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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情感特征分类的语音情感识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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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语音信号的实时性和不确定性，提出证据信任度信息熵和动态先验权重的方法，对传统 ＤＳ证据
理论的基本概率分配函数进行改进；针对情感特征在语音情感识别中对不同的情感状态具有不同的识别效果，

提出对语音情感特征进行分类。利用各类情感特征的识别结果，应用改进的 ＤＳ证据理论进行决策级数据融
合，实现基于多类情感特征的语音情感识别，以达到细粒度的语音情感识别。最后通过算例验证了改进算法的

迅速收敛和抗干扰性，对比实验结果证明了分类情感特征语音情感识别方法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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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蓬勃发展，人机交流也变得越来越普
遍，情感理解能力日渐成为衡量一个机器是否具有智能的关键

因素。目前已经出现能够根据人类特定的命令去执行特定动

作的产品，但是要实现人机的自然交互，机器必须能够更准确

地理解和区分人类的情感。作为人类日常情感交流的主要方

式，人类话语中所携带的情感信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

文在建立语音情感数据库的基础上，提取语音信号的基音、共

振峰、ＬＰＣＣ和ＭＦＣＣ等情感特征组成语音情感特征集，并将情
感特征集分为两类，针对现有ＤＳ证据理论融合技术在基本概
率赋值方法上的缺陷，提出改进方法。在此基础上，对恐惧、愤

怒、悲哀、高兴、惊奇和平静六种情感进行识别。

"

　情感识别语音语料库的建立

目前汉语语音情感识别尚未有统一的公开数据库可供研

究，因此普遍采用两种方式获得情感语音资料：ａ）通过具有丰
富情感表达能力的人，利用录音软件采集其在各种模拟情感状

态下的语音数据作为识别用的语料；ｂ）是通过剪辑影视剧作
品中的相关情节得到识别用的语料。方法ａ）由于主观影响比
较大，对情感状态的理解和表达因人而异，所以本文采用方法

ｂ）。考虑语音的三音子因素，选择合适且尽量无噪声的语音

片段，其采样频率为４４１００Ｈｚ，采样位数为１６位。本文采用
的语音情感数据库由恐惧、愤怒、悲哀、高兴、惊奇和平静六种

基本情绪组成。每种情绪剪辑３００句相关语音片段，并将语音
数据的顺序打乱，邀请剪辑语音数据以外的８人收听语音数据
并对其进行分类，最后根据分类结果并结合语音文件的质量，

每种情绪选取２００句语音数据，共１２００句语音情感数据。随
机抽取７２０句用于训练，４８０句用于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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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征提取及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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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谱系数的提取［
"

］

ＭＦＣＣ自１９８０年由Ｄａｖｉｓ等人提出以来，在语音识别领域
应用广泛，是语音情感识别比较常用的短时光谱特征。它通过

构造人的听觉模型，以语音通过该模型的输出为声学特征，直

接通过ＤＦＴ（离散傅里叶变换）进行变换。提取 ＭＦＣＣ的步骤
如图１所示。由于ＭＦＣＣ特征反映的是语音信号的静态特征，
而其一阶及二阶差分反映的是语音信号的动态特征，因此本文

还提取了ＭＦＣＣ的一阶和二阶差分。

ＭＦＣＣｎ＝∑
Ｍ

ｋ＝１
ｌｎｘ′（ｋ）ｃｏｓ［π（ｋ－０５）ｎ／Ｍ］　ｎ＝１，２，…，Ｌ （１）

其中：ｘ′（ｋ）为第ｋ个滤波器的输入功率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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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的提取

ＬＰＣＣ是在ＬＰＣ（线性预测系数）的基础上得到的。线性
预测分析认为，语音信号样点之间存在相关性，可以用过去的

若干个样本点或它们的线性组合预测现在或将来的样本值。

它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声道模型，而且只要十几个倒谱特征参

数就能很好地反映出语音信号的共振峰特性。一般倒谱分析

阶数取１６左右就能较好地表征语音的特征参数，本文对 ＬＰＣ
的阶数取１４、１５、１６、１７时，分别进行识别实验，ＬＰＣ阶数为１４
时，效果最佳，因此本文ＬＰＣ的阶数取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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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特征参数的提取

短时能量和短时过零率特征能够用来很好地区分清音段

和浊音段。清音的短时能量明显小于浊音的短时能量，而清音

的过零率却高于浊音的过零率。基音频率［２］反映的是整个语

音情感信号的语调轨迹，它较好地体现了人的情感变化，根据

各情感状态间语调的差异，即从听觉上就可以判断基音频率的

变化。

共振峰是声道的共振频率，是反映声道参数的一个重要参

数。共振峰会随着声道的状态而改变。不同的情感发音会使

舌头、牙齿和嘴唇等发声器官的状态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声道

状态的变化，共振峰也会随之改变。在发声特征中，共振峰可

以作为判断不同情感语音的一个重要特征［１］。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将获取的语音情感特征，根据其在语

音情感识别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进行分类，具体特征及其分

类如表１所示。本文为每一种情感的各类情感特征分别单独
进行ＨＭＭ训练［３］。对各类特征矩阵利用改进的 ＤＳ证据理
论进行数据融合。

表１　情感特征分类

听觉模型

ＭＦＣＣ及其统计特征（一阶差分、二阶差分及其最大值、最小值、
均值、中值、方差）

基音及其统计特征（一阶差分、二阶差分及其最大值、最小值、

中值和基频微扰［４］）

短时能量及其统计特征（一阶差分及其最大值、最小值、中值）

短时过零率及其统计特征（一阶差分及其最大值、最小值、中值）

发声模型

ＬＰＣＣ及其统计特征（一阶差分、二阶差分及其最大值、最小值、
均值、中值、方差）

第一、二、三共振峰及其统计特征（一阶差分及其最大值、最小

值、中值）

　　此外，为了避免不同类型的特征取值范围的不同所导致的
特征参数取值影响 ＨＭＭ的训练和识别，本文根据式（２）～
（４）对基音、共振峰和短时特征进行了归一化处理［５］，从而降

低它们因取值范围不同带来的差异。其中，所有归一化后的特

征具有零均值和单位方差的特点。

珔Ｘ＝１Ｎ∑
Ｎ

ｉ＝１
ｘｉｋ　ｋ＝１，２，…，ｌ （２）

δ２＝１Ｎ∑
Ｎ

ｉ＝１
（ｘｉｋ－ｘｋ）２ （３）

ｘｉｋ＝
ｘｉｋ－ｘｋ
δｋ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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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进
=


)

证据理论

证据理论由 Ｄｅｍｐｓｔｅｒ等人提出并发展，也称 ＤＳ理论。

ＤＳ证据理论是建立在一个完备集合的识别框架Ｕ上的，其中
Ｕ包含了某个问题的所有可能答案且元素之间是互不相交的
基本命题，即识别结果只能取Ｕ中的某一个基本命题。ＤＳ证
据理论通过基本概率分配函数（通常为ｍ函数）来为该框架的
各个基本命题分配信任度。ＤＳ证据理论一个关键和重要的
问题就是如何为各个基本命题分配初始信任度，即初始概率密

度。由于证据之间的信息有可能有交叉和冲突的情况，在利用

传统ＤＳ证据理论时，若存在高冲突的证据则会产生不合理的
结果。本文在基本概率赋值方法上对该问题进行了改进。

若Ａ为Ｕ中的一个元素，则Ａ∈Ｕ，则ｍ满足
ｍ（）＝０
０≤ｍ（Ａ）≤１，ＡＵ

∑
ＡＵ
ｍ（Ａ）

{
＝１

（５）

其中：ｍ（）表示Ａ为空集时初始概率密度为０，且 Ａ的幂集
２Ａ中元素初始概率密度总和为１。如果ｍ（Ａ）＞０，则称Ａ为证
据的焦元。

假设识别框架Ｕ中包含ｎ个证据，且任意两个证据 ｉ、ｊ的
基本概率密度为ｍｉ、ｍｊ，焦元分别为 Ａｉ、Ａｊ，由文献［６］，证据 ｉ
和ｊ之间的距离为

ｄ（ｍｉ，ｍｊ）＝
１
２（ｍｉ－ｍｊ）

ＴＤ（ｍｉ－ｍｊ槡 ） （６）

其中：ｍｉ、ｍｊ分别为由 ｍｉ、ｍｊ在２
Ｕ中所有元素上的取值组成

的行向量；Ｄ为 ２ｎ×２ｎ的矩阵，它的元素为 Ｄ（Ａ，Ｂ）＝
｜Ａ∩Ｂ｜
｜Ａ∪Ｂ｜

，其中，Ａ，Ｂ∈２Ｕ，｜Ａ∩Ｂ｜为Ａ和 Ｂ中命题交集的个数，

同理，｜Ａ∪Ｂ｜为 Ａ和 Ｂ中命题并集的个数。若 ｄ（ｍ１，ｍ２）愈
大，则ｍ１和ｍ２间的差别愈大，其中，若ｉ＝ｊ，则ｄ（ｍｉ，ｍｊ）＝０。

由文献［７］定义证据ｍ１和ｍ１之间的相似系数为
ｓｉｊ＝１－ｄｉｊ （７）

表示为矩阵的形式：Ｓ＝［ｓ１，ｓ２，…，ｓｎ］，其中：
ｓｉ＝［１－ｄｉ１，１－ｄｉ２，…，１－ｄｉｎ］Ｔ （８）

定义证据总体相似度为

ζｉ＝∑
ｎ

ｋ＝１
ｓｉｋ （９）

其中：ζｉ反映了证据ｉ与其他证据的相似程度，ζｉ越大，说明证
据ｉ与其他证据之间的相似度越大，则与其他证据之间的差别
越小，证据ｉ所受的支持程度越大。

定义证据ｉ总体相似度的信息熵为
ｅｉ＝－ ∑

ｋ∈｛１，２，…，ｎ｝
ζｋｌｎζｋ （１０）

使用折扣率［８］βｉ对证据总体相似度的信息熵进行调整：
珔Ｅ＝ｅｉ／ｍａｘ（ｅｉ）（ｉ＝１，２，…，ｎ），对调整后的 珔Ｅ进行归一化后作
为证据的后验权重。

由式（８）～（１０）可以看出，珔Ｅ同时反映了证据的可信度和
不确定性，能够从信息熵的角度反映证据 ｉ的支持程度，很好
地体现了证据的动态信息。如果证据 ｉ与其他证据相似度比
较大，则这些证据的相互支持程度就比较大，随着样本的增多，

该证据ｉ总体相似度的信息熵值不会明显的下降，则证据 ｉ在
决策的过程中所占的比重就大，后验权重也越大；反之亦然。

根据证据的先验权重和后验权重计算证据ｉ的复合权重：

ｗｉ＝ αｉｅ槡 ｉ　　ｉ＝１，２，…，ｎ （１１）

δｉ＝ｗｉ／ｓｕｍ（ｗｉ） （１２）

其中：δｉ满足∑
ｎ

ｉ＝１
δｉ＝１。δｉ为证据 ｉ的归一化复合权重，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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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证据ｉ的复合可信程度。
采用文献中的算例对本文方法进行了验证，并与文献中的

方法进行了比较。算例的数据如表２所示，ｍｉ（Ａ）、ｍｉ（Ｂ）和
ｍｉ（Ｃ）分别表示各个传感器对识别目标 Ａ、Ｂ和 Ｃ的支持程
度，已知５个传感器的先验权重分别为０１５、０１５、０２０、０３５、
０１５。

表２　５个传感器的基本概率分配函数

传感器 目标Ａ 目标Ｂ 目标Ｃ
１ ｍ１（Ａ）＝０ ｍ１（Ｂ）＝０９０ ｍ１（Ｃ）＝０１０

２ ｍ２（Ａ）＝０５ ｍ２（Ｂ）＝０２０ ｍ２（Ｃ）＝０３０

３ ｍ３（Ａ）＝０５５ ｍ３（Ｂ）＝０１０ ｍ３（Ｃ）＝０３５

４ ｍ４（Ａ）＝０５５ ｍ４（Ｂ）＝０１０ ｍ４（Ｃ）＝０３５

５ ｍ５（Ａ）＝０５５ ｍ５（Ｂ）＝０１０ ｍ５（Ｃ）＝０３５

　　由表２可知，只有传感器１对目标 Ｂ的支持度较高，而其
他传感器对目标Ａ具有较高的支持度，可知传感器１获取的信
息与实际有较大偏差，产生了冲突证据。按照正常推断目标应

该为Ａ。传感器由两个增加到５个的过程中，本文算法与文献
［７］算法的处理结果对比如表３所示。

表３　实验对比结果
证据组

合方法
ｍ１，ｍ２ ｔｉｍｅ

ｍ１，ｍ２，
ｍ３

ｔｉｍｅ
ｍ１，ｍ２，
ｍ３，ｍ４

ｔｉｍｅ
ｍ１，ｍ２，
ｍ３，ｍ４，ｍ５

ｔｉｍｅ

文献［７］
ｍ（Ａ）＝０１２１５
ｍ（Ｂ）＝０８２４０
ｍ（Ｃ）＝００５４５

０００
７９８３

ｍ（Ａ）＝０４１８５
ｍ（Ｂ）＝０４７８４
ｍ（Ｃ）＝０１０３１

０００
９１３５

ｍ（Ａ）＝０７６０３
ｍ（Ｂ）＝０１３０１
ｍ（Ｃ）＝０１０９６

０００
９２８８

ｍ（Ａ）＝０８７７１
ｍ（Ｂ）＝００４２７
ｍ（Ｃ）＝００８０２

０００
９７６４

本文

ｍ（Ａ）＝０１５１９
ｍ（Ｂ）＝０７５０３
ｍ（Ｃ）＝００９７８

００１
１８７６

ｍ（Ａ）＝０４５５９
ｍ（Ｂ）＝０４３５４
ｍ（Ｃ）＝０１０８７

００１
１９０１

ｍ（Ａ）＝０８１９７
ｍ（Ｂ）＝００７０７
ｍ（Ｃ）＝０１０９６

００１
２５２３

ｍ（Ａ）＝０９１０１
ｍ（Ｂ）＝００１４７
ｍ（Ｃ）＝００７５２

００１
２５７７

　　由表３可知，文献［７］考虑了证据的先验权重和后验权
重，随着目标Ａ的支持证据不断增加，ｍ（Ａ）也在不断增加，但
融合结果收敛速度较慢。本文方法在增加至３个传感器的情
况下就已识别目标Ａ，而文献［７］方法在４个传感器的情况下
才识别目标Ａ，且本文方法的收敛速度明显快于文献［７］的方
法，且对证据Ａ的支持程度也比较大。本文不但考虑了证据的
先验权重和后验权重，还引入了证据相似度的信息熵，考虑了

信号动态变化的趋势，因此，本文方法收敛速度更快，融合效果

更佳，稳定性更强。

表３中 ｔｉｍｅ列表示程序运行时间，实验在主频为 ２５３
ＧＨｚ、内存为２ＧＢ的环境中进行测试，本文方法所需时间仅比
文献［７］方法多０００４～０００６ｓ，且随着传感器数目的增加，所
需时间的增长速度慢于文献［７］方法。为便于观察，在传感器
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将本文方法和文献［７］方法的识别效果绘
制成图，如图２和３所示，横轴代表使用的传感器；图２纵轴代
表使用的时间，图３纵轴代表对证据Ａ的支持程度。

%

　语音情感识别实验

为了验证分类情感特征和改进的 ＤＳ证据理论在语音情
感识别中的识别效果，对基于单类情感特征的语音情感识别方

法进行对比实验。在情感特征提取后，需要对各类情感特征矩

阵进行处理，以降低它的维度，实验采用 ＰＣＡ［４］方法对各类情

感特征矩阵进行降维。由图４可知，当特征空间降到八维时，
平均识别率达到最高。因此采用 ＰＣＡ降维时，将原始特征空
间降到八维。

在本文的语音情感识别中，识别框架 Ｕ＝｛｛恐惧｝，｛愤
怒｝，｛悲伤｝，｛高兴｝，｛惊奇｝，｛平静｝｝，其中提取的各类情

感特征相当于证据。各证据的先验权重是由各类情感特征的

识别率决定的，考虑到各类情感特征对不同的情感状态具有不

同的支持度，本文提出了动态先验权重的思想，即各类情感特

征对不同的情感状态进行识别时具有不同的先验权重。动态

先验权重的确定方法为：单独使用每类情感特征进行语音情感

识别［３］，将各类对情感状态ｉ（ｉ＝１，２，…，６）取得的识别率进
行归一化的结果作为情感特征 ｉ的先验权重。情感特征对各
情感状态的识别率越大，则其所占的权重越大。其具体数值如

表４所示。
表４　ＭＦＣＣ特征类和ＬＰＣＣ特征类的先验权重

特征类 ａｎｇｒｙ ｆｅａｒ ｈａｐｐｙ ｓａｄ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 ｐｅａｃｅ
ＭＦＣＣ ０３２８１ ０６４１０ ０３４４８ ０５１０３ ０３４７２ ０４７３７
ＬＰＣＣ ０６７１９ ０３５９０ ０６５５２ ０４８９７ ０６５２８ ０５２６３

　　由表４可知，ＭＦＣＣ特征类对恐惧这种情感状态的支持度
明显高于ＬＰＣＣ特征类，而ＬＰＣＣ特征类对愤怒、高兴和惊奇这
两种情感状态的支持度明显高于ＭＦＣＣ特征类，两类特征对悲
伤和平静这两种情感状态的支持度相差不大。

由本文提出的改进ＤＳ证据理论算出各情感状态的后验
概率，结合先验概率，并对单类情感特征的语音情感识别概率

进行处理，综合两类情感特征对每个情感状态的不同支持度，

对语音情感进行识别，达到更稳定的效果。

图５显示了本文方法与基于单类情感特征语音情感识别
方法的结果对比。由图５可知，在两类情感特征的识别结果相
差很大时，本文方法能够有效提高支持度情感特征类的权重，

以降低另一类情感特征的影响。在两类情感特征的识别率差

别不是很大时，本文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情感状态的识

别率。

&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将语音情感特征进行分类，并将各类情感

特征的支持度矩阵利用改进的 ＤＳ证据理论进行决策级融合
的语音情感识别方法。在利用ＤＳ证据理论进行数据融合时，
由于情感特征对不同情感状态具有不同的支持度，动态先验权

重被引入以降低情感特征对情感状态支持度 （下转第３６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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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结果

本实验环境为 Ｉｎｔｅｌ ＣｏｒｅＴＭｉ３２１００ＣＰＵ２１ＧＨｚ，２００
ＧＢ内存，Ｗｉｎｄｏｗｓ７操作系统。算法采用Ｃ＋＋编写，在Ｖｉｓｕａｌ
Ｃ＋＋６０环境下编译。实验数据采用 ＩＢＭＱｕｅｓｔ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Ｄａｔａ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生成，测试数据参数说明如下：Ｄ表示顾客数，
默认值为１０００；Ｃ表示每个顾客的平均事务数，默认值为１０；Ｔ
表示每个事务平均项数；Ｎ为总项数，默认为１０００；Ｓ表示最
长序列平均事务数；Ｉ表示最长模式平均项数。分别对数据集
Ｄ１０Ｃ１０Ｔ２５Ｎ１０Ｓ６Ｉ２５和 Ｄ５Ｃ２０Ｔ２５Ｎ５Ｓ１０Ｉ２５进行测试，实
验结果如图６、７所示。

从图６中可知，当支持度较低时，相比 ＣｌｏＳｐａｎ算法，ｐｏ
ｓＣｌｏＳｐａｎ算法的优势较为明显，但是随着支持度的增加，优势
减弱；当支持度较高时，ＣｌｏＳｐａｎ算法反而优于 ｐｏｓＣｌｏＳｐａｎ算
法。这主要是因为支持度较低时，会产生大量的投影数据库以

及候选序列，ＣｌｏＳｐａｎ算法需要每次扫描数据库计算大小，这其
中存在着大量的重复扫描。而ｐｏｓＣｌｏＳｐａｎ算法，通过对比项的
位置序偶序列，就可以避免重复扫描，同时 ｐｏｓＣｌｏＳｐａｎ算法通
过超序剪枝、子序剪枝、相同支持度剪枝等策略避免了ＣｌｏＳｐａｎ
算法中对大量候选序列的维护，因此效率较明显优于 ＣｌｏＳｐａｎ
算法。但是随着支持度的增加，投影数据库大量减少，ＣｌｏＳｐａｎ
算法优势体现；当支持度较高时，其效率高于ｐｏｓＣｌｏＳｐａｎ。

相对于 Ｄ１０Ｃ１０Ｔ２５Ｎ１０Ｓ６Ｉ２５数据集，Ｄ５Ｃ２０Ｔ２５Ｎ５
Ｓ１０Ｉ２５数据集是行数较少、长度长、相似度较高的数据。从图
７中可知，ｐｏｓＣｌｏＳｐａｎ算法在不同支持度下效率均高于ＣｌｏＳｐａｎ
算法。这得益于ｐｏｓＣｌｏＳｐａｎ算法避免了对大量重复投影数据
库的扫描计算以及通过各种剪枝策略，无须维护候选序列，是

ｐｏｓＣｌｏＳｐａｎ的优势体现。通过对比两图可知 ｐｏｓＣｌｏＳｐａｎ算法
更适合挖掘行数少、长度长，且相似度较高的数据。

　　实验证明，ｐｏｓＣｌｏＳｐａｎ算法是正确的，它能够完全挖掘出闭合
序列，同时它更适合挖掘挖掘行数少、长度长、相似度较高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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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语

随着应用的推广，序列模式挖掘成为研究热点。本文在深

入分析ＣｌｏＳｐａｎ算法的基础上，提出基于二级索引结构无候选
序列闭合序列挖掘（ｐｏｓＣｌｏＳｐａｎ）算法。通过分析与实验，证明
了ｐｏｓＣｌｏＳｐａｎ算法的有效性。下一步考虑如何将本算法思想
与通过２序列连接实现序列增长方式相结合，进一步提高挖
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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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３６５０页）的差异。通过与基于单类语音情感特征的语

音情感识别的方法进行对比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语音情感识别方法的识别率和稳定性。

在下一步的研究中，还需进一步细化情感特征的分类，从多个

侧面更好地体现语音信号的情感信息，提高语音情感识别的识

别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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