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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警告 

1) 注意下面的提示，否则可能导致或重或轻的人身伤害、损坏设备及错误操作。 

2) 禁止拆卸仪器，以免引起电击、电起火及仪器故障。 

3) 禁止在存放有易燃、易爆气体的场所使用该仪器。 

4) 使用仪器时禁止超过额定负载，以免出现危险甚至烧毁仪器。 

2 常规注意事项 

请勿在以下场所使用仪器： 

1) 空气污浊或带有腐蚀性气体的场所； 

2) 湿度大及易结霜或结冰的场所； 

3) 阳光直射的场所； 

4) 晃动震动较大的场所； 

5) 液体飞溅及空气中油雾较重的场所； 

6) 温度变化剧烈的场所。 

 

3 系统整体部署 

3.1 系统概述 

该系统能够为大型运动会的径赛项目提供精确计时计分，在多名运动员冲线后，为裁判员的名

次判别、成绩记录、现场展示等方面提供支持和帮助，并保留判读依据，在引起争议时为仲裁提供

依据。 

除了完成径赛项目计时计分以外，软件还包括赛程编排、摄像机配置、系统自测、图像处理与

输出、成绩判读与输出等功能。 

系统具有本土化的操作接口、方便的赛事编排功能、直观新颖的相机瞄准方式、清晰锐利色彩

逼真的判读图像、精确的计时精度和启动方案、快速准确的成绩判读方式、智能化的成绩输出、图

像输出功能，并可连接起跑反应时、风速测量仪等设备。 

本产品除了适用于田径运动会的径赛项目，还可运用于轮滑、自行车、滑雪、雪橇、龙舟等竞

赛项目的计时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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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统部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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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终点摄像计时系统 

4.1 系统构成及性能指标 

4.1.1 系统构成  

终点摄像计时系统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1 高速摄像机 1 个 

2 光学镜头（可根据使用环境选择） 1 个 

3 主计时控制器 1 台 

4 双频双信道发令传感器 1 个 

5 微调云台 1 个 

6 三脚架 1 个 

7 DC12V 电源适配器 1 个 

8 通用天线 2 根 

9 RJ45 网络连接线 1 根 

10 相机连接线 1 根 

11 图像采集按钮 1 个 

12 包装箱 1 只 

13 系统软件 1 套 

4.1.2 技术参数 

性能指标  

图像颜色 彩色  

图像高度 1024 

传感距离 起终点距离可达 2Km 

启动方式 火药枪或电子枪 

相机速度 1000～5000 帧/秒(f/s)拍摄速度可调 

判读精度 0.0002～0.001s 

同步精度 0.0001s 

累积误差 <0.5ppm 

同步方式 双通道同步（可双频无线同步） 

瞄准方式 面阵瞄准，可在软件 2D 终点图像中选择拍摄线 

镜头调节 支持电动调节和软件调节 

操作系统 XP、Vista、Win7  

成绩格式 TXT、Access 

计算机  

配置 INTERNET 千兆网卡的台式 PC 机或笔记本计算机 

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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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喷墨、激光打印机。  

电源  

电压 AC220V 或 DC12V 

功率    <100 W 

运行工作环境  

环境温度范围 -10℃～50℃ 

相对湿度范围    10%～85% 

应避免较强的机械振动、电磁干扰，避免阳光直射或雨淋，勿置于热源及风源附近 

储存条件  

温度范围 －20℃～＋50℃  

湿度范围 10％～80％，其中镜头 10％～70％  

防尘、防水，避免阳光直射  

 

4.2 操作注意事项  

4.2.1 零启动测试    

完成硬件架设与相机调整后需进行零点启动测试，以确定发令传感器同步的精准度. 

将电子发令枪连接发令传感器，开启发令枪和传感器电源，并将电子发令枪的闪光处置

于终点线上，点击菜单栏“工具”下的“零测试”，将会创建零测试组别并切换至拍摄调整

界面，如下图，调整画面并将帧率调整为 5000 帧，切换回计时界面，点击“准备比赛”按

钮，等待开枪，开枪后，系统将自动采集图像并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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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实际图像判读系统标定时间，按电脑“空格”键确定判读（再次按“空格”键

取消判读，可重复操作），可点击“图像输出”按钮，输出所采集的图像和零点标定时间，

输出图片自动存于 C 盘桌面上，如下图 

 
精准的零启动测试 Zero test（精度 2/10000 秒） 

4.2.2 计时判读 

 当系统处在计时状态时，为确保比赛安全，请勿开启其他不必要的软件 

 对长距离项目，由于外界环境可能引起光线强度的变化，在计时中可以通过软件的

“拍摄调整”功能，调节相机相关参数，确保换画面质量 

 比赛中换项（改变起点）时，要在正式发令前试验传感系统，保证计时正常启动 

 当系统处在计时状态时，严禁插拔硬件接头 

4.2.3 保养与维护 

 遇硬件问题，非专业技术人员不得随意拆卸检修，请及时与制造单位取得联系 

 比赛结束后，规整后硬件应放置在阴凉干燥处，并在镜头盒中放入干燥剂以防止发

霉 

 为确保比赛安全，系统所配电脑任务尽量单一，平时勿做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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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操作步骤  

4.3.1 硬件连接示意图 

 

硬件连接示意图 

4.3.2 硬件连接  

 撑开三脚架，旋紧微调云台，将云台快装板通过螺丝固定在高速摄像机底部连接处，

将高速摄像机安装于微调云台上，拆开光学镜头盖，将光学镜头安装在相机 C 口

接头上。若为电动镜头，将镜头控制线连接至相机底部对应接口处。 

 将 DC12V 电源适配器连接至主计时控制器 DC 接口，为确保系统稳定工作，防止

外接电源不稳定或意外断电所带来的影响，建议使用不间断电源（UPS）供电。 

 将相机连接线一端连接至高速摄像机 6 芯接口，另一端连接至主计时控制 6 芯接

口 

 将采集按钮连接至主计时控制器 3 芯接口 

 将 470，433 频段天线连接至高速摄像机，根据不同的比赛环境，可选择不同规格

的接收天线，将天线置于相对空旷处 

 将网络线一端连接至相机网络口，另一端连接至 PC 网络口。 

 将发令枪 4 芯接口连接至无线发令传感器，音频线连接至发令音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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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件连接完毕，检查电源是否符合要求；连接线连接是否正确，牢固；检查无线发

令传感器电量是否充足；与赛事服务器的联网是否畅通。 

 

整体图（改为新机器三脚架支起照片） 

 

相机连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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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计时控制器 

 

采集钮 



终点摄像计时系统                                                   苏州维赛智芯有限公司 

                                                                                          
Page 11/26 

 

传感器 

 

 
高速相机（改新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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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箱图（改） 

4.3.3 基础设置 

按要求正确连接硬件后，通电打开软件，点击软件主界面左上 进入配置 

 
基础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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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方向 

    可设置跑动方向，从左向右或从右向左 

 比赛数据位置 

每一轮比赛图像信息储存的位置 

 控制串口号 

用于连接主机的串口（最新版本主机无需设置） 

 反应时串口号 

用于连接获取反应时的起跑器 

 成绩输出位置 

每一轮比赛成绩文件储存的位置 

 系统角色 

在多台计时设备使用时用于区分主副机 

 判读线颜色&刻度线颜色 

默认白色，可调整颜色与图像对比便于判读运动员成绩 

 

 

4.3.4 图像调整 

（1）开关机步骤 

 

（1）软件设置 

按照要求正确连接系统硬件后，先开启主控制器电源开关（此时摄像机会自动上电），

关闭系统防火墙，配置本地网卡（连接相机的网卡）IP，将网卡 IP 设为 192.168.X.X，X 为

1～255 之间的任意值，子网掩码：255.255.255.0。 

连接设备 打开电计时控制器 打开软件 

测试与比赛 

关闭软件 

 

关闭电计时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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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面板 

 

打开系统软件，进入“运动会”下“设置”中，如上图所示。右击桌面“计算机”图标，

进入“管理”，查看“设备管理器”的“端口”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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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设备管理器”的“端口” 

 

设置-电计时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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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电计时端口与长途“电计时串口”一致，若不一致，将出现“设备连接异常”字样。 

请将相机的 IP 地址与 PC 本地连接的 IP 地址设在同一网段（设置前三段相同，第四段

不同），如下图。 

 

相机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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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本地连接的 IP 地址 

 

根据项目特点，设置相机“拍摄帧率”，田径项目 1000f/s，轮滑 2000 f/s，自行车可

设置 3000 f/s。 

根据实际要求，可设置其他选项。系统检查完成后，进入拍摄调整模块。关闭系统防火

墙与可能引起数据连接不畅的杀毒软件等。 

（2）图像调整 

图像调整时，在软件窗口中会实时显示正在拍摄的线阵图像，便于用户调节镜头，云台

和相机的相关参数，实时查看摄像机调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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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调整（线阵模式） 

图像调整时，点击“面阵模式”按钮，在软件窗口中显示正在拍摄的二维图像，正中为

一根瞄准线，调节云台微调旋钮，将瞄准线与终点线重合，瞄准完成，切换“面阵模式”至

“线阵模式”。 

 
面阵模式（所见即所得，在软件端可随意移动拍摄线，方便对准终点线） 

图像调整时，根据环境光线可以调节屏幕右侧曝光与增益，得到满意的图像（可通过按



终点摄像计时系统                                                   苏州维赛智芯有限公司 

                                                                                          
Page 19/26 

钮加减、进度条拖拽等方法实现），对不同环境，可能出现颜色偏差，可在镜头前放置一块

白板，点击“白平衡”按钮进行调整。 

当环境光线很暗，调节曝光与增益至最大值仍然无法满足判读亮度要求时，可以勾选“高

级”，打开高级设置，调节“亮度”与“对比度”，增加图像亮度。 

4.3.5 赛事编排 

赛事编排主要包括：项目管理和运动员管理 

在项目管理中可以选择文件将项目整体导入，或者手动项目录入 

 

项目录入界面 

 

正常比赛赛事的编排分为两种形式： 

 特殊录入（按流水号进行）：不设立单独的分组，比赛按流水号的形式进行（终点

摄像计时处与成绩管理编排中心按照实际组数统一编号），输出成绩文件根据流水

号依次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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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录入 

 

 

 一般录入（按分组依次进行）：系统可导入径赛编排中心输出的分组表，也可按照

比赛秩序测手动输入分组信息，包括：场次、性别、组别、项目、组数、比赛时间

等。系统可以实现分组的添加、插入、删除、修改等工作。 

 

一般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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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比赛计时 

打开发令传感器的电源，发令传感器面板上有红绿 LED 指示灯：红灯亮表示发令传感

器开启，但不可发枪；绿灯亮表示主机进入“准备比赛”状态，可以发枪。在软件的右侧控

制栏同步显示传感器的工作状态，指示灯颜色状态与实物同步，供终点摄像操作人员参考。 

打开电计时控制器电源，进入软件“计时”界面，选择要比赛的场次及组，点击“准备

比赛”按钮，接收信号后系统进入“已准备”状态（显示时间 00:00:00），此时软件界面

左侧两个天线状态显示由灰色转为绿色，同时发令传感器绿灯亮起，提示发令员可以发枪。                            

 

准备比赛 

 

发令员发枪后，发令传感器面板上绿灯跳转为红灯，软件计时界面上方时间开始走动，

左侧两个天线状态显示由绿色转为灰色同时显示“比赛中”。如遇到运动员抢跑，可点击“违

规返回”按钮退出计时，返回后重按“准备比赛”按钮。 

如比赛已经开始，而没开始计时（哑枪或开枪时枪距离发令传感器太远），可点击“强

行启动”按钮进入计时。 

如果外界光线变化，使得图像亮度和对比度不适合判读，可在计时中切换到“拍摄调整”

中进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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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时中 

4.3.7 图像采集 

图像的记录可以通过鼠标点击“开始采集”按钮采集图像，点击“结束采集”停止采集。

也可以用手持开关控制。图像采集时，主计时控制器发出连续的“嘟”声，所采集的图像会

在屏幕下方以缩略图的形式呈现。 

当采集钮按下时，图像从相机经数据线传至 PC 机，并被保存在 PC 机中。  

同一组中运动员相距较远，尤其是中长距离跑时，运动员到达终点时可能拉距较大，甚

至“脱圈”。这时，为了节省图像存储量，加快判读速度，可采用灵活的操作方法，多次使

用“采集钮”，分段采集图像，只采集运动员到达终点的“有效”图像。分段采图的图像是

间隔式的，系统将自动迭加呈现在软件界面上。  

图 
图像采集（改，增加有运动员的有效图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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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成绩判读 

在长距离比赛中，由于比赛耗时较长，一般每组参赛人数很多，容易产生脱圈的现象，

如果等到最后一名运动员冲过终点后再进行判读，则造成很多时间延误。若时间允许，可以

点击屏幕下方缩略图进入“图像判读”画面，在判读的同时，计时仍然生效，此时亦可以采

集接下来的图片。这样一边计时一边判读，判读的成绩和图像也可以马上发送出去，从而给

编排与展示带来便利。如确定所有运动员均已通过终点，点击“比赛结束”按钮结束计时过

程。 

图 
图像判读（改，增加图像判读照片） 

 

判读功能方法及功能如下 

显示按时间排列的图像，采用线针移动判定名次，标线跟随鼠标移动。 

 输号 

输入运动员道号功能。点击鼠标左键，弹出道次输入框，输入运动员道次，选定无误后

点击“确认”按钮，即完成一个运动员的判读。若该运动员已有成绩，则屏幕会弹出确认对

话框提示用户选择是否覆盖。当运动员道次号码<10 时，可以不用点击鼠标，将判读线移至

运动员躯干前部，直接在键盘上敲击该运动员道次号码即可。 

 删号 

在软件“计时界面”右下方“成绩栏”中，选中需删减的号码，右击删除。 

 放大 

点击“计时界面”右上方的“放大镜”按钮或者单击 可放大图像，判读方法与上述

相同。点击 按钮或者关闭“放大镜”，图片还原至原来的大小。 

 图像左右移 

移动鼠标，判读线以最小的判读单位移动，利用键盘上的上下左右键也可以移动判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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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PageUp”为向前翻一个屏幕，“PageDown”为向后翻一个屏幕；利用鼠标中间的

滚轮上下滚动控制图像的前后移动。按 Home 键返回图像开始页，按 End 键移至图像末页。 

 风速输入 

判读结束时，输入风速（默认值与上次相同）。 

 图像裁剪 

在光线较好的情况下，点击“计时界面”的“图像裁剪”，可剪裁部分无用图像，方便

判读。 

 图像调节 

对已采集的图像进行画面亮度和对比度的调整，方便判读。 

 图像输出 

将采集的图像以 JPG，PNG 等格式导出到其他文件夹，用以仲裁等方面。 

 

 成绩输出 

对已保存的采集图像及比赛成绩，按选择的格式，排序和精度进行输出及打印。系统可

以设置成绩共享目录，同步输出判读成绩。 

 输出精度 

同步精度最小为 0.0001 s 

 排序 

按照成绩或道次对成绩进行自动排序 

 打印 

配置打印机后即可实时打印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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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输出 

4.3.9 成绩格式 

成绩输出分两种格式：原始格式和简略格式。 

 

标准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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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格式 

 在简单格式中，第一栏为名次，第二栏为道次，第三栏为成绩。 

 

4.4 情况及处理方法 

1.软件启动后拍摄调整界面没有图像 

关闭软件，检查网线是否连接正常，重新连接，启动软件，成功后在“计时”界面左下方显

示“相机已连接” 

 

2.采集图像画面泛白不清晰 

切换至“拍摄调整”画面，在线阵模式中调节曝光，增益效果至正常状态 

 

3.多台计时设备使用时，两者成绩相差较大 

切换至“拍摄调整”画面，在面阵模式中查看终点线与拍摄线是否对准 

4.起点发令后主机时间没有启动 

赛前：检查传感器状态，天线是否正确连接，可参考”4.3.6 比赛计时”。比赛中出现问题

首先点击“强制启动”将运动员图像全部采集完毕并正确判读后，参考辅机成绩或手记裁判

第一名成绩，点击“成绩输出”按 ALT+F3 将第一名成绩输入修改。 

5.输出精度无法调整 

在未连接主机情况下无法调整输出精度，如在赛后需重新判读则应重新连接后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