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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海量文本、语音、图像和视频等媒体为人
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
对广大用户来说，主要是从海量信息环境中获取有用的信息。
对于管理人员来说，除了信息获取，还需要对海量信息的内容进行监管。
　　无论是为了获取有价值的信息，还是对海量信息的内容进行监管，在广泛收集信息的同时，需要
对获得的信息进行有效的采集、高效的内容识别、深层的检索与挖掘。
在海量信息智能处理中，信息采集是基础、信息内容识别是核心、信息检索与挖掘是手段、信息获取
与监管是目的。
　　信息工程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智能信息处理”方向长期从事文本分析与理解、语音处理与识别、
图像／视频处理与识别、多源信息融合、信息检索与挖掘等前沿学科领域的教学与科研，获得了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国防预研等多个项目的资助。
“智能信息处理”方向的多名作者在总结和提升多年教学、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编写了这套《智能信
息处理》丛书。
国防工业出版社为该丛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
　　《智能信息处理》丛书共8个分册，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智能信息处理技术及其应用，重点
阐述了文本、语音、图像及视频等媒体的内容识别、检索、挖掘和监管。
该丛书可作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自动控制、指挥自动化、情报学、图
书馆学、信息管理等相关专业方向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相关课程的教材和相关领域的科研、工程
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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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VoIP通信过程出发，以传统语音识别技术为基础，沿着PSTN网信号处理和IP包信号处理两个主
线进行研究，以语音识别的前端处理、特征提取、模型建立、后端处理过程进行组织。
针对VoIP语音识别系统实用化的问题，给出了一些改善语音识别系统性能的关键技术，力求使得VoIP
语音识别能走出实验室，向实用发展。
    全书共14章，分为：绪论、VoIP语音编码标准、语音信号和话带数据检测、VoIP信道检测、语音信
号的特征提取、编解码失配补偿、通话模式分析、VoIP协议分析及数据获取、丢包处理、码流特征提
取、特征选择与特征变换、语音识别的模型、稳健性识别技术和语音识别应用。
全书对VoIP语音处理识别技术进行了详尽的、深入浅出的讲解，并根据作者的研究与实验结果提供了
大量的实际参数、图表，与实际工作联系紧密，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与实用性。
章节之间紧密配合、前后呼应，具有很强的系统性。
同时，通过书中的研究过程和研究方法，读者能够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受到很大的启发。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理工科通信和信息处理及相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教
材或参考书，也可供从事信息处理、通信工程等专业的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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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传送　　在这个通道中，全部网络被看成一个整体，持续不断地从输入端接收语音包，然后
在一定时间f内将其传送到网络输出端。
时间￡可以在某个范围内变化，反映了网络传输中的抖动。
网络中的中间节点检查每个IP数据附带的寻址信息，并使用这个信息把该数据报转发到目的地路径上
的下一站。
网络链路可以是支持IP数据流的任何拓扑结构或访问方法。
　　四、IP包一数据的转换　　目的地VoIP设备接收这个IP数据报并开始处理。
网络级提供一个可变长度的缓冲器，用来调节网络产生的抖动。
该缓冲器可容纳许多语音包，用户可选择缓冲器的大小。
小的缓冲器产生延迟较小，但不能调节大的抖动。
其次，解码器将经编码的语音包解压缩后产生新的语音包，这个模块也可以按帧进行操作，完全和解
码器的长度相同。
若帧长度为15ms，则60ms的语音包被分成4帧，然后它们被解码还原成60ms的语音数据流送人解码缓
冲器。
在数据报的处理过程中，去掉寻址和控制信息，保留原始的源数据，然后把这个源数据提供给解码器
。
　　五、数字语音转换为模拟语音　　播放驱动器将缓冲器中的语音样点（60ms，480个）取出送入
声卡，通过扬声器按预定的频率（例如8kHz）播出。
　　简而言之，语音信号在IP网络上的传送要经过从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的转换、数字语音封装成IP
分组、IP分组通过网络的传送、IP分组的解包和数字语音还原到模拟信号等过程。
整个过程如图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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