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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实现商用自动语音识别的系统架构及其功能 ,阐述应用自动语音识别技术实现的新通信增值业务 O
应用自动语言识别技术可以实现语音号簿 ,提供个人的日程安排 ,事件提醒 ,读取邮件等 ,扩大信息查询内容 ,
提供互动娱乐等通信增值业务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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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 ramework and functions of the system based on commercial 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 ASR) engine are introduced. Applying ASR technology can achieve some new
value-added services such as voice phonebook, private schedule assistant, f air reminder , mail
to speech, wider range information guer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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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固定电话网络和移动电话网络用户的普及

率的提高,通信市场经营的重点从单纯的用户数量

发展 ~ 用户规模经营逐步拓展至细分市场的话务量

经营,电信竞争也逐步由网络资源转移到差异化的

服务竞争上来 O 目前的通信市场已经出现了增量不

增收的现象,迫切需要新的业务增长点来提高业务

量和增加收入 O
从目前的增值业务形式来看, 最多的就是 IVR

系 统 ( Interactive Voice Response, 自动语音应答系

统 ) , 各 种 信 息 台 ~ 点 歌 台 ~ 互 动 游 戏 都 依 托 于 IVR
系统 O 现有的绝大部分 IVR 系统依赖于传统的人机

交互方式, 采用的是按键回应方式, 过程冗长缓慢,
繁琐而容易出错 O 而且按键数量也限制了输入的范

围, 越来越不适应信息量每日剧增的现代社会 O 因

此,需要引入新的人机交互方式,来开发新的业务或

发掘旧有业务潜力 O
当前最热门的新一代人机交互方式是自动语音

识别 O 自动语音识别技术就是让机器通过识别和理

解过程把语音信号转变为相应的文本或命令 O 语音

识别是最自然的人机交流方式,真正可以做到 即说

即做 " O
目前的自动语音识别分为个人自动语音识别和

商用自动语音识别两种 O 个人语音识别主要是对单

个用户进行采样为基础, 每个新用户都需要进行话

音训练,不适合大规模用户群 O 商用自动语音识别是

建立在对相同语音群体进行海量抽样分析之上, 具

有无须用户语音训练 ~ 排除噪声干扰 ~ 智能打断等特

点, 适 应 大 规 模 用 户 群 的 使 用, 最 适 合 引 入 到 新 的

IVR 业务中 O 本文介绍实现商用自动语音识别的系

统架构及其功能, 以及应用自动语音识别实现的新

增值业务 O

1 实现商用自动语音识别的系统架构及其

功能

实现商用自动语音识别的系统结构见图1O 从系

统功 能 来 看, 系 统 可 以 分 为 4 个 部 分:语 音 接 入 模

块 ~ 语音处理模块 ~ 业务流程模块和数据处理模块 O
1. 1 语音接入模块

本模块负责接通用户的电话呼叫, 然后将用户

的声音传送到语音处理模块, 并将语音处理模块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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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的语音文件播放给用户收听 
本模块功能由接入服务器群完成 接入服务器

群包括接入交换机和语音板卡两部分 接入交换机

一端通过  1 数字中继与公众语音网络相连 一般采

用的是标准  号信令或     信令 另一端通过  1
数字中继与语音板卡相连 语音板卡将语音打包传

送给语音识别模块 并播放返回的合成语音包 

图 1 实现商用语音识别的系统架构

1. 2 语音处理模块

本模块识别用户的说话 提取出关键词 传给业

务流程模块 并将返回的指令 合成人工语音文件 
传给语音接入模块 本模块的结构见图 2 

图 2 语音处理模块结构

本模块功能由语音识别服务器群 ~ 语音合成服

务器群完成 因为用户量大 所以本模块应该能够支

持多引擎 ~ 多服务器的大型应用 应该具有可按各个

机器配置不同而自动调整处理性能 支持多机分布

式服务模式 
1. s 业务处理模块

业务处理是根据用户的说话 按照事先编写好

的流程做出相应的反应 以实现不同类型的业务 这

种 交互过程的实现依赖于 VoiceXML< 语 音 扩 展 描

述语言> [1] 
本模块功能由系统控制台 ~ 数据库服务器群完

成 系统控制台提供多种中间件服务 采用消息驱动

方式 支持同步或异步请求及应答 功能包括屏蔽数

据库及操作系统差异 自动平衡通信负载 系统运行

监测等 
1. 4 数据处理模块

本模块实现对数据网络的外部连接和提供系统

网站服务 外部的数据信息服务包括无线短信服务 ~
信息专网连接 ~ 以及公众互连网络连接等 电信 9 
系 统 和 计 费 营 帐 接 口 也 通 过 数 据 网 关 接 入 到 系 统

中 网站服务包括系统管理网站服务和业务管理网

站服务 本模块功能由数据网关 ~ 短信网关和 W B
服务器群完成 

2 应用自动语音识别技术实现的新增值业

务

有了自动语音识别技术的帮助 用户和系统交

互的范围不再局限于小小的键盘 可以使得业务开

发人员自由发挥 不仅会诞生许多新的业务 而且很

多老业务一样可以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应用自动语音识别技术实现的新增值业务总体

上可以分为: 个人助理 ~ 信息查询和互动娱乐 
2. 1 个人助理

自动语音识别技术在个人助理业务方面 可以

充当语音号簿和生活助手 
2. 1. 1 语音号簿

语音号簿系统可存储大量的电话记录 能够根

据人们说出的人名 自动进行电话转接或者号码查

询 既免去了繁琐的按键过程 又无须记忆电话号

码 使拨打电话变得更轻松的同时 带来了快捷和准

确的实惠 
语音号簿可分为个人号簿和企业号簿 个人号

簿为用户提供个人电话号码的查询和代拨服务 用

户只需将个人的电话记录存储于号簿中 通过拨打

特服号码 即可使用语音访问自己的号簿 企业号簿

向企事业单位提供统一管理的号簿服务 企业将电

话记录存储于企业的号簿中 统一录入 ~ 修改 ~ 增加

和删除 企业的员工通过拨打特服号码 直接访问企

业的号簿来查询或拨打企业号簿中的电话 外部人

员拨打接入特服号 可以转接到需要找的人和部门 
2. 1. 2 生活助手

自动语音识别可以提供日程安排 ~ 事件提醒 ~ 读

取邮件 ~ 灵感便笺等等方面的业务 给个人的生活充

当助手 使人们生活 ~ 工作更有效率 
2. 2 信息查询

相对于传统  VR 的按键输入方式 语音识别技

术大大扩展了输入信息量的范围 比如: 交通信息 ~
< 下转第 3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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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显得非常重要 它需要扩展纯定量的 ~ 面向货币

的材料经济学方法 并在设计决策时认真考虑经济

和人这两个重要的因素 
   成本估算的准确性

影 响 成 本 估 算 准 确 性 的 因 素 主 要 有 以 下 方

面[15]: ( 1) 项目的复杂程度 虽然有一些定性的方法

可用来度量工程的复杂度 但只能用在设计阶段或

代码实现阶段 很难用于计划阶段 目前只能用一些

主观的方法来估计一个项目的复杂程度 ( 2) 工程规

模 随着软件规模的增大 各模块之间的相关性急速

地增加 ( 3) 结构确定性程度 它是指用户需求的明

确程度 ~ 功能模块划分的难易程度以及所要处理的

信息的层次特性 结构的不确定性越大 估算的风险

就越大 ( 4) 可供使用的历史数据不全 ( 5) 软件需

要创造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但个人或团队的

行为通常很难预料 ( 6) 软件缺乏相关的 ~ 定量的历

史经验基础 小规模的受控实验意义不大 ( 7) 过去

的若干年里 大量有价值的研究和数据收集已为适

当准确的成本估算模型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但仍然

需要进一步改进 

4 结束语

作为交叉学科 软件工程经济学既要借鉴经济

学中成熟的经验 ~ 技术和方法为软件工程决策服务 
也要充分认识到软件工程本身的特殊性 更要关注

人与经济的协调性 尽管国内学者在该领域已经做

了不少工作 但总的来说还不够 也欠系统 希望引

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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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 街道单位 ~ 城市景点 ~ 新闻播报 ~ 百科全书

等等 均可以实现 这样就能使得信息查询可以提供

很丰富的内容 
2  互动娱乐

互动娱乐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业务类型 有望成

为吸引年轻用户的业务亮点 互动娱乐包括有交友

聊天 ~ 过关游戏 ~ 赛事竞猜 ~ 剧情投票等等 由于语音

识别技术突破了键盘的限制 互动的内容不再局限

于少数的标准答案 因此可以将模糊和类比的概念

引入到其中 

 结束语

由于电话 ~ 手机和手持移动设备( 如 PDA) 只有

很小的显示屏 有限的输入能力和有限的处理功能 

文本界面的数据处理设备很难被使用 应用自动语

音识别技术实现的新增业务不存在这些限制 有了

自动语音识别技术 用户可以用声音与系统交互 通

过一系列的对话选择 找到所需的信息 服务器上的

语音识别软件把用户的输入语音的选择转换成文本

的选择 这一过程与在传统的网页上选择一个超连

接类似 在电话 ~ 手机等终端设备上通过语音而不是

烦琐的输入来获取信息和服务更符合人们的习惯 
随着语音信号处理技术 特别是自动语音识别和语

音合成技术的发展 语音将成为人机交互的一种主

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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