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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者辨識課題語者辨識課題

語者辨認系統可分為兩個課題：
• 語音特徵擷取（Feature Extraction）

• 分類器（Classifier）
重要的研究方向：

• 提昇辨識性能
• 簡化計算複雜度
• 硬體架構



語者辨識模式語者辨識模式

根據使用者的聲音訊號輸入，辨認使用者身份

辨識模式

– 語者識別（Speaker Identification）
– 語者驗證（Speaker Verification）
語音輸入模式

– 文字相關（Text-Dependent）模式

– 文字不相關（Text-Independent）模式



語者辨識流程語者辨識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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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者識別模式語者識別模式



語者驗證語者驗證((比對比對))模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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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訊號處理及特徵抽取語音訊號處理及特徵抽取

語音訊號前處理

語音特徵抽取

– 線性預測編碼導出的倒頻譜參數（Short-
Time Cepstral Coefficient - LPCC）

– 梅爾刻度式倒頻譜參數（Mel-Frequency 
Cepstral Coefficient - MFCC）



語音訊號之音框語音訊號之音框(Frame)(Frame)



語音訊號前處理語音訊號前處理

漢明窗（Hamming Window）

正規化（Normalization）
預強調（Pre-Emph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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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訊號特徵─語音訊號特徵─LPCL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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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求線性預測編碼（LPC）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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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求相關係數：

Levinsion-Durbin演算法



特徵抽取─特徵抽取─LPCCLP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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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CCLPCC特徵向量特徵向量

••LPCCLPCC比比LPCLPC的強健性（的強健性（RobustnessRobustness）及可）及可
信賴度（信賴度（ReliabilityReliability）都要來的高。）都要來的高。

••缺點：將聲音在每段頻率上的特性視為線缺點：將聲音在每段頻率上的特性視為線
性，這與實際上人類的聽覺反應並不一性，這與實際上人類的聽覺反應並不一
致。致。



特徵抽取─特徵抽取─MFCCMF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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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arLinear––ScaleScale和和MelMel––ScaleScale

Linear - Scale

Mel – Scale



三角帶通濾波器三角帶通濾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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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帶通濾波器的函數值：

帶通濾波器之輸出：



MFCCMF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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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與混沌時間序列語音與混沌時間序列



里雅普諾夫指數里雅普諾夫指數
((LiapunovLiapunov exponents)exponents)

BenettinBenettin等人於等人於19761976年提出一個計算里雅普諾夫指數的方年提出一個計算里雅普諾夫指數的方
法：將動態系統特定時間狀態作為初始狀態，兩個軌跡法：將動態系統特定時間狀態作為初始狀態，兩個軌跡
相臨點間的距離為相臨點間的距離為ΔΔxx00(X(X00))，經過時間，經過時間tt後兩點距離變化為後兩點距離變化為
ΔΔx(Xx(X00,t),t)

里雅普諾夫指數里雅普諾夫指數λ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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里雅普諾夫指數演算法里雅普諾夫指數演算法
((LiapunovLiapunov exponents)exponents)

對一組離散的語音訊號 中任一點
(0≦i≦n) 搜 尋 一 個 與 其 值 最 接 近 的 點
(0≦j≦n) 。

求出初始距離 ：

觀察經過時間t後的距離 ：

的里雅普諾夫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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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APCA語音特徵擷取語音特徵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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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形語音特徵擷取碎形語音特徵擷取

Iterated Function System(IFS)

10 −=+ iii xexa
iiNi xexa =+

100 −=++ iiii FFFdxc

iiNiNi FfFdxc =++

if

ai、ci、di、ei和fi是IFS係數



碎形語音特徵擷取碎形語音特徵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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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波語音特徵擷取小波語音特徵擷取

1.計算每一層小波轉換後的語音訊號係數的平均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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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將每一層i平均能量當小波轉換的語音訊號特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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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報告專題期末報告專題

Ear Biometrics
Lips Biometrics(鄧)
Hand Geometry Biometrics(邱)
Palmprint Biometrics
Gait  Biometrics
Handwriting(Signature) Biometrics(黃)
Keystroke Biometrics(謝昇憲)
Voice Biometrics(陳俊任)
Multimodal  Biometrics(朱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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