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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基于骨架的篆字笔划分割方法 

阳 平 娄海涛。 胡正坤。 

(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 北京 100124) (北京市信息服务工程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科技学院 北京 102200)。 

摘 要 依据篆刻艺术的特点，提出一种从篆字骨架中分割出eg~,l的方法。通过图像细化方法提取篆字的骨架图；分 

析骨架图q--g~'l的交叉点和交叉区域，得到特定篆字的子笔划；在各交叉区域 内利用模板 匹配方法组合子笔划得到篆 

字笔划。通过实验证明，上述方法对分割篆字笔划具有一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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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l Character Strokes Segmentation M ethod Based on the Skele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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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d a method how to segment seal character stroke from the skeleton image aecoMing to 

the art characteristics of seaLengraving．Firstly，we got the seal character skeleton through thinning algorithm．Then we 

analysed the intersections and cross area of the skeleton image，forming  some sub-strokes．Finally，we used the template 

matching method to get the sub-strokes to be combined from the neighborhood of each intersection region，eventually 

combined the character elements into the seal character strokes．The experiment shows that the method is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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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篆书是大篆、小篆的统称。秦以前是一种规范化的官方 

文书通用字体。自唐以来，文人士大夫在书画作品中钤盖篆 

刻印章渐成风气 ，至明清篆刻艺术发展至顶峰。刻制的内容 

包括作品署名、斋号、表达艺术追求和创作感想的诗句以及鉴 

赏信息等，可以通过钤盖的篆刻印章了解书画作品的创作年 

代与艺术价值。在数字技术大量应用的背景下，对篆刻内容 

的理解，有助于缓解书画作品 自动检索中的“语义鸿沟”问题 。 

篆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演进，字体和字型都 

在不断变化 ；特别是汉唐 以来 ，篆书已经不再是官方文字，而 

逐渐成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其字型变化更加随意。这使篆 

字的识别有别于一般汉字识别，比其更加复杂。 

本文研究的篆书字体专指小篆。小篆是篆刻艺术作品中 

最常见的字体之一，也称“秦篆”，是一种具有明显结构的特殊 

模式。将结构模式识别方法应用到篆字识别中，从篆字图像 

中提取篆字的组成结构，通过组成结构推断出模式的类别。 

从结构上讲 ，篆字是由笔划按照固定的笔顺构成的，可用笔划 

作为篆字的结构基元。因此，只要能够分割出篆字中的笔划， 

就可以利用笔划及其笔划之间的关系对篆字加以描述，从而 

实现篆字的识别。 

2 笔划分割的研究现状 

目前，笔划提取的方法主要有细化法、轮廓信息法和段化 

法[ 。细化法是从汉字骨架[ ]上分割笔划，轮廓信息法是从 

轮廓中分割笔划，段化法则利用相邻行和列连通段的关系来 

提取笔划。汉字骨架保留了笔划的长度和方向等特征，同时 

又去除了冗余的信息，利用细化法从汉字骨架上提取特征点， 

如端点、交叉点等，可以分割出篆字的笔划。目前主要的相关 

研究成果有：Jia Zeng[a,42利用马尔科夫随机场提取笔划；文献 

[1，5—7]介绍了在检测交叉区域后，分析交叉区域附近的子笔 

划的连接关系；文献E8]提出了基于距离的汉字笔画抽取方 

法；文献[9]提出了基于可旋转滤波器的汉字笔划提取模型。 

3 基于骨架的笔划分割方法 

该算法结合篆刻艺术的特点，从篆字骨架图中分割出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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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 

图 l6 原印字和笔划分割的结果 

依文献EU]中所述，以人工方式提取上述 300个篆字的 

正确笔划作为比较依据，使用通用的指标来定量地衡量算法 

的效果。定义笔划分割的正确率，如式(3)所示 ： 

正确率 正恶 轰塑X 100 cs 
式(3)中，若一个篆字的每一个基本笔划都能正确分割， 

则视该篆字样本为正确分割。将 300个测试样本分成 3组， 

每组的测试样本总数和正确分割的样本数如表 1所列，得到 

平均笔划分割的正确率为 86．7 。 

表 l 算法的测试结果 

该篆字笔划分割方法的特点在于去除了冗余的笔划交叉 

点，减少了细化变形的影响；子笔划的分割和笔划的组合按照 

同一个笔划在交叉处两端笔划走势不变的原则实现，符合篆 

字的笔划书写特征和构成规律。通过表 1的统计结果，表明 

了该算法的有效性。 

结束语 篆书作为一种汉字字体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 

经历了从官方文字到中华民族独有的艺术表现形式的转变。 

千年来，其由于摆脱了官方文字的束缚，又加之不同篆刻家的 

不同艺术理解和诠释，字形结构变化复杂。利用传统的汉字 

识别技术难以实现篆字的准确识别。 

本文在子笔划(或笔划基元)和被识别汉字之间增加了笔 

划的概念，将笔划这一显然具备汉字结构特征的对象层语义 

概念引入到汉字识别过程中来，意图改善篆字的识别性能。 

针对篆字的结构特征，采用模板匹配的方法得到交叉 区域内 

正确的笔划组合，从而实现了笔划的自动分割提取 ，为篆字的 

识别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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