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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药显微鉴定中引入应用电子计算机的 CBIR 技术。分析电子计算机在中药显微鉴定研究中应用现状及

存在的不足, 介绍 CBIR 原理及优点, 探讨 CBIR 在中药显微鉴定中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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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是 90 年代继基于文本的图像检索

后发展起来的一项电子计算机图像检索新技术[ 1～3]。随着电

子计算机应用的发展, 图像检索技术也被逐渐用于中药显微

鉴别研究。在已有的研究报道中, 按计算机图像检索理论, 主

要是应用基于文本的图像检索类[ 4～12]。然而, 在中药显微鉴

别的实际工作中, 应用基于文本的图像检索方法有较大的局

限性; 而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用于中药显微鉴别, 在我国才

刚刚起步, 在这方面的研究和报道还很少见。笔者就已报道

过的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局限性和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的技

术原理及其应用于中药显微鉴定的前景讨论如下。

1　应用基于文本的图像检索类的局限性

　　基于文本的图像检索, 其研究和应用主要在数据库领域

中进行, 始自 70 年代。该图像检索的基本方法是:首先用文

本对图像进行注解, 即对图像图形所具有的特征进行编码或

编制序列文件, 基本类似基于关键字的手工注解。然后用基

于文本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来进行图像检索与查询。在应用于

中药显微鉴别的研究中, 就是通过建立图文数据库, 选择中

药显微组织特征建立代码库。鉴别时, 输入显微组织的特征

代码, 通过计算机检索确定中药物种及其图文信息。由于该

技术使用的是人对显微组织图像进行特征代码标注,对诸如

50余种纤维的不同形状的特征, 80 余种石细胞不同形状的

特征进行代码标注时, 人工工作量很大, 而且主观性的不精

确性容易导致检索结果的失配, 亦即计算机输出的结果不准

确, 识别率低。因此使用该方法仍要求操作者要有较高的显

微鉴别专业技术水平。

2　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原理

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又称 CBIR( Content-Based Im age

Retrieval) ,其基本原理是利用图像图形自身的视觉内容, 如

形状、轮廓、纹理和颜色,采用计算机图像分析自动计算定量

后[13～15] , 形成图像特征的量, 然后, 计算机再针对这些量与

数据库进行自动比较识别等查询、检索。系统组成的配置框

图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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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硬件配置图

该系统的核心部分是图像处理检索,其主要原理流程如

图 2。

特征图像分割 特征量提取 特征比较、识别 查询、检索

图 2　系统检索流程原理图

3　CBIR应用于中药显微鉴定前景展望

每种中药在显微镜下, 其细胞、组织及内含物各有其特

征,例如鉴别贝母类时遇到的诸如淀粉粒层纹细密或稀疏、

脐点明显或隐约可见等主观判别不易统一的特征。应用

CBIR 技术,可以客观地把各种特征量化成数字化特征,然后

计算机在数据库中进行比较识别,检索出最具相似特征的中

药物种, 从而达到运用计算机实现客观和自动化的效果, 真

正实现快速、准确和有效的目的。从理论上看,对上述的贝母

淀粉粒的特征,就可以由计算机按纹理类特征进行定量量化

后识别。CBIR 用于中药显微鉴定面临的问题如下。

3. 1　建立标准品数据库: 建立计算机的标准品数据库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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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CBIR技术的前提。

我国现版药典收载中药品种约 500 余种, 部频标准近

100 种, 二版标准收载物种近千种, 加上各地地方药材标准

收载的中药物种、常见混伪品的物种约 1 500 种。应用 CBIR

时, 以上至少 2 500 种的中药材物种必须作为标准对照品,

将他们的显微特征量化后建立标准品数据库。而每一物种以

平均具有 10 种特征组织计算,至少 25 000 种的组织特征需

进行定量量化后存贮于标准品数据库。此外, 由于作为数据

库中标准品特征数据要遵循统计学原理和要求, 因此,作为

鉴别特征使用的细胞或组织, 两两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的特

征数据,应经过统计数学上的方差检验, 所以要求选定的标

准品样本又要有足够的数量。由此可见, 建立标准品数据库

的工作量十分巨大,亦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实践中必然

还有大量的困难需要克服。

3. 2　相关计算机软件的开发:我国中药显微鉴定应用 CBIR

技术, 尚处于初始起步探索阶段[16～19] , 有关的研究报道十分

少见, 更未涉及系统软件的开发应用。而系统软件恰恰又是

应用电子计算机的关键所在。如果现在重新开发建立一套适

用于中药显微鉴定的 CBIR 软件, 又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时间, 而直接应用现已面世的许多 CBIR 系统, 不失

为一条捷径。可喜的是, 从理论上看,国外一些医疗科研、大

学、公司机构开发的应用于生物研究、医学诊断的 CBIR 系

统[ 20] , 可能会较接近中药显微组织鉴别的应用, 如果经过二

次开发, 应能更适于中药显微组织鉴别。目前国外的部分此

类系统也可在 Internet上下载后, 装入计算机硬盘使用。

总之, CBIR 在中药显微鉴定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在

应用上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将二者相结合, 能更有效地实现

中药显微鉴别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更有利于普及显微鉴定这

一技术。相信随着图像技术和数据库的发展, CBIR 的中药显

微鉴别的研究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全面的应用。

致谢: 福州大学计算机网络中心副主任陈传峰

审阅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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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蛇床子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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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概述近年来有关蛇床子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和临床应用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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