</LenType>
<! —镜头焦距;type=“string”-->
<LenFocalLength>12mm</LenFocalLength>
<! —镜头尺寸;type=“string”-->
<LenSize>三分之一英寸</LenSize>
<! —安装方式;type=“integer”1:吊装,2:壁装—>
<InstallParameter>1</InstallParameter>
</MetaElement>

<! —传感器信息-->
<MetaElementName=“SensorInfo”>
<! —传感器尺寸;type=“string”-->
<SensorSize>三分之一英寸</SensorSize>
<! —最低照度;type=“string”-->
<Lowillumination>0.01lux</Lowillumination>
<! —电子快门范围;type=“string”-->
<Shutter>二十五分之一秒至十万分之一秒</Shutter>
<! —是否支持宽动态;type=“integer”0:不支持,1:支持-->
<WDR>支持</WDR>
<! —信噪比;type=“string”-->
<SNR>100dB</SNR>
</MetaElement>

<! —IO报警信息-->
<MetaElementName=“AlarmInfo”>
<! —报警时间;type=“string”-->
<AlarmTime>2013-01-01T12:00:00</Alarm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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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帧号;type=“integer”-->
<FrameNo>10000</FrameNo>
<! —IO报警输入个数;type=“integer”-->
<IOAlarmInNum=“2”>
<Item>
<! —IO报警输入开关;type=“integer”0:关闭,1:打开-->
<IOAlarmInSwtich>1</IOAlarmInSwtich>
<! —IO报警输出状态;type=“integer”0:不报警,1:报警-->
<IOAlarmInState>1</IOAlarmInState>
</Item>
<Item>
<! —IO报警输入开关;type=“integer”0:关闭,1:打开-->
<IOAlarmInSwtich>1</IOAlarmInSwtich>
<! —IO报警输出状态;type=“integer”0:不报警,1:报警-->
<IOAlarmInState>0</IOAlarmInState>
</Item>
<! —IO报警输出个数-->
<IOAlarmOutNum=“1”>
<Item>
<! —IO报警输出开关;type=“integer”0:关闭,1:打开-->
<IOAlarmOutSwtich>1</IOAlarmOutSwtich>
<! —IO报警输出开关;type=“integer”0:不关联,1-n:关联IO报警输入序号-->
<IOAlarmOutType>1</IOAlarmOutType>
</Item>
</MetaElement>

<! —智能分析结果-->
<MetaElementName=“SmartAnalysisResult”>
<! —移动侦测报警分析结果;type=“integer”0:不报警,1:报警-->
<MotionDetectionResult>1</MotionDetectionResult>
<!--人(车)流量统计,单位为人(车)数量;type=“integer”-->
<FlowCount>100</CarFlowCount>
<!--人群密度估计(每10平方米),单位为人数;type=“integer”-->
<CrowdInfo>10</CrowdInfo>
</MetaElement>

<! —视频质量检测-->
<MetaElementName=“VideoQualityResult”>
<! —0表示视频信号丢失,1表示抖动,2表示冻结,3表示遮挡,4表示失焦,5表示噪声,6表示干扰,7
表示过暗,8表示过亮,9表示偏色,10表示对比度过高;程度分为严重,一般,轻微>
<Item>
<VideoCheckInfo>抖动</VideoCheckInfo>
<Level>严重</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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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Item>
<VideoCheckInfo>干扰</VideoCheckInfo>
<Level>轻微</Level>
</Item>
</MetaElement>

</MetaDataList>
</Response>

B.1.2.4

SIP/2.0200OK
To:<sip:目的设备编码@目的域名>;tag=48395632_53173353_9845f843-401e-4d00-8930-410d6621e00c
Via:SIP/2.0/UDP源域名或IP地址

CSeq:1MESSAGE
Call-ID:3467450153
From:<sip:源设备编码@源域名>;tag=173043729
Content-Lengt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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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摄像机宽动态能力测量方法

C.1 设备

C.1.1 宽动态测试卡

测试卡由三层图案塑料片粘合而成,如图C.1所示。测试卡两边的四条横线用于对正摄像范围的

最高及最低点,测试卡上的四个标示十字号适应4∶3宽高比的图像画面。对于适应不同宽高比的摄像

机而言,测试卡应该放在图像中间,且标示十字号应在摄像范围的最高及最低点。

图 C.1 宽动态测试

这张卡由不同元素组成,里面包括了灰阶、灰度区域、颜色方块和多种图形。通过采集的图片用分

析软件去计算和测量出宽动态摄像机的各种不同性能参数。

C.1.2 光源箱

所选光源必须具备下列特性:
———照明表面必须足够大,使整个宽动态测试卡全部被照亮;
———灯光均匀地照到图像表面,图像表面每一个小区的亮度均匀性要保持在3%的误差以下;
———灯箱光源的光强度在放置测试卡的位置应达到70000lx~100000lx;
———灯箱的光源的色温应在冷荧光到D50之间,即3500K~5100K色温之间;
———如果所用的光源灯箱的照明表面比测试卡的表面要大,在测试范围以外的灯光暴露区域需要

用黑色纸板挡住,如图C.2所表明以至没有光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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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2 安装好测试卡的灯箱光源

C.1.3 镜头

手动光圈镜头。建议用F1.4/12.5mm镜头。如果不能实现,可用其他焦距的镜头,应避免桶形失

真及枕形失真。

C.1.4 静态图像捕获设备

用于非网络接口模拟摄像机的图像采集卡,或数字输出摄像机的数码摄像机接口。

C.1.5 图像分析软件

使用不同的区域从采集图片里计算性能指标。为方便起见,分析软件都是使用方形的区域,在测量

过程中,最好是使用没有桶形失真及枕形失真的镜头。如果根据客户的需求要用宽视角镜头(如鱼眼透

镜)测试的话,可能需要加入一个对捕获图像做几何校正的算法,以纠正在拍摄的图像的几何失真。

C.2 测试方法

测试方法如下:

a) 将摄像机设置如表3;

b) 装上合适的镜头,并根据镜头类型在菜单里设置合适的参数;

c) 将宽动态测试卡放在灯箱上(透射式灯箱),灯箱表面应该大于测试卡,以便光源能通过测试卡

到达摄像机;

d) 启动摄像机对准被测物体,并调整到合适的位置(测试卡两边的四条横线可以用来对准监视器

画面的最高和最低点);

e) 对准测试卡调焦;

f) 捕捉一个静态图像,比如:视频的一帧;

g) 用分析程序来计算带镜头摄像机的宽动态能力。

C.2.1 抓图实例

图C.3所示的四幅图像是四个不同的摄像机在同一环境下截取的图像(同一块宽动态测试卡和光

源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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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3 抓图实例

C.2.2 多元素综合评估

通过对图像可分辨的灰阶阶数,动态范围,灰阶线性度,灰阶的灰度,可分辨的彩色区域数量,拖尾

阻抗,边缘对比度,方块阵列清晰度和信噪比综合评估摄像机的宽动态能力。

C.2.3 计算软件

将捕捉的静态图像形成imageA.bmp文件,再生成一个配置文件,文件命名为imageA.txt,配置文

件的文件名要与静态图像文件名一样,只是后缀不同。计算软件针对imageA.bmp文件来运行分析程

序时,将自动搜索同一目录下的imageA.txt配置文件。下面是配置文件内容的示例:

每一行在开头有个关键词,后面4个数字来定义一个矩形的区域。这4个数字按顺序为上、左、下、
右的坐标值。配置文件的每一行可以任意顺序排放,程序会根据关键词解析内容。带“#”字符的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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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行,可被忽略。关键词的意义如下:
———boundary:定义图像可用区域,也就是测试图上十字标识之间的区域。
———leftramp:定义左侧灰阶。
———rightramp:定义右侧灰阶。
———smearleft:定义计算拖尾阻力的左侧区域。计算边缘对比度的注意区域也是源于此区域的参

数生成的。
———smearright:定义计算拖尾阻力的右侧区域。计算边缘对比度的注意区域也是源于此区域的

参数生成的。
———cpatchX:定义5个颜色区域,序号X为1-5五个整数。
———gridX:定义2个均包含3×12的方块矩阵,序号X为1和2。
———snrX:定义2个均包含数个矩形灰色方块的区域,用于计算信号降噪,序号X为1和2。
图C.4为用于计算宽动态能力的测试区域示意图,测试区域用红色标识。

图 C.4 用于计算宽动态能力的测试区域

C.2.4 灰阶的可分辨阶数

对宽动态测试卡图表中的两条灰阶中的每个阶进行平均亮度值计算,每条灰阶里每一阶的单个像

素点的亮度值为(0.299×红色值+0.587×绿色值+0.114×蓝色值),得出描述灰阶的21阶响应曲线。
如图C.5是从图C.3所示的拍摄图像计算显示的摄像机A和摄像机B灰阶的亮度响应曲线。

图 C.5 摄像机A和摄像机B灰阶的亮度

  如果两级灰阶a 和b(假设a>b)符合(a-b≥5)或[20×log(a/b)≥1和a-b≥2]其中一个条件,
就认为a 和b是可以区分。第一条件,(a-b≥5)是两个亮度值至少相差5(这个数值5是相对于8bit
的图像来说的,数值5大概是最大值的2%)。这个条件比较适合亮度值的高端。在亮度值的低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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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条件是比较合适的。第二条件是两个亮度值至少相差1dB以及至少相差2。
用这个逻辑算法,我们可以从亮度响应曲线算到灰阶里有多少阶可以分辨。例如图C.5中摄像机

A可以分辨18级,而摄像机B可以分辨16级。

C.2.5 动态范围(dB)

在同一个场景下,摄像机可输出精确图像的从最高到最低的光源亮度水平范围,可从摄像机的灰阶

亮度响应曲线中计算出来。
要计算动态范围值,需要利用如图C.6所示的灰阶校准曲线图。

图 C.6 灰阶校准曲线图

动态范围的数学计算式如式(C.1):

DR=∑
20

i=1

(Ti-Ti-1)Di …………………………(C.1)

式中:
Ti———图C.6所示第i阶的透射率值,如果i阶是可辨的,则Di 为1,否则为0。
举例如下,摄像机A中从0到17(一共18阶)的灰阶可辨,因此摄像机A的动态范围是:
动态范围A=透射率(17)-透射率(0)=112.62-13.89=98.73(dB)
注意动态范围并不等于最高可辨灰度和最低可辨灰度的相差,如果摄像机对于最高及最低灰度之

间有一些不可分辨的阶,那么相差dB值就不包含那些不可分辨的阶在合计中。

C.2.6 亮度响应的线性

亮度响应的线性定义如式(C.2):

linearity=max
50-RMS_error

50
,æ

è
ç

ö

ø
÷0 …………………(C.2)

式中:
RMS_error———曲线及模似直线的均方根差值,模似直线是可对曲线取一个最小平方误差的直线

拟合(参考 W.H.Pressetal,NumericalRecipesinC:TheArtofScientificPro-
gramming,secondediti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2的第十五章)。其范

围为0~1.0,当其值为1.0时,表示其线性是非常完美的,其值为0则表示其线性

不好。

C.2.7 灰阶域的灰色

通过计算颜色误差deltaC 的平均值可以测量在灰阶域里的颜色失真率。对于每一个灰阶的方块,可
以计算RGB 的平均值,然后将RGB 值转换到L×a×b的颜色空间中,因此deltaC 定义为式(C.3):

deltaC=
1
21∑

20

i=10
a2

i +b2i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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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ai 和bi 表示第i级灰阶的色度值。在计算中可将颜色失真转换成式(C.4)表示的灰阶标准度:

grayness=max
30-deltaC

30
,æ

è
ç

ö

ø
÷0 ………………………(C.4)

C.2.8 可分辨的颜色方块数量

因为饱和(太亮或是太暗),或是因为临近的色块呈现相同的颜色或是强度,采样图片里一些颜色方

块是不能区分的,可以计算出采样图片上可以分辨的颜色方块数量。
先算出每个色块的RGB 平均值,然后将RGB 值转换成L×a×b的颜色空间,就可以计算ΔE 值。

如果两个色块的ΔE 值大于5可认为能区分开。同时去掉太亮和太暗的区域,也就是说色块中太亮或

是太暗的区域是不能区分的。如果一个颜色区域的L 值高于之前的灰阶里能分辨的最高一个区域的

L 值,则认为这个色彩区域太亮。如果一个颜色区域的L 值低于灰阶里能分辨的最低一个区域的L 值,
认为这个色彩区域太暗。

作为一个例子,摄像机A和B对应的采样图像中可以分辨的颜色方块是63和39。

C.2.9 拖尾阻抗

有些摄像机在处于宽动态范围场景的情况中就会出现拖尾现象。如图C.3摄像机D所示。

图 C.7 图C.3中摄像机D拖尾断面的例子

图C.7所示是图C.3中摄像机D拖尾断面的例子。峰值对应于图像中右边拖尾区域的明亮条纹。
通过式(C.5)来计算拖尾阻抗。

smear_resistance=max
40-(max_profile_value_min_profile_value)

40
,æ

è
ç

ö

ø
÷0 ……(C.5)

  拖尾阻抗值是在0~1范围内。一个摄像机没有拖尾,也就是说,max_profile_value等于 min_

profile_value时拖尾阻抗值为1。

C.2.10 边缘对比度

图 C.8 边缘对比度的计算区域

图C.8宽动态测试卡中用于计算边缘对比度的区域。左边的图显示了宽动态测试卡的原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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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边的图显示了摄像机拍出的区域。
通过测试卡的4个角落的区域来做边缘对比度测量计算。首先要将所捕获图像的有用区域转换成

灰色图,即将每一个像素的RGB 转换成YCbCr颜色空间,且仅保留Y 值。其次,取该区域Y 值95百

分位数的点;选定区域大小以及区域图形的设计依据是保证95百分位数值是落在明亮区域。然后,通
过式(C.6)来计算边缘对比度:

edge_contrast=
∑
i,j
max(Y95% -Yi,j,0)

∑
i,j
1{Y95%>Yi,j}

……………………(C.6)

 式中:

Y95%   ———Y 值95百分位数;

Yi,j ———在(i,j)位置的亮度值;

1{Y95%>Yi,j}———一个指示函数,如果Y95%>Yi,j条件符合,其值为1,如果条件不符合,其值为0。

C.2.11 方块阵列清晰度

图 C.9 方块阵列清晰度测试图案

图C.9为用于测试方块阵列清晰度的图案。左边是测试卡上的图案,右边是从两个不同的摄像机

拍摄出来的效果图。
方块阵列清晰度是用于测试摄像机处理小物体(就是高空间频率)亮暗变化的能力。通过宽动态测

试卡上面的两个3×12方块阵列来测试。方块阵列清晰度的定义采用了局部对比度的计算方法(参考

R.A.FrazorandW.S.Geisler,“Localluminanceandcontrastinnaturalimages”,VisionResearch,vol.
46,2006,pp.1585-1598.)。首先用一个基于亮度Y(YCbCr颜色空间的Y元素)的算法去掉3×12方块

的周边范围。剩下的方块阵列图像通过一个7×7的高斯(Gaussian)低通滤波器,高斯函数的标准差在

水平及垂直方向设为1个像素的宽及高。用低通滤波后的Y 值算出局部对比度为式(C.7):

local_contrast=
L95% -L5%

Lavg
…………………………(C.7)

 式中:

L95%———低通滤波后的图像里Y 值95百分位数;

L5% ———低通滤波后的图像里Y 值5百分位数;

Lavg ———低通滤波后的图像里Y 值平均数。
考虑两个不同的3×12阵列,方块阵列清晰度可以定义为局部对比度的平均值除以一个数值为1.5

的归一化因子,公式如式(C.8):

grid_clarity=
1
1.5×

local_contrast1+local_contrast2
2

………………(C.8)

C.2.12 信噪比

图C.4所示图像中心的垂直柱中有10个长方形区域,信噪比SNR 可由此算出,对于10个小方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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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每一个来说,SNRi 等于信号平均值的平方除以方差,然后将比值转换成dB。计算整体的SNR 的

公式如式(C.9):

SNR=
∑
9

i=0
αiSNRi

∑
9

i=0
αi

…………………………(C.9)

式中:

αi———函数值为式(C.10)中方块的平均亮度值

αi=

(췍Yi-56)/16 56≤췍Yi <72

1 72≤췍Yi <184

(200-췍Yi)/16 184≤췍Yi <200
0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其他

…………………(C.10)

C.2.13 综合评估及样例结论

在前面的章节中考虑到了9个不同项目,这些项目描述了在宽动态场景下摄像机性能的多种方面,
为了做出一个全面的评估,将这9个不同项目分配权重如表C.1:

表 C.1 分配权重表

项目名称 权重

动态范围(DR) 16

可分辨的灰阶阶数(gray_steps) 16

可分辨的颜色方块数量(color_patches) 16

灰阶亮度响应的线性度(linearity) 16

灰阶的灰色度(grayness) 16

拖尾阻抗(smear_resistance) 16

边缘对比度(edge_contrast) 16

方块阵列清晰度(grid_clarity) 16

信噪比(SNR) 16

根据权重,我们能够计算出一个全面的综合评估,计算方式如式(C.11):
综合评估=16×(DR/100)+16×(gray_steps/21)+16×(color_patches/84)

+16×linearity+16×grayness+16×smear_resistance
+16×(edge_contrast/200)+16×grid_clarity+16×(SNR/60) …………(C.11)

示例:摄像机A与摄像机B相比,综合评估如下所示:

摄像机A=130.6
摄像机B=87.1
说明了摄像机A在综合评估中比摄像机B优异。

C.3 WDR测试卡制作

需要校准测试卡的灰阶,特别要确定测试卡里每阶灰度的透射光量大小,这可以通过灯箱照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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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然后用光密度计(densitometer)测量出每一阶灰度所透射的光量水平来实现。
或者,用 Stouffer生 产 的 21 阶 曝 光 尺 (http://www.stouffer.net/TranasPage.htm 部 件 号

T2115C)来校准(见图C.10),Stouffer21阶曝光尺是一种包含了21阶灰度的透明可成像材料制做的带

状物品,曝光尺每阶灰度的透射率都是校准过的,并且在产品包装上给出了数值,StoufferT2115C曝光

尺最亮及最暗阶之间的透射率比值大概是1000∶1,相当于60dB的动态范围,为了达到我们可测试

100dB~120dB动态范围的目的,我们将两个Stouffer曝光尺叠起来迭用,这样最亮和最暗阶之间的

透射率比值就可达1000000∶1,也就是大约120dB。

图 C.10 灰阶校准图像(两个Stouffer曝光尺叠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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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红外照射距离测试方法

D.1 测试系统组成

测试系统主要由待测红外一体摄像机(要测试的成品)照明性能测试和摄像机性能测试两个分系统

组成。其中照明性能测试系统由白屏、高分解力成像系统组成(图D.1);摄像机性能测试系统由平行光

管、分辨率板、连续可调的红外照明系统以及电脑分析软件组成(图D.2)。

图 D.1 红外灯发散角测试系统组成

图 D.2 摄像机测试系统组成

D.2 试验方法

D.2.1 红外灯的性能测试

红外灯性能测试方法如下:

a) 试验在暗室中进行;

b) 将系统自带红外灯打开,将白屏放在距摄像机1m(l1)在屏上得到一个半径为R1 的圆形亮斑

(有效的圆形亮斑,亮斑照度可能服从高斯分布,圆心处照度最大,边缘最小,此处的圆形亮斑

是指忽略边缘,照度较大,分布比较均匀的亮斑,即较小的半径但汇聚了灯辐射能量的90%
左右); 

c) 将距离设为5m(l2)处,在屏上得到一个半径为R2 的圆形亮斑(同上,也指有效亮斑);

d) 测试时,应调节高分解力CCD成像系统的电子快门时间和光圈,使得摄取的亮斑CCD图像避

免饱和,通过监视器或计算机观察应能看到亮斑照明范围内白板细节。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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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根据两个半径不同的亮斑和两次实验白屏之间的距离,得到灯出射时的散射半角α,即

tan(α)=
R2-R1

l2-l1
………………………(D.1)

f) 根据式(D.1)计算出的散射角,当目标和摄像机的距离为L 时,红外灯在目标上形成一个半径

为R=L×tan(α)的亮斑,该亮斑的面积为S=πR2;红外灯的功率设为Φ0,大气透过率系数

设为τa,用式(D.2)计算

τa(λ)=exp-
3.912
RV

λ0æ

è
ç

ö

ø
÷

λ

qæ

è
ç

ö

ø
÷L ,q=

0.585R1/3
V , RV <6km

1.3, RV ~10km
1.6, RV >

ì

î

í

ï
ï

ïï 50km

………(D.2)

式中:

RV ———大气能见距离,根据天气情况可查表得到,通常取λ0=0.55μm或λ0=0.61μm;

λ ———待测红外灯波长;
则照射到目标上的灯的功率为Φ1=Φ0×τa,目标上的辐照度为:

E=
Φ1

S
…………………………(D.3a)

即 E=
Φ0×exp-

3.912
RV

λ0æ

è
ç

ö

ø
÷

λ

qæ

è
ç

ö

ø
÷L

π(L×tanα)2
…………………(D.3b)

D.2.2 摄像机的红外夜视性能测试

摄像机的红外夜视性能测试方法如下:

a) 将摄像机放在无穷远目标发生器的出射端,调整摄像机和平行光管的光轴一致;为保证测试精

度,平行光管通光口径应大于被测摄像机镜头通光口径的20%,平行光管焦距应是被测摄像

机镜头焦距的2倍以上。如果平行光管不能满足此条件时,可采用f)中的测试方法;

b) 根据公式(D.3)计算出在红外灯照射下标称距离(L0)远处目标接受的辐照度E0;

c) 照度和对比度的修正。
假设目标靶上的辐照度为E,反射比为ρ,对比度为C0,光学系统相对孔径为D/f,透射比为

τ,则受大气衰减的影响,目标对比度换算到像面上后变为

C=C0
1

1+K(1-τa)/τa
…………………………(D.4)

到达摄像机光敏面上的照度为

E100% =
1
4EρττaC2 Dæ

è
ç

ö

ø
÷

f

2/1+
1
4

Dæ
è
ç

ö

ø
÷

f
é

ë
êê

ù

û
úú

2

………………(D.5)

设测试靶标上的辐照度为Eeq,透过率为τb,则其发光亮度Lo 为

Lo =τb
Eeq

π
…………………………(D.6)

根据光学系统中亮度传递不变原理,可知摄像机光敏面上的亮度Ld 为

Ld =Lo =τb
Eeq

π
…………………………(D.7)

考虑到平行光管镜头的透过率τo 和摄像机镜头透过率τ,上式修正为

Ld =τoτLo =τoττb
Eeq

π
…………………………(D.8)

摄像机光敏面上的照度Ed 和亮度Ld 有如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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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 =
1
4πLd

D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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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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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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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9)

将公式(D.8)代入上式得到

Ed =
1
4πτoττb

Eeq

π
Dæ

è
ç

ö

ø
÷

f

2/1+
1
4

Dæ
è
ç

ö

ø
÷

f
é

ë
êê

ù

û
úú

2

…………………(D.10)

在测试时,需要使Ed 与公式(D.5)中计算的E100%相等即可,因此有

Ed =E100%

联合公式(D.5)和公式(D.10)即可得出测试靶标上的等效辐照度Eeq为

Eeq =E0C2ρτa

τoτb
………………………(D.11)

上式即为测试靶标上的辐照度值。
式中的τbτo 为靶标透过率和平行光管镜头透过率,为已知固定值。其他参数可通过公式

(D.2)~公式(D.4)测算出。

d) 调节连续可调的红外照明光源,使得分辨率靶上的辐照度值为Eeq;

e) 通过摄像机进行观测,能够识别的最高分辨率的条带周期为a,则摄像机在该目标照度下的极

限分辨角为σ为

tan(σ)=a/f0 …………………………(D.12)
式中:

f0———平行光管的焦距。

f) 当平行光管不能满足a)中要求时,可去掉平行光管,将分辨率靶放置于距离镜头L′处,为保证

测量精度,L′应取被测镜头焦距的5倍以上。分辨率靶上的辐照度调节值应以修正后公

式(D.13)为准,即从公式(D.11)中去掉了平行光管镜头透过率因子。

Eeq =E0C2ρτa

τb
…………………………(D.13a)

类似的,当采用反射式靶标时,公式如下:

Eeq =E0C2ρτa

ρb
…………………………(D.13b)

ρ为实际观测目标的反射率,一般可以认为与靶标反射率ρb 相等。
通过摄像机进行观测,能够识别的最高分辨率的条带周期为a,则摄像机在该目标照度下的极

限分辨角为σ为

tan(σ)=a/L′ ………………………………(D.14)

g) 从而在距离L 确定时,观察的目标高度 H′,N 为识别等级下所需的条带数(依据B.2.3中观

察等级分类),在指定探测等级条件下如果满足下式,则待测系统达到技术指标要求,否则为

不合格。

H′/(N ×L)≥tan(σ) ……………………(D.15)

D.2.3 测试条件参数的设定

测试条件参数的设定如下:

a) 当产品固定后,其镜头相对孔径、透过率、探测器灵敏度、照明光角度与功率基本是定值,其作

用距离依赖于外部条件,即目标大小、目标对比度、目标反射率、大气能见度、大气对比度传递

系数等参数,如产品说明书中未给定这些参数,则本标准所给出的性能测试结果在如下条件下

测得:
———目标高度 H′:1.7m;

45

GA/T1127—2013



———对比度为C0:1;
———目标的反射率ρ:0.8;
———大气能见度RV:10km;
———天空亮度与背景亮度比系数K:0.1。
如果产品说明书给定了上述条件,则应以产品说明书上的给定条件进行测试。

b) 下表给出了观察等级的分类。

表 D.1 观察等级的分类

等级分类 性能描述 条带周期数 N 要求

A级:探测 探测到目标活动 5

B级:识别 目标轮廓特征,目标的性质,其活动目的与内容 10

C级:认清
细节较清楚,可取证分析目标的标识特征。如读取文字,识别是否

为某个已知的人物,辨别车辆型号
24

注:通常公安机关要求C级应达到对人脸取证,在这种情况下,测试时以人脸的高度(约0.23m)为目标高度进行

测试,即 H′=0.2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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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视音频编码检验

E.1 测试准则

对摄像机产生的码流,首先按照GB/T28181—2011提取比特流,PS包中的具体参数判别可以参

考ISO/IEC13818-1中的对PS参数字段的描述和GA/T669.4—2008中对PS参数设置的相应描述。
然后通过解码分析软件检查编码比特流中的语法元素取值,确定是否支持对应功能。

E.2 测试源

视频测试源应至少包括细节丰富场景、宽动态范围场景、多水平运动场景、室内固定镜头场景、道路

监控场景等内容。
音频测试源应至少包括安静、嘈杂等环境下录制男声、女声等内容。

E.3 测试流程

摄像机视频编码根据测试项设置编码参数,产生并输出编码比特流文件。通过解码分析软件对编

码比特流进行解码,比特流格式及其中的语法元素分别符合GA/T669.4或GB/T25724—2010等相

关标准的规定,输出解码重建图像内容与测试场景相同,同时比特流中的语法元素取值满足对应测试项

的要求,则判定该测试项通过。
摄像机音频编码根据测试项设置编码参数,产生并输出编码比特流文件。通过解码分析软件对编

码比特流进行解码,比特流格式及其中的语法元素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输出解码重建音频主观试听同

测试源内容相同,同时比特流中的语法元素取值满足对应测试项的要求,则判定该测试项通过。
应至少对3个以上的测试源进行编码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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