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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语音信号的数字化处理和应用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而普及，并在结合单片机应用的过程中
不断得到深人。
单片机不但以其高可靠性、高性能价格比，在工业控制系统、数据采集系统、智能化仪器仪表、现代
通信设备、嵌入式系统，以及测控领域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更由于16位单片机的出现，处理能
力得到提高，具备DsP功能，可以采用单片机技术直接对语音信号进行处理和应用，使单片机作为微
控制器具备了更多更强的功能，并使应用系统形式多样化，成为“能听会说”的机器，利用机器视觉
也将成为可能。
本书的编写以掌握语音信号及其处理技术的应用，促进对单片机技术的学习，使单片机软硬件知识的
学习能够落实到有效结合工程实际需要，实现提高综合开发能力的目标。
本书介绍的凌阳16位61系列单片机，可以作为学习单片机基础应用技术的入门技术。
由于其功能强、性能好、上手快，也可以很快提高MCS-51等型号单片机的爱好者的应用能力。
许多高校的同学在参加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时也可以此书为参考书。
　　本书内容兼顾语音信号处理和单片机原理应用，力图有效地帮助读者解决在学习单片机应用和数
字语音处理技术过程中碰到的技术问题，同时也是理论教学和工程实践相结合的尝试。
全书分为13章。
　　第1章介绍了语音信号分析与处理技术发展概况和单片机的发展趋势，讲述了嵌入式计算机语音
处理的原理和微机原理的一些基础知识。
　　第2、3章介绍了语音信号的时域分析原理和记录文件、语音信号的频域分析原理和语音识别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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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语音信号的单片机处理技术，介绍了语音信号的时域和频域处理技术以及语音识别技术，并
以凌阳16位单片机为例，系统介绍采用凌阳单片机系统组成、软硬件的应用系统的设计。
特别是结合单片机对语音信号的处理和应用，使单片机控制器具备了更多更强的功能，实现应用系统
形式多样并“能听会说”。
通过本书的学习，能够掌握语音信号及其处理技术的应用，促进对单片机技术的深入理解，使单片机
软硬件知识的学习能够有效结合工程实际需要、进而深化理解，使开发能力得到提高。
    本书可以作为高校信息技术类专业，以及工程技术类专业学生学习的教材和参考书，还可作为工程
技术人员学习单片机原理和语音信号处理应用技术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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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语音识别中，语言上的约束关系是指语音识别单位之间连接时的相互制约关系。
无论识别基元是音素、音节、半音节或词，这种约束关系都会存在。
在一些特定的语音识别任务中，可总结出语法规则。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在一般的听写机情况下，用规则涵盖所有可能的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时，一般采用统计的方法或统计与语法相结合的方法来寻找语言单位之间的约束关系，以建立语言
模型。
建立语言模型的根本目的在于限制识别器译码时的自由度。
一种评价语言模型的方法称为复杂度，本质上是由通信理论中熵的概念演化而来的。
熵越低，越利于译码，正确的可能性就越高，这正是语言模型之所以能提高识别器性能的根本原因。
　　图3．7是一个充分利用各种可能的知识信息的语音识别系统。
图的左边为知识源，右边则为相应的语音或语言模型。
可以看到韵律知识的利用可以跨越声学处理和语言级的处理两个层次。
需要指出的是，图3．7是一个非常一般化的层次图，它显示了语音识别是一个多么复杂的问题。
然而，不同的应用系统有不同的要求，需要的处理方法也不同。
很多实际系统不具备图3．7的所有特征。
在实际系统中，必备的部分是特征提取和声学匹配。
图3．7的上半部分可统称为语言模型。
一般在大词汇量或连续语音识别中才较多地利用语言模型知识，而且是非常表面化的。
　　目前国际上公认采用多层次的方法是最好的识别战略。
识别是根据测度计算的结果，由门限值决定在某层次上的最佳识别结果，逐层判定声学参数、单词、
词法句法、语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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