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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基于PDF文件解析的图谱数据

还原方法，该方法包括：通过解析文件获得图谱

位置范围；依据图谱中各类相关对象的位置属

性，识别分类不同功能的数据及相对坐标；通过

数据间的相互关系，获得图谱中的特定点的相对

坐标和绝对坐标，并进一步获得相对坐标和绝对

坐标所对应的横坐标校正系数和纵坐标校正系

数；通过对所获得的相对坐标数据的换算，得到

构建图谱的绝对坐标数据，从而实现对PDF图谱

数据的还原。将PDF格式的图谱内容转换为反映

图谱特征的、数值与原始数据接近、可操作可检

索的数据，使图谱数据的使用脱离原专用系统、

工作站、工作程序的限制，提升图谱数据的交换、

查询、比对的便利性，方便进行数据的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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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PDF文件解析的图谱数据还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使用计算机软件工具对PDF文件进行解析，依次获取图谱报告中存在的的路径

对象（Path  Object），读取并对路径对象的位置信息进行分析，寻找并确定图谱的位置范

围;

步骤二：获取图谱报告中存在的的路径对象（Path  Object），根据情况，并进一步识别

为图谱曲线、坐标轴框架、积分线、积分线标记，将图谱曲线中的图谱坐标组合生成图谱相

对坐标数据，将积分线的图谱坐标生成积分线相对坐标数据;

步骤三：在图谱所处的位置范围内，获取文件图谱的文本对象的文本信息和图谱坐标，

识别为纵坐标刻度线标注，横坐标刻度线标注，及图谱其他文本对象；进一步的，对图谱其

他文本对象根据对象位置判断对象功能，将文本对象的文本及对象相对坐标匹配，生成图

谱参数数据;

步骤四：在图谱所处的位置范围内，获取文件图谱的的路径对象（Path  Object），根据

情况，并进一步识别为纵坐标刻度线，横坐标刻度线，积分线、积分线标记,将积分线的图谱

坐标生成积分线相对坐标数据;

步骤五：根据步骤三和步骤四的结果分别形成纵坐标刻度信息数据和横坐标刻度信息

数据;

步骤六：解析文件中数据汇总表的文本信息及文本的位置信息生成汇总表数据;

步骤七：读取或计算文件图谱中特定点的绝对坐标及对应的相对坐标;

步骤八：根据已知特定点组合的绝对坐标数据及相对坐标数据，计算图谱的横坐标校

正系数与纵坐标校正系数;

步骤九：采用已知绝对坐标及相对坐标的特定点之一作为参照点，根据步骤八得到的

横坐标校正系数与纵坐标校正系数，将步骤二得到的图谱相对坐标数据逐一进行换算，得

到绝对坐标，生成图谱绝对坐标数据字典;

步骤十：采用已知的绝对坐标及相对坐标的特定点之一作为参照点，根据步骤八得到

的横坐标与纵坐标的校正系数，将步骤三得到的图谱参数数据中的相对坐标数据逐一进行

换算，得到绝对坐标，生成包含有绝对坐标的图谱参数数据字典;

步骤十一：采用已知的绝对坐标及相对坐标的特定点之一作为参照点，根据步骤八得

到的横坐标与纵坐标的校正系数，将步骤二或步骤四得到的积分线相对坐标数据中的相对

坐标逐一进行换算，得到绝对坐标，生成积分线绝对坐标数据字典;

步骤十二：将图谱绝对坐标数据字典，包含有绝对坐标的图谱参数数据字典，积分线绝

对坐标数据字典合并打包生成结构化数据备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PDF文件解析的图谱数据还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PDF文

件为由生成数据的仪器设备的工作站或专用软件的报告程序通过调用PDF虚拟打印功能直

接生成的具备规范内部结构的可被程序解析其中所包含的各类对象位置和内容的PDF文

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PDF文件解析的图谱数据还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一到步骤四中涉及的计算机工具软件包括而不仅限于C、C#、Python、Java、Visual  Studio

等计算机语言所创建的可对PDF文件内容进行解析的工具软件，进一步要求为可实现对PDF

中各类对象的位置信息进行解析的工具软件，更进一步要求为Python语言中的Pdfminer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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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miner3K。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PDF文件解析的图谱数据还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一到步骤四中的图谱坐标是基于PDF页面位置进行定位的相对坐标，为符合Pdfminer工具

软件所定义对象属性中的x0、y0、x1、y1或pts数据包中的内容。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PDF文件解析的图谱数据还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一中路径对象（Path  Object）为符合Pdfminer工具软件所定义的LTRect对象。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PDF文件解析的图谱数据还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一中图谱的准确位置范围系指由满足x1‑x0最大且y1‑y0最大的LTRect对象的x0，y0，x1，y1

定义的矩形范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PDF文件解析的图谱数据还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二中路径对象（Path  Object）为符合Pdfminer工具软件所定义的LTCurve对象。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PDF文件解析的图谱数据还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二中图谱坐标为LTCurve对象属性中的pts数据包内容。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PDF文件解析的图谱数据还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二中将LTCurve对象识别为图谱曲线，坐标轴框架、积分线、积分线标记的方法具体为：

根据LTCurve对象属性中的pts数据包中坐标数量和坐标差值进行判断：

pts数据包中坐标数量为2，且所述两点之间的纵坐标之差与横坐标之差与其他包含坐

标数量为2的pts数据包中的两点之间的纵坐标之差与横坐标之差均不同（偏差大于5%），则

判

断为积分线；

pts数据包中坐标数量大于2且小于5，且数据包中相邻的两个坐标的纵坐标及横坐标

相等，出现重叠，则判断为积分线；

pts数据包中坐标数量为2，且所述两点之间的纵坐标之差与横坐标之差与其他包含坐

标数量为2的pts数据包中的两点之间的纵坐标之差与横坐标之差相同（偏差小于5%），则判

断为积分线标记；

pts数据包中坐标数量大于4，且数据包中第一个坐标与最后一个坐标两点的纵坐标和

横坐标不相等，则判断为图谱曲线；

pts数据包中坐标数量等于5，且数据包中第一个坐标与最后一个坐标两点的纵坐标和

横坐标相等，则判断为坐标轴框架。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PDF文件解析的图谱数据还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二中组合生成图谱相对坐标数据的方法具体为：

对指定范围内的有序排列的绘制图谱曲线的一个或多个LTCurve对象进行逐一历遍，

读取LTCurve对象属性中的pts数据包内容，添加到指定的数据列表生成组合pts数据列表。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PDF文件解析的图谱数据还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三中文件图谱的文本对象为符合Pdfminer工具软件所定义的LTTextBox特征的数据对象；

上述数据对象进一步优选为符合Pdfminer工具软件所定义的  LTTextBoxHorizontal特征

的数据对象。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PDF文件解析的图谱数据还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三中文本对象识别为纵坐标刻度线标注，横坐标刻度线标注，及图谱其他文本对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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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为：

文本对象之间位置属性中的x1相等，且对象的文本为文本型数字，则判断为纵坐标刻

度线标注；

文本对象之间位置属性中的y0或y1相等，且对象的文本为文本型数字，则判断为横坐

标刻度线标注；

文本对象不满足上述两种情况，则判断为图谱其他文本对象。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PDF文件解析的图谱数据还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四中路径对象（Path  Object）为符合Pdfminer工具软件所定义的LTLine对象。

1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PDF文件解析的图谱数据还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四中识别为纵坐标刻度线，横坐标刻度线，积分线、积分线标记的具体方法为：

路径对象之间位置属性中的x1相等，且路径对象的y0=y1，则判断为纵坐标刻度线，其

在纵坐标轴上的相对坐标为(x1,y0)或(x1,y1)；

路径对象之间位置属性中的y1相等，且路径对象的x0=x1，则判断为横坐标刻度线，其

在横坐标轴上的相对坐标为(x0,y1)或(x1,y1)；

不满足上述两种情况的路径对象则判断为积分线或积分线标记，进一步的，路径对象

的x0=x1则判断为积分线标记, 路径对象的x0≠x1则判断为积分线。

1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PDF文件解析的图谱数据还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五中刻度信息数据中的元素为刻度线标注的文本与对应的纵/横坐标轴上位置的相对坐标

的配对。

1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PDF文件解析的图谱数据还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五中生成纵坐标刻度信息数据和横坐标刻度信息数据的具体方法包括：

方法一：

通过对所保存的刻度线标注和对应的刻度线的历遍，循环比对刻度线标注的位置信息

和对应的刻度线的位置信息：

计算|(Textboxz .y0+  Textboxz .y1)/2‑LTlinez(i) .y0|  或|(Textboxz .y0+ 

Textboxz.y1)/2‑LTlinez(i) .y1|的最小值，

满足上述条件则进行纵坐标刻度线标注的文本和对应的纵坐标刻度线的(x1 ,y0)或

(x1,y1)的匹配；

计算|(Textbox h .x0+Textbox h .x1)/2‑LTline h(i) .x0|或|(Textbox h .x0+ 

Textboxh.x1)/2‑LTlineh(i) .x1|的最小值，

满足上述条件则进行横坐标刻度线标注的文本和对应的横坐标刻度线的(x0 ,y1)或

(x1,y1)的匹配；

其中：Textboxz.y0为逐一历遍的纵坐标刻度线标注的y0，Textboxz.y1为逐一历遍的纵

坐标刻度线标注的y1，

LTlinez(i) .y0为所进行循环比对的纵坐标刻度线的y0，LTlinez(i) .y1为所进行循环

比对的纵坐标刻度线的y1，

Textboxh.x0为逐一历遍的横坐标刻度线标注的x0，Textboxh.x1为逐一历遍的横坐标

刻度线标注的x1，

LTlineh(i) .x0为所进行循环比对的横坐标刻度线的x0，LTlineh(i) .x1为所进行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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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的横坐标刻度线的x1，

将上述一一匹配的标注文本与对应的坐标点相对位置保存为列表元素；

方法二：

通过对所保存的纵坐标刻度线标注及横坐标刻度线标注分别进行历遍，实现纵坐标标

注的文本与（xz,（y0  +  y1）/2）进行匹配；横坐标标注的文本与（（x0  +  x1）/2,yh）进行匹配；

其中：x0、y0、x1、y1为当前文本对象的位置属性，

xz为纵坐标轴的横坐标，由权利要求14中所述的纵坐标刻度线的x1得到，

yh为横坐标轴的纵坐标，由权利要求14中所述的横坐标刻度线的y1得到，

将上述一一匹配的标注文本与对应点的相对坐标保存为列表元素；

优选采用方法一实现生成纵坐标刻度信息数据和横坐标刻度信息数据。

1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PDF文件解析的图谱数据还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七中特定点绝对坐标为具有实验意义的，可以在图谱中对特定点进行定位的数据，和相对

坐标为一一对应的关系，是对所述特定点基于不同参照系的描述。

1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PDF文件解析的图谱数据还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七中特定点包括在图谱数据汇总表中有完整记录的点；在图谱数据汇总表中没有完整记录

但可以依据图谱进行推算的点；位于坐标轴上有明确刻度标记及标注的可进行推算的点。

1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PDF文件解析的图谱数据还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七中获得文件图谱中特定点的绝对坐标及对应的相对坐标的方法包括：

方法一：比对所述步骤五的纵坐标刻度信息数据和横坐标刻度信息数据其中的相对坐

标位置信息，识别纵坐标轴与横坐标轴相交点；依据纵坐标轴与横坐标轴相交点的标记文

本及相对坐标，通过读取或计算获得纵坐标轴与横坐标轴相交点的绝对坐标；根据相交点

的绝对坐标将所述步骤五中刻度信息数据中的列表元素转化为绝对坐标与相对坐标相匹

配的列表元素；

方法二：读取步骤六中所述汇总表数据中的数据，筛选获得绝对坐标；对步骤二中所述

图谱相对坐标数据根据其中的相对坐标元素的纵坐标进行排序、筛选，获得对应相对坐标；

形成绝对坐标与相对坐标相匹配的数据；

方法三：根据情况，对步骤二中所述图谱相对坐标数据根据其中的相对坐标元素的横

坐标进行排序、筛选，选择横坐标最小的相对坐标元素作为相对坐标；选择（0，0）作为绝对

坐标；形成绝对坐标与相对坐标相匹配的数据；

方法四：分析图谱获得特定点的相对坐标数据，并通过人工识别，手动介入的方法进行

录入为绝对坐标与相对坐标相匹配的数据。

2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PDF文件解析的图谱数据还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八中特定点组合至少为2个，进一步要求当特定点数量为2时，所选特定点的横坐标与纵坐

标均不相同；当特定点组合的数量大于2时，至少其中1点的横坐标与其他点不同且至少其

中1点的纵坐标与其他点不同；优选参与计算的两个特定点之间满足计算纵坐标校正系数

时纵坐标差值最大或计算横坐标校正系数时横坐标差值最大，最优选参与计算的两个特定

点之间满足纵坐标差值最大及横坐标差值最大。

2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PDF文件解析的图谱数据还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八中计算图谱的横坐标校正系数与纵坐标校正系数的方法具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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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  XS1  ‑XS2)/  (XP1‑XP2);

TY=(  YS1  ‑YS2)/  (YP1‑YP2)；

所述TX为横坐标校正系数，TY为纵坐标校正系数；

所述（XS1，YS1）与（XS2，YS2）分别为两个所选特定点的绝对坐标，XS1与XS2为横坐标，YS1与

YS2为纵坐标；

所述（XP1，YP1）与（XP2，YP2）分别为两个所选特定点的相对坐标，XP1与XP2为横坐标，YP1与

YP2为纵坐标；

进一步要求，所述横坐标校正系数与纵坐标校正系数为符合计算机定义的整数型或浮

点型数值，优选为浮点型的单精度或者双精度型数值，更优选为双精度型数值。

2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PDF文件解析的图谱数据还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九、步骤十、步骤十一换算得到绝对坐标的方法具体为：

X=  TX*(Xp‑XP1)+XS1；

Y=  TY*(Yp‑YP1)+YS1；

所述（X，Y）为所选目标点的绝对坐标，X为横坐标，Y为纵坐标；

所述（XS1，YS1）为所选特定点的绝对坐标，XS1为横坐标，YS1为纵坐标；

所述（XP1，YP1）为所选特定点的相对坐标，XP1为横坐标，YP1为纵坐标；

所述（Xp，Yp）为目标点的相对坐标，Xp为横坐标，Yp为纵坐标；

所述TX为权利要求21所述横坐标校正系数，TY为权利要求21所述纵坐标校正系数。

2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PDF文件解析的图谱数据还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十二中的结构化数据包括而不仅限于XML、Json等的符合计算机领域定义并可被相应的规

则解析的便于传递、保存的特定结构文件；进一步要求上述文件可在设定解析策略后被数

据处理绘图软件，包括而不仅限于Origin、EXCEL、Matlab等工具软件，识别、解析并绘制为

矢量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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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DF文件解析的图谱数据还原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基于PDF文件解析的图谱数据还原方法，属于文件数据解析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图谱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在分析实验中的作用巨大。图谱通常以包含纵坐

标与横坐标的散点图形式出现，通常呈现连续性变化，其纵坐标与横坐标具有特征性的相

关性。例如液相图谱：洗脱物质的吸收值与洗脱时间的对应关系；紫外分光光度的扫描图

谱：样品吸光值与步进变化的波长之间的对应关系；晶体的X衍射：步进变化的衍射角2θ与

强度标值I之间的对应关系等等。

[0003] 这种特征性的相关性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出了被研究对象特定的物理化学性质，因

此图谱解析作为现代实验室的主要研究手段异常重要。

[0004] 现代分析仪器通常采用安装于PC机、工作站或者网络服务器的专用工作软件进行

数据抓取和分析，仪器与专用软件之间属于一对一的匹配，具有专属性；综合型实验室因为

研究目标、研究手段、设备更新等原因，又存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的多样性。例如实验室会配

备多种研究设备采用不同的方法（如液相色谱、气相色谱、质谱、核磁共振、热分析等）对同

一研究目标从多方面进行研究，且由于商业竞争、仪器更新迭代、软件版本升级等原因，相

同原理的检测设备也会出现不同品牌设备并存或是同品牌新老设备并存的现象。

[0005] 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现代实验室中的图谱数据文件格式五花八门。对综合型实

验室，多类型图谱综合性的数据管理及报告生成并没有较好的解决方案。

[0006] 现有LIMS系统（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及SDMS（科学数据管理系统）或是属于第三

方开发系统，因为缺乏对仪器硬件底层技术及图谱数据原始文件的数据结构的了解，易造

成数据采集的不完整；或是因为硬件供应商自行开发的控制及管理系统，其专属性太强，无

法实现跨品牌、跨硬件类型的数据采集，会因为网络内部的仪器类型，仪器型号，厂商的不

同而产生兼容性问题。

[0007] 综合性实验室需要实现数据采集的专属性与仪器系统兼容性的平衡。

[0008] PDF（Portable  Document  Format,便携式文档格式）是一种独立于硬件、操作系

统、应用程序的电子文档。上述的图谱数据都可以通过虚拟打印的方式实现图谱报告的输

出，生成图谱的PDF文件。PDF文件因其独特的优点成了事实上的实验室通用报告文本。通过

对PDF文件的解析和数据还原，可以实现对综合性实验室电子数据的管理。目前所知对PDF

文件的解析通常只是针对文件中的字符型数据按照规则进行解析，对以图形式展现的图谱

并没有较好的解析，这使得所得到的报告数据并不全面。

发明内容

[0009] 发明目的：本发明针对综合型实验室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种图谱数据还原方法，将

PDF格式的图谱报告还原为包含图谱绝对坐标数据、积分线及图谱参数的集合，并打包生成

可进行数据传输XML、Json等的特定数据结构文件。上述文件可在设定解析策略后被通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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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EXCEL、Matlab等数据处理软件识别、解析并绘制为矢量图谱。并可以在上述软件中

进行进一步的数据标记、面积积分操作。

[0010] 技术方案：多数电子仪器的基本原理是通过传感器接收特定信号，如特定波长，温

度，压力等，转换为电信号，并通过数模转换成为可被计算机记录处理的数字信号，该数字

信号与对应的参数如保留时间，转角步进，变化波长等一一匹配，形成以二维数组列表形式

的原始数据记录；上述记录通过特定软件/算法进行处理、计算、压缩最终生成图谱报告。

[0011] 生成图谱报告的“数据散点”是由安装于PC机、工作站或者网络服务器的专用工作

软件根据报告输出的分辨率采用特定的算法所生成的压缩数据，这种压缩没有将所记录的

所有数据点一一体现，但在所输出的特定分辨率下并没有改变图谱的特征性，图谱依旧可

以被识别并依此进行判断。

[0012] 实验室图谱一般都是以直线和曲线来描述的图形，通过以二维数组（X，Y）为坐标

生成“数据散点”，其中的横坐标X与纵坐标Y为具有相关性的特征性数据。上述二维数组中

的X，Y来源于具有实验研究意义的数据，其坐标为固定的“绝对坐标”，不会因为参照物的不

同而不同。

[0013] PDF是从PS语言（Postscript语言，即页面描述语言）发展而来的一种结构化的文

档格式。通过页面描述指令对指定区域进行着色绘制页面，PDF支持5种类型的的位图对象

（Graphics  Object）包括：路径对象（Path  Object），文本对象（Text Object），图像对象

（Image  Object）和外部对象（External  Object:XObject）。

[0014] PDF文件中的图谱通常是采用路径对象（Path  Object）形式实现，其中直线

（Line），曲线（Curve），长方形（Rectangle）都属于路径对象（Path  Object）。

[0015] PDF文件在绘制图谱时，会根据图谱的“数据散点”基于页面位置布局对进行处理。

各“绘图散点”的坐标为在PDF页面中的位置，其坐标为“相对坐标”（相对于页面位置），会因

为图谱报告排版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0016] 由于“绘图散点”是由“数据散点”依据坐标变换而来，并没有改变“数据散点”所反

映的特征性及“数据散点”之间的相关性，因此通过“绘图散点”所绘制的图谱在视觉上不会

发生变形。

[0017] 依据坐标变换的原理，在图谱文件中找到相关的数据通过设立参照点和修正系

数，建立“数据散点”和“绘图散点”转换公式，就可以通过“绘图散点”找到“数据散点”。从而

得到与原数据文件输出数值及效果接近、可以反映出检测物质的特征性的数据。

[0018]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目前已经有工具可以实现对PDF文件中各类资源的解析，更

进一步的可以实现对路径对象的识别和位置确定。这就为本发明的实现创造了必要的条

件。

[0019]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将PDF格式的图谱内容转换为反

映图谱特征的、数值与原始数据接近、可操作可检索的数据；使图谱数据的使用脱离原专用

系统、工作站、工作程序的限制；提升图谱数据的交换、查询、比对的便利性，方便进行数据

的统一管理；可以统一实验室的报告形式，无需通过附件形式附加图谱，有助于形成更规范

的报告文本；所生成的数据便于进行自动化分析，结合AI技术，可以更迅速的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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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0] 此处的附图用于解释具体实施例，以便于更好的理解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

的不当限定。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流程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中实施例1的目标图谱PDF页面；

图3为本发明中的相关术语示意图（以实施例1为例）；

图4为本发明中实施例1中的图谱曲线的局部放大图；

图5为本发明中实施例1处理过程的示例1；

图6为本发明中实施例1处理过程的示例2；

图7为本发明中实施例1的结果展示；

图8为本发明中实施例4的目标图谱PDF页面；

图9为本发明中的相关术语示意图（以实施例4为例）；

图10为本发明中实施例4处理过程的示例；

附图标记：1、图谱范围（LTRect对象）示例；2、坐标轴框架（LTCurve对象）示例；3、

图谱其他文本对象(LTTextBoxHorizontal对象)示例；4、图谱曲线之一示例（LTCurve对

象）；5、积分线示例（LTLine对象）；6、积分线标记示例（LTLine对象）；7、绝对坐标示例；8、特

定点示例1；9、数据汇总表；10、纵坐标轴与横坐标轴相交点；11、特定点示例2；12、特定点示

例3；13、特定点示例4；14、横坐标刻度线示例（LTLine对象）；15、横坐标刻度线标注

(LTTextBoxHorizontal对象)示例；16、纵坐标刻度线示例（LTLine对象）；17、纵坐标刻度线

标注(LTTextBoxHorizontal对象)示例；18、积分线示例（LTCurve对象）。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便于理解，实施例采用Python语言编写的Pdfminer作为PDF解析软件，采用

Python语言编写的Matplotlib作为绘图软件。

[0023] 需要说明的是，因生成PDF图谱文件的报告程序不同，所调用的虚拟打印的方法不

同，不同的图谱PDF文件在绘图细节上也存在差异，如是否采用对坐标轴框架、对积分线所

采用的描绘方式（LTCurve对象或是LTLine对象）、积分线标记方式（以LTLine对象描述的直

线型或者是以LTCurve对象描述的箭头型）。在处理方法上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基本流程见

图1。

[0024] 下面结合附图描述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

[0025] 实施例1

目标PDF页面见图2，该实施例PDF图谱存在一个由LTCurve对象绘制的坐标轴框架

2以及LTLine对象绘制的积分线5。参见图3。

[0026] 1、采用软件对PDF进行解析，通过解析文件的中以PDF页面为参照物生成的路径对

象（Path  Object），该类路径对象在Pdfminer中定义为LTRect对象，获得计算该类对象属性

中的x1‑x0及y1‑y0的最大值，对符合条件的LTRect对象的位置信息进行解析，获得图谱范

围1。

[0027] 2、  采用软件对PDF进行解析，通过解析文件的中以PDF页面为参照物生成的用于

显示图谱的路径对象（Path  Object），该类路径对象在Pdfminer中定义为LTCurve对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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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Curve对象进行识别，区分坐标轴框架2与图谱曲线4，参见图5。解析获得图谱曲线的

LTCurve对象的路径点，参见图4，该路径点信息包含在LTCurve对象的属性中的pts中，将所

获的多个绘制图谱曲线的LTCurve对象的路经点的相对坐标组合生成包含目标图谱上各点

的位置的图谱相对坐标数据。

[0028] 3、在图谱所处的位置范围内，分析LTTextBoxHorizontal类型的文本对象，参见图

6，根据相对坐标  (x0，y0，x1，y1)进行区分，判断文本对象的功能。识别为纵坐标刻度线标

注17，横坐标刻度线标注15及图谱其他文本对象3。所述实施例1的图谱其他文本对象3包括

纵/横坐标轴单位，样品名称，测定参数信息。将所获的图谱其他文本及对应相对坐标按照

功能分类进行保存，生成图谱参数数据。

[0029] 4、在图谱所处的位置范围内，分析LTLine类型的路径对象。根据相对坐标  (x0，

y0，x1，y1)进行区分，判断路经对象的功能。识别为纵坐标刻度线16，横坐标刻度线14、图谱

的积分线5及积分线标记6。将所获的路径对象相对坐标的按照功能分类进行保存。将积分

线5的图谱坐标生成积分线相对坐标数据。

[0030] 5、匹配得到的坐标刻度线与刻度线标注。通过位置比较，得到纵坐标轴与横坐标

轴相交点10的标注信息，分别获得纵坐标轴的横坐标（绝对坐标）和横坐标轴的纵坐标（绝

对坐标）；进一步的，获得位于纵/横坐标轴上的刻度点的绝对坐标与对应的相对坐标，形成

相匹配的数据。  选择其中一点作为特定点11。

[0031] 6、  通过分析图谱文件中的数据汇总表9中的记录，解析目标图谱中特定点之一8

的绝对坐标7：横坐标为实验图谱上定义的出峰位置，纵坐标为实验图谱上定义的峰高。通

过解析所生成目标图谱的各点的相对坐标，通过排序法进行比较筛选，找到相对坐标的纵

坐标的最大值，所对应的坐标即为特定点之一8的相对坐标。

[0032] 7、  通过图谱上已知绝对坐标及相对坐标的上述两点8和11，计算相对坐标和绝对

坐标的所对应的横坐标校正系数和纵坐标校正系数。

[0033] 8、  采用已知绝对坐标与对应的相对坐标的所述特定点之一11作为参照点，将上

述保存数据（图谱相对坐标数据、图谱参数数据、积分线相对坐标数据）中的相对坐标通过

横坐标校正系数和纵坐标校正系数进行换算，得到对应的各点绝对坐标。根据功能构建为

字典进行保存。

[0034] 9、  进一步的，将所得到的字典生成结构化文件如XML或Json等便于传输和转移的

文件。

[0035] 10、将上述文件数据解析后导入Matplotlib软件生成解析图谱，见图7。

[0036] 实施例2：

所分析得图谱与实施例1相同，实施思路相近，不同之处在于所选择的用于计算的

特定点分别为具有可识别刻度标记的位于纵坐标轴的特定点13与横坐标轴的特定点11，参

见附图3，而不需要再通过读取数据汇总表的方式找到特定点的绝对坐标。

[0037] 实施例3

所分析的图谱与实施例1相同，实施思路相近，不同之处在于所选择的用于计算的

特定点之一为图谱的起始点:特定点12。在类似本实施例的图谱中，起始点通常默认为原

点, 因此其相对坐标为图谱相对坐标数据中的第一个坐标。而该位置绝对坐标为（0，0）；另

一特定点为具有可识别刻度标记的位于横坐标轴的特定点11，参见图3，而不需要再通过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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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数据汇总表的方式找到特定点的绝对坐标。

[0038] 实施例4

目标PDF页面见图8，该PDF图谱不存在由LTCurve对象绘制的坐标轴框架，其积分

线18由LTCurve对象绘制，参见图9。

[0039] 处理方法与实施例1基本一致。在对LTCurve对象的处理上略有所不同，需要进行

对象的识别, 区分积分线18与图谱曲线4，识别的结果参见图10。

[0040] 针对本实施例的其他操作与实施例1一致。

[0041] 所述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部分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在本发

明的技术构思范围内，采用不同的编程语言，对技术方案进行的变换或直接间接应用于其

他技术领域均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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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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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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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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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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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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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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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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