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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舌象辩证的信息处理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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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中医舌诊的辩证理论，研究了一种对舌象信息进行综合分析的图像信息处理方式，以用来解决中医诊断中

目测所造成的主观性偏差和实现舌象辩证的客观化问题。 利用 ｓｎａｋｅ 模型对于小区域分割的高准确度优势，将舌象全景进行

多次分割，以求满足 ｓｎａｋｅ 模型的使用条件。 模型基于 ＲＧＢ 颜色空间下通过对“湿寒症”和“湿热症”２ 种舌象的检测与对比，
结果表明此模型对病症的检测效果良好，极大地提升了舌象辩症的客观化指标，研究意义重大，应用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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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中国古典医学认为，人的舌头与内脏有着密切

的关系，舌体的各个部位均与腑脏各部位相对应，且
通过经络运行相连通。 中医的舌诊就是通过观察舌

体各部分的变化，以此诊断相应内脏的病变情况。
冀敦福的《中医舌象辨析》一书中记载了各种舌象

与病症的对应关系。 如舌苔颜色发黄，说明肝功能

有问题；舌头左边特别红，存在胰腺炎的先兆；舌苔

呈褐色，胆汁或是静脉系统出问题的概率很大［１］。
现代科技运用舌象信息研判人体健康状况是一个有

待挖 掘 和 推 进 的 研 究 方 法。 图 像 处 理 （ ｉｍ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是用计算机对图像进行分析，以达到所

需结果的技术。 笔者将图像处理技术应用到中医的

“望诊”技艺上。 以求解决将传统中医的望诊结果

转换为现代科技客观的数据，从而实现中医诊断技

术的再次腾飞。

１　 系统设计分析

研究主要以“湿寒”和“湿热” ２ 种典型病例的

舌象信息为落本。 首先，采集或在传统中医图库中

获得“湿寒”、“湿热”和正常的舌象。 其次，再进行

舌象预处理，预处理是对舌象进行 ｓｎａｋｅ 分割实现

了嘴与舌的分割。 然后，将分割出的舌象进行苔质

分离，提取舌苔与舌质颜色分布特征，以获得关键的

颜色信息。 最后，将提取出的颜色信息和已有数据

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得出结论。 系统流程如图 １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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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系统流程

Ｆｉｇ． １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ｌｏｗ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１．１　 舌象预处理

随着面阵 ＣＣＤ 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不断完善，对
于舌象的采集，最基本的智能手机都能完成高像素



图像的拍摄，使舌象信息处理成为可能。
舌体分割是舌象客观定量化研究的关键步骤，

准确、完整地将舌体从背景区域中分割出来，是后续

舌象研究的重要前提。 主动轮廓模型的主要原理通

过构造能量泛函，在能量函数最小值驱动下，轮廓曲

线逐渐向待检测物体的边缘逼近，最终分割出目

标［２］。 由于主动轮廓模型利用曲线演化定位目标

的边缘，因此也称为 Ｓｎａｋｅ 模型。 主动轮廓模型是

当前应用最多的利用变分思想求解的图像分割方

法。 其最大优点是在高噪声的情况下，也能得到连

续、光滑的闭合分割边界。 按照能量函数构造方式

的不同，可以将主动轮廓模型主要分为基于边缘和

基于区域 ２ 类，同时也有一些研究人员提出了基于

边缘和区域相结合的主动轮廓模型。
舌象包括舌质和舌苔 ２ 个部分，准确地将舌质

和舌苔区域分离是临床辨证论治的需要，也是进行

舌象分析前的重要步骤。 国内外研究人员开始大力

展开对苔质自动分离方法的研究。 常见的苔质分离

方法可分为以下 ４ 种：
（１）郭文杰提出一种改进后的阈值算法进行舌

苔、舌质的分离，并对苔色、质色和舌尖红进行分类，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３］。

（２）阚红星对薄苔采用基于色度值的阈值分割

算法，对厚苔使用 Ｋ 均值聚类算法，从而使苔质分

离达到最好的效果［４］。
（３）杜建强提出了一种快速彩色图像分割算

法，通过获取有效色调值及其权系数，进行加权聚

类，其性能优于传统模糊 Ｃ 均值聚类［５］。
（４）胡申宁提出了一种基于水平集的彩色舌图

像苔质分离算法，改进了水平集方程（水平集方程

是一种用于界面追踪和形状建模的数值技术），成
功分离了舌苔和舌质［６］。
１．２　 颜色空间的确定

颜色特征是一种全局特征，描述了图像或图像

区域所对应的景物的表面性质。 一般颜色特征是基

于像素点的特征，此时所有属于图像或图像区域的

像素都有各自的贡献。 颜色直方图是最常用的表达

颜色特征的方法，其优点是不受图像旋转和平移变

化的影响，进一步借助归一化还可不受图像尺度变

化的影响，其缺点是不能表达出颜色空间分布的信

息。 颜色空间［７］ 可分为 ＲＧＢ 模型（一种根据人眼

对不同波长的红、绿、蓝光做出锥状体细胞敏感度的

基础彩色模型）、ＨＩＳ 模型（指颜色的色度、亮度、饱
和度）以及 ＨＳＶ 模型（依据人类对色泽、明暗和色调

的直观感觉来定义颜色）。
本文是基于 ＲＧＢ 颜色模型下的舌象信息处理

方法，故将详细介绍 ＲＧＢ 颜色模型。 ＲＧＢ 颜色空

间是工业界的一种颜色标准，也是目前应用最为广

泛的颜色模型之一。 该模型以红（Ｒ）、绿（Ｇ）、蓝
（Ｂ）３ 色光互相叠加组合得到人类视觉系统所能感

知的所有颜色。
Ｒ、Ｇ、Ｂ 这 ３ 种基色的灰度值范围从 ０ 到 ２５５，

每一种 Ｒ、Ｇ、Ｂ 的组合都对应着一种颜色。 当 ３ 种

基色灰度值都为 ０ 时，混合光为黑色，当 ３ 种基色灰

度值都为 ２５５ 时，混合光则为白色。 ＲＧＢ 颜色模型

如图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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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ＲＧＢ 颜色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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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特征提取

特征提取是计算机视觉和图像处理中的一个概

念。 指的是使用计算机提取图像信息，决定每个图

像的点是否属于一个图像特征。 特征提取的结果是

把图像上的点分为不同的子集，这些子集往往属于

孤立的点、连续的曲线或者连续的区域。 常用的图

像特征有颜色特征、纹理特征、形状特征、空间关系

特征。

２　 湿寒与湿热的病例分析实验

本次实验在 Ｉｎｔｅｌ （ Ｒ） Ｐｅｎｔｉｕｍ （ Ｒ） ＣＰＵ， １．
８７ＧＨｚ，４ＧＢ 内存环境，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７ 操作系

统下，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 Ｒ２０１２ａ 为开发工具完成的。
实验在中医图库中选出 ３ 副舌象，分别编号

（ａ）、（ｂ）、（ｃ），如图 ３ 所示。

（ａ）湿寒症舌象　 　 （ｂ）湿热症舌象　 　 （ｃ） 正常舌象

（ａ）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ｅｔ ｃｏｌｄ （ｂ）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ｅｔ ｆｅｖｅｒ （ｃ）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
图 ３　 湿寒症与湿热症样本图

Ｆｉｇ． ３　 Ｓａｍｐｌ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Ｗｅｔ ｆｅｖｅｒ’ ａｎｄ ‘Ｗｅｔ ｃｏｌｄ’

７４１第 １ 期 唐俊安， 等： 一种舌象辩证的信息处理方法研究



　 　 对于图 ３ 中的 ３ 个样本，根据中医望诊理论，对
应编号（ｃ）的舌象淡红附淡白薄苔，属于正常舌象。
编号（ ａ）舌象、舌质淡附有白苔，有“湿寒症”的迹

象。 而编号（ｂ）舌象、舌红苔黄，有“湿热症”迹象。
分割后得到新的（ａ）、（ｂ）、（ｃ）３ 副舌象。 如图

４ 所示。

　 　 （ａ）湿寒症舌象　 　 （ｂ）湿热症舌象 　 　 （ｃ）正常舌象

（ａ）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ｅｔ ｃｏｌｄ　 （ｂ）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ｅｔ ｈｏｔ　 （ｃ）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
图 ４　 ｓｎａｋｅ 分割后舌象

Ｆｉｇ． ４　 Ｔｏｎｇｕｅ ｉｍａｇｅ ａｆｔｅｒ ｓｎａｋ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对分割后图像进行特征提取后得到湿寒与湿热色

特征点统计数据见表 １。
表 １　 湿寒与湿热色特征点统计数据

Ｔａｂ． １　 Ｃｏｌ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Ｗｅｔ ａｎｄ Ｈｏｔ Ｔｏｎｇｕｅ

编号
特点

Ｒ Ｇ Ｂ

ａ １８２．３２ １３３．３１４ １２７．５５

ｂ ２０９．２７ １２３．３５ １０５．３３

ｃ ２０２．２６ １２０．４５ １１８．３２

３　 湿寒与湿热的快速辨别法

通过实验得出了图（ａ）“湿寒症”、图（ｂ）“湿热

症”、图（ｃ）正常舌象的 ＲＧＢ 分布值。 通过表 １ 的数

据将湿寒与湿热２种症状的ＲＧＢ值与正常数据进行

对比见表 ２ 与表 ３。
表 ２　 湿寒症与正常舌象 ＲＧＢ 高低比较

Ｔａｂ．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ｗｅｔ ｃｏｌ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ＲＧＢ ｉ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ｔｏｎｇｕｅ

病例
特别

Ｒ Ｇ Ｂ

湿寒 低 高 高

正常 高 低 低

　 　 通过表 ２ 与表 ３ 中数据所示， 湿寒症舌象相较

于正常舌象的 Ｒ 值偏低，Ｇ 值较高，Ｂ 值也较高。 湿

热症舌象相较于正常舌象的 Ｒ 值较低，Ｇ 值几乎相

等，Ｂ 值较高。
表 ３　 湿热症与正常舌象 ＲＧＢ 高低比较

Ｔａｂ．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ｗｅｔ ｈｏ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ＲＧＢ ｉ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ｔｏｎｇｕｅ

病例
特别

Ｒ Ｇ Ｂ

湿热 高 基本相等 低

正常 低 基本相等 高

　 　 根据此结果， 后续检测一副舌象的湿寒、湿热

性质时只需将待测舌象的 ＲＧＢ 值提取出来，与正常

值进行比较即可快速得出待测舌象所属湿寒性质。

４　 结束语

本次对舌象辩证信息处理方法的研究，是对探

究古典中医与现代科学技术跨学科结合的一次有益

尝试。 通过对“湿寒症”以及“湿热症”案例进行分

析对比， 得出的 ＲＧＢ 值结果符合已有文献的参考

值。 特别是得出的“湿寒症” 以及“湿热症” 舌象的

辨别的快速方法。
本研究只单方面讨论分析了舌色信息，没有结

合到舌形对病症的影响。 其次，收集的数据不够全

面，病例的典型性不够充分。 随着大量素材的获取

和数据的建立，利用舌象辩证信息处理实现无损耗

诊断疾病的时代前景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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