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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舌診是歷史悠久的中醫診斷方式，經由觀

察舌象的狀況就可以診斷病人身體狀況。然而

受限於環境和人為因素等干擾，常常會造成不

同的判斷發生。 

隨著科技的進步，許多醫療上的診斷，都

可藉由電腦而得到客觀的診斷資訊，並且提供

給醫生做出更正確的病情診斷，進而能提供更

適合的後續治療。本研究試圖利用影像處理技

術強化舌體的影像，並將其從圖中分離出來。

然後針對舌體進行特徵分析，進而判斷出舌頭

的顏色、舌苔的比例、朱點瘀點分佈的情形，

以輔助醫師進行舌診的判讀。 

 

關鍵字：電腦輔助診斷、舌診、舌體擷取、舌

象特徵、K 個最鄰近點分類 

 
Abstract 

Tongue diagnosis has had a very long histor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Doctors can 

diagnose a patient’s body by assessing the changes 

in the tongue proper and tongue coating. However, 

the diagnosis of a tongue picture was often 

affected by environmental and human factors. 

With the technical progress, many medical 

diagnoses can obtain the objective information 

from computers. The information can help doctors 

to diagnose more accurately and provide more 

suitable treatments.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utilize image processing technologies to enhance a 

tongue body and separate it from a tongue image. 

Then we analyze the features of a tongue such as 

judgement of tongue color, ratio of tongue coating, 

and distribution of petechia and ecchymosis to 

assist doctors in executing tongue diagnosis. 

Keywords: Computer Aided Diagnosis、Tongue 

Diagnosis 、 Extraction of tongue 、 Tongue 

features、K-Nearest-Neighbor 

一、緒論 

中醫診斷的主要依據是“四診”即“望、聞、

問、切”的訊息。“望”是指對病人的體態、表情、

舌體等進行觀察；“聞”是指聽病人說話的聲音及

聞氣味獲取聽覺、嗅覺的資訊；“問”是指通過與

病人交談來獲取病人的感覺資訊；“切”是指檢查

患者的脈象[3]。 

望診主要包括兩大部分，即舌診和面診。

舌診是通過觀察舌象的變化、瞭解人體生理功

能和病理變化的診察方法，是應用最廣、最有

臨床應用價值的診法之ㄧ。而過去的診斷過度

倚賴醫生的主觀判斷，不同醫生對同一張舌象

可能會有不同的判斷，這是由於每個人對顏色

的感覺不同以及醫生的經驗不同所造成的。因

此，尋找一種客觀的方法來輔助醫生進行診斷

變得十分的重要。 



 

(a)原始圖像 (b)原始圖像的直方圖

 

(c)直方圖均衡化 (d)均衡化後的直方圖

由於舌診是其中一項非常重要的診療方

法。其主要原理是經由觀察舌頭上某些部位的

顏色深淺、整體形態及唾液多寡等等資訊來推

斷病人身體的主要病症。目前，舌診依賴醫生

進行判讀，其診斷的結果可能會因人而異，因

此容易發生誤判。若能夠使用電腦系統來輔助

診斷舌象，將能針對病情提供一個更客觀的判

斷。 

有鑑於此，本研究希望能夠設計出一套舌

象輔助診斷系統，以幫助醫生進行診斷。首先

我們利用影像處理技術分離出舌體影像，藉由

強化舌體顏色、邊緣等方式，找出舌體的輪廓，

進而截取出舌體部分影像；之後分析舌體的舌

象特徵，然後判斷出此舌體的顏色狀況。因此

醫生們使用此系統便能夠針對不同舌圖進行分

析、分辨、判讀舌象的狀態，進而判斷出病人

的狀況。本研究期望此系統能提供客觀的舌診

輔助診斷，藉此提高舌象診斷的標準性與正確

性，以降低人為因素的誤判情形。 

圖一、直方圖均衡化處理結果 

 

2.2 形態學影像處理 

大多數的影像處理問題上，型態學提供了

一個強而有力的方法。以下介紹其中主要的運

算的方式[6]。 
二、研究方法簡介 

2.2.1 膨脹(Dilation) 

假設有兩個像素集合 A 和 B，使用 B 來膨

脹 A，記為 AB，定義為 。這代

表對每個點 x

AxBA
Bx





B，都使用這些座標值對 A 進行

平移，然後將全部的平移結果取聯集。膨脹的

動作就像拿結構元素(圖二(b))在原始影像(圖二

(a))上滾動後，會使影像多出一層外皮般的效果

(圖二(c))；而(圖三)為實際對影像進行膨脹，由

圖中可發現原本的圖形的表面被放大了。 

本研究將利用影像處理的技術強化影像，

根據舌體的顏色、邊緣特性取得初始輪廓，接

著利用等位函數法取得更貼近舌體的輪廓，在

截取出舌體之後，可利用顏色相似度衡量舌象

的顏色。 

2.1 直方圖均衡化 

影像明亮度部份與黑暗部分的亮度比稱為

對比度。對比度高的影像，其中景物的輪廓較

清楚，影像比較清晰；反之，對比度低的影像

輪廓不清，影像也不太清晰。而直方圖均衡化

是把灰階分佈圖中的所有灰階處都分配以同量

數量的像素，再進行變換的方法，可以自動的

把影像對比度增強(圖一)。 

 

(a)原始圖 (b)結構元素 (c)膨脹後結果 

圖二、膨脹運作過程圖 



(a)原始圖 (b)膨脹後結果 

給定 A 與結構元素 B，使用 B 來斷開 A，

計作「A。B」，定義為「A。B=(AΘB)♁B」。斷

開就事先侵蝕再膨脹，也就是說 A。B 是在 A

內所有 B 的平移結果的聯集。斷開可平滑影像，

截斷細小連接點，去除細微突出部分；(見圖六)

右紅圈部份可以看到尾巴部分被切斷的情形。 

圖三、膨脹結果圖 

 

2.2.2 侵蝕(Erosion) 

假設有兩個像素集合 A 與 B，使用 B 來侵

蝕 A，記為 AΘB，定義為：AΘB={w:BwA}。

也就是說使用 B 侵蝕 A 的結果，是由像素點

w=(x,y)構成，w 要滿足 Bw在 A 之中。進行侵蝕，

首先將 B 置於 A 之內，找到所有契合的地方，

然後標記相對應的 B 原點(0,0)所在的位置像

素。這些像素點的集合便形成侵蝕。以下圖來

說明其運作的原理(原始影像(圖四(a))、結構元

素(圖四(b))、運作後的影像(圖四(c))，就像拿結

構元素在原始影像上滾動後，會使影像撥開一

層外皮般的效果；而(圖五)為實際對影像進行侵

蝕，由圖中可發現原本的圖形的表面被縮小了。 

 
(a)原始圖 (b)結構元素 (c)侵蝕後結果 

圖四、侵蝕運作過程圖 

 

(a)原始圖 (b)膨脹後結果 

 
(a)原始圖 (b)斷開後結果 

圖六、斷開結果圖 

 

2.2.4 閉合(Close) 

相對於斷開，閉合則可視為先膨脹再侵蝕

的結果，記做「AB」，定義為「AB=(A♁B) 

ΘB」。閉合就是先膨脹再侵蝕，閉合也會平滑影

像，但是會連接細微斷裂和紋路，並去除小空

洞；(見圖七)右紅圈部份可以看到身體和眼睛部

分的小空洞已經被填滿了。 

 
(a)原始圖 (b)閉合後結果 

圖七、閉合結果圖 

 

2.2.5 頂帽轉換(Top-Hat Transform) 

頂帽轉換對於增強出現陰影時的細節很有

幫助，經過轉換之後，原始影像亮的部分還是

亮，而暗的部分還是暗。一張灰階影像 I 的頂帽

轉換定義成 I 減去其斷開。假設經過頂帽轉換之

後，得到的影像為 ht，則公式定義如下： 
 

)( BIIht   (1) 

 

2.3 等位函數法 
圖五、侵蝕結果圖 等位函數法(Level set)是由 Osher 和 Sethia

兩位學者於 1987 年所提出[7]。十餘年來，已被

證實為一種可靠的數值方法，亦被廣泛應用於

 

2.2.3 斷開(Open) 



各個領域之中，如流體力學[8]，影像科學、影

像處理[9]、電腦視覺、繪圖、醫學影像[1]、電

影特效等等[5]。它的特色在於可以任意的演化

任一曲線，簡單且精確的改變拓璞形狀，並且

根據不同的因素伸展或合併。故此，本研究將

採用 Level set 的方法來逼近舌體的真正輪廓，

截取出舌體的影像後再進行後續的舌象特徵分

析。 

0(t)x't)ψ(x(t),ψ
t

  (5) 

 

由於 F 為法向量往外移動的速度，且

(t)'x  n = F，因此，即可推導出函式 ψ 為： 

 

ψ + F | ψ| = 0 (6) 

ψ (x, t) = 0. (7) 

 等位函數法的基本概念是將目前正在演化

的曲線看作是更高一維函式的等位函數法[1]；

也就是說，我們將一開始所給定的封閉平面曲

線 γ(0)視為一個移動中的超平面曲線，在 γ(0)

往其法向量移動的過程中，求得一組速度為 F

的公式。假設此函式為 ψ，可定義如下：令 ψ(x,t) 

= 0 且 x nR ，則 

以圖八說明其運算方式，紅色的圓圈代表

欲追蹤的邊界輪廓，此為二維之輪廓線，而在

圖八(b)中加個 Z 軸，Z 軸為等位集合函數，與

原二維平面形成的三維立體座標系，這就是等

位集合法的主要論點。 

 

 

ψ (x,t = 0) = ±d (2) 

 

其中 d代表點 x到曲線 γ (t = 0)的最短距離， 

之前的正負號表示此點位於曲線的內部或是外

部，一般位於曲線內部時會以負號表示，反之

則為正號；此時，可經由下列屬性定義出初始

函式 ψ (x,t=0) : 

(a)原始邊界輪廓 (b)等位集合函數  

γ (t = 0) = (x |ψ (x,t = 0) = 0) (3) 圖八、曲線與等位集合函數和零等位集合間的

關係圖  

最後，必須產生一個可供推斷出 ψ (x,t)函式

的一個方程式；為此，先令 x(t)為初始封閉曲線

上的某一點路徑，亦即是 x(t = 0)為初始封閉曲

線 γ (t = 0)上的一點，且 n= F(x(t))（向量 xi 至

x(t)端的標準化，且 n = ( ψ /| ψ|)），而由於在演

化過程中的超平面函式 ψ 始終為零，可表示為： 

 

當 0 時所形成的輪廓，如(圖八(b))所示

的出紅色部份，稱為零等位集合。而零等位集

合恰為我們追蹤的邊界輪廓，所以我們可以對

等高集合函數做各種數值運算，最後只要將其

值設為 0，所解出的(x,y)座標即為移動後的邊界

輪廓了。  

2.4 顏色相似度衡量 ψ (x(t),t = 0) (4) 

 針對顏色的相似度衡量，利用顏色的差異

距離作衡量標準，距離最小者代表為其近似色。 並根據 Chain rule 推導得： 

1. 歐幾里德距離 



}BB{d}GG{d}RR{d iiBHiiGHiiRH   歐幾里德距離是最常用來計算差異值的方

法，藉由計算兩向量之間的差異來評估相似的

程度，計算後所得到的值越小代表兩向量差異

量越小，計算公式如下所示[10]： 

 (11) 

其中，dRH、dGH和 dBH分別為 R、G、B 的漢明

距離。 

2.5 K 個最鄰近點分類法  

以上簡介了兩種計算距離的方式，但有時

單一的 RGB 距離衡量可能會出現誤差，會出現

距離與類別一較近，但其實應為類別二的情

形，為解決此問題可利用 K 個最鄰近點分類法 

(K-Nearest-Neighbor，KNN)。此方法假設訓練

案例中的每個例子都可以當作某一個座標，當

有一個未知類別的案例”X”時，計算周圍 K 個鄰

近點的類別，然後以多數者代表此未知案例的

類別[4]。 

  
L

1i
2

E )HiKi(d   (8) 

 

其中，dE 稱為歐幾里德距離，Ki 為輸入的

特徵向量的第 i 個成分，Hi 為資料庫儲存的特

徵向量的第 i 個成分，L 則為特徵向量的維度。

而在本研究中是用此公式來評估顏色的近似程

度，以 R、G、B 顏色特徵當做衡量基準，將公

式改寫成下 

 例如圖九中藍色方形為未知物件，而裡面

共有三個類別：紅色圓形、藍色正方形和黃色

矩形。所圈起來表示己取了K=4個與測試資料最

近的點，從中可以看出，未知物件應被分類為

紅色。(因為在其最近的四個類別中，紅色佔多

數，故歸類為此類別) 

2
i

2
i

2
iE )BB()GG()RR(d   (9) 

 

2.漢明距離 

漢明距離是計算兩向量在預設的誤差範圍

內有幾個成分不一樣，因此當兩個向量越相

近，其分量之差異值落在容許的誤差範圍內的

數目就越多，所相對應的漢明距離就越小，計

算公式如下所示[10]： 

 

 

}ΔHK{#d iii
L

1iH    (10) 

圖九、KNN 分類範例圖  

其中，dH稱為漢明距離，#為計算個數的符

號，Ki為輸入的特徵向量的第 i 個成分，Hi為資

料庫儲存的特徵向量的第 i 個成分，Δi 為特徵向

量的第 i 個成分的誤差容許值，L 則為特徵向量

的維度。 

 

在本研究中採用的是 K=27(R、G、B 各分

量以及其±1 區間)，以此方式來進行距離計算，

以投票方式決定該點的近似色，藉此可以更正

確的找出近似顏色的類別。 

本研究中是用漢明距離來評估顏色的近似

程度，以 R、G、B 顏色特徵當做衡量基準，將

公式改寫如下，計算顏色間的 R、G、B 差距，

需要同時在 Δi 以內，才為近似顏色。 

三、舌象特徵分析系統 

3.1 實驗資料 

本研究採用長庚醫院的舌診影像，資料摘



要如下： 

男性 16 名，女性 2 名；15 歲以下 1 名，16~30

歲 1 名，40~60 歲 14 名，60 歲以上 2 名；患有

中風、高血壓、脂肪肝等患者。 

3.2 擷取實驗 

在取得病人的舌診影像之後，我們必須將

舌體部分切割出來，以利後續分析。首先，擷

取小區域的舌體區域，之後利用直方圖均衡化

的方式強化影像，然後利用顏色資訊踢除非舌

體的部份。除了顏色資訊外，利用形態學影像

處理方法中的頂帽轉換方式以強化邊緣，取得

嘴唇與舌體的邊緣資訊。然後結合顏色和邊緣

特性便可取得舌體的初始輪廓，再利用 LEVEL 

SET 進行運算，進一步的取得完整且精確的舌

體輪廓。整個舌體擷取流程如下圖表示： 

 

開始

調整後舌圖

增強影像對比度

踢除非舌體顏色

踢除嘴唇間暗區

強化影像邊緣

模糊化處理

梯度邊緣偵測

合併取得初始輪廓

進行Level-set

取得舌體

原始舌圖

 
圖十、舌體擷取流程圖 

 

 

3.3 顏色分析實驗 

把舌體從舌診影像中分離出來之後，我們

便可以進行舌象的分析。這些分析主要都是根

據顏色的特徵，包含舌質顏色、舌苔/舌質比例

分析和朱點或瘀點分析。 

3.3.1 舌質顏色分析 

目前針對舌質顏色定義出七種標準色表，分

別由淺紅到深紅，取各色表中的平均 R、G、B

當做其顏色標準。之後對比的顏色同時與七個

標準色進行顏色距離計算，距離最小者為其近

似色。 

3.3.2 舌質/舌苔分析 

舌質/舌苔分析可分成兩類，一個是以既有舌

質顏色做標準色，計算與七個舌質類別的距

離，若大於某個距離就判斷為舌苔。另一個則

是由使用者點選舌體主要的舌質顏色，然後一

樣計算其距離，亦可計算出舌質/舌苔的比例。 

3.3.3 朱點/瘀點分析 

朱點、瘀點會因為不同的舌象而有所變化，

故此分析由使用者點選影像中較明顯的點的位

置，已取得參考的顏色，然後將一定距離內的

都判斷為朱點或瘀點，最後計算朱點或瘀點(白

色點的面積)與整體的比例，藉此以數值化的方

式計算舌象的朱點或瘀點表現。 

四、實驗結果 

為了評估舌體擷取的成效，我們首先在 4.1

節中介紹六項評估指標。而 4.2 節中將呈現不同

舌影像的分割結果以及與手動切割做比較。最

後在 4.3 節中則會呈現舌象特徵的實驗結果。 

4.1 評估指標定義 

1. OR(Overlap Region)是一個計算切割出輪廓

面積與手動圈選面積間重疊性關係的指標，計

算方式如下： 

 

R)R)/area(Sarea(SOR   (12) 

 

其中 S 為自動切割的面積，R 為手動所圈選的面

積，所得到的 OR 值越接近 1，則代表兩個輪廓

的面積越接近，當 OR 值低於 0.4 時，則表示切



割出的結果較差。 6. EF(Extra Fraction )則代表在區域 AREAM

中，AREAw 區域所包含的錯誤區域像素比例，

計算如下： 

2. PR(Precision Ratio)與 MR(Match Rate)是針

對自動化切割的結果與手動所圈選的結果做比

對，PR 計算方式如下：  

 

AREA

AREAAREAEF
M

WM 
  (16) 

%100
N

NPR
m

diff   (12) 
 

當 SI 與 OF 的值越接近 1，且 EF 越接近 0，

則表示切割出的輪廓越符合手動圈選的輪廓。 

 

其中 Ndiff 代表手動所圈選與自動化切割結果兩

者非共同範圍的像素數，而 Nm代表手動圈選範

圍中的像素數，PR 值越低，代表切割出的結果

越近似手動圈選。 

4.2 舌體擷取 

舌體擷取為舌象研究的根本，在做好舌體

切割後才能做進一步的分析研究，而本研究所

擷取的舌體將會與手繪舌體輪廓相互進行比

較。比較的方式將採用上一節中所介紹的六項

指標，藉此觀看自動擷取出的舌體與手繪的舌

體輪廓是否一致(見表一)。 

3. MR(Match Rate)計算方式如下： 

%100)
AREA

AREAAREA
1(MR

M

WM




  (13) 

 接下來我們以圖片來說明本方法的分割結

果。圖十一中顯示三個人不同伸舌的方式，而

本研究分割後的結果如圖十二所示。圖十三則

是將自動切割與手動圈選的輪廓進行疊合，可

看出本研究的方法能大致擷取出舌體。 

其中 AREAM 是指手動圈選的舌體面積，

AREAW 是指自動切割的面積。MR 的值越高表

示所切割出的面積與手動所圈選的大小越吻

合。 

而自動切割與手動圈選之間的關係，則以

SI、OF、EF 來評估。 

 

4. SI(Similarity Index)表示 AREAM 區域與

AREAW 區域的相似指數，計算方式如下： 

 

AREAAREA

)AREAAREA(2
SI

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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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5. OF(Overlap Fraction)指在 AREAM 區域

中，AREAW區域所包含的正確區域像素比例，

計算公式如下： 

(a)正常伸舌 (b)伸舌歪斜 (c)伸舌過短 

圖十一、不同伸舌方式 

 

AREA

AREAAREAOF
M

WM  (15) 



表二、不同病患的舌體擷取比對結果 

 

 

(a)正常伸舌 (b)伸舌歪斜 (c)伸舌過短 

圖十二、不同伸舌切割結果 

  

由表二中可發現有些舌體經由自動擷取出

來的面積較小，而主要降低其舌體擷取面積的

原因有二：一個是暗區的問題，本研究會將影

像中暗區的部分剔除，而手動描繪的方式只是

約略將暗區排除。另一個影響的因素為嘴唇的

影響，為了能擷取出舌體，利用半自動化方式

針對影像邊緣做處理，會照成一小部分的舌體

被排除掉，這是為了確保要儘可能擷取出舌體

所會造成的損失。  

4.3 顏色特徵衡量 (a)正常伸舌 (b)伸舌歪斜 (c)伸舌過短 

圖十三、舌體自動擷取與手繪輪廓比較 顏色特徵的衡量分成：舌質顏色、舌質/舌

苔比例、朱點/瘀點等。舌質顏色由於有既定的

標準，將請醫生判讀後再與本研究相互比較；

而另外兩項較難與人為判讀進行量化比較，因

此我們將會以描述參數調整以及其結果呈現其

實驗效果。 

 

表一、不同伸舌方式的舌體擷取比對結果 

 
4.3.1 舌質顏色衡量  

除了不同伸舌方式的實驗外，針對不同病

患的各種舌象狀況，也進行了一系列切割實

驗，並且利用 4.1 節所提到的六項指標做評估。

評估結果如表二所示。 

根據標準色表，舌質顏色由淺至深以及其

代號，分別為 1-light(淡白)、2-pale(淡)、3-pink(淡

紅 ) 、 4-new-red( 鮮紅 ) 、 5-crimson( 絳紅 ) 、

6-dark-red(暗紅)、7-blue-purple(藍紫)。(多個代

號表示有多種顏色，以/區隔)。實驗結果如表三

所示： 

 

 

  

  

  



表三、舌質顏色比較結果 

 

 

在實驗過程中，發現程式判讀大致上都能

與醫生判讀的一致；但是，影像中若出現反光

或是舌苔的出現，將會影響判讀的結果。所以

在點選參考點時必須要加以考量的，盡可能的

以純舌質當作參考點。 

4.3.2 舌質/舌苔顏色衡量 

由於舌苔目前並沒有既定標準，本研究設

計一介面讓醫生點選幾個參考點當做衡量的標

準，判斷出舌質與舌苔的比重。參考點的選擇，

以主要的舌色表現先點選，要盡可能的多點選

不同的顏色，點選越多點所得到的結果也將會

更好。例如在同樣的距離限制下，點選五個(見

圖十四(b))和點選十個(見圖十四(c))的結果相

比，點選十個點的優於點選五個點的結果[12]。 

 

   
(a)原圖 (b)5 參考點 (c)10 參考點 

   
(a)原圖 (b)D<20 (c)D<30 

圖十五、利用距離進行舌質/舌苔分析結果 

 

雖然現在沒有標準的參數點個數、距離標

準，但可以藉由本系統介面，針對特定案例，

點選固定的參考點，以及選擇相同的距離標

準，藉此衡量病患之舌象轉變，亦可藉由電腦

將其舌質與舌苔比例給計算出來，以提供醫生

輔助診斷的資訊。 

4.3.3 朱點/瘀點的實驗衡量 

本研究設計一介面讓醫生操作，首先點選

幾個參考點當做衡量的標準，然後進行顏色相

似度的分析，以判斷是否為朱點或瘀點的情形。 

參考點個數的選擇，以顏色明顯的朱點/瘀

點表現先點選，要盡可能的多點選落差的顏

色，基本上點選越多所得到的結果也將會越精

確。 

實際測試舌圖並與醫生討論後，目前採用

標準有兩個；漢明距離 1 以內和歐幾里德距離 3

以內，黃色的點代表該像素為朱點或瘀點的情

形；由結果來看，與所點的參考點相似的顏色

都能夠有效的判讀出來。 

 

  

(a)20 個參考點 (b)找出近似的點 

 
(c)統計結果 

圖十四、利用參考點進行舌質/舌苔分析結果 

 

另外限制距離也會影響其結果，選擇較小

距離(見圖十五(b))與選擇較大距離(見圖十五(c))

相比，距離過小將造成舌苔無法有效的找出，

距離過大則會導致舌質無法找出。 

 

圖十六、利用距離進行朱點/瘀點分析結果 



五、結論 

目前舌診容易受到環境和人為因素等干

擾，而造成不同的判斷發生；因此，我們設計

出一套舌象輔助診斷系統，以幫助醫生進行診

斷。首先我們觀察舌體的特徵(顏色、邊緣)，並

利用影像處理技術強化舌體後找出一近似舌體

的初始輪廓，再利用 level-set 能夠找尋最佳邊緣

的特性，擷取出舌體的影像。另外與中醫師討

論後，針對臨床上較顯著，並且需要電腦輔助

的舌象特徵(舌質顏色、舌質與舌苔的比例、朱

點瘀點等)，利用常見的距離計算方式，計算出

顏色的相似程度，藉此判斷出舌象的特徵。 

經由實驗結果可知，如果針對不同的伸舌

方式，則 OR 最大值為 0.936、最低值為 0.745、

平均為 0.878，非共同像素 PR 值則為 12%。如

果針對不同人進行實驗，則 OR 最大值為

0.919、最低值為 0.857、平均為 0.892，非共同

像素 PR 值則為 10%，因此本研究可以有效的找

到舌體的輪廓。此外本研究也能夠分析相關的

顏色特徵(舌質顏色、舌質/舌苔顏色、朱點/瘀點

分析)，利用電腦數值化的能力進行更精確的舌

象特徵的判讀。 

在未來研究方面，可持續的進行其他舌象

特徵的研究，希望藉由影像處理的技術以及電

腦本身的能力，提供給醫生更多的輔助資訊，

藉由電腦的分析、計算、儲存能力，讓中醫舌

診診斷更加的完善，也藉此提供更佳的醫療診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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