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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脸识别技术的岗哨值勤管理系统 

邵华民，张鑫，潘大钊 

(解放军第 98 医院信息科，浙江 湖州 313000) 

摘要：针对部队岗哨值勤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病，设计基于人脸识别技术的岗哨值勤管理系统。通过对系统需求和

流程分析，建立岗哨值勤系统框架图，介绍系统中人脸识别、交接岗、外来人员车辆登记、查岗、叫岗、巡逻和统计

报表等功能模块，并给出系统实现的方法。结果表明：该技术能有效解决值勤人员身份的识别及考勤问题，对促进部

队信息化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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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System of Sentry Duty Based on Human 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Shao Huamin, Zhang Xin, Pan Dazhao 
(Information Department, No. 98th Hospital of PLA, Huzhou 313000, China) 

Abstract: Aiming to the problem and illness in sentry duty of army, designed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sentry duty 

based on human 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Establish the frame chart of sentry duty system by analyzing the system 

demand and flow. Introduce the function module about human face recognition, handing post over, checking in extra 
personnel and vehicle, checking on sentry, calling sentry, patrolling and statistical report of the system, and then give out 

the method of system realization. The result shows this technique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recognizing identity of the 

person who is on duty and checking on work attendance, it also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promoting army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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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人脸识别技术是生物特征识别技术之一，是以

生物体(一般特指人)本身的生物特征来区分生物体

个体，对于人脸识别技术的研究也是当今国际科技

领域攻关的高精尖技术，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因

其自然性和不被被测个体察觉的优点而被广泛应用

于门禁、安防以及各种报警系统 [1]。随着信息化建

设逐渐深入部队建设发展的各个环节，岗哨值勤也

面临着信息化改造的迫切需求，以往手工登记统计

方法在岗哨值勤中暴露出诸多弊端，急需开发一套

智能化管理系统加以改进，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提

升部队信息化和正规化水平。笔者从人脸识别技术

的实际应用出发，把人脸识别技术与岗哨值勤结合

起来，研究设计智能化岗哨值勤管理系统。 

1  问题描述 

当前部队的岗哨值勤在交接岗、登统计、巡

岗、查岗等方面采用手工登记，信息化水平比较

低，部分单位在岗哨电脑中安装了登统计系统，但

由于没有实现智能化，因而在实际应用中往往成为

累赘，效果不尽人意。主要问题表现在：1) 存在诸

多登记本，如交接岗登记、人员车辆进出登记、查

岗登记等，登记繁琐，容易出错，例如在查岗时需

填写哨所查岗登记本、查岗人员自带登记本、电脑

辅助登记，重复工作，效率较低；2) 较低的信息化

水平使得在值勤人员和查岗人员身份确认、考勤等

方面不能得到有效监管，不利于部队正规化管理。

笔者着重从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入手，研究基于人脸

识别技术的岗哨值勤管理系统的设计和实现。 

2  系统分析 

2.1  需求分析 

根据用户实际提出的需求，要求系统能够实现

智能采集人员脸部信息并建立人员信息档案，在人

员值勤、查岗、进出等状态变化时，能够及时采集

变化信息并建立相应的电子登记本。在值勤人员交

接岗时能够记录相应的时间和人员信息，并能够通

过人脸识别的人机交互功能判断交接岗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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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记录是否完整、有无脱岗及异常报警等；外来

人员进出时，要求能够采集人员脸部信息以及证件

照片，在进入和离开时通过识别系统进行管理；查

岗人员查岗时，要求系统能够通过人脸识别核查人

员身份，记录查岗基本信息，并在人员离开时提交

查岗记录；值勤人员在夜间叫岗时，能够记录人员

状态变化，在规定的叫岗时间能做出相应的提示。

所有上述需求都能按人员权限提供查询、修改、统

计等功能。此外系统还需具备友善的人机交互界

面。 

2.2  流程分析 

岗哨值勤的主要流程包括：人员值勤(进出人员

登记等)、交接岗、查岗和叫岗等。因此可根据其自

然过程绘制流程图如图 1。 

 
图 1  岗哨值勤流程图 

3  系统设计 

在流程分析的基础上，把系统按功能分为身份

识别和数据处理 2 部分。前端身份识别主要由功能

按钮、人脸识别装置和触摸屏交互界面组成；后台

数据处理主要包括识别结果的存储与反馈、服务器

与客户端之间的数据传输和处理[2-4]。根据两者的逻

辑顺序关系设计系统的框架结构图如图 2。 

 

图 2  岗哨值勤系统框架图 

4  功能模块 

4.1  人脸识别模块 

人脸识别模块是系统的主要部件，该模块由人

脸识别装置和功能面板组成，其主要功能是实现人

脸识别 [5]，为其它模块提供身份核查。当用户触动

面板上的功能按钮时，识别模块即开始工作，从摄

像端口获取用户脸部信息与图像库中的数据进行比

较，比对成功后反馈给用户，同时将指令传递给服

务器，服务器进而触发应用程序，将用户的指令发

送到指定终端电脑(如岗哨值勤电脑)，用户可以在

终端电脑上进行相应的登记统计等操作。 

4.2  交接岗模块 

交接岗模块是系统常用模块之一，该模块的功

能是判断交接岗时间是否正确、核查人员信息、记

录交接时间、提交和新建值勤记录，并根据预先设

定的规则自动判断是否正常交接，如果出现脱岗等

现象，立即发出警报。该模块可实现交接岗的无缝

连接。 

4.3  外来人员登记模块 

人员登记模块也是系统的常用模块，其功能是

在外来人员、车辆进出时采集核对人员的人脸信息

和摄取比对证件照片、存储进出时间，并在值勤电

脑上生成一条记录。通过该模块可实现对外来人员

车辆的正规有序管理，对进出人员信息一致性的判

断不受时间和交接岗的影响。 

4.4  查岗模块 

查岗模块的功能是识别查岗人员的身份、记录

人员信息和查岗时间、新建和提交查岗记录。该模

块的应用能对查岗人员实施有效监督，杜绝替代查

岗，防止非查岗时间内查岗和漏查不记录等现象的

发生。 

4.5  叫岗、巡逻模块 

叫岗模块一般适用于夜岗值勤，其功能是核对

叫岗时间、人员信息、生成叫岗记录。 

巡逻模块是系统的辅助模块，一般与巡逻路径

打卡等方式结合使用，其功能是核对巡逻时间、人

员信息、生成巡逻记录。 

4.6  统计报表 

统计报表模块提供给用户交接岗人员考勤原始

报表、查岗人员考勤原始报表、交接岗人员考勤报

表、查岗人员考勤报表等统计查询功能。此外，还

包括其它数据分析功能，如进出人员车辆统计分

析、叫岗时间、巡逻时间统计分析等。 

5  系统实现 

统一建模语言(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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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L)由于其在嵌入式系统开发中的优势，使得系

统分析设计实现标准化，而且将 UML 分析建模的

构建方法和相应的集成和测试策略结合在一起，可

以开发出高质量的嵌入式系统，因此可以引入 UML

用于系统开发。系统硬件平台采用三星公司的

S3C2410 开发板设计实现，系统软件代码采用 VC

语言在 IDE 中实现，数据库采用 SQL Server2005。

系统实现后，在集成测试时可联合使用所有的 UML

框图分析每个构件的原理，针对每一个系统功能每

一个可能发生的错误写出相应的测试程序，进行完

整而可靠的测试[6]。 

在自行开发设计人脸识别装置时，针对部队夜

间交接岗特点可选择多路可见光和红外摄像头，以

提高图像摄取能力，在软件方面可采用多特征融合

等方法以提高识别率和抗干扰能力，若采用第三方

识别装置如汉王公司的 FK605，则需对现有设备的

接口进行二次开发以满足各功能模块的需求。此

外，在使用人脸识别装置过程中需注意以下几点： 

1) 人像必须在镜框范围内；取样时，与显示屏

保持 30～80 cm 距离，确保摄像头取到人脸的正面

完整照片。 

2) 保持表情自然，避免闭眼、斜视、头发盖住

眼睛，取样时不要佩戴眼镜，方便快速识别。 

3) 不要把识别装置安装在有阳光照射的窗户附

近。 

4) 在初次使用登记时，应由远到近，上下各微

摆 15°登记多组样本。 

6  结束语 

笔者从岗哨值勤的实际出发，通过引入人脸识

别技术，有效解决了值勤人员的身份识别和考勤问

题，促进了部队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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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RtCurveRenderer 实时曲线绘图系统被成功地应

用到某型号无人机地面半物理仿真实验的实时数据

分析中，有效地提高了数据分析效率。由于数据捕

获与曲线绘图使用独立的线程，数据在反射内存上

不存在覆盖丢失现象。但如果将数据绘制时间范围

设置得过长，如 30 min，按照 1 000 Hz的数据刷新

速度计算，每条曲线的后台移位缓冲区将会包含多

达 1 800 000个数据点，由于曲线图的绘制时间与数

据点的数量有正比关系，数据点过多将会使画面因

帧率不足而出现抖动，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画面拼接

技术[6]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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