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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摘要 

          本計劃旨在設計一套俱備環景影像和娛樂功能的車用系統，並且建

立一個平台使用網路去完成即時影像的傳輸。 

          此項計劃的重點在於如何使用乙太網路去達成車內與環境的溝通。

也就是所謂的車載網路，現今科技進步越來越快，對於安全的要求也越來越高，

我們希望能夠建立資訊以較快速傳輸之平台，讓駕駛者能夠透過車內的環景系

統達到 360度無死角的觀察視界，使駕駛者在進行倒車入庫或路邊停車等動作

時，因死角造成的意外減至最低，環景監視系統將可發揮到最大的輔助效能；

此功能主要是利用外部 4個鏡頭，將外部環境捕捉並進行處理與縫合，達到使

駕駛者能透過畫面得知車體與環境的相互關係。 

        另外，娛樂影音部分透過涵式庫建立一個影音播放的環境，此環境能

夠選擇影音來源，並有影音的控制元件，建立一個主目錄將環景與影音結合於

一個頁面，供駕駛者或乘客做選擇。 

• 背景及目的 

        受到市場需求的強烈帶動下，每年車載影音與導航系統市場規模皆呈

現大幅成長，為搶占車用娛樂系統市場先機，可滿足系統業者產品在高效能與

快速導入市場時程要求，所推出的高功能整合度多媒體應用處理器，將成為近

期業者在車載娛樂系統領域中，產品開發的新策略。   

        車載影音和車用導航系統的市場規模正在快速擴大，此發展態勢也意

謂，相關半導體元件的銷售量也在急速增長，因此成為眾多業者爭相競逐的市

場商機。   

        裕隆集團也與宏達電合作，開發旗下納智捷品牌的車載資通訊系統，

我們的研究目標為為與納智捷之產學合作，以圖增加行車安全性與車輛市占率，

且並行乘客之休閒。 

• 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 

       本計畫所需要之研究目標大致分為下列幾項: 

         1.如何透過乙太網路進行不同主機間的網路傳輸。 

         2.透過傳輸後將及時影像顯示於畫面，並不斷更新。 

         3.將接收的環境影像做縫合，達到於車體外鳥瞰的效果。 

         4.最後設計簡單的 GUI，將各項功能顯示於同個畫面上。 

 

 

 

 

 



目標流程: 

 

 

 

 

 

 

 

 

 

 

 

 

 進行步驟: 

(一)PC端目標的實現 

I. 環景系統 

(1)影像轉移 

透過 opencv將影像做轉換，將各部分的影像做梯形轉移，最後將

四個畫面做疊加，達成環景的效果，此部分並未將 4 個畫面做縫合，

因此只是將各畫面做梯形變換，邊界未互相修正。 

(2)影像縫合 

透過 opencv或者其他涵式庫，將各個影像做特徵點，並且各自匹

配其特徵點，利用這些特徵點將車體外接收的環境影像做縫合等動

作。 

(3)網路伺服 

一個簡易的網路伺服，能夠將車體外鏡頭捕捉到的影像，傳至主機

端做處理，因此我們必須利用 socket做伺服器與客服端的溝通，

確認影像資料是否有確實傳至主機端。 

II. 影音介面 

(1)影音來源與選單 

建立一個簡易 GUI並顯示目前位置，透過目前位置，能夠做往上一

層或往下的搜尋，並利用 QT做一個較為人性化的選單，選單只會

顯示當下路徑下的所有影音，每部影音並附有一張預覽圖，方便於

使用者能夠清楚了解，此影音內容。 

(2)輸出影像與音源 

透過選單選擇的檔案，將其影音檔做解析，將影像解析後，顯示於

畫面，將解析出的音源同步撥放，並設立其他控制按鈕，如：暫停、

停止等按鈕，讓使用者方便使用。 

網路 AVB 探究 區域網路測試 Opencv 影像轉移 

影音功能建立 簡易介面設計 功能分析與改善 

影像縫合與網路伺服器建立 移至嵌入式系統 

模擬測試 



III. 簡易介面 

此簡易介面主要目的，將以上兩種功能合併，形成主選單使用。 

(二)嵌入式系統 

       測試 

              將 PC端完成的功能移至嵌入式，並且觀察其處理速度，是否能

夠達  到即時性的使用，若是無法達至即時性的使用，將其內容修正，嘗試多

端方法，硬體、軟體等，使其達到即時性的功用。 

儀器設備需求表 

• 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及具體成果 

一、 

     首先透過桌上電腦達成我們所要的目標，我們將在桌上電腦的 Linux系統

建立一套模擬車用系統，達成所有所需之功能(surround view、外接硬碟內存

影片撥放功能)。 

二、 

    先藉由 OpenCV的影像擷取功能播放一部本機影片，一部順暢後嘗試撥放四

部，四部成功撥放但在四個不同視窗。之後把擷取圖片塞進一個視窗，以監視

器畫面方式呈現。 

三、 

    四部影片作環景處理，將擷取下來的圖片改變形狀，然後將四張圖片做疊

加，達到與環景相似的效果。 

四、 

    使用 Python寫出影片路徑選取、影片預覽和點播功能(透過 VLC軟體撥放)，

使用 Qt Designer設計撥放系統，盡可能達成使用者最方便的操作介面。 

五、 

    結合環景與點播系統，使用 Qt Designer 設計出兩種功能選取之整合介面。 

六、 

    把影片來源從本機改為串流。先使用 VLC做串流撥放，但 VLC的 RTSP URL

與 OpenCV指令不相容。因此使用 live555建立媒體伺服器，其 RTSP URL可與

OpenCV指令相容。 

 

    藉由 python程式語言在 Linux平台上寫出透過 socket連接之傳輸平台，

以達成 pc間的溝通與檔案傳輸。使用 OpenCV的功能去擷取用來模擬攝像頭影

片的圖片，再將資料透過平台在兩部電腦溝通，達成透過乙太網路將資訊傳遞

儀器 數量 說明 

魚眼 Camera 4 擷取來自四個方向(前、後、左、右)的影像 

嵌入式版子 1 模擬車上的嵌入式環境 

linux環境下之 PC 2 兩 pc間進行資訊互傳 



的功能。 

    另外使用 python程式語言寫出透過 Qt Designer所做之界面，結合播放影

片以及模擬及時影像，做出桌上電腦端的模擬車用系統。 

     

    將這套系統移至嵌入式系統上，並且將車子與嵌入式系統整合，找出使其

能在車上正常運作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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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及文獻收集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串流及速度分析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娛樂用影片設定   ˇ ˇ ˇ        

介面優化     ˇ       ˇ 

• 分工 

娛樂影音 

主要負責：王昱凱 

網路 

負責人:曾至新、廖昱欣、李承勳 

影像縫合 

負責人：王昱凱、郭鎮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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