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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言 通 讯 展 望

张 家 骤
( 中国科学院 声学研究所 )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
,

交际活动也就更加频繁
、

更加重要
.

因而
,

语

言作为交际工具的功能和作用也在不断扩大
,

这表现在近代语言通讯手段的不断发展和提高上
.

所谓

交际主要是交换信息
.

语言—
口头的和书面的

,

便是最直接
、

最方便
、

最有效的信息源
,

因 为语言不但

是交际工具
,

也是思维工具
.

近代语言通讯技术不但延长了人类口
、

耳的作用距离
,

而且扩大了它们的功能
.

语言本来是人与人

之间的交际工具 ; 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和计算技术的发展
,

人类的大脑和双手得到了进一步的延长
.

于是

一种新的交际方式— 人机对话出现了
.

第五代计算机
,

便是以具有自然语言输入输出为其特征的
.

今天语言通讯不但在空间距离上 已经超出了人类居住的地球而伸向了宇宙空间
,

在功能上还扩展到了

人与机器的
“
交在” 之中

.

可以认为
,

语言通讯正处在一个发展的新阶段
.

因此
,

我们现在考察一下它的

发展历史和展望未来的前景便很有必要了
.

一
、

历 史 发 展

1
.

语言信号的波形原则

语言通讯的历史发展
,

可以追溯到相当遥

远的过去
.

我们不妨从 1 8 7斗年电话机的发明
,

作为近代语言通讯的起点
.

在贝尔 ( A
·

G
·

eB ll)

发明电话机时
,

曾经建立了一个原则
,

那就是后

来所谓的波形原则
,

即让线路上电流的变化相

当于说话时空气密度的变化
.

这样一个原则几

乎统治了电话通讯的设计达一个世纪之久
.

但

是
,

由于语言信 号占据很宽的频带和很大的动

态范围
,

要想不失真地传递语言信号
,

不但技术

上要求很高
,

经济上也是不现实的
.

于是
,

发展

了一系列语言信号波形处理的方法
.

首先是把

语言信号的频带限制在 3 00 一 3 4 OOH z 之内
,

这

称为
“
电话语言”

.

此外
,

还有在调制和解调技

术基础上发展的多路通信
.

为了适应当时对语

言通讯的要求
,

希望对通讯频带进一步压缩
,

以

提高通讯效率
.

19 3 9 年
*

达 得雷 ( D
u d le y )

〔̀ ,

在纽约的国际博览会 上公开地 展 出了 可以 把

3 0 0 0 H
z

带宽的语言信号压缩在 3 00 H z 带宽之

内的声码器 ( V co 司
c

)r
.

他提出了一种对语言信

号描述的新概念
.

他根据载波电话的原理
,

把

人讲话时声带振动产生的声源
,

类比成载波信

号
,

而把 由口腔运动对声源的影响类比为调制

信号
.

调制信号包含着有意义的信息
,

而载波

只是负载这个信息
,

使 之 让 人 能 听 到

,

它 本 身 并

不 重 要

.

如 果 能 将
语

言
信

号
解 体

,

分 成 载 波 源

和 调 制 波

,

并 把 它 们 分 别 加 以 传 送

,

那 将 大 大 压

缩 所 需 频 带 宽 度

.

因 为

,

在 讲 话 时 发 音 器 官 的

运 动 是 比 较 缓 慢 的 (低于 10 H z
左 右 )

.

载 波 源

的 频 率 较 高

,

但 并 不 是 把 载 波 信 号 全 送 出 去

,

而

只 是 传 送 周 期 振 动 (浊音 )或噪音 (清音 )
.

这 种

把 语 言 信 号 分 解

,

只 取 其 基 本 特 征 来 加 以 传 送

的 概 念

,

开 始 打 破 了 波 形 原 则

,

孕 育 着 日 后 语 言

*
在 19 37 年 D u d l

o y 便 已 经 敌 出 了 声 码 器
,

井 在 哈 佛 大

学 展 出

.

卷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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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

由 于 语 言 信 号

是 一 个 复 杂 的 瞬 态 过 程

,

在 当 时 还 没 有 适 当 的

技 术 手 段 对 它 进 行 仔 细 的 分 析 研 究

.

达 得 雷 的

通 道 声 码 器

,

在 技 术 实 现 上 也 相 当 困 难

,

造 价 也

很 昂 贵

.

因 此

,

这 种 新 概 念 并 未 取 得 突 破 性 的

进 展

.

.Z 语 吉 信 号 的 参 橄 棋 型

经 过 多 年 的 努 力
,

贝 尔 电 话 公 司 发 明 了 一

种 新 装 置

.

它 可 以 把 语 言 信 号 以 三 维 (时间
、

频

率

、

强 度 )的形式显示在屏幕上或者烧灼在电传

纸上
.

这 便 是 所 谓 的 语 图 仪

,

有 了 这 种 仪 器

,

便

可 以 对 语 言 信 号 进 行 大 量 的 仔 细 研 究

,

从 此 产

生 了 一 门 新 的 学 科 — 声学语音学.

19 4夕年

波 特 ( P ott
e
)r 等田出版了

“
可 见 语 言

”
一 书

,

系 统

地 分 析 了 英 语 的 语 图

.

1 9 5 2 年 皮 特 森 ( eP et r so )n

和巴内 ( aB
r en y ) 3[] 又 对 大 量 发 音 人 (包括男人

、

女 人 和 儿 童 ) 所发的英语十个元音进行了系统

的分析
,

并 把 这 些 元 音 标 记 在 以 第 一 共 振 峰 lF

为横轴
、

以 第 二 共 振 峰
F :

为 纵 轴 的 平 面 上

.

这

样

,

各 元 音 的 相 对 位 置

,

便 和 语 音 学 家 的 元 音 舌

位 图 上 的 位 置 一 致

.

与 此 同 时

,

语 音 分 析 的 结 果

,

不 但 直 接 促 进

了 电 话 通 讯 的 发 展

,

而 且 推 动 了 语 言 机 器 的 诞

生

.

1 9 5 2 年 戴 维 斯 ( D
a

vis )
『4]

等 利 用 lF
一F :

作 图

案 匹 配

,

研 制 了
口

呼 数 字 识 别 机 ( A du
r e y )

,

其

识 别 率 最 高 可 以 达 到 97 多一99 外
.

奥 尔 森

( Ol so )n
【5J
也 在 五 十 年 代 研 制 语 言 打 字 机

.

一
时

间
各

种 不 同 类 型 的
声

码 器 和 自 动
语

言 识 别
机

方

案
纷

纷
出 现

.

一 种 颇 为
乐 观

的
情 绪 鼓 舞

着
语

言

通
讯 的

研
究 人 员

.

我 们 国 内 也 在 这 个 时 侯

,

在

中 国 科 学 院 电 子 学 研 究 所

、

语 言 学 研 究 所 和 南

京 大 学

,

开 展 了 语 言 声 学 的 研 究 工 作

.

电
子

学

研
究

所 进
行 了

声
码 器 和 自

动
语 言

识 别
的

研
究

,

在 语 言 学 研 究 所 的 配 合 下

,

邮 电 学 院 开 始 研 制

语 图 仪

.

但 是

,

在 工 作 中 很 快 地 遭 遇 到 了 两 方 面 的

困 难

.

一 方 面 对 语 言 信 号 的 认 识

,

当 时 还 既 不 系

统 也 不 够 深 人
; 另 一 方 面 在 当 时 的 电 子 技 术 所

能 提 供 的 手 段 也 不 足 以 应 付 语 言 信 号 的 复 杂

性
.

因 此

,

虽 然 语 言 机 器 的 研 究 取 得 了 很 大 进

应 用 声 学

展

,

但 没 有 取 得 决 定 性 的 成 功

.

正 是 在 这
个

时 期

,

方 特 ( F
a n t ,

一 9 6 0 )
〔6 ,
发 表

了 他 的 著 名 论 文

“
语 言 产 生 的 声 学 理 论 气 为 建

立 语 言 产 生 的 模 型 奠 定 了 基 础

.

他 首 先 用 多 段

不 同 截 面 的 管 子 相 联 来 近 似 表 示 声 道 特 性

,

采

用 传 输 线 类 比 的 方 法 进 行 分 析

.

他 以 大 量 的 实

验 数 据 来 检 验 理 论 分 析

,

取 得 开 创 性 的 成 果

.

这

样 就 把 达 得 雷 的 语 言 产 生 的 载 波 调 制 概 念

,

上

升 到 了 一 个 新 的 理 论 高 度

.

在 aF nt 开 拓的新 的方 向上
,

不 少 人 又 做 了

许 多 理 论 和 实 验 研 究

.

特 别 是 弗 兰 那 干 ( lF an
: -

g a n
) 在贝尔实验室的系统的研究

,

把 方 特 的 工

作 又 向 前 推 进 了 一 步

。

19 7 2 年 再 版 了 他 的 有 名

的 著 作
“

语 言 分 析

、

合 成 和 感 知
” 71[

.

这 本 书 把

语 言 通 讯 过 程 中

,

从 说 到 听 的 主 要 环 节 以 及 分

析 合 成 技 术

,

作 了 系 统 的 论 述

.

以 方 特 和 弗 兰 那 千 的 著 作 为 代 表 的 理 论 成

果

,

不 但 给 语 言 通 讯 研 究 提 供 了 新 的 理 论 武 器

,

也 给 语 言 通 讯 工 程 指 明 了 新 的 努 力 目 标

,

尽 管

在 当 时 这 个 理 论 模 型

,

由 于 一 些 不 可 避 免 的 近

似

,

还 存 在 着 相 当 的 局 限 性

.

可 是

,

一 直 到 七 十

年 代 后 期

,

它 所 指 出 的 理 论 目 标

,

在 技 术 实 现 上

还 存 在 着 技 术 和 经 济 上 的 困 难

.

3
.

语 言 信 号 处 理 的 新 发 展

电 子 计 算 机 是 进 行 大 量 数 据 分 析 处 理 的 有

力 工 具

.

19 6 2 年 弗 兰 那 干 首 先 把 它 用 于 共 振

峰 声 码 器 的 合 成 器 的 模 拟
.

十
年

后

,

19 71 年 在

第 七届 国际 声学 会议 (布达佩斯 )上
,

他 作 了 计

算 机 应 用 于 语 言 声 学 的 报 告

.

与 此 同 时 一 些 新

的 算 法 提 出 来 了

.

1% 3 年 包 格 特 (玩g e rt ) 等
【目

提 出 了 倒 频 谱 ( C
e p s t

ur m ) 的算法
, 1 9 6 5 年 库 利

( C oo le y ) 和屠开 ( T
u k e y )

「, ,
提 出 了 快 速 傅 氏 变

换 ( F F T )算法
.

这 对 语 言 分 析 提 供 了 新 的 数 字

化 计 算 的 手 段

.

这 也 为 计 算 机 深 人 语 言 通 讯 研

究 架 起 了 桥 梁

.

随 后

, 1 9 6 8 年 奥 本 海 默 ( O p eP n -

hie m )l[
刃
把倒频谱算法用于语言信号处理

,

建

立 了 同 态 分 析 技 术

.

在 七 十 年 代 初 发 展 的 线 性 预 测 技 术 1l[ , ,

是

基 于 语 言 产 生 模 型 而 建 立 的 算 法 的 最 好 例 子

.

尽 管 为 了 计 算 上 的 便 利

,

而 把 声 道 传 递 函 数 用



,

从 而 忽 略 或 以 变 通 的 方 法

来 引 进 零 点 的 影 响

,

这 种 算 法 在 应 用 上 取 得 了

令
人 基 本 满 意 的 结 果

.

这 些 零 点 的 影 响

,

主 要

来 自 发 鼻 音 时 和 发 辅 音 时 声 道 的 藕 合 作 用

.

发

鼻 音 时

,

鼻 通 道 与 口 腔 并 联
; 发 辅 音 时

,

激 励 声

源 位 于
口

腔 内 部 某 点

,

声 源 前 后 都 有 一 部 分 声

道 作 负 载

.

这
两 种

情
况

都 有
零

点 存
在

.

全 极 点

模 型 不 能 很 好 地 表 示 这 些 发 音 过 程

.

这 里 需 要 特 别 提 一 下 的 是

,

在 七 十 年 代 初

期

,

尽 管 语 言 产 生 模 型 在 理 论 上 给 语 言 信 号 处

理 和 语 言 机 器 的 设 计 提 供 了 有 力 的 工 具

,

但 是

,

在 具 体 实 现 时 还 是 存 在 着 许 多 困 难

.

这 主 要 表

现 在 技 术 手 段 还 不 够

,

以 及 经 费 消 耗 常 很 大

.

自 动 语 言 识 别 研 究 工 作

,

由 于 这 种 影 响

,

在 七 十

年 代 初 期 曾 出 现 过 一 次 低 潮

.

有 人 甚 至 悲 观 地

认 为

,

实 现 语 言 识 别 是 和 登 月 一 样 的 困 难

.

但

是 也 有 一 部 分 人

,

积 极 努 力 从 事 实 用 化 的 研 究

,

以 期 转 变 人 们 对 自 动 语 言 识 别 的 认 识

,

争 取 得

到 更 大 的 支 持

.

日
本 铁 路 系 统 部 门 便 开 始 研 制

自 动 订 票 系 统

.

微
电 子

学
工 艺 和 计

算 技
术 的 发 展

,

再 一 次

给 予 语 言 信 号 处 理 和 语 言 通 讯 工 程 以 巨 大 的 推

动

.

首 先 是
微

处 理 器 芯 片

,

继 而 是 专 用 信 号 处

理 芯 片

,

不 但 使 各 种 语 言 机 器 的 构 造 大 大 减 化

,

而 且 成 本 也 大 大 降 低 了

.

供 儿
童 学

习 语 音
拚

读

的 简 易
自

动 语
言 识 别 装

置
出 现 了

.

它 可 以
小

到

计 算
器 大 小

,

便 宜 到 几 十 美 元

.

一
些 简 易

的
语

言 合 成 器 也
纷

纷 问 世

,

并 应 用 在 许 多 方 面

.

二

、

当 前 状 况

自 从 可 以 显 示 三 维 动 态 频 谱 的 语 图 仪 出 现

以 后

,

在 有 效 的 技 术 手 段 的 支 持 下

,

出 现 了 语 音

产 生 的 声 学 理 论

,

建 立 了 语 言 产 生 的 模 型

.

至

今
在 理 论

方 面

,

除 了 考 虑 了
口

腔 侧 壁 阻 抗 的 影

响

,

声 门 阻 抗 的 影 响 和 声 门 波 波 形 的 影 响 之 外

,

并 没 有 根 本 性 的 进 展

.

与 此 相 反

,

在 这 一 时 期

之 内

,

在 技 术 方 面 的 发 展

,

包 括 一 些 语 言 信 号 处

理 的 新 算 法 及 其 实 现 手 段

,

却 是 突 飞 猛 进 的

.

现

在 语 言 声 学 理 论 所 提 供 的 模 型 和 方 法

,

用 当 前

技 术 手 段 都 可 以 轻 而 易 举 地 实 现 了

.

可 是

,

语

言 通 讯 工 程 中 的 许 多 具 体 问 题 还 没 有 很 好 地 解

决

.

比 如

,

即 使 是 高 级 的 语 言 合 成 装 置

,

它 的 音

质 也 还 不 能 完 全 令 人 满 意
; 十 分 复 杂 的 自 动 语

言 识 别 设 备
,

也 还 不 能 对 连 续 语 言 和 不 同 的 发

音 人

,

作 出 满 意 的 响 应

.

这 些 都 反 映 出 现 有 模

型 和 理 论 的 局 限 性

.

也 表 现 出 我 们 对 语 言 信 号

的 认 识 还 相 当 肤 浅

.

按 照 共 振 峰 的 定 义

,

它 是 声 道 的 固 有 频 率

.

严 格 地 说

,

只 有 当 激 励 声 源 停 发 同 时 声 门 关 闭

时

,

声 道 内 的 自 由 衰 减 振 荡

,

才 反 映 了 它 的 特

性

.

但
是

,

我 们 总 是 在 声 源 连 续 激 励 状 态 下

,

来

测 量 共 振 峰 的

,

当 声 带 振 动 时

,

声 门 就 有 打 开 的

时 候

,

这 样

,

喉 阻 抗 便 不 是 无 限 大

,

这 就 与 理 论

上 的 闭 管 模 型 有 所 不 同

.

实 验 已 经 证 明

,

声 带

波 的 波 形 对 浊 音 的 音 质 影 响 相 当 大

.

我 们 的 实

验 还 表 明

,

当 发 音 人 以 不 同 的 总 声 级 讲 话 时

,

不

但 基 频 发 生 了 变 化

,

而 且 共 振 峰 也 会 变 化

.

所

以

,

我 们 又 必 须 考 虑 到 语 音 产 生 的 动 态 过 程

.

在 发 音 的 动 态 过 程 当 中

,

还 要 有 协 同 发 音 ( C
口-

a r , i c “ za , 10 。

) 和超音段特征 ( s
u
P

r a , e
g m

。 。 , a l ) 的

影响
.

这 些 影 响 都 是 在 现 有 的 理 论
模

型 和 技 术

实 现 当
中 所

没 能 考 虑 的

.

因 此

,

要 想 合 成 出 高

自 然 度 的 合 成 语 言

,

还 需 要 做 很 多 努 力

.

当 前

,

正 在 发 展 着 的 一 种 高 级 语 言 合 成 技

术 —
文语转换系统( T

e x 卜 t o一 s p e e e h s y
s t e m )

〔, , , ,

便 是 用 一 系 列 生 成 音 系 学 规 则

,

来 控 制 语 言 合

成 器

,

以 产 生 连 续 语 言

.

由
于

在 规 则 当 中

,

可 以

考 虑 语 言 的 动 态 性 质 和 超 音 段 特 性

,

所 以 它 可

以 产 生 较 为 自 然 的 语 言 输 出

.

它 的 输 人
方

式 是

灵 活 的

,

既 可 以 把 文 字 材 料 由 键 盘 输 人

,

也 可 以

帮 助 聋 哑 人 和 有 发 音 障 碍 的 人 说 话

,

为 盲 人 朗

读 书 报

,

给 计 算 机 配 上 语 言 输 出

.

同 时

,

它 也 是

进 行 语 言 分 析 合 成 研 究 的 有 力 工 具

.

在
语

言 自 动 识 别 当 中

,

我 们 还 会 遇 到

,

什 么

是 最 佳 的 语 言 自 动 识 别 的 单 位

,

是 音 素 还 是 音

节
?

语 音 有 没 有 常 量

,

即 不 变 因 素

,

如 果 有 它 在

语 音 的 那 一 部 分
? 也 就 是 说

,

不 同 的 发 音 人

,

在

讲 同 一 句 话 时

,

他 们 的 共 性 在 那 里
? 他 们 的 个

性 又 在 那 里 ? 对 这 样 一 些 问 题
,

我 们 研 究 得 还

4 卷 1
期



.

因 此

,

目 前 对 专 人 的 语 言 识 别 系 统 可

以 得 到 较 高 的 识 别 率

,

而 适 用 于 多 数 人 的

,

特 别

是 对 连 续 语 言 的 识 别 系 统

,

识 别 率 都 还 很 低

一

些 专 家 认 为

,

对 于 未 来 的 市 场 来 说

,

语 言 自 动 识

别 可 能 潜 力 较 大
; 但 就 近 期 发 展 来 看

,

语 言 合 成

设 备 将 会 更 快 地 扩 大 应 用

.

总 的 来 说

,

近 年 来 语 言 通 讯 在 技 术 方 面 的

发 展 速 度

,

远 远 超 过 了 理 论 方 面 的 进 展

.

许 多

在 六 十 年 代

、

七 十 年 代 望 而 生 畏 的 技 术 难 题 和

经 济 负 担

,

今 天 都 可 以 轻 而 易 举 地 解 决 了

.

当

前 的 情 况
是

,

在 微 电 子 学 和 计 算 技 术 武 装 了 的

语 言 通 讯 工 程 师 们

,

为 解 决 语 言 通 讯 中 的 各 种

难 题

,

向 语 音 学 家

、

声 学 家

、

心 理 学 家 们 提 出

,

我

们 还 要 做 什 么 ? 怎 样 做 ? 而 这 些 理 论 家 们 却 正

面 临 理 论 枯 竭 的 状 态 和 高大 的 知 识 壁 垒
.

三

、

未 来 前 景

在 语 言 通 讯 领 域 中

,

技 术 发 展 与 理 论 水 平

之 间

,

出 现 了 两 次 不 平 衡

.

在 六 十 年 代 和 七 十

年 代

,

理 论 水 平 可 以 说 超 前 于 技 术 发 展

.

一 些

理 论 概 念 和 技 术 设 计

,

在 具 体 实 现 时

,

不 是 遇 到

技 术 困 难 便 是 经 济 代 价 太 高

.

因
而

,

一 些 语 言

机 器

,

诸 如 声 码 器

、

语 言 自 动 识 别 装 置

、

自 动 应

答 系 统 … …
,

不 是 不 能 进 人 市 场 便 是 得 不 到 推

广

.

七
十 年

代
末

,

八 十 年 代 初

,

形 势 发 生 了 逆

转

.

超
大 规 模

集 成
电

路

,

大 容 量 的 存 贮

,

高 功 能

的 专 用 处 理 器

,

以 及 低 廉 的 价 格

,

使 得 语 言 机 器

获 得 了 新 的 生 命 力

.

人 功
智

能 也 已
成

为 更
具

有

吸
引

力
的 新

方 向

,

于 是 第 五 代 计 算 机 便 应 运 而

生

,

无 疑 地 这 将 给 语 言 通 讯 的 发 展 以 新 的 推 动

力

.

在 进 一 步 要 做 的 工 作 中

,

首 先 便 是 应 当 对

语 言 信 号 的 动 态 特 性 加 以 深 入 的 分 析

,

从 而 使

得 语 言 产 生 的 模 型 更 加 完 善

.

当 然

,

为 了 能 更

彻 底 地 利 用 生 成 音 系 学 规 则

,

那 么 对 现 有 的 区

别 特 征 系 统

*

l3l[ 也应当进一步加以完善
,

特 别 是

在 语 音 的 区 别 特 征 及 其 声 学 体 现 上 的 研 究

,

还

值 得 进
一

步 深 人

.

现 在 的 文 语 转 换 系 统

,

进 行

语 言 合 成 的 基 本 单 位 还 是 音 素 (位 )和词素
,

只

是 用 区 别 特 征

,

作 为 书 写 语 音 规 则

,

描 写 语 音 变

化 的 一 种 手 段

.

我 们 还 不 能 用 区 别 特 征

,

直 接

来 进 行 声 学 上 的 语 言 分 析

、

合 成 和 自 动 识 别

.

这

是 与 生 成 音 系 学 的 理 论 体 系 相 矛 盾 的

.

任 何 一 种 语 言

,

语 音 和 单 词 都 是 处 在 自 然

的 语 流 当 中 的

.

因 此

,

有 些 语 言 学 的 特 征

,

是 在

一 定 长 度 的 语 音 的 序 列 当 中 体 现 的

.

这 就 是 超

音 段 特 征 或 韵 律 特 征 ( rP os 记 y l)[
4] .

比 如

,

声 调 是

汉 语 的 重 要 特 征 之
一

它 便 是 在 音 节 上 体 现 出

来 的

,

汉 语 普 通 话 有 四 种 声 调

,

用 来 区 别 不 同 的

意 义
; 又 比 如

,

语 调 是 在 单 句 中 体 现 出 来 的

.

升

调 表 示
疑

问

,

降 调 表 示 陈 述

.

着 重 点 或 语 意 中

心

,

常 常 是 在 单 词 上 体 现 出 来 的

.

需 要 强 调 的

地 方 重 读

,

则 音 调 升 高

、

音 强 加 重 也 可 能 伴 有 音

长 加 长

.

重 音 也 是 在 单 词 上 体 现 出 来 的

,

在 许

多 语 言 中 起 着 区 别 意 义 的 作 用

.

超 音
段

特
征

的

研 究 还 非
常

不
够

,

但 它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在 语 法

分 析 当 中 有 歧 义 的 句 子

,

只 要 一 啥 (说 ) 出来就

明确了
.

所 以

,

这 也 是 应 当 进 一 步 深 人 研 究 的

一 个 领 域

.

除 此 之 外

,

对 于 语 言 信 号 来 说

,

它 还 负 载 很

多 非 语 言 学 信 息

.

诸 如 发 音 人 的
性

别

、

年 龄

、

情

感

、

态 度

、

情 绪

、

个 人 特 征 等

.

甚 至 某 人 的 职 业

也 不 难 从 谈 话 中 猜 到

.

比 如 同 样 一 句 话

: “
你

去 吧 ! J,
,

在 语 音 体 现 上 可 以 表 示 出 几 种 不 同 的

情 况

: 1
.

表
示 祈 求

,

小 孩 子 缠 着 大 人 去 做 某 事
;

2
.

表 示
恫

吓

,

大 人 不 希 望 小 孩 子 去 某 地

,

意 思

是

,

你 去 吧

,

后 果 将 对 你 不 利
; 3

.

表 示 态 度

,

你 去

吧

,

反 正 我 不 去
; 4

.

表 示 猜 想

,

你 去 吧

,

是 不 是

.

这
种 信

息
在

文 字
上

就 必
须

加 长
才 能 传

递

.

而
口

语 则 只 需 改 变 某 些 参 数 随 时 间 的 变 化 方 式 就 可

以 了

.

说 起 来 又 经 济 又 生 动

.

这 在 语 言 通 讯 中

,

几 乎 是 一 个 未 开 发 的 领 域

.

显 然

,

语 言 交 际 是 包 括 说 和 听 两 个 过 程 的

.

区 别 特 征 的 概 念

,

是 在 三 十 年 代 由 布 拉 格 学 派 的 语 言

学 家 楚 别 茨 柯 依 ( T ur be tZ k oy ) 提出来的
.

在
五 十

年

代 初

,
由 雅 柯 布 森 ( J

a k o b s o n
)

、

方 特 和 哈 雷 ( H
a l l e ) 加

以系统化
,

并 且 以 声 学 分 析 的 具 体 事 实 来 支 持 这 种 休

系

.

其
后

,

又 有 乔 姆 斯 基 ( C h o m sk y ) 和哈雷提出了他

们的体系
.

至
今

,
几 种 体 系 并 存 不 能 统

一

应 用 声 学



,

而 在 听 的 方 面 则 还 没 有 建 立 起 公 认 的 模 型 [ 3]

来
.

实
际 上

区
别

特
征

理 论

,

是 应 当 在 说 和 听 统

一 的 基 础 上 建 立 起 来

.

因 为 人 们 的 交 际 过 程

,

是
〔 41

说和听的统一过程
.

在 发 展 语 言 产 生 模 型 的 同 [刘

时
,

还 必 须 十 分 注 意 语 言 感 知 模 型 的 研 究

,

并 且

·

把 它 们 统 一 起 来

.

这 将 是 一 项 艰 巨 的 任 务

,

我 「6]

们不妨把这样的模型称为语言的信息模型
·

[ 7]

根据现有的语言产生的理论模型和语言信

号处理技术
,

所 建 造 的 各 种 语 言 机 器

,

在 人 机 对
[ 8]

话中所表现的语言能力
,

充 其 量 也 不 过 是 一 个

小 学 生 的 水 平

.

要 想 进 一 步 提 高 语 言 机 器 的 水

平

,

就 要 对 它 进 行 训 练

.

对
机

器
进

行 训 练

,

就 首 〔 9]

先要求我们对语言的产生和感知过程加以形式 1[ 田

化
,

也 就 是 要 写 出 一 系 列 规 则 来

,

这 便 是 语 言 信

息 模 型 的 内 容

.

要 想 完 成 这 些 工 作

,

必 须 靠 声
l[ 1]

学 家
、

语 言 学 家

、

语 音 学 家

、

心 理 学 家 等 的 通 力

合 作 才 能 胜 任

,

这 便 是 我 们 所 面 对 的 未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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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混响场测量高频声功率时【2 ]
,

例 如 测 量

10 一 2 0k H z
的 声 源 功 率

,

就 往 往 需 要 相 应 频 率

范 围 的 混 响 时 间 资 料

.

而
常

用 的 扬 声 器 发
声

方

式

,

由 于 高 频 的 声 功 率 输 出 不 够 而 难 以 达 到 要

求

.

本 声 源 则 高 频 特 性 较 好

,

用 它 来 测 量 高 频

混 响 时 间 就 十 分 方 便

.

高 声 强 冲 击 波 换 能 器 灵 敏 度 的 校 正

,

目 前

一 般 采 用 点 爆 炸 源 的 方 法 L3 ]
.

由 于
本

火
花

脉

冲 声 源
所

发 的 声 级 高

,

重 复 率 又 稳 定

,

它 的 波 形

与 空 中 爆 炸 的 冲 击 波 相 似 (同为 N 形 波
,

见 图

4 )
.

因 此 利 用 它 可 作 为 高 声 强 冲 击 波 换 能 器 近

场 的 校 正 声 源

,

比 之 用 点 爆 炸 源 的 方 法 简 便 得

多

.

本
工

作 得 到 王 季 卿 副 教 授 和 周 志
孝

工
程

师 的
关

心 与
支

持

,
方 启 文 等 同 志 对 声 学 特 性 的 测 量 给 予 了 很 大 的 帮 助

,

作 者

深 表 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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