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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舌诊客观化的研究中

,

舌色的真 实还原是一个关键的技术环 节
。

本文运用 /0 0 色彩特

性文件 对数 字图像进行 了 色彩校正
,

实验结 果表明
,

此方 法能够有效的校正数 字图像的 色偏
,

是一

种行之有效的 色彩还原方 法
。

关键词
. 舌诊 数字舌图 色彩校正 /0 0 色彩特 性文件

随着数码相机和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 的普及
,

近年在舌诊研究中
,

已广泛地使用数码相机来进行

舌图的拍摄
。

由于舌诊研究的重点之一是对颜色的

分析
,

所 以
,

如果不进行专门的色彩校 正
,

实际的舌

色在数码相机的采集过程 中仍然 会发 生色彩失真
,

进而影响舌色分析的准确度
。

究其原 因
,

是由于硬

件原理 以及色彩描述方法 的不 同
,

使得不同数码相

机的色彩表现能力相差很大川
。

我们曾对北京 12 3 1

期间拍摄的数字舌图进行分析
,

由于当时选择的数

码相机种类不 同
,

拍摄条件不 同
,

拍摄时也没有使

用色标等原因
,

在分析过程中遇到很大的困难
。

为

了提高数字舌图的色彩校正精度
,

补偿设备本身对

图像色彩造成的影响
,

使所获得 的数字舌图和分析

数据可 以共享
,

我们提 出采用 国 际 色 彩联 合会

)/0 0, 认可的色彩管理方法
,

运用 /0 0 色彩特性 文

件来进行数字舌 图的色彩校正的方案
。

/00 色彩特性文件 )/00 0 ∀ #∀ 4 54∀ 67#8 ,
,

简称 /00

文件
,

可以说是色彩管理的执行工具
,

是国际色彩

协会 )/9 :8 49 ; :7∀ 9 ;# 8 ∀ #∀ . 8 ∀ 9 < ∀ 4: 7= > , 于 ∗+ + − 年制定

的一套通 过建立设备的色彩特征 文件来管理 色彩

的体系
。

相应的色彩管理软件根据 /0 0 文件
,

在数

码相机
、

彩色显示器
、

打印机
、

扫描仪及其他设备间

进行色彩传递和转换
,

使颜色在输人
、

显示和输 出

过程 中保持一致
。

在对数字图片进行色彩管理 时
,

首先需要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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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相机 /0 0 色彩特性文件
,

对数码相机进行色彩

校正
,

以补偿所丢失的颜色
。

从而
,

能够精确地表现

色彩特性
,

对于最终保证得到最好 的彩色效果是十

分重要 的
‘� ’。

为此
,

我们采用建立数码相机 /0 0 色

彩特性文件的方法
,

对数字舌图进行了色彩校正
,

并对 /0 0 色彩特性文件的校色效果进行了评价
。

特性文件保存在 Π 79 Θ 5 . Π 79 Κ ∀ Ε < Ρ 1Γ< :8 > − � Ρ

<5∀ ∀ #ΡΚ 47
Σ 8 4 < Ρ8 ∀ #∀ 4 。

二
、

对 /0 0 色彩特性文件校色效果的评价

一
、

创 建数码相机的 /0 0 色彩特性文件

∗
∃

材料

)# ,相机
。

日本 0 ; 9 ∀ 9
公司生产的佳能 ∗� Τ 数码相机 )≅ � �

万象素 ,
。

)� ,色标
。

瑞士格灵达
一
麦克 贝斯 )Υ 48 :;ϑ Ν;Λ ς8: Δ, 公司生

产的 0 ∀ #∀沈Δ8 8 Φ 8 4 � ∋ )包含 � ∋ 个色块 ,
。

)−, 特性文件制作软件
。

采用爱色丽公司的 5ΩΞ 1Χ
Β Ν 0 ∀ #∀

4Χ #7:8 软件
。

它

提供一个为扫描仪
、

数码相机
、

显示器和打印机创

建 自定义 /0 0 配置文件的完整解决方案
。

)∋ ,光源
。

采用北 京工 业大 学提供 的舌 象仪光源
,

� 只

Ι 13 2 Ν 全光谱的 Ξ ∗? Μ % � Ψ/ΙΞΩΘ Τ ≅  � � 光源
,

显

色指 数 3 ; Ζ
[

,

色温为 ≅  �� ∴
。

照 明几何条件为

∋  Μ �
。

�
∃

方 法

)#,色标的拍摄
。

以色标 )0 ∀ #∀尤Δ8 8 Φ 8 4 � ∋ , 中的白色块 自定义 白

平衡
。

采用局部测光模式
,

快门速为 −�
,

光圈为∋
∃

�
,

画质为 3 2 Π 格式进行拍摄
。

)�, 裁切拍摄 目标
。

首先采用相机软件将 3 2Π 格式的色标图像转

换为无压缩的 Β/]]格式 图像
,

然后在 ⊥ Δ∀ :∀ <Δ∀ ⊥ 01

中裁切图像至输人色标的边缘
,

调整 图像大小
,

使

文件容量为 ∋ Ν Ψ
。

)− ,创建 /0 0 文件
。

在 5Ω Ξ1Χ
ΒΝ

0 ∀ #∀ 4Χ #7:8 软件中选择
“

为输入设备

创建特性文件
” ,

加载裁切后的色标图像
,

按照 向导

创建数码相机的 /0 0 文件
。

∗
∃

材料与方法

)#, 研究对 象
。

按 照创建 /0 0 文件时相同的拍摄参数和条件
,

在 不 同 的时段拍 摄 同一 色标 )Υ
48 :; ϑ Ν ; 8 ς 8 :Δ 8 ∀ #

_

∀尤Δ8 8 Φ 8 4 � ∋ ,
,

共获得色标图像 ∗� 幅
。

)�, 研究方法
。

运用 ⊥ Δ; :∀ <Δ 叩 Λ < 软件中的
“

颜色取样工具
”

获

取每 幅图像中 �∋ 个色块的数据
。

取样位置于色块

的中心
,

大小为 < ⎯ <> >
。

选择
“

图像
一
模式

一
指定

为配置文件
” ,

指定创建 的数码相机 /0 Λ 文件
,

这样

图像颜色就发生 了变化
。

分别记录 4∀ 幅图像校正

前后色块的 Ξ; ς 值
,

计算每个色块校正前和校正后

的 Ξ; ς 平均值
,

然后将获得的色块数据与标准数据

比较
,

计算每个色块与标准色的色差 △Χ
。

�
∃

结果

校正前获得 的色块数据与其对应的色块标准数

据 的色差值
,

见图 ∗
。

其中
,

最小值为 −
∃

%∋
,

最大值为

− �
,

平均值为 ∗?
∃

∗�
。

根据色差程度鉴定标准
,

色差

值大于 −
∃

� 表明两种颜色有 明显的差异
,

色差值大

于 ∗�
∃

� 表明两种颜色截然不 同
#’α 。

运用 /0 0 文件校正后获得的色块数据与其对应

的色块标准数据的色差值见 图 �
,

最小值为 �
∃

∗
,

最

大值为 ∗
∃

∋≅
,

平均值为 �
∃

≅%
。

根据 色差鉴定标准
,

色

差值小于 ∗
∃

 时人眼感觉不到差别
。

�∋ 个色块与标

准 色的色差值都在 ∗
∃

 以下
,

表明校正后的颜色和

标准色差别轻微
,

人眼感觉不到
。

校正前后测试 色块到 目标色块 的色差对 比
。

结

果显示
,

运用数码相机 /0 0 文件还原数字图像
,

可

使色差值显著减小
,

见 图 −
。

−
∃

讨论

数码相机拍摄的图像质量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

影响
,

一是相机的因素
,

与相机的分辨率
、

色位深

度
、

存储器和存储能力
、

镜头
、

00Τ 面积等有关 Α 二

是受光源的影响
。

本次实验为了避免光源对色彩还

肠4# Κ 1Λ 789Λ
8 ;

9Κ Β8 ΛΔ 9∀ #口邵 Μ Ν∀ 旋49 摊:7∀ 9
∀6 Β4 ∀ Κ7 :7∀ 9; # 0Δ 798

< 8

Ν8 Κ 78798
;

9Κ Ν Ι #8 47 ;

Ν8 己7Λ 口」 了β



��),  第七卷 第四期 ★ ! ∀ #
∃

% & ∀
∃

∋

色块 )红色 ,经 /0 0 文件还原后
,

与标

准色的色差分别为 �
∃

∗∋
、

�
∃

��
,

差别

极小
。

故表明
,

使用此方法可 以使数

字 舌 图 的 舌色实现 较好 的色彩 还

原
。

将此方法运用于临床舌诊 图像的

拍摄
,

不必让病人坐在舌象采集仪器

前
,

从而解决了卧床病人
、

甚至危重

病人的舌 图拍摄问题
。

另外
,

由于舌

象自动采集系统的价格较为昂贵
,

运

用数码相机拍摄数字舌 图
,

也为临床

医生提供了一个简便
、

有效的色彩管

理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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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了标准光源 ; 6&
,

以便于观察数码相

机 <= = 色彩特性 文件对 相机所 导致 的色偏的纠正

能力
。

实验表明
,

以 > +? 3≅ ΑΒ ≅ ? Χ ? 3Δ ? Ε .Ε‘Δ ? ? Φ ? + # 8 为

色标
,

运用数码相机 <= = 色彩特性文件进行色彩校

正后
,

能够有效地校正由数码相机自身因素产生 的

色偏
。

本次实验的结果还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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