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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网上录取数据录入管理系统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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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 网上录取数据录入管理系统是为适应网上 录取工作 而编制 的，主要 实现 了数据采集 

以及电子档案的制作功能。系统在硬件上采用通用的扫描仪作为光 电录八设备 ；在软件上 实现 了 OCR 

和OMR共存情 况下的通用识别，并且 同时存储 了图象数据。系统采用分布式处理，因此 ，系统与其他 

相似的系统相比，具有识别速度快、精度 高、通I『}；性好的特点 

旦竖 ； 鱼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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珥苏 f鼢  掌 
嘲上录取就是由省 、直辖市 、自治匡招生办公室将 介绍。 

考生的纸介质档案转成电子档案(数据部分、图象部分 与OMR技术相比，OCR技术可以涵盖更多信息， 

等)后．利用 CERNET教育科研网络，将考生的电子档 特别是在某些数据量很大的场合，OCR技术更显示出 

案传送给相关招生院校，由招生院校进行审查录取一。 其突出的优势。但长期以来，OCR的识别精度一直是 

从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我国二十二年的普通高校 困扰着广大 OCR工作者的主要问题，并影响了OCR 

录取新生都是使用纸制档案，通过人工投放传递方式 技术的推广应用。 

进行。教育部从 1998年开始试行网上录取，经过两年 通常，OCR的识别精度(我们以下涉及的有关识 

的试验，有了相当大的进步。 别精度的指标均为系统的识别精度指标，而非单个识 

然而，在网上录取的过程中，电子档案的制作是一 别器的指标)主要由三个指标控制，即正确识别率 

项十分复杂而细致的工作 ，它是网上 录取是否能取得 (Correct)，误识别率 (Error)和拒识率(Reject)。为表 

成功的关键。传统的电子档案制作方式是采用扫描仪 示方便，我们定义待识别字符总数(Tc)、正确识别字 

或数字相机等图象输入设备获取考生的Ne{g,g，用 符总数 (cc)、拒识字符总数(Rr)、错误识别总数 

手工方式输^考生的数据。由于考生信息多(包括报 (Sc)，我们很容易得到下面的关系： 

名信息、体检信息和志愿信息)，采用传统的工作方式 』C L c ／gC c ¨J 

工作量大，而且数据的准确性难以得到保障。 各指标的定义如下： 

由于模式识别技术，特别是文字识别技术(OCR) 止硼识别翠 

的日益成熟，并得到广泛的应用，将其引入到电子档案 C= Cc／Tc×100％ (2) 

的制作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想法。重庆市 2000年普通 误识别率 

高校招生就采用了这项技术来制作电子档案 E = Ec／Tc×100％ (3) 

1 系统总体设计 

系统的总体设计包括系统工作方式的选择，核心 

识别系统的选择。以下主要介绍核心识别系统的选 

择，至于工作方式的选择，笔者将放到系统物理设计中 

拒识率 

R = Rc／Tc×100％ (4) 

显然，我们可以很容易得到 

C +E + R = 100％ (5) 

根据戴汝为对系统可靠性[!】(Reliability)的定义， 

· 收稿日期：2000-04．19 

作者简介：杨渡(1973．)．男，重庆^，重庆大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图象处理 文字识别系统领域研究与应用 

· · 重庆市大学中专招生委员会办公室 重庆市 2000年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手册 

http://www.cqvip.com


第 23卷第 6期 

得 到 ： 

柄 涟 等 高校网上录取数据录入管理车统的开发 

Re： C／(1一 Rj×1O096 (6j 

由式 (5)，很明显 ，在保证正确识别率不变的前 提 

下 ，降低拒识率 ．误识别率则会相应提高 ；而要得 到低 

的误识别率，那么拒识率会相应上升!显然，一个可靠 

眭为 100％的系统是无 法实现 的，那 么如何选择一个 

台理的识别系统就需要根据应用系统的要求而定。 

在这个系统中．考虑到 OMR的识别精度通常要 

比OCR的识别精度好，于是在设计阶段就充分考虑了 

采用OMR技术发挥其识别精度好的特点。而在有些 

用OMR不台理的场台，就采用 OCR技术。例如：在 

设计志愿卡的时候，考虑到考生的调配、定向等项目的 

取值范 围只有 是 和 否 (即 0和 1)的情 况 ．就 采有 

OMR．以保证考生的信息能够准确进人计算机；而象 

院校代码、专业代码等取值范围大的项目，用 OMR也 

能实现，但在表格 中占用的区域 太大 ．所以采用 OCR 

的方式。同时，为保证 OCR的识别精度，笔者采用了 

通讯技术 中常用的检错技术 l3 J．即把一张表格 当作一 

个数据包．把表格的每一行 当作 一个数据片(I)日ta 

Pitch)，在每一行的末尾加人橙错码 以检查数据片的 

正确性。这样．在不降低拒识率的情况下降低了误识 

别率，系统的识别精度得 到提高。 

2 系统物理设计 

为了得到一个好的系统 ，应 当充分考虑系统 的工 

作效率。 

传统的串行工作方式虽然简单，但其工作效率却 

较低，由于这个系统需要在较短的时同内(五天)完成 

大量数据的录人 (约 60 000张表格 ，超过 6 000 000个 

字符)．那么考虑分布式处理是很有必要的。 

整个系统的物理结构见图 1。 

图 1 系统构成 

由图 1可以看到，把表格的录人与校验分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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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一台录人工作站对应几台校验工作站的方式进行 

数据处理。 

采用这种方式 ，数据的录人就 只与扫描仪的扫描 

速度有关 ，而与识别系统的人工干预量无关 了：即如果 

校验工作站的处理速度 比录人工作站 的处理 速度慢 ， 

则只需要增加校验工作站的数 目就可以了。在实际 睛 

况中，发现数据的校验工作要比录入工作复杂得多，这 

是因为录人工作站只是采集了图象数据 ，并做相应的 

变化 ．很少进行人工干预．而校验工作站进行了包括字 

符识别，人工排错等工作 ，有不少需要进行人工干预 

(特别是填写错误需要改正)，因此其处理 速度相对较 

慢。为此，每台录人工作站录人的数据用两台校验工 

作站来校验，以分担校验的工作量。 

从测试阶段及试运行阶段的工作来看．采用这样 

的工作方式是台理的，避免了数据阻塞现象的出现。 

图 2 软件系统构成 

3 软件系统设计 

软件系统设计主要包括录人端软件系统和校验端 

软件系统的设计 ，软件系统的框图可由图2表示。 

由软件系统构成框图可以看到，系统要实现的功 

能是比较复杂的，不仅有硬件的处理，图象处理，还有 

数据库的操作 ，它不仅 是一个实用的录人系统，同时也 

是一个简单的 M1S系统 。 

为了能够实现分布式处理．选择 MICROSOFT公 

司的 sQL SERvER数据库平台。同时选用 c十十 

BUILDER作为开发工具完成大部分系统功能： 

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数据校验的过程中， 

采用 了拒识(人工干预)、检错码 、逻辑关系检查等措施 

以降低系统的误识别率，并得到较好的效果。 

4 系统性能评价 

4．1 识别精度评价 

在测试及试运行 阶段 ，处 理某学校的报名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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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个考生，共 l8 i09个字符)，拒识字符总数789个， 

校验码发现误识别 7个字符 ，经过逻辑检查未发现误 

识别字符，所有最终识别结果经人工核对无误识别字 

符。 

根据前面对各项指标的定义，可以得到以下的结 

果 ： 

识别器的拒识率 

R = 789／18109× 100％ = 4 36％ 

识别器的正确识别率 

C = (18 109—789—7)／18 109×100％ = 95 60％ 

识别器的误识别率 

E ： 7／18 109× 100 96 ： 0 0496 

识别器的可靠性 

Re= 95．60％／(1—4 36％)： 99．96％ 

系统的拒识率 

R = (789+7)／18 109×1O0％ = 4 40％ 

系统的正确识别率 

C ： 95 60％ 

系统的误识别率 

E = 0 

系统的可靠性 

Re= 95 60％ ／(1—4，40％)= 100％ 

上述识别器的指标是未经人工干预的结果．而系 

统的指标是经过人工干预后的结果。系统的误识别率 

为0和可靠性为 1∞％，是因为测试样本的数据量较 

小．不足以准确发现系统的误识别情况 

这表明系统 的拒识率 为 5％以下 ，正确识 别率为 

95％以上，无识别出错的字符。很明显，系统在拒识率 

为 5％时 ，可以得到相当低的误识 别率 从 而为那些对 

识别结果要求非常准确的场合提供 了一种可行的方 

法。 

4 2 处理效率评价 

由于采用了分布式处理．使系统的处理速度得到 

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采用了多机校验的方式，使数据 

的处理速度仅与扫描仪的扫描速度有关!在运行期 

间，采用两台较验机对应一台录人机的方式，基本上使 

校验的处理速度能够跟上扫描速度。而采用的扫描仪 

能够达到 l5张，分钟的处理速度，在实际运行中，用两 

台扫描仪仅用了 10分钟就完成了所有的数据处理工 

作。因此系统的工作效率是相当高的。 

5 结语 

本系统的开发由于受到时间的限制，在一些方面 

还欠考虑．比如识别系统的服务器化、数字和汉字共存 

的表格识别处理、分布式处理的优化以及识别器的选 

择优化等．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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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Management System for Network Matriculation 

gANG Bo，YEdun—yong，PENGdian，WANG Tong-qing 

(Laboratory of Artificial Vision，Chongq~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China) 

Abstract：The management system is designed f。r ne~work mathculation．which achieves data Lx~llect Jon and electro— 

files making As for aspect of the hardware
， a general scanner is applied Meanwhile，as for aspect of the software， 

the general recognition is complet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OCR and OM R existed in the same system and the image 

is also saved We applied distributed processing in the system
． which possesses the characters of faster recognizing 

speed，higher accuracy and better generality compared【0 the similar syst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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