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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质量的主观质量客观评价方法

要进行语音质量的主观质量客观评价
,

原理由图 所示

语音信号
合成语音或
接收语音

’

图

参数
提取

客观质量
参数计算

主观质量
预测

语音质量的主观质量客观评价系统原理

许多学者已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 “一 】
。

进行客观质量参数分析时
,

可用参数很多
,

比如

文献 共测试了 种
,

文献 试验了 种等 总的可分成四大类 信噪比类
。

指语音

信号时域波形的匹配
,

常采用总信噪比和分段平均信噪比 基于线性预测编码 的测

度
。

主要是 分析所得的各种参数
,

比如线谱对参数
、

对数面积比等
。

谱距离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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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临界频带的划分 单位 问

频频带数数 下界频率率 上界频率率 频带数数 下界频率率 上界频率率 高界频带这 个参数提出

的意义是可将人耳 当作一个
并联的滤波器组 川

,

各个滤

波器有不同的带宽
,

分别对听

觉作出不同的贡献
,

因而在研
究 失真语音的主观听觉质量

时
,

可以将失真在各个临界频
带上的分布求出

,

分别考虑各

带的掩蔽效应
、

听觉响度与频

率关系
,

从而研究各带失真对

听觉的影响

临界频带的单位一般用 来表示
,

用来指明一个临界频带的频率宽度 同
,

若记

二 域的频率变量为
,

赫兹 七 域频率变量为 了
,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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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八

每个 谱带抽一次样
,

失真影响统一考虑
,

求各临界频带内 谱功率

, 人

, 二 艺 只 哟
,

儿 ,

八

底
,

艺 八 哟
儿二

表示第 个 右界频率
,

匀‘ 是它对应的 域下限频率
,

勺
‘

是上限频率
,

它们可以根据

表 和抽样频率 求出

。 , 一 二 ·

鲁
,

“, 九 一 ·

鲁
是 分析点数

,

马‘ 是表中第 个临界频带的 域下界频率
, 。。 是上界频率

临界频带间相互影响的计算
,

是 尸 句 域的功率谱密度
,

可根据 式转换得到

与谱扩展函数 。 句的直接卷积 同 由于这两者均是非线性函数
,

该卷积的计算颇为麻烦
,

文献

将这种运算折返到赫兹域
,

等效成临界频带的加权函数运算
,

每个加权函数形似衰减指数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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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免 谱 数 算 此 借 样 法

将 和 式结合 于是可求得声强为

几 叨
, , “ ,

几 叨
, 二 “

式中 的单位是 “ ,

对应的以分贝为单位的声强级为

,

爪 是参考声强
,

等于 一‘“ “
。

根据 式 几 对应的声强级
,

与图 曲线中听觉闭值对比
,

判断第一种掩蔽是否成立
。

掩蔽效应的第二步是考虑 几 能否被 几 掩盖
。

这需要计算 坛 与 之差的绝对值
,

再与

掩蔽门限 比较即可判断 不过
,

掩蔽有两种
,

音调掩蔽噪声和噪声掩蔽音调
,

二者掩蔽门限不
同

。

若某临界频带 乞内掩蔽音是音调
,

其强度为
, ,

则强度在 二 、一 讨 以下

的噪声是听不见的 反之
,

若某临界频带 内掩蔽音是类似噪声的信号
,

强度为 纵
,

则强度在约

叮, 一 以下的失真音是听不见的
。

如何才能判断一个临界频带内信号特性是什么呢 下面提出一个判别方法
。

用
,

式计算 尽 , 时
,

仔细观察会发现
,

以下新定义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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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客观参数的映射

研究主客观评价值之间的映射
,

必须要有一些已知主观评价质量的系统
,

以便与客观评价质

量进行对比
。

我们选用了 系统 系统

系统
一

系统 基本 系统
。

根据资料显示
,

这几种系统的解码语音质量的平均意见分
,

大

致为 、 码率 码率
,

、 码率

码率 、 码率 、
。

试验是针对 个说话人的声音进行的
,

说话人由 男 女 个儿童构成 而声音的主观

质量评价由 位人员组成
,

进行主观质量打分
,

后面所列 均是这 人的
。

实验
测得的 目前广泛使用的两种失真距离参数 平均分段信噪比

一

和平均倒谱距离
,

,

以及相应系统的主观 如表 所示

从表 中可见
,

信噪比 不一定与主观听觉质量成正比
,

如 系统
,

在码率为

时 第
, , ,

其量化信噪比与 系统 第
, ,

也不相上下
,

不过
,

前

者码率是后者的近 倍
,

性能却明显差于后者
。

以上说明 与 分之间
,

并无一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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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说明 实验 卜
、

一 和 一 中
,

语音样本是一句长 的声音 含 男 女声音
,

实验 一 和

巧
一

中
,

样本是一句长 。 的女声
,

实验 一 和 一 中样本是一句长 的男声
,

实验 一 犯 和 一 中样

本是一句长 的童声 实验 一 为 系统
,

和 为 系统
, 一 为 系统

,

和

为 系统
,

分析帧长
,

重叠
。

值与 关系的映射
根据这条曲线

,

对各点的 估计偏差进行了统计
,

结果为
,

平均偏差为
,

最大偏

差为
。

另外
,

还针对在曲线拟合中没有使用的新的编码系统
,

进行了测试
,

结果为
,

平均

偏差为
,

最大偏差为 编码系统是 嵌入式 系统和多类激励线性预测

系统
,

两者均是可变速率编码系统
,

实验中试验了多种码率

与 的映射
对同样的语音

,

采用 节方法计算的

参数与 关系如表 和 图 所示

分析帧长 以便作

表 中的 值大
,

低
,

未遇到

反例
,

说明 值确实较其它参数更能反映

语音主观质量的优劣 根据图 形状
,

采用抛
物线进行曲线拟合

,

得到拟合方程为

图 与 的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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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各种系统的 谱失真值与相应的 实验

计算
,

实验结果如表
。 夕

可见
,

本文新方法对语音编码主观质量有明显改进
。

加加加加加加权权权 计算算
缓缓存存存存存

量量化编码码

加加权权权权权权权权权权

增增增增增增益 自适应应

缓缓存存

图 基于 域感觉误差的 编码系统



电 子 与 信 息 学 报 卷

尸亡 〕 ,‘夕 ,

匆 夕 艺, 几 二
,

脚乞‘夕 。

、, 〔 一 ,
、

, ,

, 即
℃

, ,

年生
,

博士
,

副教授
,

主要研究方向为信号处理
,

编码
,

和 已发表论文 多

年生
,

论文 多篇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主要研究方向图像通信
,

图像处理
,

网络
,

已发表论著

男篇男部杨 震

毕厚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