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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口語處理系統使得人類運用語音和電
腦交談的夢想不再遙不可及。由於語音和
語言處理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得口語處理
的技術也相對的提升不少。雖是如此，但
仍有一些瓶頸需要進一步的克服。

本兩年期的計畫，針對口語處理系統
中基本研究主題，作深入而廣範的討論。
第一年主要集中於語音修復處理和口語的
斷詞上，為了要利用傳統書面語的語言模
型去處理口語的資料，我們研究這兩種語
言系統的差異。藉由降低這兩種語言系統
差異的技術來降低重新發展一個新的語言
模型所需付出的代價。

語音修復的目的是要將一些會對系統
造成理解上錯誤的雜訊預先排除掉。為了
處理口語的斷詞，我們提出了一個新詞學
習的模型來輔助詞典無法涵蓋所有詞的缺
點。

關鍵詞：自然語言處理、斷詞、口語、書
面語

Abstract

The spoken language processing
systems facilitate man-machine interface
using speech.  Although the technologies
for the spoken language processing have
made rapid advances in the underlying
speech and language technologies, there are
significant obstacles that must be overcome.

This two-year project focuses on
fundamental research topics in spoken
language processing.  In the first year we

deal with speech repair processing and
spoken word segmentation.  In order to
utilize the conventional written language
model to process spoken data, we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written languages
and the spoken languages, and propose
several techniques to reduc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language systems.

Speech repair processing removes some
noises.  For spoken word segmentation, a
new word learning model is proposed.

Keywords: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Segmentation, Spoken Languages,
Written Languages

二、緣由與目的

對於人與人之間的通訊而言，語音是最
自然的一種方式。口語處理系統使得人類
運用語音和電腦交談的夢想不再遙不可
及。由於語音和語言處理技術的快速發
展，使得口語處理的技術也相對的提升不
少。雖是如此，但仍有一些瓶頸需要進一
步的克服。一般而言，一個口語交談系統
有下列四項困難需要解決：

(1) 不特定語者，
(2) 使用流暢自然的語音輸入，
(3) 傳統書面語言模型的使用，
(4) 口語交談的管理。

近年來語料庫為本 (corpus-based) 的策略
在許多應用上獲得極大的成功。一般而
言，語料庫反應了真實語言的使用方式。
因此對設計一個口語交談系統而言，它是
一個好的知識來源，因為大多數的語言現
象都可以從大型的語料庫中發掘出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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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這本論文中，我們便採用此種策略來
發展我們的系統。

本兩年期的計畫，針對口語處理系統中
的五個基本研究主題作深入而廣範的討
論。第一年主要集中於語音修復處理和口
語的斷詞上，為了要利用傳統書面語的語
言模型去處理口語的資料，我們研究這兩
種語言系統的差異。藉由降低這兩種語言
系統差異的技術來降低重新發展一個新的
語言模型所需付出的代價。
  
三、結果與討論
3.1 口語語料庫 　

我們所使用的口語語料包含了兩段在
公共場合中朋友之間的日常交談。每段都
有大約  40 分鐘的長度。在這兩個對話
中，各有四個和五個語者包含在其中。在
這個語料庫中共有 448 個語音修復。我們
將這 448 個語音修復分成四種類型：重複
的語音修復、附加的語音修復、取代的語
音修復、以及放棄的語音修復。部分語料
庫的內容如下頁所示：

113 Z: ...(1.2)那楊經理<A 有沒有
        A>[在^唸]?/
114 W: [就等於],- {P1,2-2,2}
115 ..就是,-
116 ...跟^過年這樣.\
117 Y: (0)<L2 okay L2>?/
118 W: ...(1.2)他%-- {R1,1-1,1}
119 ..他沒有.\
120 ..他就說^可以.\
121 Z: ...哦那%--
122 ..一下越變越好.\
123 ...不%-- {R1,1-1,1}
124 ..不是,-
125 ..<SAR 他是太忙了.\
126 ...沒有時間唸 SAR>.\
127 L: ...(3.)楊-- {R1,1-1,1}
128 Z: ..ha?/
129 L: ..楊 M 會唸他?/
130 Z: ...誰/
131 L: 楊 M,- {R1,1-1,1}
132 Y: ...楊 emu.\
133 L: ...楊,- {R1,1-1,1}
134 ...[楊 K=]比較懂.\

135 W: [啊=],-
136 全%-- {R1,1-1,1}
137 ..全公司=,-
138 L: ...(1.7)現在他沒賺錢,-
139 他 {P1,1-1,2} ^大家都
        {R1,1-1,1}都唸了 ha?/
140 W: ...不是=,-
141 Z: ...他%,-
142 ..沒有.\
143 ..他其實很忙唉呵?/

在這四種語音修復中，重複的語音修復佔
最大宗 (約佔 70%) 。其次是附加的語音
修復 (約佔 13%) 。再來是取代的語音修
復 (約佔 10%) 。最後是放棄的語音修復
(約佔 7%) 。

3.2 中文語音修復處理
修復重複的語音我們先利用簡單的比

對來產生可能的修復位置，再利用兩個基
本分析以及四個進一步的分析來過濾不可
能的位置。這六個線索如下所示：
基本分析一:

重複音節的長度會有一定的限制。
基本分析二:

重複的音節之間不可以有太多其它語
者的介入。
進一步的分析一:

需要被修復的情況，重複的音節之間
一般會有停頓出現。
進一步的分析二:

重 複 的 音 節 之 間 出 現 急 速 停 頓
(glottal stop, %) 的現象時，這些重複的音
節一般需要被修復。
進一步的分析三:

相同的兩句話，如果它們的長度太
長，則一般不需要修復。
進一步的分析四:

有一些重複出現的音節，它們雖然重
複，但不需要修復。相反的，有一些音節
只要它們重複一般就需要修復。基於上述
的分析，我們可以達到 93.87% 的精確率
以及 90.65% 的召回率。

修復附加的語音我們利用兩個基本分
析以及七個進一步的分析來過濾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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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其中，兩個基本分析和四個進一步
的分析的原理和修復重複的語音相同，因
此我們省略不寫。底下僅針對三個新的線
索加以探討。
進一步的分析五:

需要被修復的情況，重複的音節之間
的終端音調一般是水平的出現，否則不需
要被修復。
進一步的分析六:

我們需要去區分是附加的語音修復或
者是取代的語音修復。
進一步的分析七:

需要被修復的情況，被附加的音節一
般是一個詞。如果被附加的音節不是一個
詞或者它是詞的一部份，則此種情況不需
要被修復。

修復取代的語音我們也是利用上述的
幾個分析，因此我們省略不寫。基於上述
的分析，我們可以達到 42.55% 的精確率
以及 45.45% 的召回率。

3.3 中文口語斷詞
在斷詞的步驟上，我們首先利用書面語

的斷詞系統去斷口語語料。實驗的結果顯
示，我們的書面語斷詞系統得到 89.01%
的精確率以及 90.35% 的召回率。這個結
果和其它一些斷詞的研究所得到的結果
(95%以上的精確率及召回率) 有一段差
距。而當我們分析口語的語料後，我們發
現口語語料中 13.34% 的詞無法在九萬多
詞的書面語詞典中找到。這就是斷詞的結
果不甚理想的原因。造成這樣的結果，明
顯的是由於未知詞的影響。因此，新詞的
自動學習是必要的。

在新詞的自動學習上，我們利用 φ2 的
分佈來標定可能之詞。考慮下列的句子：

從王惠然先生創制徐州柳琴出發
正確的斷詞結果如下所示：

從  王惠然  先生  創制  徐州  柳
琴  出發
這個句子前 11 個字的 φ2 分佈如下圖所

示：
    從 王 惠 然 先 生 創 制 徐 州 柳

由這個圖中我們可以發現，詞的邊界是落
在圖的區域最低點上。

我們利用這樣的觀念，來產生一連串的
詞。我們過濾了一些原本就出現在詞典中
的詞以及單字詞後， 903 個可能的新詞被
提出。其中有 153 個是真正的新詞。除此
之外，我們也自行增加了一些口語的常用
詞如 “唉呀” 、 “唉約” 、 “對不對” 、 “那
有” 等。對於一些口語的衍生詞我們也建
立了一些規則來解決這個問題。例如 “S+”
(S={好、呵、咚、哦、對、罵、… }) 是針
對下列的詞而產生的： “好好好” 、 “哦
哦哦哦哦” 、 “對對對對對對對” 等。而
“S一S” (S={弄、套、烤、算、… }) 是針對
“弄一弄” 、 “算一算” 等詞而產生的。

利用新詞學習的方法，我們將所學習到
的新詞加入原本的書面語詞典中。重新斷
詞的結果，我們得到 95.30% 的精確率以
及 93.08% 的召回率。精確率比原來增加
6.29% 而召回率比原來增加 2.73%。

四、計畫成果自評

近年來，口語的處理逐漸受到大家的
重視。在這個計畫中，我們針對口語處理
系統中的基本研究主題作深入而廣範的討
論。任何口語處理系統不可能表現的很
好，假如我們沒有有效率的處理這些問
題。為了要處理因流暢自然的語言輸入所
造成的困難，我們研究在這種情形下的語
音修復處理。為了要利用傳統書面語的語
言模型來處理口語的資料，我們研究這兩
種語言系統的差異。進而發展出口語的斷
詞系統。藉由降低這兩種語言系統差異的
技術，來降低重新為這些系統發展新的語
言模型所需付出的代價。

在語音修復的處理上，取代的語音修
復仍需要更多線索的幫助才能有效的提高
系統的正確率。此外，在報告中放棄的語
音修復也沒有提出解決的辦法。我們發現
一個可用的線索是：急速停頓。然而，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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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的語音修復仍然需要更多其它的輔助線
索。

整體而言，研究內容與原計畫所列的
工作項目完全相符、並已經達成預期的目
標、所提出的語言模型是多項應用的基
礎、適合在學術期刊或會議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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