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声母实时识别方案中
,

传统的识别方案是 将声母识别分解为三个过程 先进行分类识

别
,

随后再根据声调和韵母 的识别情况对声母进行进一步的细分类
,

最后用模板匹配的方法对
类 内声母进行识别

。

上述的方案已在实际系统中应用
,

取得了较好的识别性能
。

尽管如此 传

统的模板匹配法也存在一些缺点
,

如在将声母预分类时
,

每类 的特性都与其它类别有所区别
,

但事实证明
,

无论如何划分
,

各类之间的特性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另一方面
,

传统的模板匹

配法不太适用于区分发音类似的声母 又如
,

因为语音识别知识隐含地包含在模板上
,

所以如

何恢复错误
、

改善识别性能较 困难
。

目前
,

国内外的声母识别方法
,

除了上述 的识别方案之外也有采用神经网络 如 多

层感知器 作为识别方案的
。

但在这些方案中
,

神经网络 的输出单元即为所识别的音素
,

即未

与模糊系统相结合
。

这就是说
,

神经网络是作为音素的模板而存在的
,

所以不可避免地有着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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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 离最小者为胜者
。

同时

它和它的邻域权矢量将进行更新
。

图 分簇网

网 的最大局 限性是
,

当学习模式较少时
,

网络 的分类效果取决于输入模式的先后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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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辅音识别流图

实验 系统 在本实验系统中
,

先通过基于平稳部 分检测进行分段和

模板匹配法
,

进行韵母识别和声韵母分开
,

得到候选声母
,

然后将这些声母

通过图 所示 的声母识别系统
。

有三种类型 的神经网络用来进行声学音征检测
。

类型 通过输入几帧输入模式进行声学音征检测
。

这类网络有 个输入单元
,

个隐

层单元 第二层
,

第三层有 个单元
,

输 出层有 个单元
,

相邻层间互连
。



神经 网络 的学习是通过误差 回传 算法进行学习 的 学习 时 选择 明显具有某种声学

音征的输入模式进行学习
,

此时学习结果应为 同时
,

选择 明显不具有这种声学特质的输入

模式输入
,

此时学习结果应为
。

实验结果表 明
,

本方案相对于传统 的模板匹配法
,

识别率有较大提高
。

结果如下

分 发音人
,

第一次发音
忍 一 发音人

,

第二次发音

分 发音人
,

第一次发音

一 发音人
,

第二次发音

对于采用神经网络作为音素模板的系统来说
,

由于它实质上也是一种模板匹配法
,

所以它

同模糊神经网的比较结果类似于以上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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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和展 望

模糊神经网为声母识别带来了新曙光
。

将模糊神经 网引入声母识别领域
,

充分利用了模糊

神经网的容错性能
、

计算性能
、

分类性能和决策性能
。

文中重点研究了两种基于模糊神经网 的

声母 识别
,

并对其性能和特点进行了分析讨论
。

与传统识别手段相 比
,

每种方法都从不同的方

面
,

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识别率
。

识别实验结果表明
,

模糊神经网的识别性能优于传统识别方法
。

此外
,

模糊神经网用于声母识别时
,

既可软件编程实现
,

又可硬
、

软件结合实现
。

文中所述的网络 目前仅在孤立词语音识别实验中进行 了一些研究
。

因此
,

今后如何应用模

糊神经 网进行连续语音识别是一个研究方向
。

此外
,

从模糊神经网本身来讲
,

另一类较有发展

前途 的分类网是 网络
。

且一个大 的发展趋势是将模糊联系 引入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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