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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在大数据环境下(寻找最佳的输入数据分片数量(以便改进统计算法的运行效率%#方法$以车牌统计为例(

调整相关多个参数以改变算法中输入数据的分片数量(并分析不同参数下算法运行时间的差异%#结果$最佳的分片数量
下的运行效率近似于最差的分片数量下运行效率的

!

倍%#结论$大数据处理中(合理的输入数据的分片数量有助于提高
算法的运行效率%同时也分析了分片数量与算法运行时间的函数关系(以期找到最佳的分片数量区间%

关键词!车牌统计算法'分片数量'算法运行时间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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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智能交通系统的广泛应用$交通摄像头拍摄到的车辆信息也在迅速增加'基于这些海量的车辆信息$

国内的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车牌定位技术和车牌字符识别技术)

#F*

*

$也有部分学
者针对真假车牌判断技术和车牌提取技术进行研究)

DFN

*

'大数据平台在处理分布式海量数据方面比普通的单机
运算具有更明显的优势$因此目前也有一部分学者的研究将大数据平台与车牌识别技术相结合'例如$沈文枫
等人)

$

*将深度学习算法与大数据平台结合$提出了高准确率的车牌汉字识别技术$而曹波等人)

#"

*在车牌识别大
数据处理与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挖掘伴随车辆组的方法'以上研究工作虽然有小部分结合大数据平台对交通
信息处理相关算法和技术进行了改进$但并未对大数据平台的算法实现过程进行研究'本文对输入数据分片问
题的研究$也正是对该领域研究的有效探索和补充'

本文对大数据车辆信息输入数据分片的研究$是以大数据平台的
g/U&&

R

分布式系统架构为基础$采用
]/

R

F

\9U,>9

模型的车牌统计算法开展研究)

##

*

'文中的车牌统计算法包含地区车牌统计和套牌检查两部分$前者根
据车牌中代表区域名称的第一个汉字将不同地区的车牌进行分类计数$后者检查是否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完全
相同的车牌号码$若存在则将此车牌号码记录为套牌'在车牌统计和检查过程中$若改变输入数据的分片数量$

算法的运行效率会相应的发生改变$分析两者之间的变化规律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

车牌统计算法
为便于查找和比对实验中的图像$使得在算法的数据处理阶段能根据存储路径或编号快速查到对应的车牌

信息$在算法进行分类和检查前$必须对相关的信息进行预处理'预处理的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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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创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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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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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依次为每个通过道路图像采集设备采集到的包含有车牌信息的彩色图像按顺序编号命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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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在采集过程中$将每张图片的存储路径按行记录在第
#

步创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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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中$格式为!存储路径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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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第一行"
,:9-

"

7/

R

-9U,>9

"

R

0/;9-9>&

4

"

67/

4

9:

"

#(

ER4

#存储路径&

!

#车道号&'

#@#

算法运行流程
本文中采用的车牌统计算法包含两组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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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分别完成对地区车牌统计算法和套牌检查算法的
实现'具体步骤如下!

第
#

步$算法调用实验平台提供的车牌识别程序识别图片中的车牌号码%

第
!

步$将识别出的车牌号码与包含了存储路径的
;_;

文件传入地区车牌识别
]/

R

\9U,>9

任务中$完成不
同地区的车牌分类数量统计$并将结果输出至对应文件中%

第
)

步$修改一些变量$将车牌号码与
;_;

文件传入至套牌检查的
]/

R

\9U,>9

任务中$检查是否存在套牌并
输出套牌号码和套牌对应的图片名称$输出结果保存在对应的文件中'

#@!

地区车牌统计原理
算法实现的基本原理是!利用大数据实验平台提供的车牌识别程序来识别图片中的车牌号码$由

]/

R

端将
车牌号码的第一个汉字#省市自治区简称&作为

T9

<

值$

'/0,9

值设为
#

$如#0苏1$

#

&$解析成
T9

<

"

'/0,9

对%然后将
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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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9

对传入
\9U,>9

端$由
\9U,>9

端将具有相同
T9

<

值的
'/0,9

集中的数字累加$获得该地区的车
牌数总量$最终将结果写入到输出文件中进行统计'算法原理实现的数据流图如图

#

所示'

图
#

!

地区车牌统计算法数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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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牌检查原理
套牌检查的基本数据流处理与地区车牌统计算法基本相同$也是首先调用大数据实验平台提供的车牌识别

程序识别图片中的车牌号码$由
]/

R

端将车牌号作为
T9

<

值$该车牌图像的编号作为
'/0,9

值$如从某个车牌图
像中识别出的车牌号码为0浙

H#!)GI

1$该车牌图像对应的图像编号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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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4

1$则解析出的
T9

<

"

'/0,9

为#0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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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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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解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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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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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对传入
\9U,>9

端$由
\9U,>9

端比较传入的
T9

<

值$若出现两个或
两个以上相同的

T9

<

值#即车牌号&$则视为套牌$记录该车牌号码及对应的图像编号$并将结果写入输出文件中
进行统计分析'

#@G

算法执行过程中数据的分片与处理
大数据中的

]/

R

\9U,>9

技术是一种基于数据密集型的并行计算模型$它由一个主节点
]/:;9-

及若干个从
节点

[&-T9-

组成'本文的车牌统计算法也采用了
]/

R

\9U,>9

技术$因此在算法执行的初始阶段$

]/

R

\9U,>9

模型将输入数据按指定大小分成若干个数据片$然后将数据片存储于各
[&-T9-

节点$并由
]/:;9-

节点按相应
的规则为每个数据片分配

]/

R

任务和
\9U,>9

任务%任务执行完毕后$结果保存于内存中'

在实际的实验过程中$通过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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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S9

&中参数
:6S9

的数值可分别设置
76.=6S9

和
7/_=6S9

的数值大小$使数据的指定分片
大小在̀

0&>T=6S9

上下自由调整$从而改变输入数据的分片数量'

在
]/

R

\9U,>9

模型中改变输入数据的分片数量是否会对算法产生影响$是本文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先分
析两种极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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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种极端情况$是将整个输入数据只分为
#

个数据片'

]/:;9-

节点会在若干个
[&-T9-

节点中选择
#

个
来处理该数据片$导致其他没有被分配任务的节点处于饥饿状态$最后大数据分布式处理效果没有真正地得以
实现$算法的运行效率低'

第
!

种极端情况$是输入数据的分片数量过多'如按照车牌数量进行分片$一个车牌就对应一个数据片$则
会在启动和关闭

]/

R

任务上花费过多的时间$从而降低算法执行效率'

为此寻找一个合适的分片数量$将会使得各个
[&-T9-

均有任务可执行$不会再出现某些
[&-T9-

节点负载
过重的情况%除此之外$也能使得

]/

R

任务和
\9U,>9

任务上花费的时间趋于合理化'

以下实验将通过修改输入数据的指定分片大小来调整输入数据的分片数量$并记录不同分片数量情况下算
法的运行时间$进而寻找最为合理的分片数量$从而分析分片数量与运行时间之间存在的函数关系'

!

实验与分析
!@#

实验环境与数据集
实验使用南京云创大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一套大数据实验平台'软件平台使用的

g/U&&

R

集群由
#

个
]/:;9-

节点和
G

个
=0/'9

节点构成$运行在
d6.,_

操作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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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的总空间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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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Gĉ

$非
g/U&&

R

文件系统所使用空间#

%&.Ai=,:9U

&为
#*@!Nĉ

'实验数据集的对象为云创
公司提供的数据环境$该数据环境中的数据信息均来自实际案例且已经过数据预处理$其中包含有较清晰的车
牌信息图像以及记录图像存储路径的

;_;

文件
#

份'

!@!

实验结果及分析
!@!@#

单次实验及结果
!

分别改变输入数据的分片数量#

#

#

)#

&$对应记录下车牌统计算法中地区车牌统计算法
和套牌检查算法的运行时间$采用

B-6

4

6.

工具对两种算法的实验结果绘制散点图$并进行曲线拟合'两种算法
的输入数据分片数量与算法运行时间的拟合结果分别如图

!

和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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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地区车牌统计算法的散点与拟合曲线
!!!!!!!!!

图
)

!

套牌检查算法的散点与拟合曲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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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

和图
)

可以看出对应的点非常分散$难以看出其中的规律'这是由于分片处理时$数据的分片具有
偶然性所致'在数据处理中$通常进行多次实验来减少统计涨落的影响'

!@!@!

多次实验的结果
!

考虑到单次试验所得出的结果存在偶然性$影响拟合的准确性'因此$增加实验次数至
I

次$并对这
I

次的试验结果求数学期望#或均值&$即!

F

#

%

&

:

7

%

,2,

$ #

#

&

其中$

,

表示实验的次数$

%

表示算法的运行时间$

2

表示
%

对应取值的概率'

将此期望值作为最终数据进行拟合'地区车牌统计算法的部分#取分片数分别为
I

$

#"

$

#I

$

!"

&运行时间结
果及计算完成后的运行时间期望值形成表

#

$以表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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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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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牌检查算法实验结果处理过程与地区车牌统计算法相同'

采用多次实验求得统计平均之后的输入数据分片数量与算法运行时间的拟合结果分别如图
G

和图
I

所示'

表
#

!

部分分片数量实验结果
P/̀@#

!

Z/-;6/0:06>9.,7̀9-9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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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79.;-9:,0;

!

输入数据
分片数

第
#

次运行
时间"

:

第
!

次运行
时间"

:

第
)

次运行
时间"

:

第
G

次运行
时间"

:

第
I

次运行
时间"

:

运行时间
期望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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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N )" !* )"

#I )G )$ )N I#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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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图
G

!

改进后地区车牌算法散点与拟合曲线
!!!!!!!!

图
I

!

改进后套牌检查算法散点与拟合曲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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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G

和图
I

可以看出$经过多次实验得出的数据绘制的图形$散点更加集中$拟合曲线也能显示出需要的
结果'

!@!@)

实验结果分析
!

地区车牌统计算法和套牌检查算法实验统计数据改进前拟合出的表达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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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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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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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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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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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N#*DN%KIG@#NII$

' #

G

&

地区车牌统计算法和套牌检查算法实验统计数据改进后拟合出的表达式分别为!

&

M

#

!@NI"DG9LG

&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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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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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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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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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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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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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式中$

%

表示输入数据分片数量$

&

表示算法运行时间'

残差是指观测值与对应估计值的差$此处指数据点和在拟合曲线上相应位置的差'残差平方和则指所有残
差的平方之和$是判断拟合程度一个重要标准$数值越小则表示拟合效果越好'

&,

表示实际测量出的数据$

&

Y表
示拟合出的数值$残差平方和的计算公式为!

**F

:

7

,

#

&,

;

&

Y

&

!

'

校正决定系数是为减少实际结果与拟合数据之间的误差而设定的系数$大小在
"

到
#

之间$数值大则拟合
结果优'

#

为样本数量$

2

为特征数量$校正决定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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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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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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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表示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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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系数$且̂!

:

#

;

7

&

,

;

&

# &

Y

!

7

&,

;

# &

&

!

$

&

为
&,

的平均值'

未改进实验统计数据时地区车牌统计算法与套牌检查算法拟合结果的残差平方和分别为!

G"@I)$!!

和
*G@$I""$

$校正决定系数分别为!

"@I"#)!

和
"@GGGN

'改进后地区车牌统计算法和套牌检查算法的残差平方和
分别为!

#G@#G!DI

和
!"@ID*GD

$校正决定系数分别为!

"@DI$GG

和
"@D!IN)

'综上所述$改进实验统计数据后
的拟合结果优于改进前的拟合结果$更符合实际测量结果'

地区车牌统计算法和套牌检查算法的运行时间与输入数据的分片数量存在函数关系$运行时间均随分片数
量的增加呈现先迅速减少后增加的情况'地区车牌统计算法的运行时间在相邻的两个分片数量之间差距较小$

但当分片数量为
#

和
!

时$算法的运行时间差距明显'套牌检查算法也存在类似的情况$除此之外$套牌检查算
法的实验统计数据多呈块状分布$而地区车牌统计算法的实验统计数据则围绕着拟合出的曲线均匀分布'由实
验拟合曲线可知$在输入数据的分片数量取值位于)

I

$

#"

*区间时$地区车牌统计算法与套牌检查算法的运行时
间最短$实际情况与拟合结果基本符合'

)

结束语
本文重点研究了输入数据的分片数量与车牌统计算法的运行时间之间存在的函数关系$并找到了最优的数

据分片方案提高算法的运行效率'本次研究为今后的类似研究(应用提供了一个普遍适用思路$在研究以
]/

R

\9U,>9

并行计算模型为基础实现的算法时$可参考本文中有关输入数据分片数量与算法运行时间的关系研究$

如果实验平台完全相同可以采用已拟合出的公式直接进行时间的计算'但本次实验的拟合结果采用了特定的
实验平台#云创&$当输入数据(算法运行或实验环境等发生改变时会对表达式的参数造成怎样的影响$是下一步
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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