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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1 年 9 月 9 日收到

别

从听到的嗓音来辨别出发音人来
,

这 已经是很普通的经验了
.

比如
,

从收音机里可以很容易地听出

来
,

你所熟悉的歌唱家的演唱 ; 一个老朋友在房子外面喊你
,

你也很容易听出来他是谁
.

一个婴儿会在

母亲的熟悉而亲切的催眠曲中安然人睡
.

嗓音鉴别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
,
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

由于近

代科学的飞速发展
,

人们借助声学分析和运用电子技术
,

使嗓音鉴别可靠科学仪器来进行
,

甚至可以达

到自动嗓音鉴别
.

几百年前就有用嗓音作证据来鉴定被告的案例
.

但是
,

直到 1 9 3 7 年才对嗓音鉴别的可靠性做了科

学研究
.

今天
,
电话通讯的发展使得嗓音鉴别不受空间距离的限制

,

录声技术的发展使得嗓音鉴别可在

任何时间进行
.

四十年代产生的语图仪为嗓音鉴别提供了 “ 可见语言”
.

从而
,

把一个时间过程变成了

一个空间图形
,

视觉便可以用任意长的时间来分析一个短暂的语音
,
对听觉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

1 9 6` 年在美国
,

第一次在法庭上把语图作为嗓音鉴别的证据
.

1 976 年三月
,

美国联邦调查局 ( F BI )

要求国家科学院对用声谱图来鉴别说话人进行评价
.

1 9 7 6年七月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的行为与社会科

学会议下设声谱图评价委员会
,
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讨论

.

该委员会包括了语言声学
、

心理声学
、

语音

学方面的著名专家
.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发展
,

最近也开展了嗓音鉴别的刊步研究和应用
.

一
、

嗓音鉴别的内容

嗓音鉴别包括两方面的内 容
: 1

.

嗓音 鉴

定
, 2

.

嗓音辨别
.

嗓音鉴定的任务在于
,

根据

申请人的要求
,

把申请人提供的嗓音样品与已

存储的样品进行比较
,

并做出是与非的判断
.

也

就是说
,

鉴定申请人所提供的嗓音样品
,

是不是

他本人的嗓音
.

这可以有多方面的用途
,

比如
,

银行办理存取款时
,

存款人在银行留下录音材

料代替印鉴
,

取款时便可以复述录音内容
,

经 嗓

音 鉴 定 确 认 存 款 人 以 后

,

办 理 付 款

.

嗓 音 鉴 定

可 由 计 算 机 进 行

,

取 款 人 也 可 以 通 过 电 话 办 理

手 续

.

这 就 非 常
方

便 了

.

嗓 音 鉴 定 也 可 用 作 重

要 的 保 险 箱 和 大 门 上 能 认 主 人 的

“
声 学 钥 匙

” .

由 于 目 前 进 行 自 动 嗓 音 鉴 定

,

在 技 术 上 还 是 比

较 复 杂 的

.

因 此

,

这 种 认 人 的

“
声 学 锁

”
环 不 能

普 及 应 用

.

嗓
音

辨 别
的 任

务
在 于

,

把 一 个 未 知 的 嗓 音

样 品

,

同 大 量 的 已 知 的 嗓 音 样 品 相 对 比

,

并 做 出

下 列 二 者 之 一 的 判 断

: 1
.

没
有 一 个

已 知 的
样

品

与 未 知 的
样

品
相

匹
配

,

2
.

某
一

样
品 与 未 知

样
品

相
匹 配

.

嗓 音 辨 别
也

可
以

有
许

多
实 际 应 用

.

比

如

,

在 某 个 案 件 中 得 到 了 一 些 录 声 材 料

,

有 几 个

可 疑 的 对 象

,

究 竟 谁 是 案 犯

.

于
是

,

便 让 这 些 可

疑 对 象 说 出 与 录 声 内 容 相 同 的 一 些 语 词

,

进 行

录 声

,

以 后 再 做 嗓 音 辨 别

.

这 样
可 为 法 庭

提
供

一
种 证

据

.

二

、

嗓 音 鉴 别 的 方 法

嗓 音 鉴 定 和 嗓 音 辨 别

,

虽 然 任 务 不 同 应 用

各 异

,

但 是

,

它 们 所 用 的 技 术 和 方 法 有 许 多 是

相 同 的

.

目
前 进

行
嗓

音 鉴 别
多 半

是 用 人 工 的 方

卷
t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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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方 面 是 听 音

,

另 一 方 面 是 看 图 (声谱图或

嗓音图)
.

通 常 是 由 经 过 一 定 训 练 的 检 侧 人 员

来 从 事 嗓 音 鉴 别

.

这 些 检 测 人 员

,

受 过 语 音 训

练

,

掌 握 声 谱 分 析 技 术

,

熟 悉 语 图 特 征

.

最 好 还

会 运 用 统 计 判 决 方 法

.

最 初

,

把 要 对 比 的 两 个 嗓 音 样 品 的 录 声

,

放

给 检 测 人 员 听

.

如 果 二 者 相 差 很 远

,

譬 如 一 为

男 声 一 为 女 声

,

一 为 普 通 话 一 为 广 东 话

,

则 根 本

不 必 再 对 它 们 作 声 谱 对 比

.

若 是 二 者 相 近 或 相

似

,

则 应 再 分 别 绘 出 它 们 的 声 谱 图

.

一 般 是 采

用 专 门 的 仪 器 一 语 图 仪

,

绘 出 语 图 或 称 嗓 音 图

(见图 1一 3 )
.

为 减 少 语 言 环 境 (上下文
、

语 意

、

情 感 … )对发音的影响
,

最 好 在 相 近 的 语 言 环
境

中

,

选 取 相 同 的 词 语 进 行 对 比

.

对 比 的 内 容 可

以 有

:
基 频 的 高 低 (即图 1一 窄 带 语 图 上 黑 线

条 间 的 平 均 距 离
,

距 离 越 宽 基 频 越 高 ) ; 调 式 的

变 化 (一个音节之中和几个音节之间基频的高

低走向 ) ; 共 振 峰 模 式 (即图 1
一 宽 带 语 图 中 粗

图 1 “
看 得 见 的 嗓 音

” .

一 句 话 的 语 国

.( ) 说话人才(男X 窄带) ; ( b ) 说话人才(男 )( 龙带)

夔 黝 黝 撇

( b )

图 2 “
看 得 见 的 嗓 音

” .

一 句 话 的 语 图

伽 ) 说话人 B (男X 窄带升 ( b ) 说话人 忍(男)( 宽带)

应用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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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嗓 音 取 样 的 条 件 (声学的

,

心 理 的

,

生 理 的 ) ;

嗓 音 取 样
、

鉴 别 所 用 仪 器 设 备 的 特 性
;
检 测 人 员

的 经 验 和 技 艺
;
以 及 检 测 人 员 对 情 况 的 了 解 等

等
.

在 实 际 应 用 中

,

差 错 率 的 估 计

,

只 是 与 这 些

条 件 中 的 几 个 条 件 的 组 合 有 关

.

这 些 内 容 也 正

是 需 要 进 行 研 究 工 作 的 地 方

.

尽 管 存 在 着 这 样 一 些 困 难 和 问 题

,

但 是

,

专

家 们 认 为

,

听 音
一
看 图 嗓 音 鉴 别 工 作 可 以 进 一 步

改 善

,

精 确 度 也 可 以 提 高

,

它 的 潜 在 的 应 用 价 值

还 是 很 大 的

.

科 学 家
们

正
在

运
用

语
言 信 号 处

理

技
术

,

提 取 语 言 特 征 参 量

,

使 嗓 音 鉴 别 自 动 化

.

现 在 已 经 在 实 验 室 条 件 下

,

取 得 了 较 好 的 结 果

.

的 嗓 音 鉴 别

.

尽
管 存 在

着
像 鉴

别 的
不 肯

定 性

、

不 利 的 听

够 戈

等
,

法 官 和 陪 审 气

如 噪 声 干 扰 ) 及其它影响等

还是考虑这种证据的
.

在
确

四

、

嗓 音 鉴 别 的 应 用

1.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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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科 学 的 观 点 来 要 求

,

嗓 音 图 的 检 测 技 术

的 基 本 原 理 和 精 确 程 度

,

还 都 不 是 很 完 善 的

.

但 是

,

从 法 庭 的 观 点 来 看

,

嗓 音 图 对 比 还 被 认 为

是 嗓 音 鉴 别 的 一 种 科 学 方 法

.

至
于

嗓 音 的 听
音

鉴 别

,

早 已 作 为 法 律 程 序 的 一 部 分 而 起 作 用 了

.

对
种 种 犯 罪

,

例 如

,

敲 诈

、

恐 吓

、

绑 架

、

凶 杀

、

抢 劫

和 贩 毒 等

,

起 诉 人 试 图 在 起 诉 中 引 进 嗓 音 鉴 别

的 证 据

.

听 音 鉴 别 是 证 人 将 可 疑 分 子 的 嗓 音

,

同 记 忆 的 罪 犯 的 嗓 音 (通常只是在犯罪现场听

到的 )相对比
.

若 是
有 磁 带 录 声

,

那 末 就 可 以 把

可 疑 分 子 的 嗓 音 和 罪 犯 的 嗓 音

,

相 继 交 替 来 听

,

这 样 根 据 短 时 记 忆 要 比 根 据 长 时 记 忆 进 行 对 比

好

.

目
前

还 没
有

一 些
专

门 的 规 则

,

来 帮 助 法 官

和 陪 审 团 去 评 价 一 个 人 根 据 他 自 己 的 听 音 做 出

定 证 据 的 重 要 性 时

,

要 考 霹 到 这 些 因 素

,

但 这 井

不 影 响 它 的 可 接 受 性

.

与 根 据 听 音 来 做 嗓 音 鉴 别 不 同

,

利 用 嗓 音

图 已 被 法 庭 当 作 一 种 新 的 科 学 手 段

.

当 然

,

在

把 这 种 科 学 的 证 据 提 供 给 法 庭 以 前

,

应 当 进 行

专 门 的 筛 选

.

因 为

,

法 官 和 陪 审 团 对 评 定 这 样

的 证 据

,

其 能 力 是 有 限 的

.

嗓 音 图 于
19 6 6 年 首 次 被 美 国 法 庭 采 用 作

为 证 据
.

其
后

,

由 于 对 所 用 技 术 的 批 评

,

在

1 9 6 6一 1 9 7 1 年 间
,

一 些 法 庭 拒 绝 采 用 嗓 音 图 作

为 证 据

.

在 此 期 间

,

在 美 国 只 有 一 个 受 理 上 诉

的 法 庭 愿 意 根 据 嗓 音 图 证 据 来 裁 决

.

197 1 年

以 后
,

又 进 行 许 多 研 究 工 作

,

克 服 了 一 些 缺 点

,

也 研 究 了 现 场 应 用 遇 到 的 一 些 影 响

.

于 是

,

自

19 7斗年 以 来
,

各 法 庭 都 认 可 使 用 嗓 音 图 作 为 证

据

.

现 在 我 国 在 某 些 案 件 的 审 理 中

,

也 采 用 了

嗓 音 图 作 为 一 种 证 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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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 委 员 会 与 一 机 部 机 械 科

示 法
; l / 3 和 1八 倍 频 程 滤 波 器 标 准 ; 绘 制 频 率 学 研 究 院 联 合 于 19 81 年九 月份举办了

“
机 械 噪

曲 线 和 极 坐 标 图 的 方 法
;
城 市 环 境 噪 声 测 量 方 声 控 制 基 础

”

研 究 班

.

今 后 将 根 据 国 内 各 方 面

法

;
城 市 区 域 噪 声 环 境 标 准 ; 吸 声 材 料 测 试 方 法 的 需 要 开 展 其 他 各 种 活 动

.

及 水 声 换 能 器 自 由 场 校 准 方 法 等 11 项
.

这 些 项 该 技 术 委 员 会 一 般 每 年 召 开 一 次 年 会

,

总

目 都 已 提 出 草 案

,

目 前 正 在 审 查 中

.

结 工 作

,

审 定 标 准

,

研 究 安 排 下 一 年 度 的 工 作 和

该 技 术 委 员 会 除 了 上 述 主 要 工 作 外

,

还 组 制 订 远 近 期 规 划

.

标 准 化 工 作 对 工 业 生 产

、

经

织 翻 译 了 有 关 声 学 的 15 0 国 际 标 准
,

今 年 内 将 济 建 设 和 人 民 生 活 等 关 系 很 大

,

已 日
益 受 到 人

陆 续 出 版 发 行

,

计 划 于 明 年 初 全 部 出 完

.

为 了 们 的 重 视

,

今 后 将 能 发 挥 更 大 的 作 用

.

推 动 声 学 标 准 化 的 工 作

,

并 使 标 准 化 起 到 促 进 (徐唯义 )

应用声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