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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有效而简便的利用帧间相关信息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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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连续 的输出概率分布函数是如下面
几

式所示的高斯分布函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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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数帧段输入 中
,

连续几帧信号作为一个特征参数矢量
,

输入特征参数矢量的

维数 将增加
。

由于 式中计算协方差矩阵 及 , 所需的乘法次数是 护
,

当 增加时
,

计算量和内存所用空间都将按平方指数增长
。

另外
,

更重要的是随着 的增加
,

艺红 的推定

误差将增大
,

同时由于 参数增多
,

当训练数据不足时
,

降低识别性能
。

为了避免直接计算
训练的模型精度将下降

,

从而
艺红 所引起的计算量和计算误差增大的问题

,

在复数帧段
输入 中

,

必须对 邻式进行修正
。

本文提出了两种修正方法
,

并通过实验比较了这两

种方法
。

利用 的修正方法
把 式所示的协方差矩阵和它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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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热林 表示 从第 艺状态到第 状态转移时的第 个均值向量
,

氏抽 是和 从林 对

应的标准偏差
,

我们假定各维数之间相互独立
,

而且具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偏差
。

实验和结果

复数帧段输入
一

和
一

的训练是采用 无
一

法进行的
。

首先采用非复数帧段特征参数训练初始 模型
,

然后用 方法
,

针对初始
的每一个状态

,

分割和收集训练用数据
,

最后利用各状态分割和收集的训练用数据
,

采用复
数帧段特征参数

,

求取相应的均值和方差
,

组成 和 函数
。

实验是针对非特定人的汉语孤立数字和连续数字的语音识别
。

在孤立数字识别实验中
,

邀请 名男性话者每个人对汉语 个数字各发音 遍 共 个数据
,

其中 人的发
音作为训练用数据

,

另 个人的发音作为评价识别用数据
。

在连续数字识别实验中
,

选用

类 位数汉语连续数字语音
,

邀请 名男性话者每个人对 个 位数字各发音 遍
,

共 个发音作为评价识别用数据
。

实验中模拟语音信号经 采样
, 一 一 王 的

预加重
,

窗长 点
,

窗移 的汉明窗后
,

进行 阶 分析
,

然后从 阶

系数中求出 阶的 倒谱系数 临界带倒谱系数 和 倒谱的 阶的线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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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概率分布函数的角度来看
, 一

的识别性能优于
一 ,

所以选择
作为复数帧段输入 的输出概率分布函数更为合适

。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在语音识别 中 引入帧间相关信息的方法
。

它采用相继的复数帧
组成的特征参数矢量作为 的输入

,

这种方法是利用语音帧间相关信息最直接最简便
的方法

。

同时我们还提出了两种适合于复数帧段输入 的输出概率分布函数
,

并通过
实验证明了 函数形式比 函数形式更为有效

。

通过对非特定人汉语数字语音识
别实验

,

证明了本文提出的方法能够较好地改善 表述语音信号时间相关等动态特性
的能力

,

提高 的语音识别性能
,

是一种有效而简便的在语音识别 中引入语音
帧间相关信息的方法

。

虽然本文中我们仅仅将该算法应用在汉语数码语音识别中
,

该算法也
可以用于其它语音识别领域

。

作为今后的研究课题
,

我们将进一步扩大复数帧段输入
的实验范围

,

并寻找更合适有效的复数帧段输人 的输出概率分布函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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