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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辨識出不同的

語者，靠的是將各種不同韻母的聲音

特性加以分析，來辨識出各個人之頻

譜差異。 

我們使用 Matlab 做為開發平

臺，並用 Excel 做為資料庫之儲存及

管理。 

未來可應用在身分核對上，例如

保險箱之聲紋密碼鎖、領取證件或重

要物品文件等。以及個人物品使用之

身分確認，例如手機、平板及個人電

腦。 

 

 

2. 簡介 

人們一般說話會包含兩種因素，

分為內容以及音色。內容就是說話的

內文，音色指的則是不同語者的聲音

特色。因此，只要固定說話語句的內

容，將不同韻母的影響因素固定，即

可依此區分出不同人音色之不同。 

我們之所以能夠區分不同的人

聲、母音，主要就是依靠判斷共振峰

不同的分布位置。共振峰，顧名思義

就是聲音頻譜中能量相對集中的一些

區域。人聲受到每個人的生理構造不 

 

 

同之影響：如鼻腔、咽喉、口腔，而

有自身的共振峰區。透過改變這些共

鳴空間形狀和大小不同的變化，聲音

就會擁有不同的共振峰。 

本專題主要目標就是辨識出語者

是誰。 

 

 

3. 專題進行方式 

我們專題實驗收集的樣本共有 10

人，分為 5 位男生及 5 位女生；設計

出來的語句有五種，每個人會分別對

每一種語句錄音 7 次，其中 5 句當作

資料庫之樣本，另外 2句當作測試句。

每一種語句都包含ㄚ、一、ㄨ、ㄟ、

ㄡ，5個音，並分別對這 5個音做 LPC

頻譜分析，設計的語句如下： 

(1)骨頭比誰大 

(2)七組咖啡豆 

(3)黑狗撲大地 

(4)土地大黑手 

(5)不給他豆皮 

可以看出每一句話皆包含了上述 5 個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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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流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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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LPC頻譜分析 

(Linear Prediction Coefficient) 

線性預測基本原理，就是因為大

部分的語音訊號都具有週期性。所以

假設目前聲音之取樣值，可由在前面

的 P 個取樣值以線性組合來預測。公

式如下： 

 

而我們依靠下列公式幫助我們描繪出

頻譜圖，以便找出共振峰點： 

 

 

 

下圖為ㄚ、一、ㄨ、ㄟ、ㄡ之頻譜圖，

可以很明顯的找出每個音的共振峰點

分布位置，並以此區分出各音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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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KNN分群法 

(K-Nearest Neighbors) 

KNN 的基本原理，就是假設相同

類別之物件在空間中的點，距離會比

較接近。所以只要找出在資料庫中和

未知類別資料，最接近的 K 個點最多

者，即可判定是相同的類別。 

所以我們抓取前三個共振峰：f1, 

f2, f3做為 KNN之比較標準。 

下圖為本實驗資料庫內，ㄟ這個

音共振峰點分布狀況，可以看出不同

人各有各的分布區域，且有分群現

象。橫軸為 f1，縱軸為 f2，單位皆為

Hz。 

 

 

3.3  實驗流程說明 

將一段語句輸入後，將輸入的語

音訊號做切字音的動作，將低於門檻

值的訊號濾除，並保留高於門檻值的

部分，使程式能夠分別對每個音做判

斷。 

接著擷取各個音之中間部分，目

的是在於去除前面子音和氣音的干擾

因素，並得到每個音中較為穩定的部

分，如下圖： 

 

然後對擷取出來的部分做 LPC 頻

譜分析，會得到各音之共振峰數值，

並將這些數值輸入到資料庫中做比

對。 

我們比對的方式分為 f1f2、

f2f3、f1f3 以及立體空間的投入點比

較，並將各個音選出最近的 K 個點之

後，判斷出所屬的類別，這樣算為一

票。接著對各音加入不同的權重，使

分群效果明顯的音有較高權重，並讓

不易辨識之音的影響力降低。各音之

權重如下： 

ㄚ：1.5 

一：2.8 

ㄨ：0.5 

ㄟ：2.8 

ㄡ：0.2 

將各音之票數乘上權重後相加，並合

併 4 種比對方式最後的票數，即可得

到總票數，票數最多者即為判斷出來

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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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成果與評估 

4.1  實驗結果 

實驗結果如下表： 

 

 

 

若將各種語句做不同的組合，判

斷正確率如右圖： 

 

 

 

 

 

 

 

註：表中之數字為該樣本單一語句之正確投票率。藍底黑字的格子表示判斷 

    正確，紅字則表示判斷錯誤。 

註： 

圖(A)為語句兩兩配對之成功率。 

圖(B)為三句一組之成功率。 

圖(C)為四句一組之成功率。 

圖(D)為五句一組，成功率達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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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單句辨識率來看，男生之辨

識率會較女生為高，可能原因為本實

驗為抓取前三個共振峰做為比對之標

準。而男生的低頻較穩定，故其 KNN

較為準確，結果如下： 

 

綜合來看，不難看出增加語句可

以提升正確率。結果如下： 

 

4.2  討論 

辨識率的高低，通常會受到幾個

因素影響： 

(1) 峰值是否有漏抓或抓錯。 

(2) LPC 之 P值，男女生及各音  

    適用不同。 

(3) 錄音時的因素。例：能量衰 

  弱造成音框數目不足或共振 

  峰不明顯。 

(4) 某些語句的發音會使得分群 

  的效果不明顯。例：三聲容 

  易壓低聲音發聲，可能造成 

  共振峰過少或能量不易集 

    中，使 KNN效果不佳。 

可能之改善方法如下： 

(1) 增加資料庫之樣本數，進而 

提高資料的群聚效果，使得  

KNN之準確率提升。 

(2) 改良各音的權重。 

 

5. 結語與展望 

未來希望能夠達到不固定語句的

辨識，使程式之可用性更高、應用層

面更廣，並移植到不同的平臺上運

作，例如：手機、平版的加解密，不

再只侷限於電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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