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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代医疗诊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病人体外标本

的临床实验室测试" 从取得标本到标本送达实验室!
检验前阶段是整个检验质量控制中一个容易被忽视却

非常重要的环节’"( " 随着临床检验申请电子化的实

施! 一些医院的 ‘)+$‘:62.:-2.Z),B2.G:-12,+Z0-3G!实

验室信息系统%与 8)+$820C1-:H),B2.G:-12,+Z0-3G!医

院信息系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互联和集成!采集后的

各环节可以借助于扫描标本条形码来识别和处理标

本!提高了工作效率" 但在一般模式下!由于缺少有效

的标本采集信息提示!工作质量因人差异较大!人员需

要记忆相关知识并有足够的经验才能操作!整个过程

除了繁琐的核对之外缺少更有效的质量保证措施!其

结果是难以避免处理延误&标本遗漏或混淆等情况"
‘)+应用软件实现合适的用户界面和处理将有助于改

善和避免这些问题"
本文的可视化的标本采集提示!是根据人对彩色

图像更具敏感性的特点!以较为直观的彩色图文形式

显示有关信息!来改善‘)+标本采集管理子系统用户界

面!指导工作人员在标本采集环节的操作" 它主要应

用了数据库图像存取&容器图像颜色调整和 *3HCM1图
像处理等方法和技术"

7!基于8+e空间的图像颜色调整
本文所说的容器颜色是指标本容器上用于相互区

别的标记颜色!它附着于容器部件!如试管帽" 目前许

多医院的大部分标本采用具有不同颜色管帽的试管盛

装!易于人眼区别!而管体部分通常为灰色调" 在 8+e
颜色空间!如果把容器图像像素颜色的 8值调整到指

定值时!则可以得到想要颜色的图像!图像纹理却不会

受损" 也就是说!不同颜色的容器图像可以由其它颜

色容器经过色调替换处理后获得" 因为通常方式下获

取的图像是P]F颜色空间图像!所以在改变颜色前需

要将源图像转换到8+e颜色空间"
7("P]F与8+e颜色空间’7(

P]F颜色空间值 W!可由红$P%&绿$]%&蓝$F%三

个颜色分量相加混合而获得)
U#*’"( M@’V( M5’C( $3%
8+e颜色空间将每种颜色表示为色调$8/3%&饱和度

$+:-/.:-12,%和亮度$e:H/3%三个分量" 当eN#!8和+无

定义!代表黑色#当+N#!eN"!8无定义!代表白色"
7(7 P]F与8+e颜色空间转换’7(

P]F到8+e颜色空间的转换公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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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到P]F颜色空间的转换公式为)

?!设计与实现

可视化的标本采集提示内容包括标本种类&标本

名称&处理和运送方式等!不同标本种类显示为不同外

形和颜色的容器图像" 为了减少维护图像数目和信息

传输量!以及方便增加或调整!只存储了部分不同形状

的容器图像作为素材!而所有容器图像都由软件自动

处理素材图像后获得" 素材图像在存入数据库之前需

要经过裁剪和调整背景&颜色" 可视化标本采集提示

的实现方法如图"所示!包括素材图像存储&素材像获

取&容器属性设置&图像颜色调节和界面显示等处理"
本文的设计与实现采用了*3HCM1%(#开发工具!数据库

管理系统为 \14.202B-+b‘+3.̂3.7###" 为达到满意的

效果!程序中以直接描绘 IA:,̂:0对象的方式显示图

像和文字"

6"!uEPJhno%<%u

?("容器属性设置

在数据库中建立容器属性表!用来保存不同类型

标本容器名称&盛装标本的说明和采集量&容器标记颜

色等信息!其形式如表"所示$未列出全部字段%" 容

器与标本&素材图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容器可用于一

种或多种标本!一幅素材图像可生成一种或多种容器

的实物图像" 表中的颜色值由P]F$%函数组合了三个

颜色分量后获得"
{"!zw}d{

名称 颜色值 说明 颜色转换 容器图名

紫管 $$?$%?D ((( 是 I/63

黄管 D@@?@ ((( 是 I/63

尿杯 # ((( 否 A/C"

棉管 # ((( 否 +-14>"

((( ((( ((( ((( (((

!!软件用户界面如图7所示" 为方便用系统管理员

设置!提供颜色选择板和颜色采集器的形式设置颜色

属性"

 

67!zw}dI’9:

颜色选择板提供了一些常用的颜色选项" 当用户

需要选取其它颜色!可点击滴管图标进行全屏颜色采

样!其原理是利用51,;2=0EL)像素获取函数 ]3-L1h3H
$%在鼠标位置采集屏幕像素颜色值"

?(7 素材图像存取

通过数码相机获取的各种不同外形容器源图像!
经裁剪和画面调节后作为素材存入数据库" 素材图像

的存取涉及数据库操作!其方法如图?所示"
$"%素材图像存储)通过 I)G:O3或 IaLR])G:O3对

象从文件读入图像数据!然后利用 IE*Ub/3.Z对象将

I)G:O3中的图像作为素材存入 ‘)+数据库表的 1G:O3
类型$6H26类型%字段" 关键代码表示如下)
L.243;/.3+:̂3A2,-:1,3.L14$E,:G3) 0-.1,O# EL14W1H3)
0-.1,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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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sqd

e:.
!1GO)I)G:O3#_CO)IaLR])G:O3#jL14)IE*Ub/3.Z#
!(((
63O1,
!(((

)BXaLR]文件[-M3,63O1,QQaLR]格式文件

!!_CO(‘2:;W.2GW1H3$EL14W1H3%#QQ从文件读入

!!1GO(C14-/.3(61-G:C(:001O,$_CO%#QQ转 为

6GC格式

3,;3H03QQF\L格式文件

)GO(L14-/.3(‘2:;W.2GW1H3$EL14W1H3%#QQ从 文 件 读

入图像

!=1-MjL14;2
!63O1,

QQ使用E*U查询操作数据库表记录

+b‘(E;;$V+3H34-L14<:G3!L14V%#
+b‘(E;;$VW.2GA2,-:1,3.L14-/.30V%#
+b‘(E;;$V5M3.3(((V%#QQ查询条件

UC3,#
(((
W13H;FZ<:G3$VL14V%(E001O,$1GO(L14-/.3(].:CMT

14%#QQ图像数据存入字段

W13H;FZ<:G3$VL14<:G3V%(E0+-.1,O) NL14<:G3#QQ
图像名称

L20-#QQ保存

!3,;#
!(((

3,;#
$7%素材图像获取)使用 IE*Ub/3.Z类型对象从

数据库读取图像表的记录#通过 A.3:-3FH26+-.3:G函

数创建I+-.3:G对象!并从 IE*Ub/3.Z对象记录中提

取图像数据#使用 ‘2:;W.2G+-.3:G函数将 I+-.3:G对

象中的图像数据导入I)G:O3对象!经过图像尺寸调整

后放入一个带I)G:O3成员的自定义记录数组对象!供

界面显示时使用!这样可避免频繁访问数据库" 关键

代码表示如下)
C.243;/.3H2:;A2,-:1,3.L14#
:̂.
j.Z)IE*Ub/3.Z#
1GO)I)G:O3#_CO)IaLR])G:O3#L14<:G3)0-.1,O#
0-G) I+-.3:G#

63O1,
(((

=1-Mj.Z;2
63O1,
(((#
QQ从数据库获取所有素材图像及相关说明

+jH(E;;$V03H34-# B.2GA2,-:1,3.L14-/.30V%#
UC3,#
=M1H3$,2-32B% ;263O1,
(((
L14<:G3)NW13H;FZ<:G3$VL14<:G3V%
(:0+-.1,O#QQ图像名称

0-G )NA.3:-3FH26+-.3:G$W13H;FZ<:G3$
VL14V%!6GP3:;%#QQ将图像存放到0-G
1GO(L14-/.3(F1-G:C(‘2:;W.2G+-.3:G$
0-G%#QQ图像导入1GO
)G:O3P301l3$1GO(C14-/.3(61-G:C!1GO!
!!!!AU<+IdAU<IE)<RP51;-M!
!!!!AU<+IdAU<IE)<RP831OM-%# QQ调整尺寸

0-G(B.33#QQ释放0-G
X将1GO中名为L14<:G3的图像放入数组对象[
,3h-#QQ下一条记录

!3,;#
3,;#
?(? 标本容器图像颜色调节

用户界面需要显示容器时!先保存图像的数组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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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提取名称匹配的素材图像!然后根据预先设置调节

颜色" 容器图像的颜色调节处理过程如图’所示)首

先获取目标颜色的色调8#再逐个提取源图中像素$.!
O!6%!转换到8+e空间像素$M!0! %̂!判断其色调是否

为彩色!如果色调M[#!则令 MN8!然后将像素$M!0!
%̂转换到P]F空间像素$.V!OV!6V%!完成所有像素色调

检查和变换后显示容器图像"

6’!zw6(P)8j-

颜色空间的转换函数依据算式$7% n$D%实现!其

代码这里不作说明" 容器图像颜色调节代码如下)
C.243;/.3AM:,O3I/63A2H2.$6GC) IF1-G:C# 4H)

I42H2.%#
QQ6GC为素材图像!4H为目标颜色P]F值

:̂.

C)CFZ-3E..:Z#QQ字节数组

1!_!>)1,-3O3.#
-8!-+!-e);2/6H3#QQ目标颜色的8+e空间值

M!0! )̂;2/6H3#QQ像素8+e空间值

63O1,

1B6GC(RGC-Z-M3,Rh1-#QQ无像素!不需处理

P]F-28+e$]3-Pe:H/3$4H%!]3-]e:H/3$4H%!
O3-Fe:H/3$4H%! -8!-+!-e%# QQ指 定 颜 色 转 换 到

8+e空间

6GC(L1h3HW2.G:-) NCB7’61-#QQ图像格式为 7’位

彩色

QQ处理图像所有像素点

B2.1)N#-26GC(831OM-9";263O1,
!C)N6GC(+4:,‘1,3’1(#QQ获取一行像素P]F颜

色数据

!B2._)N#-26GC(51;-M9";263O1,
!!>)N_#?#QQ一个像素颜色由?个字节表示!

像素间相对位置差为?
!!P]F-28+e$C’>Y7(!C’>Y"(!C’>(!M!0!

%̂#
!!QQ若像 素 为 非 灰 色!即 M[#!色 调 改 为 预

设值

!!!1BM[#-M3,
!!!!8+e-2P]F$-8!0! !̂C’>Y7(!C’>Y"(!C

’>(%#
3,;#

! 3,;#
3,;#
?(’ 界面显示

用户界面采用了 I*.:=O.1;和 I)G:O3可视控件!
通过直接描绘其A:,̂:0属性对象显示图文信息!即用

I3h-U/-方法显示文字!用 ;.:=方法绘图" 图像内容

输出显示前!调用自定义处理过程 )G:O3P301l3!将源

图像的尺寸调整为控件显示区域的 大 小!然 后 调 用

*.:=方法输出显示"
图像尺寸调节只改变图像尺寸!而不改变比例!并

使之能合适地显示在指定大小的矩形空间!相关代码

如下)
C.243;/.3)G:O3P301l3$06GC)I61-G:C.源位图0#1GO)
I)G:O3.目标位图存放对象0#=!M)1,-3O3.%#
:̂.
!P)IP34-#
63O1,
!P(‘3B-)N##P(I2C)N##QQ从图布左上端开始画

!=1-M06GC;2
!1B$831OM-#=% [$51;-M#M% -M3,63O1,QQ高度方

向过长

.(F2--2G)NM#QQ纵向占满显示区域

.(P1OM-) N-./,4$M#51;-MQ831OM-%#QQ宽 度 按 比

例调整

!3,;3H0363O1,QQ宽度方向过长

.(P1OM-)N=#QQ横向占满显示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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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2G)N-./,4$=# 831OM-Q51;-M%# QQ高度按

比例调整

3,;#
QQ设定描绘区域大小

1GO(L14-/.3(F1-G:C(51;-M)N.(P1OM-#
1GO(L14-/.3(F1-G:C(831OM-)N.(F2--2G #
QQ可伸展方式描绘!事实上是按比例缩小或放大

1GO(A:,̂:0(+-.3-4M*.:=$.!I].:CM14$06GC%%#
3,;#

图’所示是标本采集前的检验医嘱处理程序主界

面!其右侧所列的是与执行检验申请有关的标本采集

信息提示!包括标本容器的实物图像和有关说明文字"

 

6@!QR9:

’!结束语

可视化的标本采集提示!以醒目的彩色图文界面

突出了临床检验标本采集环节的处理重点!增强了

应用程序的亲和力!从而提高了软件的易用性!也方

便了标本核对工作!有助于减少差 错 发 生" 显 示 图

像均由素材图像动态处理生成!而不需要在系统中

维护数量很多的不同容器图像!既可以减少存储空

间和传输信息的量!也方便了相关 维 护 工 作" 系 统

所需的素材图像是经过专业图像处理软件裁剪&背

景和颜色调整的图像文件!虽然素材准备工作不够

方便!但是!系统一旦启用后增加图像的情况并不经

常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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