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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结合光学字符识别技术构建基于安卓的中药学习与分析平台，详细阐述平台设计开发与具体实
现，指出该平台有助于中医药相关领域人员学习与研究中药理论与中药药性配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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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中药是中医用以防治疾病、养生康复与保健的

重要载体［１］，中药理论学习在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

展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中药药性理论是中医药

理论体系核心理论［２］。中药数量数以万计，运用传

统中药学习方法研究中药及其处方需要耗费大量时

间。互联网、无线移动网络技术发展与普及推动了

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使用，同时文字识别普遍应

用，方便人们快速录入信息，提高学习与工作效

率［３］，移动学习应运而生，具有便携性、智能性、

良好的交互性等诸多优势［４］。《中华本草》［５］是体现

２０世纪中药学科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本草著作，本文
以其中收录的中药为基础，构建中药数据库，结合

光学字符识别技术 （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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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ＣＲ），识别中药处方图像中的文字信息，设计开
发基于Ａｎｄｒｏｉｄ的中药学习与分析平台，从四气五
味、升降浮沉、归经、毒性等方面分析每个处方以

及每味中药的药性，有利于中医药相关领域人员对

中药理论与中药药性配伍规律学习与研究。中医药

相关领域人员在从课本、期刊、网页等存储介质上

阅读中医药理论、中医病历等文献资料时，通过手

机拍摄图像或者上传本地图像，利用本平台可以快

速查询单个中药的详细信息以及中药与处方分析结

果，有助于学习与研究中药理论与药性配伍规律。

２　平台设计

２１　功能模块 （图１）

图１　功能模块

２１１　文字识别　用户可选择拍照或本地上传图

片进行识别，平台自动识别出图像中有关中药文字

信息，这些中药均包含在中药数据库中，不识别与

中药无关内容。识别结果为单个或多个中药，用户

可根据个人需要进行中药学习与分析。

２１２　中药学习与分析　 （１）中药详情。根据

文字识别结果，用户可选择查看单个中药详细信

息，包括中药名称、拼音、英文名、别名、出处、

药材基源、原形态、生态环境、栽培、性状鉴别、

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炮制、性味、归经、功能主

治、用方用量、注意事项、各家论述等内容。 （２）

中药与处方分析。根据文字识别结果，用户可以选

择单个中药或处方进行分析，主要分析中药性、

味、归经 ３个药性，统计分析结果以图表形式呈

现。（３）导出结果。中药详情信息及中药与处方分

析结果均可导出成 Ｗｏｒｄ文档、Ｅｘｃｅｌ文档及图片，

便于用户学习与分析。

２１３　中药数据库　可查询单个中药，包括中药

名称、拼音、英文名、别名、出处、药材基源、原

形态、生态环境、栽培、性状鉴别、化学成分、药

理作用、炮制、性味、归经、功能主治、用方用

量、注意事项、各家论述等内容。某些中药名称在

各地用法不一，无法在中药数据库中查找到，可通

过查询别名或自定义添加这类药属性，添加的内容

将存储至用户个人数据库中。

２１４　个人信息　 （１）基本信息。包含用户个

人账号、密码、昵称、年龄、性别、手机号、邮箱

地址等基本信息，用户个人与平台管理员可进行管

理。（２）个人收藏。用户在使用平台进行中药学习

与分析过程中可将中药详情信息、中药与处方分析

结果添加到个人收藏模块，便于快速查看、学习。

（３）用户登录。用户需使用平台账号与密码进行登

录，提供手机号与邮箱验证，确保用户信息安全。

２１５　历史记录　主要保存用户使用文字识别功

能的图片、最近查询的中药、查询次数最多的中药

记录，根据最近查询记录为用户推荐可能感兴趣的

中药。

２２　中药数据库

２２１　中药名称规范化　同一个中药往往具有正

名、别名、异名、释名等多种不同名称，在不同处

方中可能出现不同名称［６］。为解决一药多名问题，

本文基于中药数据库对中药名称进行梳理整合、规

范统一，实现正名、别名、异名、释名之间的自动

转换，不断补充、完善与更新中药数据库［７］。

２２２　数据库设计　 （１）中药详情表。本文收

集 《中华本草》中收录的近万种中药，内容涉及中

药品种、栽培、药材、化学、药理、炮制、制剂、

临床应用等中医药学科各个方面［８］，在此基础上对

每种中药属性进行详细划分，设计中药详情表，包

含拼音、英文名、别名、出处、药材基源、原形

态、生态环境、栽培、性状鉴别、化学成分、药理

作用、炮制、性味、归经、功能主治、用方用量、

注意事项、各家论述等属性，利用此表可查询单个

中药详细信息。 （２）中药药性、药味、归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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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本草》对中药药性进行更为细致的规范，部

分中药性味、归经，见表１。为准确分析中药与处
方，设计中药药性表、中药药味表以及中药归经

表。中药药性包括大寒、大热、寒、凉、平、热、

寒、微温、温等，反映药物对人体阴阳盛衰、寒热

变化的作用倾向，是与所治疾病的寒热性质相对而

言的［９］。中药药味分为淡、甘、苦、平、涩、酸、

微甘、微苦、微酸、微辛、微咸、咸、辛等，重在

反映中药部分作用的性质和特点，是对众多中药功

效的进一步概括。归经主要包括肺经、肝经、胃

经、肾经、脾经、心经、膀胱经、大肠经、胆经、

三焦经、小肠经、心包经等脏腑经络。中药归经理

论是在藏象学说和经络学说的基础上，明确药物作

用定位和走向［１０］。

表１　 《中华本草》部分中药

中药 性 味 归经

黄芪　 温　 甘　　 心；肺；脾；肾

薏苡仁 微寒 甘；淡 脾；肺；肾　　
苍术　 温　 辛；苦 脾；胃；肝　　
白术　 温　 苦；甘 脾；胃　　　　
茯苓　 平　 甘；淡 心；脾；肺；肾

３　平台实现

３１　文字识别技术

３１１　概述　文字识别作为模式识别中的一个重
要领域，在日常生活中有广泛应用。ＯＣＲ技术可以
对文字进行较高精度的识别，包括生僻字在内［１１］，

是指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检查通过摄像头获取到的

包含字符的图像，通过检测暗、亮、颜色、对比

度、像素类别等指标、模式确定其特征，利用字符

识别方法将其特征与模板进行匹配，从而翻译成计

算机文字的过程［１２］。本文利用 ＯＣＲ技术识别从课
本、期刊、网页等存储介质上拍摄或截取的正体字

图像，通过字符特征数据库与中药数据库，获取图

像中关于中药的文本信息，识别精度高、速度快，

为中药学习与分析提供数据来源。文字识别实现过

程主要分为图像获取、预处理、字符对比等［１３］，见

图２。

图２　文字识别

３１２　图像获取　通过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获取

需要识别的图像，包括课本、期刊、网页等存储介

质上的正体字图像。

３１３　预处理　首先，对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

在保证不丢失图像特征的前提下减少图像占用空

间，提高处理速度。其次，图像在拍摄、存储、传

输等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噪声干扰而导致质量降低，

通过去噪处理获取高质量的图像信息。最后，利用

图像分割与边缘检测将图像中的文字拆分成单个字

符图像并取得每个字符图像特征。

３１４　字符对比　将预处理过程获取的字符图像

特征与字符特征数据库中的标准字符进行对比，找

出最相近的字符，得到通用字符。将通用字符与中

药数据库进行对比，获取关于中药的字符。

３２　中药与处方分析方法

首先，通过ＯＲＣ文字识别获取图像中关于中药

的信息，包括单个中药或处方。其次，基于 《中华

本草》构建的中药数据库分析每味中药药性，对分

析结果进行校验，确保分析结果完整准确。文字识

别结果保留图像中中药原始名称，可能存在与中药数

据库中的中药名称不一致情况，导致分析结果不完整

或不准确，例如 “生白术”在中药数据库中名称为

“白术”。在这种情况下需进行二次校验，通过正别

名替换或用户自定义添加，补充、完善分析结果，同

时完善、更新中药数据库，用户自定义添加的内容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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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至用户个人数据库。最后，以图表形式呈现中

药与处方标准分析结果，便于用户理解、分析与使

用。中药与处方分析具体流程，见图３。

图３　中药与处方分析流程

３３　平台界面实现

中药学习与分析平台基于Ａｎｄｒｏｉｄ系统开发，采

用模型视图控制器 （ＭｏｄｅｌＶｉｅ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ＭＶＣ）架

构。用户进入平台主页面后可以选择文字识别、中药

学习与分析、中药数据库、个人信息、历史记录功

能。平台界面均建立在Ａｃｔｉｖｉｔｙ之上，主界面 （Ｍａｉ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采用线性布局 （ＬｉｎｅａｒＬａｙｏｕｔ）与相对布局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ａｙｏｕｔ），添加导航栏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按钮

（Ｂｕｔｔｏｎ）等，使用 Ｉｎｔｅｎｔ启动其他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跳转至

文字识别界面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中药学习与分

析界面 （Ｓｔｕｄ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中药数据库界面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个人信息界面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Ａｃｔｉｖｉ

ｔｙ）、历史记录界面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３４　中药学习与分析平台实现

用户登录平台后进入文字识别界面，选择拍摄

图像或本地上传图像进行文字识别，识别结果为多

个中药，默认勾选全部中药，用户可根据个人需要

将不进行分析的中药去除勾选，平台仅选择勾选的中

药进行中药与处方分析。点击识别结果中的单个中

药，平台显示该中药详细信息。点击分析按钮，平台

完成中药与处方分析后以图表形式呈现分析结果。

４　结语

本文设计开发基于 Ａｎｄｒｏｉｄ的中药学习与分析
平台，有助于中医药相关领域人员学习与分析中药

及其处方。平台线上运行后，性能稳定，便捷性

高，文字识别和中药与处方分析效果良好、速度

快，提高移动学习者学习兴趣和效果，具有良好应

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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