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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声音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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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ling with voice in computer is becoming all active and important field of c0一 

m puter scicaace．This paper summarizes various kinds of avai．1able technologic* of ha_ 

ndllng voice in computer an d shows the l~test de-celopmcnt of this flaid．Moreover，the 

speec h ~*cognltion tee2anology ．s discussed in detai Is． 

一

、 乳盲 

计算机从处理单一的文字和数据发展到 

能够处理声音是一个质变 早先计算机通讯 

多数是采用发送电子邮件或通过网络系统共 

享数据和文本文件。仅仅限于这种方法是远 

远不够的 如同人类进行交瀛的方式除了书 

写成文的东西，还有语言。计算机声音处理 

因此也是计算机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 

该技术涉及劐诸多其它领域的技术，如电子 

学、通讯技 术和控制学。目前这方面的研究 

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技术也 日趋成熟。 

=、计算机声音处理技术 

计算机声音处理技术可以分为三大类t 

信号内容处理、连接控制和软件构造。 

2-1信号内窖处理 

信号内容处理是指创建、操纵和分析音 

频电路中的信息 这种技术主要包括音频信 

号数字化、数字信号处理、文字一语 言 的 合 

成和语言识别等技术。其中，音频信号的数 

字化编码技术是目前较为成熟的技术。 

2．1．1音囊信号赣宇化 将模拟音频信 

号数字化是现代化电话系统中的一个最显著 

的特征。大多数现代化交换机设备都是将音 

频电路信号转化为数字串流的。 

标准电话系统使用3字节 脉 冲编码调制 

(PCM)，并产生传播速 率为64k／~的数据 

胡上序 教授．博士导师．主要执事语言 识岳 计算机神经硼络．计算机仿真与智能信息系统等研究·钱涛 博士生， 

主要趴事多媒体技术，计算机语言识别 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际系统开发． 

参考文献 

(1] Biau Shill， Yao Tian Shun， A system 

of generating target language from 

Jutotlinguia， 5th SSICCA．， lg口2 

r2] R．Simons and J．SIocura, Goaeratil：~g 

English Discqurse from Semantic Net- 

wo s．CommunicationoOhe ACIV~Vol 

15 No l 0 

[3] 左孝凌，刘永才等 t离散数学， 上海科学 

、 4 

技术出版社 

[4j 殷钟睬等 t英语语法理论及流派》四川大 

学出皈社 

[53 姚天 顺，马 黎 环，Gcneratlng English 

Toxt from  Chfnd o Semant R epr∞  

ntation，Pfocecdlng~ of 1988． Interne- 

tiona
．
1 Confer4meo oil( nIput钉 Pl'oca- 

sslng of Chines~and Oriental Lan gua- 

ges M oatran l Carad 1 988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流。这种方法可 以很精确地表示出现在标准 

电话 电路 中的 脉冲信号。更先进的编码技术 

不仅可 以在保证相同声音质量的前提下降低 

传播速率，也可 以在相同的传播速率下提高 

声 音质量 。 

就目前技术而言，编码化的信号波形的 

传播速率不应低于16k／s，否州声 音 的 质量 

就会下降。当速率低于5k／s时，则音频信号 

毫无用处。在这一领域，参数化犏码技术是 
一 种很有用的技术，它是将数字参数编码而 

不是将音频信号波形编码。 

声音质量与其所需的存储空间是一对矛 

盾。使用传播速率为16k／s的方法 进行编码 

的声音信息占用的存储空间 是 使 用64k／s方 

法编码的四分之一。这种优势是 以增加用于 

处理编码和解码的计算机资源的开销为代价 

的 。但是较低的传播速率将导致声音质量的 

下 降。 

2．1．2数字信号处理 在大 多 数 情 况 

下 ，使用数字化技术要比模拟信号技术可 以 

更快更精确地获得信号处理功能。并且我们 

无需改变或调整滤波器硬件构成就可 以改变 

滤波器的操作参数。 

使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有很多益处。最 

主要的好处 是不必增加额外韵_硬件投资，只 

要简单增加新的数字转换软件就可以增加设 

备的信号处理能力。目前一些普通的计算机’ 

也开始拥有一些基本的信号 处 理 能 力，如 

N ext计算机。 

2．1．3文字一语言台成 文字一语言台成 

是一种能将 文字流转换成可理解的人类语言 

的技术。早期在计算机系统中运用的语音技 

术是事先录音的单词、音节或音素缀合连接 

起来从而产生语句。这并不是真正的语言台 

成，而是对已存在的语句的重新排列。这种 

方法对局限于较小词汇范围的情况是非常有 

效的。但该方法未能解决声音的音调变化问 

题。随着音鸿变化，相同的语段必须重复录 

音并且应用系统还须根据内容的不同选择适 

当的语 。 

2．1．4语言识别 语言识别是指根据已 

有 词 汇 集 识别一段话语的能力。在有些场 

合，用户会发现用传统的键盘与计算机系统 

交互是不太方便甚至是不可能的。这时就需 

要运用到语言识别技术。迄今，语言识别在 

精确度和词汇量方面还存在较明显的缺陷 

在电话系统中运用语言识别技术特别有 

实用价值。如果在计算机应用系统中安装了 

语言识别和合成装置，那么它就可直接利用 

电话作为输八／输出设备。 

现代语言识别技术的研究始 于 五 十 年 

代。主要运用模拟信号一数字信号转换器和声 

谱图，计算机从一段话语中摘取语言特性来 

识别不同的单词。六十年代，在新的模式匹 
。

配和语言分类法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进展。到 

了七十年代，出现了一系列主要的语言识别 

技术并推出了实用语言识别 系 统 (表1)。 

有五个重要因素可以用来控制和简化语 

言识别： 

①弛立单词 所谓独立荜词是指该单词 

与相邻单词之间有短暂而明显的停顿。由独 

立单词组成的一段语言的识别要比连续话语 

来得容易。在发音连续的话语中，难以识另【I 

单词的边界。同时，单词发音常 常会有所改 

变，如 want 单词在与 t 放在一起读时将 

丢掉“t”音节。 

②说话人数。因为语言的参数表示对特 

定的说话人语言特征箍敏感的，所以对单个 

说话人的语言识别要比对混合了多个说话人 

的话语来得容易。在计算机中，不同人的语 

音模板是不同韵 目前运用模式匹配技术进 

行语言识别的系统还限于特定 的 一 些 说话 

人 也就是说，语言识别的对象的语音模板 

必须事先存储在计算机中。 

③词汇量。词汇量的大小也是影响语言 

识别正确率的一个重要 因素。不失一股性， 

较大的词汇量意味着包含含糊单词的可能性 

也增大了。含糊词 是指它们的语言模式是 

相似的，使识别器难以区分。 

④环境 背景噪音、音量的大小和麦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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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的稳定性等会影响语言识刖的正确率。夫 
多数识别系统只有在环境条件可控和安静的 

情况下，才能保持较好的识别率 
⑤语法。 

* 证 1 汇量(单词) 正确卑 

口r dB0a c 说话 ^州 蔓 { OOO十 

可媳别拄 盘单 涸 

D r 如n 0i。t dt 说 话 ^相关 30．∞O七 

可 诅别独立 单坷 

恬 、柜 2·0113● 

莲髯 话碹 

( 言系统 岳可 ． 可暇 连 续话语 

O,

一 ‘0．o00 

说话^ 无共 aO 

《声音控制 象境 ’ 可觏剐连 续话语 一：O．00n十 

说话 ， 元*有燕 000 g g晴  

可蜒舅 番群话谱 I蛳 c毫， 

游谵^有 曼 可佩 d J们 O十 

itl富 士) 别相 连接 的单诃 

袅 I 现有的宪用语言怛料摹境 

2·2连接控爿 

连接控制是指控制音频电路 以实现用户 

和声音设备的互连。 

声音处 理设备比较复杂和昂贵，通常由 

多个系统和用户共享。因此，应用系统必须 

控制不同用户如何 与声音设 备相互连接。这 

一 部件称为开关设备。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指 

电话交换机。 

2．2·1电话信号嚣送 早些时候，电话 

用户是通过发进事先准备好的模拟信号来请 

求电话连接的。这是指由拨盘机 

制产生卡晤声或由数字按键系统 

产生系列双音频信号。同时接受 

方电话铃响或忙音信号也会反馈 

给呼叫方。上述技术斌称为同频 

带信号传输技术。该技术较为复 

杂但能传递的信息量较大。使用 

较为广泛的有内部拨号和拨号数 

字信息服务。在这两种系统中呼 

叫信息都是通过一组普通的电路 

传给任意用户。 

·Ze· 

先进的两络服务器不仅在电话网络内部 

需要更多的信号命令和排错功能，而且在网 

络系统与电话用户之间也一样。为了达§ 该 

目标，采甩 了一种称为不同频道信号传输技 

术。该技术使用单独电路来发送数据 目前 

主要有“信号系统#7．SS#7协议 和 国 际电 

报电话咨询委 员 会 (CCITT)推荐的 协议 

Q·951和Q·932” 

2·=-z冀一方和第三方信号发进 所谓 

第一方信号发送指在同一根电话线上完成服 

务请求和信号的发进。目前大多数公共电话 

鼹络系统采用该种方式 在这种方式下，用户 

发送呼叫信号之后在 同一设备上得到响应 

第三方发送信号是指在不 同的 电话线或 

设备上舞成呼 和响应。 

z·缸3赢舅点命令连接(图1) 通常活 

现信号发送的方法是由交换机产生一个特殊 

的点到点命令来连接交换机和计算机设备。 

这种连接允许两个环境交换请求和状态信息 

并提供使声音和计 算机功能协调的途径。 目 

前主要有贝尔通讯研究所的简便消息桌面接 

口轶件(SMDI)和PBXs、Northern Te|ecom 

的ISDN应用协议、AT＆T的添加，转换应用 

接 口和腻i拈J的lHos 一Command Interface。 

￡．3察静相墨 

与声音应用系统相*的软件构造是声音 

源抽象模型和声音源分布式访 _可的 软件构 

造。这里声音源包括前面提到的内容处理和 

连接控制技术。此处重点介绍声音源的抽象 

田 1点到点毒令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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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型 。 

声音源在应用程序员的显示方式应该独 

立于声音源在程序中的实现细节。这就是声 

音源模 型化的概 念。 

程序员可以更多地运用这个模型和系统 

软件，而不必过多地考虑如何将逻辑声音源 

转化为物理源。所有声音源应 由操作系统自 

动模型他。在某种意义上，程序员面对的是 

虚拟的声源而非实际的声音。声音源只有通 

过捕象，其软件才能在更为广泛范围白匀硬件 

系统上使用(图2)。 

L—一 — P—’H H-——’’_-J 

j兰竺竺!- 兰兰竺 

叵  
圈 2 资耀抽 象 

一 — — 抽 象膏 畀面 

抽象／协理 映射 

． _ — — 物 理 弹界面 

这种抽 象对应 用程 序员来讲 也是非常必 

要的。在某种意义上，软件上的投资要比在 

声音设备上的投资大。网此，也希望系统软 

件无需进行额外的修改就可以与新的声音设 

备匹配。换句话说，软件操作的对象应该是 

抽象的声 音源而非物理源}在运动的时候， 

系统又能将抽象资源赋于各类等价的物理资 

源。 

不少计算机公司在声音源抽象模型研究 

上投人了很大的精力，并取得了不少成果。 

如王安公司的“Speech and Telephony En- 

vironnlent for Programnler$”
、 数 字 设 备 

公司 的“Computer Integrated Telephony 

和IBM公司的“Telephony Applications Se— 

rvices Callpath”。 

三、结束语 

计算机声音处理技术已有长足的发展， 

但很 多方 面仍 有待于进一 步深 人的探讨 和研 

究。如如何使计算机语言识别系统识别更多 

的词汇，如何进一步提高识别的正确率。 

本文没有涉及声音数据压缩技术，这并 

不是 说 其 不重 要，而事宴上恰恰相反。随 

着多媒体技术在国内外的迅速发展，声音数 

据压缩技术 日趋重要，其研究也 正 成 为 热 

电。不少该专题的学术论文见诸撮端和学术 

f 物，可供参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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