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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庭语音分析的目的是利用语音的个体特征，对未知语音和已知语音进行比对，为鉴别案件的当事人
身份提供依据。
但是，语音变异和语音伪装，为语音个体特征的提取带来很多干扰。
话者语音变异是语音存在的普遍规律。
正常的语音变异有三个来源：（1）言语产生领域：变异的起因是发音器官的位置、形态和运动；（2
）声学领域：变异来自对语音时域与频域特征参数的不同测量方法；（3）感知领域：变异来自听音
者对不同话者语音感知的灵敏性。
案件语音不仅存在正常的语音变异，而且存在形形色色的反常的语音变异。
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心理和生理都处于非常状态，如：色厉内荏，声调失常，发音远离正常
心理时的态势；当作为犯罪嫌疑人被采制语样时，其心理和生理同样处于非常状态，如：情绪低落，
发音有气无力，有意无意地掩饰自己的本来嗓音，等等。
依照RobertD．Rodman的定义：“不管原因如何，对于正常语音的任何改变、扭曲或者偏离都可以称
作语音的伪装。
”案件语音都可以算作伪装语音，不管是未知的犯罪分子的语音还是已知的犯罪嫌疑人的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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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我近年来发表的和正待发表的研究论文基础上编著而成的。
目的是希望能够给从事法庭语音技术的研究及技术人员、相关的法律界人士和有志于从事法庭语音技
术的人员提供参考和借鉴。
本书共分三编：第一编为法庭语音相关基础研究，共分五章，主要介绍共振峰、长时平均功率谱、嗓
音起始时间等参数的个体特性及其在话者鉴别中的应用，不同信道对语音分析的影响以及语音增强与
降噪技术等。
第二编为伪装语音研究，这是司法语音学的难点问题，也是我博士论文的研究内容，主要从听觉和声
学分析的角度研究实际案件中常见的各种类型伪装语音的特点，与正常语音的差异及其对话者鉴别的
影响。
第三编是基于似然率方法的法庭语音证据的评价，这是目前司法语音方向的前沿课题，也是目前世界
公认的不论从法律上还是逻辑上都是最为科学的法庭证据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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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4）长时平均功率谱。
它是短时功率谱的长时平均，即能量随频率变化的频谱图。
它表示的是一定时间段内语音各个频段的平均能量的分布情况，忽略了个人发音的细节信息。
从理论上讲，该参数是对音质、声道强度和声腔长时调音的整个效果的最好反映。
但是，它同时也是对信道等录音条件的综合反映。
录音条件的差异，有时会掩盖话者之间的相似性，因此要注意分析差异形成的原因。
（5）辅音能量集中区。
也称辅音强频区或辅音共振峰。
辅音由于发音部位的不同，形成特定的共鸣腔和反共鸣腔，于是某些频率位置的能量得到加强，这就
是强频区。
发音部位越靠前，共鸣腔越短，共鸣频率就越高；反之则越低。
辅音的能量集中区是包含个体信息的，不同发音人相同音节的辅音能量集中区的位置、频段、上下限
等特征是有一定差异的。
这反映了发音人辅一元协同发音的个体特异性。
（6）过渡音征。
汉语一般为辅一元音节，辅音和元音在一个音节中交替。
发音时，由一个音位滑向另一个音位，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或者连续不变，或者略断即连，
视不同的辅音而定。
不管是辅音后接元音还是元音后接辅音，中间的过渡段在听感上都具有分辨辅音的征兆，因此称之为
过渡音征。
在语图上的表现为共振峰前后呈弯曲状态，一般以第二共振峰最为典型。
音征的长短和形状反映了辅音的发音部位，也反映了音节内部和音节间的协同发音情况。
由于不同发音习惯的原因，过渡音征的稳定性较强，不同发音人之间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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