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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交通工具數量激增下，伴隨衍生的問題就是車輛停放問 題、以及失竊等問題，這些代表汽車車輛管理問題的重要性

，而車 牌就是代表車輛的最佳資訊。 本研究主要是使用筆記型電腦外接Webcam直接以車牌範圍擷 取動態的影像作為影

像輸入源，主要是使用機器視覺技術、方法上 分為影像前處理、動態車牌影像定位及字元的影像切割、以及車牌 字元辨

識等三個部分。前處理過程包含動態影像擷取、色彩轉換、 二值化、去除不必要的影像並強化車牌影像品質、定位，再進

行牌 號擷取，突顯牌號特徵，然後進行車牌號字元的切割、擷取為個別 的單一字元，再將所得的字元影像，進行字元辨

識，在字元辨識前， 我們必須先將所有的字元特徵值建立，建立成特徵資料庫，然後藉 由樣板比對法進行車牌字元辨識

。

關鍵詞 : 車牌擷取、字元影像切割、字元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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