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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题介绍与分析

本组的赛道为古籍OCR，需要尽可能完整地提供图像信息，可包括但不限于正文
文本、双行小字、朱批、文字坐标等古籍图像中所包含的信息。 在本次竞赛主办
方提供的数据集中涵盖了多种可能会影响OCR识别准确性的数据变量，其中有：

    1. 楷书与草书

    2. 扫描后二值图像和照相后原图像

    3. 有无边框修饰的图像

    4. 字体的清晰程度



方案选择

由于竞赛数据集字体多变且部分排列不规则，传统汉字特征提
取方法（四边码、粗外围、粗网格、笔画密度特征等）并不能
十分有效地提取出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多分类特征，且本次竞赛
并没有提供数据集标签，所以在基于图像本身特征进行数据的
预处理后使用预训练模型成为了最佳选择。



有边框的非二值图像 无边框的二值图像



PageNet 介绍
PageNet 为IJCV 2022中《PageNet: Towards End-to-End Weakly Supervised 
Page-Level Handwritten Chinese Text Recognition》中所提供的模型。本模型
的优点为
1. 采用character detection同时采用time line detection的信息由此可以在识别
出字体的同时保证同行或同列中文字阅读顺序的正确。
2. 训练数据集庞大，有效包含了各种古文手写字体类型



直接使用PageNet所存在的问题

1. 尽管可以进行文本列内顺序的预测，但是PageNet对列整体顺序仍存在一
定困难。与此同时，由于古文阅读顺序和现代阅读顺序的差异，输出的文本
会顺序异常逻辑混乱。

2.  在本次主办方提供数据集中经常会出现手写字体与页边框相重合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PageNet会将与边框重叠的文字错误识别为边框而导致忽略，
不做输出。

3. 处理低分辨率图像准确率低于处理高分辨率图像。



使用AMPD算法进行分列

经过对于汉语手写古体数据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手写字体都会做出明显的“列分隔”。如果我
们能够有效将每列识别出并规定列输出顺序就能保证输出符合现代汉语语序的逻辑性。与此同
时，由于破坏了边框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与边框相重叠的文字也能够被成功识别。在分割图像
后我们只对单列进行识别，可以尽可能地保留图像的高分辨率，从而做出更加准确的输出。

在此部分我们的基本思路采用了基于像素分布的分割方法。在对原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进
行了竖直向的膨胀与全图的腐蚀，之后对列像素进行统计得到分布曲线。在此分布曲线中峰
值即为有文字区域，波谷即为分割边界。由于统计出的分布曲线存在噪声，我们对其进行了
多次高频滤波。



滤波过程示意



AMPD算法介绍

AMPD，即自动多尺度峰值查找算法。
其优势是：

（1）算法本身对信号具有良好的自适应性，唯一的假设是信号是周
期的或者准周期的。在古文识别中，列间距一般固定，能够提供良
好的周期性辅助进行列分割；

（2）抗噪能力强，且对周期性的要求也不是很高。

AMPD效果示意图





效果展示：



效果展示：



效果展示：



中途遇到的困难：

1. 技术路线选则：刚开始认为在无标签情况下使用传统特征提取算法效
果可能更优，基础技术路线是爬取楷书和行书手写字体特征并采用多种
传统特征组合，但是在做完实现后发现由于分类数过多，传统特征的容
错率分辨率整体上偏小，目标汉字基本只能进入前50首选，效果不好。

2. 空白判定：条带分割后会出现分割出边缘或中间空白的情况，我们设
定了一个像素占比阈值来对其进行判定来决定是否输入网络。



本次比赛的收获：

1. 本次比赛让我能够比较深入地分析汉字古文典籍的模式特点。之前有做过英文
表格OCR之类的项目，单显然汉字古文典籍的模式和英文模式有很大不同，汉字
古文的形体、笔画和结构都有很大的差异和复杂性，给OCR技术带来了很高的要
求和难度。本次比赛给了我一个机会去仔细地思考古文的独特模式并根据其模式
进行技术路线设计。

2. 本次比赛中我也学习了汉字古文的历史、特点和变化，感受了汉字古文的美感
和韵味，也了解了汉字古文的价值和意义。我认识到，汉字古文是中华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和骄傲，也是人类文明的贡献和遗产。我不仅提
高了自己的OCR技术水平，也增进了自己的汉字古文文化素养。最后我希望这次
比赛能够为汉字古文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做出一些贡献，也能够激发更多人对汉
字古文的兴趣和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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