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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數位圖書館內包含各式各樣的資料，如
書報、文獻以及古今中外的各種畫作。為
了建立一座完整的數位圖書館，對於古今
中外大量的書畫，本計畫研究以更有效的
方式，將書畫用數位相機拍攝成影像，以
電腦作自動化接合，再將畫中的文字與圖
畫部份加以擷取、分析與儲存，最後再以
人性化介面展示。

關鍵詞：數位圖書館、書畫接合、內容擷
取、書籍數位化。

Abstract

A digital library contains many types of 
data, such as books, newspapers, documents, 
and drawings. To establish a complete 
digital library, it was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effective methods conduct the following 
works: (1) taking digital images of 
documents and drawings with digital 
cameras, (2) merging image pieces taken 
separately, (3) extracting, analyzing, and 

saving texts, pictures, and drawings in 
documents, and finally (4) displaying them 
with convenient interfacing.

Keyword: digital library, image registration, 
image content extraction, book digitization.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圖書館或博物館中存在的畫作一般多
是比較大型的，而現在市面上所有的影像
掃描器皆為小型且平面式的，不能掃描大
型畫作，甚至連一般書籍的掃描亦會有問
題，因為我們不能把書籍一頁一頁撕下來
掃描。因此設計一大型掃描系統，是有其
必要的。但大型掃描系統會遭遇一些小型
掃描器所遇不到的問題，在此第三年計劃
中我們對三年中所做的接合問題作一整合
性的處理。

在掃描大型書畫時，我們將大型書畫
分成好幾段掃描，然後做接合的動作。因
為大張影像分多次掃瞄時，位置不同，各
影像所得的光線亮暗會有些不同，亦即有
打光偏差，接合時必須加以處理。

我們將掃描系統與各種接合技術作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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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以達到一個完整的掃描與接合系統，包
括之前所提的所有接合問題，如多影像位
置差異、色差、光差、透視差異、打光偏
差等問題，都在一個系統中完成，具有相
當方便的使用性，可供圖書館以及博物館
使用。

在影像內容的擷取方面，除了作掃描
書籍外，亦能剪輯掃描的影像，作圖文分
離，以利創作新的書畫。我們將文字從彩
色的背景中分離出來，分出文字與背景區
塊，並提出一方法，將文字抽出後背景被
破壞的現象作一些修補的工作，讓背景看
起來比較自然一些。

我們亦將所分出的文字及圖畫作更細
步的分類，便於作書畫搜尋及提高書畫編
碼壓縮的效率。我們找出重複的區塊，不
重複儲存這些重複區塊，以節省儲存空間。

三、結果與討論

1.書畫影像的接合: 有關處理接合之後
的打光偏差，我們利用一均勻表面的物
件，如一張大於所要掃描影像的白紙，來
完成打光偏差的調整工作。一張影像的亮
度是由當時的光源亮度、物體的反射能力
和照相機的特性所組成。我們的方法是將
白紙放在影像要掃描的環境下，表示白紙
與要掃描的影像是處於相同的條件下，用
我們所設計的大型掃描器去取白紙的影
像，儘量讓所取的影像位置和真要掃描的
影像位置一致，再藉由這張白紙的影像計
算出所要的亮度調整參數，經由公式的推
導，可以在不需知道光源亮度和相機的特
性之下，調整之後照進來的書畫影像的顏
色。一些代表性的實驗結果如圖一(a)至(c)
所示。

（a）

（b）

(c)

圖一：書畫影像接合中打光偏差的調整。(a)

與(b)式輸入，(c)是調整結果。

2.書畫影像內容的剪輯: 對於所分割
出來的區塊，可用各種不同的特徵去找出
一樣重複的區塊，在此研究中我們所用的
特徵有區塊的大小、區塊的內容、連續的
特性和幾何空間上的位置等四個特徵。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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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這些特徵，可分出大小、位置與內容相
同且連續出現的區塊、大小、內容與位置
相同但不連續出現的區塊等等的不同特性
的區塊。以此一來我們可找到許多重複的
區塊而不需要重複的去儲存它們，藉此可
以節省許多的空間。一些實驗結果如圖
二，該圖顯示所提方法分出的各種重複圖
樣。

圖二：本研究所切割出的各種重複圖樣。

3.書畫影像內容的剪輯: 在圖文分離
方面，我們在掃描的影像上使用方塊大小
與點的顏色等特徵，來判斷文字方塊的位
置，另將掃描的原始影像轉到 YIQ 的顏色
模組，再使用擴張(dilation)的方法將文字
方塊從背景中去除。文字抽出後背景會有
被破壞的現象，因此我們接著使用文字方
塊附近的點與文字方塊的資訊，將背景被
破壞的部分修補回來，以此得到沒有文字
的背景。最後我們要將文字獨立出來，對

此，我們利用原始的掃描影像與沒有文字
的背景圖，將兩張影像轉成灰階，再點對
點去做相減的動作，得到只有文字的影
像。圖三顯示一實驗結果。

(a)原圖

（b）去除文字後的圖

(c) 擷取到的文字

圖三：圖文的分離的實驗結果。(a) 是輸入，(b)

與(c)是結果。

4.剪輯軟體的介面程式: 在此部份的
工作是將書畫影像內容剪輯的技術整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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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軟體中，提供一人性化的視窗介面，
方便使用者去使用這套影像內容剪輯軟
體。圖四為此一介面之一展示例子。

圖四：所發展視窗介面之一展示例子。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研究與原預定計畫相符，成果
達到了預期的目標，成果的一部份並撰寫
成一篇論文『利用書頁掃描及影像分析技
巧作電子書自動建構之研究』，刊登於
2001 年全國計算機會議論文集上，獲得電
腦學會最佳論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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