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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提高视频语义信息提取准确率，提出了一种基于多模态特征的新闻视频语义提取框架。在视频中提
取主题字幕信息，对音频进行分类和语音识别，根据主题字幕信息借助搜索引擎得到与新闻视频相关的网页；最

后利用网页文本对语音识别的结果进行纠错，从而通过视频字幕信息和语音脚本的跨模态融合提高视频语义提

取的准确率。在中等规模的新闻视频（含新闻网页）库测试表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经纠错后的语音识别准确率

达到了６５％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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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随着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基于内容的视

频检索（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ｖｉｄｅｏ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ＣＢＶＲ）成为目前国内外最
为活跃的研究课题之一。近年来，在视频感知特征的提取与表

达、视频结构化分析、视频摘要、视频索引建立等多个方面都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支持根据不同的底层特征、草图、示例图片或

视频片段、关键词来进行视频查询。然而，语义鸿沟（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ｇａｐ）阻碍了ＣＢＶＲ的进一步发展。

基于语义的多媒体信息检索（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ｂａｓｅ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ＳＢＩＲ）相对于基于底层特征的多媒体信息检索更符
合人们的思维和检索习惯，具有更广泛的应用前景。能否准确

提取出视频高层语义成为该检索技术能否走向应用的关键。

考虑到视频中的多种模态（如图像、音频和文本）在本质上呈

现的时序关联共生特性，在视频语义信息理解和挖掘中，充分

利用多模态媒质之间的交互关联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

近年来，国内外很多研究人员在该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Ｙａｎｇ等人［１］通过从视频的语音识别

（ＡＳＲ）以及视频图像光学识别（ＯＣＲ）中提取文本信息，将视
频检索转变为文本信息检索。冀中［２］提出了一种融合音频、

字幕以及视觉等多模态信息的新闻故事单元分割算法。刘亚

楠等人［３］提出了一种基于多模态子空间相关性传递的语义概

念检测方法来挖掘视频的语义信息，该方法对所提取视频镜头

的多模态底层特征，根据共生数据嵌入和相似度融合进行多

模态子空间相关性传递而得到镜头之间的相似度关系。赵志

城［４］在视频语义的提取方面，提出了一个基于社会网络分析

（ＳＮＡ）和电影本体（ｏｎｔｏｌｏｇｙ）的影片内容理解框架和一套语义
提取算法。郑李磊等人［５］设计、开发了一个中文新闻视频字

幕自动生成系统，将音频分为语音、静音、音乐三种类型，利用

语音识别工具包 ＨＴＫ，通过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技术对广
播音频进行自动抄本。

传统的新闻视频处理系统存在着以下一些缺陷：ａ）它受基
于内容检索技术发展的限制，更多地关注于对新闻视频进行镜

头分割、故事单元分割等结构化的分析，而很少从支持用户语义

检索的角度去考虑处理问题；ｂ）在多模态特征的融合问题上，往
往是对多个模态特征的叠加累积，在造成高维灾难的同时，没有

充分利用各个模态的语义在持续时间内的彼此关联耦合性。

针对传统新闻视频处理系统的缺陷和新闻视频自身的特

点，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多模态特征的新闻视频语义分析框架，

将新闻视频的语义分析分为故事单元分割、语义信息提取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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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分类、检索三块，本文的主要工作为视频语义信息提取。

"

　视频语义分析总体框架

"


"

　研究基础和前期成果

基于内容的视频分析（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ｖｉｄｅ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Ｂ
ＶＡ），旨在通过对视频结构和语义内容的分析，将非结构化的
视频数据结构化，并提取其中的语义内容单元，在此基础上建

立视频的索引、浏览和检索等应用系统。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信息安全重点实验室多媒体智能信息

处理研究室在相关方面有步骤地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Ｆｅｎｇ等人［６］提出了基于支持向量机（ＳＶＭ）的时域多尺度视频
分割算法，取得了较为满意的镜头分割效果。范竞往等人［７］

采用镜头层和故事层的双层混合模型，再利用中文新闻视频中

的主题标题特征，对视频进行故事分割，大大提高了中文新闻

视频的故事分割准确率。Ｆｅｎｇ等人［８］还提出了一种基于规则

和ＳＶＭ的音频分类方法，在此基础上使用 Ｓｐｈｉｎｘ工具包对语
音成分进行自动语音识别。这些相关的研究为本文的工作奠

定了基础。

"


#

　系统总体框架和本文的主要内容

本文的主要工作是视频语义信息的提取，即通过提取视频

字幕信息、音频信息，再提取字幕信息中的关键词，并借助搜索

引擎得到与新闻视频相关的网页，且借助网页信息对语音识别

的结果纠错。通过字幕信息和语音信息在高级语义层次上的

跨模态融合，实现对新闻视频高层语义的准确提取，为基于语

义信息的视频分类和检索奠定基础。

基于多模态特征的新闻视频语义分析框架如图１所示。

#

　新闻视频语义信息提取

#


"

　新闻视频主题字幕的定位提取和识别

在新闻视频制作后期，往往会人工加入一些字幕，作为一

种高层语义特征，该字幕中的文字信息对视频内容的理解、索

引和检索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如果能够自动检测、提取、识别

出这些文字信息，就可以为视频语义分析提供一条有效的途径

和解决方法。本文综合该领域常用的一些方法，并不断地实

验，得出如图２所示的视频主题字幕信息提取框架。本框架可
针对一段视频流准确地检测主题字幕的位置和字幕存在时间，

将字幕区域以文字框形式抽取出来，在文字框分类的基础上进

行二值化，并借助ＯＣＲ识别技术转换为文本。
视频字幕提取系统可分为视频预处理、文字区域检测、文

字区域过滤、文字框合并和时间定位、文字识别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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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　视频预处理
新闻视频一般为 ２０～３０ｆｐｓ，视频中主题字幕持续至少

２～３ｓ。综合考虑处理效率以及下一步的多帧综合效果，该框
架采取间隔取帧处理的方式，经由实验确定采用每隔十帧取一

帧的方法。

视频文件多为彩色视频，本框架采用的基于边缘的文字检

测算法需要对图像进行灰度化处理。本系统采用更常用和更

符合人眼视觉特点的不等权策略，对图像中坐标为（ｘ，ｙ）的
点，计算式为

ｆｇ（ｘ，ｙ）＝０．３Ｒ（ｘ，ｙ）＋０．５９Ｇ（ｘ，ｙ）＋０．１１Ｂ（ｘ，ｙ） （１）

其中：Ｒ（ｘ，ｙ）、Ｇ（ｘ，ｙ）、Ｂ（ｘ，ｙ）分别为输入的彩色图像的对应
坐标点Ｒ、Ｇ、Ｂ三色分量；ｆｇ（ｘ，ｙ）为输出灰度图像灰度值。

在视频中出现的主题字幕，一般至少持续 ２ｓ左右的时
间，文字标题以外的像素点则不能保持长时间连续不变。多帧

综合（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ｆｒａｍｅ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ＭＦＩ）算法就是基于以上原则，
通过求相邻若干帧像素灰度值平均值或灰度值最小值来降低

文字背景复杂度。本文采取了李雪龙等人［９］提出的一种改进

的ＭＦＩ算法处理流程，即分别求多帧图像的灰度最小值和平
均值，单独进行边缘检测，再对检测结果综合。

２１２　图像文字区域检测
图像中的文字区域通常有较鲜明的颜色对比度和亮度对

比度，同时文字区域有较丰富的边缘点。利用文字的边缘特

征、颜色特征、连通性特征进行文字检测，都是较常用的方法。

本文分析比较基于以上几种特征的文字区域检测算法，综合考

虑系统的计算效率和鲁棒性能，选取利用文字的边缘特性（灰

度不连续性）进行文字区域检测。通过实验比较，在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ｏｂｅｌ、Ｃａｎｎｙ、Ｐｒｅｗｉｔｔ等边缘检测算子中选取 Ｓｏｂｅｌ垂直边缘检
测算子，其算子模板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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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ｇ（ｘ，ｙ）表示输出图像，ｆ（ｘ，ｙ）表示输入图像对应坐标
灰度值，则计算式为

ｇ（ｘ，ｙ）＝－ｆ（ｘ－１，ｙ＋１）＋ｆ（ｘ＋１，ｙ＋１）－２ｆ（ｘ－１，ｙ）＋
２ｆ（ｘ＋１，ｙ）－ｆ（ｘ－１，ｙ－１）＋ｆ（ｘ＋１，ｙ－１） （２）

图４为Ｓｏｂｅｌ边缘检测结果示例图。Ｓｏｂｅｌ边缘检测后的
图像为灰度图像，为了便于下一步处理，在此对图像进行二值

化，这里采用全局阈值算法中的Ｏｔｓｕ算法。

２１３　文字区域过滤

对边缘检测后的图像，采用对图像进行边缘点强度和密度

过滤确定候选文字框；再采用对候选文字框进行垂直和水平方

向直线迭代分解的方法得到更加紧凑、精确的文字外接矩形

框；最后结合新闻视频字幕特点，对图像进行十分之三、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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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分别处理，删除误判结果，得到更为精确的文字框。下面对

文字区域过滤规则作详细介绍。

对图像进行边缘点密度过滤，采用一个Ｍ×Ｎ大小的扫描
窗口，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扫描图像，若一个窗口内边缘点密度

大于某个预设最小密度阈值而小于一个最大密度阈值，则它被

认为是候选文字块，保留其所有像素点的灰度值；若边缘点密

度相对上述阈值过低或过高，则认为是非文字块，把非文字块

像素点置为某个定值（这里取为１００）。过滤过程取 Ｍ＝２０，
Ｎ＝１０，密度阈值ｍｉｎ＝２０，ｍａｘ＝１５０。图４（ａ）（ｂ）经密度过滤
结果如图５（ａ）（ｂ）所示。由图可见，边缘点密度、强度过滤得
到的候选区域过于粗糙，需要进一步处理。这里采取 Ｈｕａ等
人［１０］提出的水平直线扫描的方式，即对每个候选文字区域，首

先进行水平直线扫描，得到一个或多个线段ｌｉ（ｉ＝１，２，…，ｎ）。
ｌｉ上面 ｒ行和下面 ｒ行内的 Ｓｏｂｅｌ边缘点数为 ＥＴｏｐｖ（ｌｉ，ｒ）和
ＥＢｔｍｖ（ｌｉ，ｒ），ｌｉ长度为｜ｌｉ｜，扫描区域内的边缘点个数 ＥＮｖ（ｌｉ，
ｒ）和密度ＥＤｖ（ｌ１，ｒ）分别为

ＥＮｖ（ｌｉ，ｒ）＝ｍａｘ（ＥＴｏｐｖ（ｌｉ，ｒ），ＥＢｔｍｖ（ｌｉ，ｒ）） （３）
ＥＤｖ（ｌｉ，ｒ）＝ＥＮｖ（ｌｉ，ｒ）／（｜ｌｉ｜×ｒ） （４）

保留ＥＮｖ（ｌｉ，ｒ）和ＥＤｖ（ｌ１，ｒ）大于一定阈值的线段，否则将
其置为指定灰度（１００）。之后再进行一次相同步骤的垂直方
向上的分解。分解后结果如图５（ｃ）（ｄ）所示。

最后结合新闻视频字幕特点（图４（ａ）（ｂ）分别代表两种
特点的字幕），对图像进行十分之三、七分割，分别处理，即各

部分的非候选区域小于一个阈值，则判断为该区域不存在字幕

框，从而删除误判结果，得到更为精确的文字框，如图５（ｅ）（ｆ）
所示。

２１４　文字框合并和时间定位
经过文字框过滤，候选文字框已基本正确，但依旧有部分

误判情况，可以通过一些启发式规则过滤。

规则１　文字框的长度和宽度大于一定阈值。
规则２　文字框长宽比在一定范围内。
规则３　文字框持续时间须有一定时间，且不能持续过长

时间（台标、演播室背景等信息）。

规则４　文字框距离图像边缘需大于一定阈值。
之后合并相邻时间上的相同文字框，得到视频主题字幕文

字框。

２１５　文字识别
确定视频文字框的位置和时间，再对其中的文字进行提取

和识别，这里借用文档图像ＯＣＲ技术。文档图像的 ＯＣＲ技术
通常只对二值化图像具有较好的识别效果，因此主题字幕文本

框还必须经过二值化处理。视频中得到的文字框既有背景颜

色单一并与前景颜色色差大的，也有背景复杂且与前景颜色色

差小的，这为图像二值化带来了较大的难度。对于前者（如图

６（ａ））采用全局阈值二值化算法（这里采用Ｏｔｓｕ算法）就能得
到比较好的效果，对于后者（如图６（ｂ））采用局部阈值二值化
效果中的Ｎｉｂｌａｃｋ算法，效果通常比全局阈值化算法好。将二
值化后的结果图像送入ＯＣＲ识别器识别，本文使用商用 ＯＣＲ
识别软件———清华ＴＨＯＣＲ９．０。

#


#

　音频信息提取

音频作为伴随视频的一种重要媒质，包含了丰富的语义信

息。对音频信息的研究主要包括音频分类和语音识别。早期

的音频分类算法通常是选择几种特征（如过零率、短时能量、

带宽等），然后人工或自适应地选择一个阈值，按照不同的音

频类型在这些特征方面的不同特点对音频加以分类。近年来，

随着人工智能、模式识别等领域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

者将ＳＶＭ、ＨＭＭ等统计学习算法应用到音频分类研究中，并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文献［９］提出了如图７所示的基于规则
和ＳＶＭ结合的音频分类方法，将视频中的音频分为静音、语音
和音乐。根据音频类别信息设计切分算法，对相同类别的音频

进行聚类，得到音频切分信息。在此基础上，使用 Ｓｐｈｉｎｘ工具
包对语音成分进行自动语音识别。对中等规模的视频库实验，

音频切分的准确率为９１．３６％，语音识别的准确率为６１．８６％。
语音识别中的错误结果会影响对视频语义的正确理解和检索，

所以需要对识别结果进行纠错。

#


,

　与视频相关的网页检索

考虑到互联网在新闻传播方面的快捷性和广泛性，视频中

的新闻故事通常会在网上找到相同或相似的新闻网页。而新

闻网页的文本能够更准确、详细地表述相对应的视频内容，甚

至涵盖更多的相关信息。在互联网上要寻找与新闻视频故事

单元相对应的网页，需要借助搜索引擎，而搜索关键词是这两

部分的中间枢纽。关键词的准确度决定能否找到与视频内容

相关的网页。结合新闻事件的特点，搜索关键词主要是新闻发

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本系统的搜索关键词来自视频

主题字幕。视频主题字幕大多是简短的概括性短语，又因搜索

引擎支持双引号搜索功能，即针对全文搜索，如果文中有与引

号内容完全匹配的句子，则呈现给用户搜索结果。本文将整个

字幕标题以双引号内容输入搜索引擎，发现有些新闻可以直接

找到与视频高度相关的网页，而有些视频利用主题字幕信息的

全文匹配无法找到相关网页，需要提取字幕信息中的关键词进

行搜索。对主题字幕的语句进行分词以后，进行命名实体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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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作为视频字幕信息关键词。在这一部分本文借助了哈尔

滨工业大学信息检索研究室研究开发的 ＬＴＰ系统中的中文分
词及词性标注模块和命名实体识别模块［１１］。

为适应本课题的研究，本文部署搭建了 Ａｐａｃｈｅ下的开源
的搜索引擎Ｎｕｔｃｈ１．０［１２］，并进行了中文分词模块添加，包括
网页定向爬虫模块和搜索模块，采集数据阶段每日定时对国内

权威新闻网站新华网进行爬取（爬取深度为３），每日爬取网页
约１８００个，爬虫索引以日期存储。

对每一个新闻故事段，根据视频主题字幕信息，首先进行

全字幕信息双引号搜索，若有返回结果则作为视频对应的网

页；否则对主题字幕信息命名实体抽取得到关键词进行检索，

得到相关的网页。对搜索结果取排名最靠前的两个网页的正

文文本作为视频相关的网页文本。

,

　利用相关网页文本对
3)(

结果纠错

分析本系统的 ＡＳＲ识别错误，包括音错字错和音对字错
两种。音错包括吞音、添音、错音三种错误。针对这些识别错

误，本文设计了如图８所示的语境知识约束下基于拼音相似度
规则的纠错系统，借助与视频相关的网页文本，可以纠正语音

识别结果中的部分错误。

对同一视频的相关网页文本和语音识别文本，首先使用同

一分词工具进行中文分词。以词语为单位，进行检错纠错。对

字数相同的两个词Ａ和Ｂ，进行相似度距离度量，单独地分析
组成其每一个字的相似度，词中每一字的相似度的总和为两个

词的相似度。字Ａ１和Ｂ１的相似度可以细化为以下几个值：汉
字相似度ｍｗｈｚ、拼音相似度 ｍｗｐｙ、声母相似度 ｍｗｓ、韵母相似度
ｍｗｙ和声调相似度ｍｗｄ。对每个相似度的值定义如下：

ａ）若 Ａ１和 Ｂ１的汉字相同，赋值 ｍｗｈｚ＝１，同时对 ｍｗｐｙ、
ｍｗｓ、ｍｗｙ和ｍｗｄ全部赋值为０；否则赋值ｍｗｈｚ＝０，转到ｂ）去判断
拼音相似度。

ｂ）若Ａ１和Ｂ１的拼音完全一致（包括声母、韵母和声调），
则赋值ｍｗｐｙ＝１，同时对ｍｗｓ、ｍｗｙ和ｍｗｄ全部赋值为０；否则赋值
ｗｐｙ＝０，转ｃ）判断声母、韵母、音调值是否相同。

ｃ）若Ａ１和Ｂ１声母一致，则ｍｗｓ＝１，否则ｍｗｓ＝０；若Ａ１和
Ｂ１韵母一致，则ｍｗｙ＝１，否则ｍｗｙ＝０；若Ａ１和Ｂ１音调相同，则
ｍｗｄ＝１，否则ｍｗｄ＝０。

两个字的汉字、拼音、声母、韵母和音调分别给予不同的权

值，经过不断实验和分析语音识别中的一些错误，对于权值定

义如下：若汉字相同，给予最大权值１；若拼音相同，给予权值
０．７；若声母相同，给予权值０．３；若韵母相同，给予权值０．３；若
音调相同，给予权值０．１。那么Ａ１和Ｂ１相似度ｓｉｍ（Ａ１，Ｂ１）计
算式为

ｓｉｍ（Ａ１，Ｂ１）＝１×ｍｗｈｚ＋０．７×ｍｗｐｙ＋０．３×ｍｗｓ＋
０．３×ｍｗｙ＋０．１×ｍｗｄ （５）

两个词Ａ和Ｂ的相似度ｓｉｍ（Ａ，Ｂ）计算式为

ｓｉｍ（Ａ，Ｂ）＝１Ｎ∑
Ｎ

Ｋ＝１
ｓｉｍ（ＡＫ，ＢＫ） （６）

其中：Ｎ为词Ａ中含有的汉字个数；ｓｉｍ（ＡＫ，ＢＫ）为词Ａ和Ｂ中
第Ｋ个字的相似度。

为方便表述，这里规定语音识别结果对应的文本为文档

１，与视频相关的网页文本为文档２。对于文档１中的每一个
词ｍ１，ｍ２，…，ｍｋ，分别计算其与文档 ２中的每一个词 ｎ１，
ｎ２，…，ｎｌ的相似度（只取字数相同的词），然后取相似度最大
的词，判定其相似度所属范畴，进行下一步处理。

以ｍ１为例，判断其是否为正确的语音识别结果，并对错
误纠错，采取以下方式：寻找文档２中与 ｍ１相似度最大的词
（假设为ｎｔ），即

ｓｉｍ（ｍ１，ｎｔ）＝ｍａｘ（ｓｉｍ（ｍ１，ｎ１），ｓｉｍ（ｍ１，ｎ２），…，

　　ｓｉｍ（ｍ１，ｎｌ）） （７）

若ｓｉｍ（ｍ１，ｎｔ）＝１，即在网页文本中存在与视频语音识别
完全相同的词，基本可以判定词 ｍ１为正确的语音识别结果。

若ｓｉｍ（ｍ１，ｎｔ）≠１，则将ｓｉｍ（ｍ１，ｎｔ）与指定阈值Ｔ进行比
较，若ｓｉｍ（ｍ１，ｎｔ）＜Ｔ，则说明在网页文本中不存在与ｍ１发音
相似的词，ｍ１正确与否有待下一步确定。

若Ｔ＜ｓｉｍ（ｍ１，ｎｔ）＜１，则说明在网页文本中存在与ｍ１发
音接近的词，但并不是同一个词。由于网页文本的准确度和语

音识别结果的高错误率，可以认为语音识别的结果是错误的，

则以ｎｔ代替ｍ１。
其中阈值Ｔ的大小为影响该检错纠错系统的关键，若 Ｔ

值设置过小，则容易发生虚惊，将正确的语音识别结果错判；若

Ｔ值设置过大，则会导致检错过程发生过多的漏检，使本方法
无法发挥作用。经过对错误词汇的数据统计和不断实验，本文

选定阈值Ｔ＝０．６。

-

　实验数据和结果分析

实验数据是从一周内的央视新闻类节目（包括 ＣＣＴＶ１、
ＣＣＴＶ１３频道的《新闻联播》、《新闻３０分》、《朝闻天下》等节
目）中随机选取３０段，共计４８ｍｉｎ，视频分辨率为６４０×４８０，
作为实验视频数据集；对应时期内，采用本文 ２．３节提到的
Ｎｕｔｃｈ搜索引擎对新华网进行每日定时爬虫，每日爬取网页为
１８００个左右作为实验的网页库。根据本文内容对以下三个部
分进行实验测试，并对实验结果作简要分析。

ａ）主题字幕信息提取。表１为主题字幕信息提取结果。
由表１可知，前文所述的主题字幕检测提取框架，在主题字幕
检测和背景颜色单一且与前景颜色色差大的文本框的识别准

确率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对背景复杂或与前景颜色色

差小的文字框的ＯＣＲ识别结果不够理想，对这一部分需要进
一步采取去噪等图像增强方式后再进行二值化。存在的问题

主要有：（ａ）对于台标字幕，尽管在本文的文字框过滤系统中
给予了排除规则，但仍有部分台标误判为文本框；（ｂ）文本框
的背景复杂与简单在这里是人工判别，需要研究适合的方法实

现自动分类。此外，本文的重点工作是多模态特征的融合，在

主题字幕信息提取方面只是选取了比较合理的方法，所采取的

方法和取得的结果并没有去与该领域内最高水平及最新进展

作比较。

表１　主题字幕信息提取结果

文字总数 正确检测数 背景简单／复杂 ＯＣＲ识别正确字数

４４２ ４１８
背景简单，字数：２７４ ２５５
背景复杂，字数：１４４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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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网页文本与视频故事的相关度。网页文本作为一种扩
充的语义，如果准确度不高则会产生语义偏离，且对ＡＳＲ结果
的纠正不会起到太好的效果。这里采用多人打分、加权平均的

人工方式，用优、中、差三个档次评价网页文本与新闻视频的相

关度，结果如表２所示。对实验视频分析可得，对于主题字幕
命名实体较强的国内外政治新闻，特别是主要领导人活动，网

页与视频相关性较好，如“×××会见世界银行行长”；而文
化、体育类新闻，特别是在一段时间内多次发生但视频字幕信

息不是很完善的视频，如“北方多数地区持续大雨天气”，得到

的网页与新闻视频故事相关性较差。

表２　搜索到的网页与新闻视频的相关性

视频段 相关度：优 相关度：中 相关度：差

３０ １９ ６ ５

　　ｃ）音频信息提取。音频分类是为语音识别做准备，这里
不作单独的数据统计。在上面所得的网页文本与视频相关性

优、中、差三部分视频中各取一段，作ＡＳＲ识别和纠错结果（表
３）统计。由表３可知，由３．３节所提方法可提高语音识别结果
的准确率，且网页与视频相关度越好纠错性能越好。对于表３
中的视频Ｅ、Ｆ，纠错几乎没有发挥作用，甚至有将正确结果变
成错误的词语的可能。此外，语音识别错误导致分词不准确也

是影响纠错效果的一个主要原因。借助与视频相关的网页文

本对语音识别结果纠错是可行的，但本文采取的语音相似度规

则作用有限，应该在本文工作的基础上继续从句法分析、句子

成分依存关系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另外，在纠错算法中，应采

用更智能的方式弥补启发式规则的不足。

表３　ＡＳＲ识别及纠错结果

视频与网页
相关性

语音汉字
总数

ＡＳＲ识别
正确字数

纠错后
正确字数

视频Ａ　优 ５８０ ３４８ ４０６

视频Ｂ　优 ６３２ ３９１ ４５４

视频Ｃ　中 ６４８ ３８２ ４１２

视频Ｄ　中 ５５０ ３３５ ３６７

视频Ｅ　差 ４８０ ２８０ ２７６

视频Ｆ　差 ５３０ ３２０ ３２４

总数及正确率 ３４２０ ２０５６　６０．１％ ２２３９　６５．４％

　　由实验结果可知，本文提出的基于多模态特征的新闻视频
语义分析框架是可行的，在主题字幕信息提取、音频信息提取、

利用主题字幕信息搜索到相关网页、借助网页信息对语音识别

结果进行纠错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多模态特征融合

基础上实现了新闻视频高层语义较为准确的提取。

.

　结束语

本文提出一种新闻视频语义分析框架，对视频中的主题字

幕进行检测提取，借助ＯＣＲ工具进行识别；在音频分类的基础
上进行语音识别。在此基础上根据主题字幕得到的文字信息

借助搜索引擎得到与新闻视频故事相关的新闻网页，基于网页

文本对语音识别的结果进行纠错，从而得到更准确的视频语义

信息。通过搜集到的中等规模的新闻视频的实验验证了框架

的可行性。未来的工作是根据提取出的视频语义对视频进行

分类、索引、内容安全性分析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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