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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言语的产生、演化和形成主要基于类人猿到人类的演化过程中发音器官的进化，它包括人类直立
行走以后声道的弯曲和喉头发声器官的形成，而喉头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现代人类言语声源的重要基
础。
现代言语声学理论认为，言语的产生主要包括嗓音声源和声道共鸣两个部分，语音．学称为“发声”
和“调音”。
其中，嗓音声源在生理上对应于声带的振动方式。
因此，对声带振动和动态声门类型的研究直接涉及到人类自然言语交际、言语工程、言语病理、司法
语音、嗓音声乐等言语领域的基础理论问题。
　　在我国的宋代，人们已经对嗓音声源有了深刻的认识，沈括在他的著作《梦溪笔谈》第十三卷中
就记录了当时人们对言语嗓音声源的认识、人造喉的制造和在法庭上的应用。
然而，从语音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上看，人们对语音的科学研究主要在语音的调音方面，而对语言的发
声研究很少。
随着人们对世界各地语言研究的深入，不同的发声类型被发现，特别是中国境内的民族语言中发现了
许多不同的发声类型。
但声带的隐蔽性使人们很难直接观察声带的振动方式，从而难以精确描述和研究嗓音的不同发声类型
，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语言发声类型的研究。
计算机和高速数字成像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直到近年来才有可能精确研究声带的振动方式和相对应
的嗓音声学性质。
　　本书就是利用目前国际上研究语言发声中最先进和复杂的高速数字成像技术和语音信号处理技术
，对语言的常用发声类型和汉语普通话声调的发声类型进行的研究。
研究的样本采集于东京大学医学院，所有样本的采样频率为每秒钟4500帧。
图像和语音信号处理系统建立于香港城市大学电子工程系。
本书分为六个部分，十个章节。
　　第一部分由第一章“引言”组成，主要介绍了国际上高速数字成像嗓音研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
及基于高速数字成像的语言发声类型研究背景。
同时．介绍了本书的目的和读本书所必备的喉部生理解剖知识。
　　第二部分由第二章“图像处理和参数提取”组成，主要介绍了高速数字成像系统和图像处理及参
数提取平台，它包括高速数字成像系统的系统参数、文件格式、图像处理中的旋转、选择、声门面积
检测和录像帧间漂移的校正等。
同时讨论了动态声门的类型、参数提取方法、统计参数的定义、24个参数的提取算法和用于建模的10
项参数的算法和定义。
最后讨论了声门图像处理的精度和发声类型的测定。
　　第三部分由第三章至第五章组成，主要分析研究了常见的语言发声类型和汉语普通话声调的发声
类型及声带振动模式。
第三章“正常嗓音”主要研究了标准正常嗓音、低音调嗓音和高音调嗓音声带的振动方式、振动特性
和与声带振动方式相关的声学性质。
第四章“特殊嗓音”研究了特殊嗓音的振动方式、振动特性和声学性质。
具体包括假声、气泡音、气嗓音、双音调嗓音和吸气音声带的振动方式、振动特性和相关的声学性质
。
其中特别讨论了最高音调的假声和最低音调的气泡音的特殊性质以及声带不对称振动的方式、特性和
声学结果。
第五章“变调嗓音和汉语普通话四声的嗓音”研究和讨论了变调嗓音和汉语普通话四声的发声类型。
其中特别讨论了汉语普通话四声的声带振动方式、振动特性和嗓音模式。
这是目前唯一有关汉语普通话四声声带振动的高速数字成像资料和研究成果。
　　第四部分由第六章和第七章组成，主要介绍了动态声门特性的量化分析和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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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声门的性质”主要研究了声门的性质，包括新发现的七种声门脉）中类型和新定义的八种声
带振动周期类型。
同时还研究了声门面积和声门气流的关系，并建立了声门面积和声门气流之间的关系函数。
第七章“统计分析”主要对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包括对数据进行了相关分析和聚类分析，同时也对
发声类型进行了相关分析和聚类分析。
　　第五部分由第八章“动态声门模型”组成，主要研究了基于高速数字成像的动态声门生理模型。
其中主要研究和介绍了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八种嗓音声学模型，重点介绍了方特等人LF模型。
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建立生理模型的不同层次、静态声门模型的建模和声门控制函数的建模。
最终讨论和介绍了动态声门的生理模型。
　　第六部分由第九章和第十章组成。
主要介绍了基于高速数字成像的嗓音生理参数合成和声带振动的科学研究前景。
第九章“嗓音声源的合成”主要讨论嗓音声源的生理合成，其中包括不同声门脉冲的合成、不同声门
生理参数的合成和不同发声类型的生理合成，并全面介绍了声门的生理合成方法。
第十章“结论和进一步研究的建议”主要总结了全书研究所有的结论、讨论了这一技术对该领域的贡
献并探究了基于高速数字成像研究动态声门的未来前景。
　　本书采用最新的科学技术，从声带生理振动和声学发声类型两个方面研究了言语声源产生的基本
原理，是一本研究声带振动和嗓音发声类型基本原理的研究性专著，其成果主要可用于语音学、语言
学、生理语音学、言语声学、病理语音学、嗓音声学、声乐学等相关领域。
同时还可以当作以上各个领域的教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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