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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摘要 

隨全球資訊網的普及，多媒體內容也大量成長，但當面對資料量龐大的視訊

(Video)內容時，仍缺乏有效且能自動化處理的技術。對於有心提供視訊資料的非

電腦專業人士而言，此類網站與資料庫的建立技術門檻過高，使得視訊資訊流通

以及龐大視訊資料處理上一直處於滯礙難行的困境。本計劃旨在提供一整合環境

架構，可讓使用者不需要相關背景知識即可快速建立並管理一個能提供查詢功能

與事件分析追蹤的數位視訊網站。在目前第一期計劃中，先完成語者交替偵測，

語者辨識，故事切割等技術。並規劃網站介面，讓使用者可以輕易使用這些技術

而無須了解其技術背景。 

關鍵詞： 

語者交替偵測，語者辨識，故事切割，資料庫，多媒體。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proliferation of World Wide Web application, that stimulates the 
growth of multimedia content. However, there still lacks a fully automatic and 
efficient methodology to handle a huge amount of video data. Besides that, for the 
unprofessional people who want to provide video content, these 
multimedia-processing technologies stop them to build a web site to present those 
data. The whole project is intent on providing an integrated architecture to help users 
to manage and build a web site with search mechanism easy. In the first phrase of this 
project we have developed these technologies such as multi-speaker segmentation, 
speaker identification and story segmentation. We also arrange the web interface that 



makes it easy to use these technologies and the user do not to know the technical 
background.     
 
Keyword: 
Multi-speaker segmentation, speaker identification, story segmentation and 
multimedia. 
 

二、 緣由與目的 

由於網際網路與多媒體的蓬勃發展，若擬以非數位化之視訊資料建立一可提

供搜尋的數位化網站，相關技術對於非電腦專業人士而言門檻過高，因此本計劃

旨在提供一個整合相關技術的網站，而且提供簡易的使用者介面，可讓視訊資料

自動分類整理，便於後端建立資料庫以及提供搜尋機制。 

本計劃主持人以及交大資工系智慧型多媒體實驗室同仁已於四年前著手進

行Web電視新聞資料庫完成的雛形實作，且已有可供使用的系統上線運作。加之

近年參與國家數位典藏等計劃，對於建立前述之網站已累積相當經驗及技術。鑒

於對於非電腦專業人士而言，架設網站以及建立後端可供搜尋之資料庫可能過於

繁雜不易。而面對大量的視訊資料以人工方式處理勢必耗費巨大的時間與金錢，

加之根據資策會調查指出對於全球資訊網的利用中，以資料檢索及收集佔了七成

以上比例，故而在多媒體資料處理上透過網頁方式來展現並提供搜尋機制，以及

處理流程自動化已是勢在必行。因此本計劃擬將視訊資料處理之相關技術整合，

並將流程自動化，使得使用者不需了解多媒體處理技術即可建立一數位化網站。 

本計劃分成三個部分，分別是語音、影像處理、作業平台移轉等三部份。本

期計劃主要處理語音部分，其旨在建立語者交替偵測(Multi-speaker 

segmentation) 、語者辨識 (Speaker identification) 、故事切割 (Story 

segmentation) 。藉由發展這些技術並配合網頁介面的使用，讓使用者可以在任

何地方任何時間，只要能存取網路便可透過網頁傳入欲分析的資料，毋需任何專

業背景，便可得到自動處理的結果。 

三、 結果與討論 

在語者辨識上，主要用於辨識說話者的身分。目前的做法是先取得說話者的

語音採樣，再以 MFCC(Mel-frequency cepstral coefficient)作為語者特徵。

根據這些資料點在特徵空間(Feature space) 的分佈，以 Gaussian Mixture 

Model 來建立語者模型，並佐以 EM 演算法使GMM模型可以更接近語者特徵的分

布。雖然以GMM模型佐以EM演算法訓練的方式可以有效地表現個別語者特徵，

但對於要以多少個 Gaussian components 來構成語者特徵模型，卻一直缺乏良

好的方式來決定。本實驗室利用 BIC(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統計，

讓語者模型內的個數可以依照不同語者的特性而有所不同，例如以性別而言，女



性的個數常較男性為多。並且根據實驗可以發現，以BIC方式所找出的個數，均

是比較好的解，過多或過少均會造成辨識率的下降。透過BIC統計來尋求較佳的

個數方式如下：我們先以一個 Gaussian component當作語者特徵的資料分布模

型，並以EM演算法調整模型參數。然後對每一個Gaussian component計算BIC

數值，並找出數值最大的群聚(Cluster)，檢查該群聚是否需要分成兩個新的群

聚。若需要分成新的群聚，則以兩個Gaussian components當作群聚模型個數，

最後，再以新的群聚個數重新以GMM模型適應並佐以EM演算法調整，並重複BIC

測試，一直重複步驟到沒有任何群聚需要分離。而根據近半年來的研究，儘管是

在較差的視訊品質上，仍可較過去五成至六成的辨識率提高到八成以上(86%∼

89%，在語者增加時辨識率會稍降)的精準度。相關結果請見下列圖示。 

 

上 圖 表 示 以 此 方 法 找 出 的  Gaussian component 個 數 視 為 零

(Normalization)，縱軸則是以20個語者辨識的正確率。從圖上可以看出，一旦

測試語料長度超過三秒之後，就算增加 Gaussian components 也不能增加辨識

率，可見以此法所找出的個數可相當適合資料的分布。 

 

上圖則表示利用此法所訓練出來的語者模型，在語者增加到四十人之後辨識

率仍有八成以上。 

語者交替偵測可用於辨識在場景中有多少個說話者，或是對談當中說話者交

替的情況。交替偵測主要是把語音做採樣後，把聲音資料以五秒或十秒為一個單



位時間做切割，以此單位時間內的資料，均抽取 MFCC 作為語者特徵，再以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的方式來統計在此時間區段內語音資料點是

否可分布成兩群，若可分布為兩群則表示在此單位時間內的聲音並非同一語者所

發出，故根據BIC統計的方式便可找出在時間區段內不同說話者的起始點，最後

在輔以群聚的方法(Clustering)檢查不同段的語音資料是否可以群聚，如此便可

完成說話者交替的辨認。經由語者交替偵測的結果可輔助故事切割的分析以及動

態增加新的語者特徵模型。 

在故事切割上，則須結合語者辨識和語者交替分析。以新聞影片為例，在新

聞模式中，每則新聞常常是由主播簡介後便接著一段新聞影片。所以可利用語者

交替偵測的結果便可得到說話最多次或時間最長者的語者，而此語者即可被認定

為主播。主播一旦確定，根據前述規則便可把故事段落分出，而目前以電視新聞

作分析的結果在切割故事段落上的誤差為一秒。其他影像資料如紀錄片式電影或

是家庭錄影帶透過模式分析，以及場景變化、語者辨識和語者交替分析之後，便

可將整段的影片根據場景，或是語者的交替(例如所有之前出現的語者都不在目

前的片段中有聲音)和人像的辨識，將內容分割成不同的段落。 

四、 計劃結果自評 

本計劃針對語音研究上的難題：尋求語者模型的 Gaussian component 個數

上，提出了有效率、且結果也令人滿意的方法，並實作於語者辨識上，而根據實

驗的結果的確得到不錯的辨識率：隨著語者人數增加會有稍微地遞減，但辨識率

均較過去的結果提昇20%~30%。 

配合此技術及相關的語音開發經驗，我們也建立一個網站可以讓使用者透過

網頁介面上傳語音資料之後而得到語者交替偵測的分析。並且將此技術整合進過

去本實驗室所開發之Web電視新聞自動分類檢索系統，對於語者辨識率，以及故

事切割上，都提昇了相當的準確度。相關系統及網站均業已開放並上網，可供使

用者查詢、瀏覽電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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