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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能语音的人机交互方案

设计与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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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 平板电脑领域推广到智能 电视领 杂性和不完备性
,
该交互系统采用云端


域 , 如何删其开发出功能 多样 、 操 w 智能语音识别 引 擎来处縣集到的

乐 的 中 心 正 遂 步 成 为 中 脑 、 羊


’	^

 作便捷 、 稳定的智能电视
,

成为了 广 数据 , 系统 设计架 构如 图 1 所示 。 从


大电视厂商的研发热点 。	細层次上分为 3 层 : 语音数 据采 集

台

’

	-

般 来 说 , 智 能电 视 有 着 距 离 层
、 智能 电视 系统层 、 语 音数据解析


电 4 见 的 复 皁 性和 多 祥性 智 能 化


一	二

’

	远 、 光线暗 、 用户操作心态比较被动 处理层 。 通过声音采样设备 , 如麦克风
,


等特点 , 酣不■謹套传_ 人 断语音籠醜人
; 然 后传递给智


X i o

	机 交互方案 。 针对智能 电视的这些特 能电 视系统层 进行 编码 ; 再将编码后


点 ,
目 前业界提出 了 多种多样的人机 ⑥语音麵经 由 i n t e m e t 传输 至位于


T
-

 交互方式
, 其中通过语音技术来对智 云端的智能语音识别 引擎进行 语音数


馳视进行雖 , 成为智能电 视人机 据的解析工作
;

接着在智能语 音识别


又m	交互的一大突破点。 采用 语音 的人机 引擎解析处理完成后 , 将语音数据中


^ ^  
A

 ^ ^	交互方式有輕趋 于 自 然
,
符合用户 包含的文字髓痛出 来

,
并返回给


观
,
输人信息施、 鹏等优点 。 智馳縣统层 ; 最后碰电视系统


本文細纖语雜术提出 了
-

层 对翻的髓嶋成翻命令或者


种基于智能语音识别的智能电视人机 相关信息输入来对智能电视进行操控。


交互解决方案
, 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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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送至云端进行解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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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 然后返回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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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识别


随 着 社会 的不 断发 展 和互 联网 进行处理 。	 i 
I

语音输入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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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不断更新
, 传统的电视巳经不	 丨	 i

丨	 j
丨

讲音合成
|


能满足人们对于高智能 、 高水平电视 2 系统设 i f

?

架构 I
.	 丨

I	 | I	 |


的 需 求 。 A n d r o i d 作 为 一 种 优 异 的	鉴于智能语音识别


幵源操作系统解决方案 ,

’

隨地从手 引 擎中本地库设计的复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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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


	

	

语音信号进行预处理
’ 如图 4 所示 。


1 邋控 2	1	、


I	音頻預 处 理模块	丨	主要包括预滤波 、 采


I 样 、 量 化 、 模 _	3 语音 【只別


| 
—

 
	

^  
—

换 、 编码 、 断点侦测	丄 丨 旧 作技术


!
	 1
		

_
! 等 ; 然后在遥控器添	语音技术一般 主要包括语音合成


	

丨
2 通麵娜賺架

	 加一个 2 .4 G H z 无 线 和语音 识别技术 。 其中 语音合成也就


2 . 1 数 传输模 块用来传输预处理后的 语音信 是说将文 本内容转换成语音 信息并朗


号 ; 最 后 通过 电视 端的 2 .4 G H z 无线 读出来 。 这
一

过程 涉及多个学科 ,
它


?	D o n g l e 模块来接收语音信号并进行相 的关键在 于如何将文本信息转换成 可


应处理 。 遥控器端的设计框架图如图 2 	以听的声 音信息 , 在 智能电视人机交


所示 。 根据遥控器端的设计框架图 设 互中 , 这一技 术可 以实现让 智能 电视


? 计出遥控器的最终版本如图 3 所示 。	
“

开 口
”

讲话的功能 。 而语音识别又称


的
,

其在 进行 语 2 . 2 丨 数侃接收 / 发送	自 动语音 识别 ( A S R )
,

它 主要 是 通


入 E W , m m	智能电视语音 数据的收发工作在 过模数转 换将机器
“

听
”

到 的 自 然语


‘

"
: ' 制 /

; 篇腕 入 语音数据采集完成后进行。 当 电视上 言转换成相应 的文本或者命令 , 从 而


—

的 D o n g l e 接收 到 进行更进
一

步 的操作 。 语音识别系 统


] _  _ _  来 自 遥 控 器 端 的 本质上是一种多维模式 识别系统 ,
它


I 云 端语音

应⑴
	P

■

识 别 引 擎 2 . 4 G H z 模 块 中 预 的识别过程与人对 语音识别的处理过


I	 !	处理后的音频模拟 程基本上是
一

致的 。 语 音识别
一 般分


| 
“


A n d r o

,

系统	 !	信号后
,

对其 解码 ,
为 两个过程 ,

一

个是系统的训练过程 ,


n
J		 !	转换格式 , 最后通

一

个是系统的识别过程 ,
它们有各 自


I


~
‘ D o n g l e	A L S A	 I	过 I n t e r n e t 将数据 不同的任务要求 , 如图 5 所示。


I ! 传输给云端的语 音	在 语音识别系 统的训练阶段建立

L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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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 引擎进行解析 。 了 对应的 模式库
,

库中每一个词都对


云端的语音识 应
一

个参 考模式 , 它由 这个词重复发


别 引 擎对数据进行 音 多遍
, 再经特征提取和某种训练得


:	识别解析后 , 将识 到 。 而识别阶段则 是整个系统的核心
,


L^ J	# 紗财 脂纖綱舰 挪細馳m 瞧廳隨
■

测


W 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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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 t e r n e t 方式返 回 语音特征 参数
、
语音信息 与模式库 中


f

d l ^  K	给电视端 , 电视端 的相应模型的 匹配度
,

匹配度最高 的

特社提取		[ \

^ ^

	 1 声 学 模 型 一~

T /
 _	再进行相应的功能 就是识别 结果。 这 种训练和匹配的方


(
——

^  
掩	处理 。 使用云端智 法有 多种 ,

目 前较为 常见 的方法主 要


办	^
=

[)	能识别引擎可以有 有动 态时 间规整 ( D T W ) 、 隐马 尔可


后 处理	
1 1 “

	̂

~ L

	J	效降低智能电视的 夫链 ( H M M  ) 、 人工神经网络{  A N N  )等 。


J 结 … I

语 库
I 硬件成本 , 提高识	从语 音识别的 过程来分析

,
语音


别精度
,

从而给用 识别的效果受处理速度和存储容量 的

t

'

p  
2 |

|  

(6 . 训 练 阶段

‘

 户一个良好的体验。 限制 , 尤其 是在智 能电视硬件资源不


	

‘*
1

5  _ 議统
	

电视端的设计框架 够丰富 的平台 下 , 语音识别通常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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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一

定的 句 式
’


这 样就容 易 造			

表 1 系统性
”

测试结
,
		


[
^ ^

j . . , 测试人 安静 有噪声	慢速 中 速 快速

1	成 i只 别性 能 弱

,

	


~ ‘ 男 9 0 . 2 % 7 6 . 3 % 	8 1 .
4 % 9 0 . 2 %  7 8 . 7 %


. 交 互 固定 等 不
		 		


进 入* 似
 h 女 9 0 . 7 %  7 5 . 9 %	8 2

. 1 % 9 0 . 7 %  7 9 . 3 %


人	好的用户体验 。


3 . 2 厶 端 大讯飞、 云知声 、 小 i 机器人 、 捷通华 个含有 3 0 个语音命令的模板库 , 每个


|

* * 二H	丨 / 丨 涔以別 引笮 声等都有最新的语音识别技术 。 鉴于云 命令词汇长度 不定 , 然后对每一个命


丨

云二H	云 计 算 是 端语音识别 引擎的接人便捷性和易扩展 令词汇进行录音并分别存储 ,
最后在


一

种基 于 互 联 性
,

本文的智能语音人机交互方案中的 相同 的环境下
( 安静和有噪声 ) 进行


卜二理

I I

 
二”

 网 的计 算 方 式
,

云端使用科大讯飞的语音识别引擎 。	语音的识别 , 统计并计算男 、 女的平


M 6 系统数ft ?

; 流W  通 过这 种 方 式 , 丄3 矜能 丨 ; 丨 # 人机交 /
/ :	均识别准确率。 此外 , 针 对不同语速


—

 共 享 的 钦 硬 件 整个 人 机 交互 的方 案 采 用 用 户 对识别也会造成影响的事实 , 统计了


资源和信息可以按照需求提供给计算机 主动式语音输入 。 用 户按 下遥控器 上 在相同环境 下 ( 安静 ) 的 不同语速识


和其他设备。 这对用户而言
,
降低了用 的语音按键之后进入语音模式

,
语 音 别的准确率 , 识别结果如表 1 所示 。


户端的负载和成本 , 赋予了用 户前所未 模块采集用户的声音经过预 处理交 由	从这两个测试来看 , 系统的 i只别


有的计算能力 。	 R F 模块 进行传输 , 同 时在进入 语 音 率达到了预期 的 目标 , 基本可 以满 足


云计算服务 应该具备以下几个特 模式之前电视端需要 检査网络是否 连 智能电视人机交互对性能的需求 。


征 : 随需 自 助服务 , 随 时随地用任何 通
, 在确定 网络畅通之后 电视端系统


网络设备访问
,

多人共享资源池 , 快 将遥控器端采集完成的语音数据通过	5 纟 !^ 语


速重新部署灵活 , 可被 监控 与测量的	H T T P 的 P O S T 方法发送至 云端进行	本文介绍了
一种新型的智能 电视


服务 ,
基于虚拟化技术快速 获得资源 , 处理

, 然后对云端返回的数据进行解 人机交互方案 , 它采用 2 . 4 G H z 无线传


减少用 户端的处理负担 , 降低用户对 析并 显示给用 户或者进行相关命令控 输模块来传输语音数据及云端智能语


专业知识的依赖等 。	制操 作。 该方案的数据处理流程图 如 音识别引擎来进行语音的识别操作 , 并


随着互联 网 的快速发展
,

从多个 图 6 所示 。	在 A n d r o
i
d 平台 上进行 了实现

,
充分


渠道获取 的大量 文本或语音方面的资	利用 了 网络资獠
,

降低了用 户终端设


料 , 为语音识别中的语言模型和声学 4 实骑侧I 试	备的 成本 。 通过测试表 明该 系统符合


模型 的训练提供 了 丰富的资源
,

使得 语 音 识别 过 程 中 存 在 多种 问 题
,

实时性 的要求 , 系统稳定性能好
,

更


构建通用 的大规模 语音模型和声学模 语 音 模式 不 仅对 不 同 的说 活 人不 同
,

有利于智能电视的人机交互实施 。 Q D


型成为可能 。	对 同
一

说 话 人 也 是不 同 的 , 例 如
一


基于云计算 的这些特征
, 我们的 个说活人在随意说活和认真说话时语 参考夂献


智能语音人机交互方案 中的语音识别 音信息是不同的 ,

一

个人的说话随着 丨
1

1 谢世海 , 刘苏 . 浅谈智能电视人机


使用云端的语音识别 引擎进行识别解 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 说话者在讲活时 , 交互方式 丨
J

]
. 科技信息 ,

2 0 1 3  ( 3 ) .


析处理
, 这样可以通过各种复杂的算 不同的词可能听起来是相似的 ; 环境 丨 2 ] 吴进强 ’ 苏凯雄 . 基于智能电视的


法来提高语音识别 的精度
,

将复杂的 、 噪声和干扰对识别也有着严重的影响。 语音 识别 系统的设计 与实现
[
J

]

. 电视


开放式的语音输入交给云端进行处理
,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

,
对本系统进 技术 , 2 0 1 3

,
3 7  (  1 0 )

: 2 7 - 3 0 .


给用户带来了新的体验 。	行测试时 , 选取
一

男
一

女分别对系统
[

3
] 吴 佳兴 , 李 爱 国 . 基 于 云 计 算的


目 前 在 国外 的 语 音识别 引 擎 以 进行测试。 为 了降低一个人说话在不 智 能 家 居 系 统 [ J 】
. 计 算 机应 用 与 软


N u a n c e 和谷歌为主
,

而国内方面
, 科 同时刻不同效果的影响 , 首先建立

一

件
,
2 0 1 3

,
3 0  (  7  )  :  2 4 0 - 2 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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