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面诊信息计算机识别技术研究现状分析 

摘要: 随着信息技术在患者疾病诊治应用方面的逐步深入，一些基于中医诊

治需求的科学技术逐渐得以开发和应用，极大地提升了患者诊治的效率和效果。

中医面诊信息计算机识别技术就是其中的代表性类型。虽然识别技术的应用尚处

于开发和完善阶段，但其积极功能却已凸显。文章在对中医面诊信息计算机识别

技术原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该技术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现状进行介绍，以此确

定接下来技术开发与应用的方向，以实现中医面诊工作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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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面诊作为中医望闻问切疗法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医特色珍法。医师通过

观察人面部变化情况可以获知人体的气血盛衰情况和五脏六腑的虚实变化，以此

作为疾病诊断和治疗的依据。长期以来，中医面诊主要借助医师个人的诊疗经验

来进行，虽然诊治的效果比较好，但并不能够完全保证诊治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

性，并且这种诊疗方式缺乏客观的标准和方法，难以大范围推动应用。基于近年

来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在中医学临床研究与实践中应用所取得的积极效果，以

及计算机辅助诊疗技术应用效果的凸显，开发与中医面诊相关的计算机技术逐渐

成为一项现实性的内容。本文拟对中医面诊信息计算机识别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情

况进行梳理，以丰富技术在中医面诊方面的应用。 

1.中医面诊信息计算机识别技术开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分析  

中医面诊信息计算机识别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是基于面诊信息搜集的现实可

能和必要性而言的。 

从现实性来说，《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中指出“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

其血其皆上于面而走空窍”，意思是人体的内脏功能和气血状况都会在面部有相

应的表现，因此，可以通过对人面部各种状况的观察来了解其人体的健康情况和

病情变化状况，而这也说明可以通过计算机识别技术来对人的面部信息进行识别

搜集，以此作为诊疗的依据。近年来关于中医面诊中运用计算机识别技术进行信

息识别的正确性、科学性研究的成果也表明该技术可以运用到实际的面诊中。例

如许家佗等人借助数字图像分析技术和《健康状态评估简表》对 207名大学生的

健康状态进行了评估，并提取其中的六个部位进行面色特征分析后发现面部面色



的分析比整体面色的分析更具有诊断价值，这一结果也表明识别技术可以提升面

诊的准确性。 

从必要性方面来说，虽然中医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面诊方法和经验，但

这些内容缺乏客观性的诊断方法和标准，过多地依赖个人的经验和感性认识，缺

乏科学的依据，不能够满足医疗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有必要通过新的技术手段

的应用来替代传统的面诊方法和标准，来推动中医面诊工作的有效开展。 

正是基于上述现实性、可行性和必要性的考虑，对中医面诊信息计算机识别

技术进行开发与应用被提升到了更高的层面。 

2.中医面诊信息计算机识别技术开发的原理分析 

中医面诊信息计算机识别技术是计算机技术在中医面诊信息搜集方面的应

用，更多地要依赖技术原理的应用。就当前的发展来说，该识别技术所涉及的原

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2.1 图像采集 

中医面诊信息计算机识别技术是通过计算机技术对人的面部信息进行识别、

采集的一种技术类型，该技术主要是基于人的脸部信息的可采集性，即人的脸部

图像信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准确采集并真实地记录到计算机内。目前计算机图像

采集技术的成熟为中医面诊图像的采集提供了必要的支撑，使得图像采集的质量

和效果能够基本满足诊疗的需要。 

2.2 人脸分割 

对于中医面诊来说，采集到人的面部图像仅仅是第一步，需要采取相应的计

算机技术来对人脸进行分割，通过分割部分的观察来发现面部所反映的人体内部

的脉络和气血情况。 

2.3 区域定位 

中医面诊的主要医理是人体面部的不同部位对应着不同的脏腑器官，一旦这

些器官出现问题，人体的面部情况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当然，这种变化并不完

全体现在整个面部，而是某些区域。因此，在诊断过程中需要在人脸分割的基础

上对那些存在问题的面部区域进行定位，以确定相应的出现问题的脏腑器官。 

2.4 面部特征信息提取 

计算机识别技术在面诊信息识别与搜集方面的应用主要是根据计算机技术



对不同颜色信息的识别和区分来体现的，即计算机技术可以实现以合适的颜色空

间来对人体面部的颜色、光泽、眼神、口唇颜色等基本信息进行提取，以此来放

大人体面部的信息，提升疾病诊疗的可靠性。 

通过上述对中医面诊信息计算机识别技术开发的原理与流程的分析可以看

出，该技术是基于人体面部特征与内脏器官之间对应关系以及计算机技术对面部

不同特征进行识别相结合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是一种客观、科学的面诊技术手段。 

3.中医面诊信息计算机识别技术的研究现状  

基于中医面诊信息计算机识别技术的理论分析可以看出，该技术在面诊信息

识别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提升面诊的效率和效果。而正是基于现实的需要，

越来越多的临床理论与实践研究者在平时的面诊过程中侧重于从计算机识别技

术层面来开发和优化面诊方式。就目前来说，研究的侧重点和结论集中表现在以

下几方面。 

3.1 相关设备的研发 

设备是发挥计算机识别技术在中医面诊信息搜集方面作用发挥的基础性条

件，如果没有设备的支撑，识别技术只能是一种设计方案或思路。近年来，一些

临床研究者和实践者从不同层面出发研发了一些设备，推动计算机识别技术在中

医面诊中的应用。 

刘明佳基于颜色形成的相关原理，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出发研发出了一套人体

的面色信息采集设备，该设备主要借助工业级数码摄像机和欧司朗直管光源等设

备与技术来对人脸图像进行初步的研究，将摄像机的高成像功能和接近日光照射

效果的光源技术进行有效的融合，从而为面诊信息的准确性和全面性提供了设备

方面的支撑。 

郑冬梅基于相关标准和要求的基础上设计制造了由氙灯光源和积分球组成

的中医色诊标准光源的环境，并通过一系列的模拟实验对该设备进行验证，最终

得出标准光源环境条件下所采集的人脸面部信息可以满足面诊的基本信息需求。 

邸单基于中医中舌诊的相关经验和方法，将光源领域的新技术运用其中，设

计出了以发光二极管光源中医面色图像采集平台，并将采集的信息与中医专家的

面诊结果进行对比，最终结果表明该平台所采集的信息与专家面诊的结果一致。 

李福凤等人在面色信息自动识别研究的基础上，开发了中医面诊检测仪，并



以此采集了一些慢性肾衰患者的面部图像，对其中症候面诊特征信息与肾功能的

变化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慢性肾衰各证型的尿素氮、血肌酐、尿酸、肾小

球滤过率等多项肾功能指标与面色参数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 

通过以上关于中医面诊信息计算机识别技术研究中关于相关设备开发的研

究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在中医面诊信息计算机识别技术相关设备的开

发方面所遵循的是基于传统面诊经验基础上的技术方式改良与创新，即将技术应

用作为专家面诊中的一项技术补充，目的在于确保面诊信息的准确性。 

3.2 识别算法的研究 

识别算法的研究是目前中医面诊信息计算机识别技术研究中的重点内容，也

是该技术得以有效实现的关键性技术点。通过查阅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在识

别算法方面的研究内容和成果相对比较丰富，并且一些好的算法已经在面诊中的

面部检测与定位等方面得以应用。 

朴鑫对基于人体皮肤颜色特征的基础上产生的椭圆类分析算法在皮肤区域

内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该算法所得的结果用中值滤波去除噪音点后，可以根据

所统计出的最长行和最长列的肤色像素的最大值来确定一个矩形区域，该区域就

是面色出现问题的范围。 

毛红朝对高斯肤色统计模型中的人脸检测算法和基于 Adaboost 分类器的人

脸检测方法结合在人脸区域定位方面的应用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这两种方

法的结合可以保证最终人脸检测的高精准率。 

汪晶晶对基于支持向量机的分类算法应用到中医颧色的自动分类中的情况

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该算法对颧色的识别准确率达到 82.35%，该分类算法是

一种有效的算法。 

吴暾华根据相关原理设计了一种在复杂环境下对多姿态人脸进行检测的算

法，有效地解决了由于正面、平面旋转或者是侧转对人脸检测方面的影响，提升

了人脸图像识别的精准度。 

李晓强等人基于实践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支持向量机的唇色自动分类

方法，并按照特征的差异对唇色进行分类，最终发现均值特征是判断唇色的重要

特征之一。 

尹方平对复杂环境下不同角度姿势情况下彩色人眼的检测算法进行了研究，



并提出了比较好的分析算法，优化解决了光照条件不均匀和人脸伸缩旋转条件下

对眼睛定位的干扰问题，从而提升了中医面诊结果的准确性。 

通过上述对目前关于中医面诊信息计算机识别技术开发与应用过程中相关

算法的研究情况分析可以看出，一些诊疗专家根据自身的工作经验和诊疗需要对

计算机识别技术及其中的一些关键算法的研究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直接推动了

计算机识别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3.3 识别结果的处理 

计算机识别技术在中医面诊信息提取中的应用并不是简单地局限在识别方

面，其所需要解决的除了面诊信息的识别以外，还要对一些信息进行科学的分析

和判断，为面诊提供相应的辅助。 

马丽霞根据面色提取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即将所有颜色空间都投影到一个

标准的空间内，然后对多项式回归、BP 神经网络和支持向量回归三个颜色校正

算法后确定了面色评价的准则，并在该准则的辅助下确定了适合面部图像的最优

校正算法，从而为面诊信息的完整准确利用提供了指导。 

虽然目前在此方面的研究比较少，但该研究是实现计算机识别技术与中医面

诊信息有效对接的关键，是该项技术由发展到成熟的关键所在。 

结语    

通过对中医面诊信息计算机识别技术研究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识别技术研

究是实现中医面诊信息计算机识别技术得以广泛应用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当前

研究中的热点内容。虽然不同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该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进行了

研究，并得出了丰富的成果，但研究仅是在局部性的方法应用，并没有真正实现

中医面诊信息计算机识别技术的大范围推广。因此，需要在接下来的研究与实践

中加以深入推广，以促进识别技术在中医面诊信息搜集中的有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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