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西安声学学术会议

第二届酉安声学学术会议于 09年 1 2月 81 日在

西安举行
,

会议由西安声学学会主办
.

会议共交流论文 36 篇
,

报告内容广泛
,

涉及声信

号处理
,

医学超声与超声诊断
,

噪声控制与建筑声学
,

功率超声与超声检测
.

本次会议的特点是 : 内容新
,

层次高
.

马远良教授论述了人工神经网络 ( A N N ) 研

究的蛟近动态
.

以人类神经系统的现有认识为基础
,

介绍了类似于人类神经网络系统的电子网络结构和自

适应系统
,

在感知
、

认识
、

行为控制等不同的级别
、

模拟

人脑种种功能的丛础上
,

实现 A N N 功能的计算机及

当前这 一领域的前沿课题
.

张爱宏教授报告了彩色多

普勒超声在周围血管疾病诊断中的应用
.

茧彦武教授

阐述了非线性声参最 B / A 与媒质关系理论以及他近

期的研究成果
.

程存弟副教授介绍了大功率超声振动

方向变换器
、

超声悬浮技术
、

超声马达的理论设计和应

用前景
.

这次会议的代表普遍认为学术气氛浓厚
,

时间安

排紧凑
,

交流论文质量较高
,

体现出西安地区声学研究

领域有了新的发展
.

最后大家希望今后多举办这类学

术活动
,

也希望邀请外地的声学专家来传经送宝
,

既促

进西安地区声学事业的发展
,

又可加强与全国各地声

学同行的信息交流
.

(阂一建 )

“
七五

”

重点攻关项目
“

连呼语音识别和单音节识别
”
通过鉴定

、

验收

由中国科学院声学所等单位参加的
“
七五” 重点攻

关项目
, “
连呼语音识别和单音节识别

” ,

已于 1 9 91 年
1 月 16 日在北京通过机电部和中国科学院的 鉴定验

收
.

连呼语音识别在语音识别当中属于难点
,

它的难

度在于音节端点的不确定以及由于连呼引起 的音变
.

由中国科学院声学所执行的这项工作
,

目标还只是小

宇表 ( 1。。一 2 00 字) 的连呼识别
,

识别率达 80 肠 以上
,

形成 了一个非实时的表演系统
,

引进语法知识
,

语句的

正确率达 9 8% 以上
.

这是一项开创性工作
,

所用的识

别单元是全部音节的声母和韵母
,

因此
,

它实际上是为

全部汉语的连呼识别打下了良好基础
,

它是大模式工

作方式
,

极易改变和扩大字表
,

为下一步工作开了个好

头
.

单音节识别在汉语的孤立语音识 别 中是 最 困难

的
,
囚为同韵母

、

异声母的汉字极多
,

近音字的识别是

很困难的
.

汉语的音节结构明晰
,
给语音识别带来方

便之处
,

但另一方面又由于音节构成简单
,

所包含的语

音信 以少
,

混淆度大
,

给语音识别带来了莫大的困难
.

虽然不能说汉语的单音节识别比外语字的识别困难大

多少
,

但它绝不会比外语单字识别来得容易
.

由中国

科学院声学所研制的单音节识别率高达 90 %
.

这 个

系统具有自学习功能
,

上述识别率是在用户使用一段

时间
,

样本已优化得相当不错的情况下取得的
,

一般新

用户开始阶段的识别率到不了这么高
.

这次鉴定会上还鉴定了由中国科学院声学所研制

的实用化 “ 中西文语音识别系统
” ,

它把单音节识别系

统与曾在 1 9 8 8 年法国 ( T E C 8 5) 高技术博览会上荣获

国际大奖的词组识别系统结合在一起
,

用户可以任意

地呼单字或词组表中词组
,

词组的呼音完全口 语化
,

切

合实用
.

词组表由用户自己定义
,

以 1 0 0。 (或 2 。 。。 )

为一张字表
.

这个系统已经置于 D o s 级
,

可以在
D o s 级上直接下达命令

,

也可以在 E D L 士 N , D B A s E

里工作
,

也可以在 w
o
dr s ` a r

里工作
.

总之
,

凡是通

过键盘输入汉字 (串 )或西文字符串时
,

均可以用 口呼

输入
.

因此
,

已完全实用化
.

与会专家们认为
,
就汉语的识别而占

,

这项成果在

国内属领先水平
,

而且在好些方面有独创性
.

(俞铁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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