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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阈值函数的小波包语音增强算法

任永梅，张雪英，贾海蓉

（太原理工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太原 ０３００２４）

摘　要：针对传统软、硬阈值函数去噪方法增强的语音存在失真的问题，提出一种新阈值函数的小波包语音增
强算法，同时给出了新阈值函数和新的Ｂａｒｋ尺度小波包分解结构。新阈值函数在小波包系数绝对值大于给定
阈值的区间内，灵活地结合了软、硬阈值函数；在小波包系数绝对值小于给定阈值的区间内，用一种非线性函数

代替传统阈值函数中的简单置零，实现了阈值函数的平缓过渡；新的６０个频带 Ｂａｒｋ尺度小波包分解结构能更
好地模拟人耳的听觉感知特性。仿真实验结果表明，在高斯白噪声和有色噪声背景下，与传统软、硬阈值函数去

噪方法相比，新算法有效提高了增强语音信噪比和分段信噪比，减少了语音失真，具有更好的去噪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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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实际生活中的语音不可避免地受到周围环境和传输媒介

等噪声的污染，导致语音质量下降，使语音处理系统性能急剧

恶化［１］。因此，语音增强技术成为了国内外语音信号处理研

究的热点。语音增强的目的有两个：ａ）抑制背景噪声，改善语

音质量，使听者乐于接受；ｂ）提高语音的可懂度，方便听者理

解［２］。语音增强方法可分为时域方法和频域方法，时域方法

的计算复杂度高，而频域方法中的谱减法虽然计算量小，但后

者增强的语音存在严重的音乐噪声，达不到满意的去噪效果。

小波分析方法对信号的时域和频域都进行分析，它具有多

分辨率的特性并且适用于处理时变语音信号，不仅仅局限于描

述语音信号的局部，还描述其细节［３］。小波包分析方法［４，５］是

对小波分析的进一步延伸，它对信号的低频和高频部分同时进

行分解，具有更强的频带划分能力，是分解和重构语音信号更

加细致的方法。

小波去噪算法中应用最广的是小波阈值去噪算法，其中硬

阈值函数和软阈值函数是两种最为常用的阈值函数。由于硬

阈值函数不连续，导致重构的信号具有振荡性，且含有明显的

噪声；软阈值函数虽然连续，但经其增强之后的语音小波包系

数和原始小波包系数之间存在恒定的偏差，有过度平滑的现

象。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一种新的阈值函数和 Ｂａｒｋ
尺度小波包分解结构。新阈值函数灵活地结合了软、硬阈值函

数，并对小波包系数绝对值小于给定阈值的区间进行了改进，

具有连续性好、便于调节的优点；新的６０个子频带 Ｂａｒｋ尺度
分解结构对语音信号频率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划分，对人耳听觉

感知特性的模拟程度更好。实验结果表明，新算法在高斯白噪

声和有色噪声背景下均能更好地抑制噪声，减少语音信号的失

真，达到了更好的去噪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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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波包变换及其去噪原理

!


!

　小波包变换

令观察信号为

ｓ（ｎ）＝ｘ（ｎ）＋ｕ（ｎ） （１）

其中：ｘ（ｎ）是原始信号，ｕ（ｎ）是噪声信号。假定 ｕ（ｎ）是零均
值且服从高斯分布的随机序列，即服从Ｎ（０，σ２ｕ）分布

［６］，小波

包去噪就是从带噪信号ｓ（ｎ）中去除噪声ｕ（ｎ）。
在小波包的分解中，节点（ｊ＋１，ｐ）处的小波包系数［７］为

ｄ２ｐｊ＋１（ｋ）＝ ∑
∞

ｍ＝－∞
ｄｐｊ（ｍ）ｈ０（ｍ－２ｋ） （２）

ｄ２ｐ＋１ｊ＋１（ｋ）＝ ∑
∞

ｍ＝－∞
ｄｐｊ（ｍ）ｈ１（ｍ－２ｋ） （３）

其中：ｄｐｊ（ｋ）表示节点（ｊ，ｐ）即第 ｊ层第 ｐ个节点处的小波包系

数；ｈ０（ｋ）是通带在０～
π
２之间的低通滤波器；ｈ１（ｋ）为通带在

π
２～π之间的高通滤波器。

在节点（ｊ，ｐ）处的小波包系数ｄｐｊ（ｋ）可由式（４）重建：
ｄｐｊ（ｋ）＝^ｄ２ｐｊ＋１（ｋ）ｈ０（ｋ）＋^ｄ２ｐ＋１ｊ＋１（ｋ）ｈ１（ｋ） （４）

其中，^ｄ２ｐｊ＋１（ｋ）和 ｄ^
２ｐ＋１
ｊ＋１（ｋ）分别是 ｄ

２ｐ
ｊ＋１（ｋ）和 ｄ

２ｐ＋１
ｊ＋１（ｋ）每两个点

插入一个０后所得到的序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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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波包去噪原理

经小波包变换后，语音信号的小波包系数会大于噪声的小

波包系数。小波包变换具有稀疏性及去除信号的相关性，通过

小波包变换将真实信号的能量集中在有限且幅度相对较大的

小波包系数上；而高斯白噪声的小波包变换仍是高斯白噪声，

其能量广泛分布在所有的小波包系数上，对应的小波包系数幅

度不是很大。因此，可以设定一个阈值对小波包系数进行阈值

量化处理，只保留大于阈值的系数，用大于阈值的系数来估计

语音。小波包去噪原理如图１所示。

小波包去噪可以按照如下三个步骤进行：ａ）选择合适的
小波包分解结构对带噪语音进行小波包分解，得到小波包分解

系数；ｂ）对高频的小波包分解系数选择适当的阈值进行阈值
量化处理，得出估计的小波包系数；ｃ）用小波包逆变换重构估
计的小波包系数，得到增强的语音信号。

"

　阈值的选取

小波阈值估计是小波去噪中的另一种关键技术。阈值选

取［８］的优劣直接影响着降噪的效果：阈值选取过大将会把语

音信号当做噪声滤除，造成语音失真；阈值选取过小则会把噪

声信号当做语音保留，达不到较好的去噪效果。

目前最常用的阈值是根据Ｄｏｎｏｈｏ等人［９］给出的关于阈值

估计风险定理确定的阈值：

λ＝ ２ｌｎ槡 Ｎσｕ （５）

其中：Ｎ为噪声信号的长度；σｕ为噪声信号的标准差，即

σｕ＝
ｍｅｄｉａｎ（ ｄｊ（ｋ））

０．６７４５ （６）

其中：ｊ是小波包分解尺度；ｄｊ（ｋ）表示第ｊ层第ｋ个小波包分解

系数；ｍｅｄｉａｎ是ＭＡＴＬＡＢ中求中值运算的命令。
正交小波包变换有去除相关和使能量集中的性质。因此，

经过小波包变换之后，其能量集中分布在少数小波包系数上。

增加数据点数，就增加了信息的冗余，但代表信号的小波包系

数个数不会增加，仅仅是增加了幅度。允许阈值有所增加的前

提下，式（５）中的阈值随信号长度 Ｎ的增大缓慢增加，因此本
文选取式（５）作为阈值。

)

　新阈值函数和新的
;72P

尺度小波包分解结构

)


!

　传统阈值函数

小波阈值去噪算法中传统的阈值函数［１０］主要有：

ａ）硬阈值函数。与硬阈值函数不同的是，当小波包系数
的绝对值大于给定的阈值时，则令其保持不变，即

ｗ
＾

ｊ，ｋ＝
ｗｊ，ｋ　 ｗｊ，ｋ≥λ

０ ｗｊ，ｋ ＜{ λ
（７）

ｂ）软阈值函数。与硬阈值函数不同的是，当小波包系数
的绝对值大于给定的阈值时，令其减去阈值，即

ｗ
＾

ｊ，ｋ＝
［ｓｉｇｎ（ｗｊ，ｋ）］（ ｗｊ，ｋ －λ）　 ｗｊ，ｋ≥λ

０ ｗｊ，ｋ ＜{ λ
（８）

其中：ｗｊ，ｋ是小波包系数的大小；ｗ
＾

ｊ，ｋ是阈值量化后的小波包系

数的大小；λ是阈值。

)


"

　新阈值函数

硬阈值函数处理之后的语音往往有很大的振荡性，含有很

多残留的噪声；软阈值函数处理之后的ｗ
＾

ｊ，ｋ和 ｗｊ，ｋ之间存在恒
定的偏差，损失了部分有用的高频分量，严重影响重构语音的

质量，造成很大的语音失真。为了克服软、硬阈值函数的缺点，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阈值函数如式（９）：

ｗ
＾

ｊ，ｋ＝

γｗｊ，ｋ＋（１－γ）ｓｉｇｎ（ｗｊ，ｋ）（ ｗｊ，ｋ －λ）　 ｗｊ，ｋ ＞λ

ｓｉｇｎ（ｗｊ，ｋ）
ｗ４ｊ，ｋ
λ３

ｗｊ，ｋ≤{ λ
（９）

其中：γ＝１－ｅ－α ｗｊ，ｋ－槡 λ（α＞０），γ是调节因子，介于０和１

之间。当 ｗｊ，ｋ ＝λ时ｗ
＾

ｊ，ｋ＝λ，当ｗｊ，ｋ→λ时ｗ
＾

ｊ，ｋ→λ，所以ｗ
＾

ｊ，ｋ在

λ处是连续的，克服硬阈值函数的不连续性；当 ｗｊ，ｋ →∞时，

γ→１，ｗ
＾

ｊ，ｋ→ｗｊ，ｋ，因此随着 ｗｊ，ｋ的逐渐增大，ｗ
＾

ｊ，ｋ逐渐逼近ｗｊ，ｋ，
克服了软阈值函数在处理小波包系数时出现的恒定偏差。

在 ｗｊ，ｋ ＞λ时，可以通过灵活地调节α，使新阈值函数在
软、硬阈值函数之间灵活选择；在 ｗｊ，ｋ ≤λ时，并没有简单地
置零，而是采用一种非线性函数，对阈值进行了压缩，保证了新

阈值函数的连续性，从而抑制了由于直接截断可能引起的振

荡，减少了重构信号和原始信号之间的恒定误差。因此，新阈

值函数较传统的软、硬阈值函数具有明显的优势。为了获得较

好的去噪效果，在具体应用中需要根据实验结果选出 α的最
优值，本文取α＝２５。

)


)

　新的
;72P

尺度小波包分解结构

根据小波包的函数空间正交剖分理论，可以构造与人耳

ｂａｒｋ域频率描述相似的小波包分解结构，称为 Ｂａｒｋ尺度小波
包分解［１１］。人耳Ｂａｒｋ域在２０Ｈｚ～１６ｋＨｚ的频率范围内包括
２４个Ｂａｒｋ［１２，１３］，可以用小波包分频来模拟人耳的２４个 Ｂａｒｋ
频率群。对于采样率为８ｋＨｚ的语音，选取１～１７个Ｂａｒｋ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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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得到的小波包子带的中心频率相差为１Ｂａｒｋ。Ｂａｒｋ域频率
ｚ和赫兹（Ｈｅｒｚ）域频率ｆ的转换关系为

ｚ＝
０．０１ｆ　　　　　０＜ｆ＜５００
０．００７ｆ＋１．５ ５００≤ｆ＜１２２０
６ｌｎｆ－３２．６ ｆ≥

{
１２２０

（１０）

多次实验证实［１４］，如果对 Ｂａｒｋ域作进一步分解，可以更
好地模拟人耳听觉感知特性，更加细致地描述语音，计算量也

不大。本文对低频信号和高频信号进行更加细致的划分之后，

使部分小波包子带中心频率相差１／４Ｂａｒｋ，提出如图２所示的
６０个子频带的 Ｂａｒｋ尺度小波包分解结构。图３为６０个子频
带小波包分解结构（图２）的子带中心频率和人耳实际频率特
性的对比曲线。

由图２可以看出本文的分解结构是不完全小波包分解，降
低了计算复杂度。从图３可以看出，本文新提出的６０个频带
小波包分解结构比常规１７个频带对语音频率分解得更加细
致，更加接近人耳实际频率特性曲线，能够更好地模拟人耳的

听觉感知特性；经过本文小波包分解结构去噪后的语音的频谱

连续性和整体的人耳听觉感知的自然度均不错。

*

　仿真实验与分析

用ＭＡＴＬＡＢ７．４对本文算法进行了实验仿真，并和软、硬
阈值函数方法进行了对比，验证了本文算法的有效性。具体实

验中，纯净语音为语音数据库 ＮＯＩＺＥＵＳ中的英语男声短句
“Ｔｈｅｂｉｒｃｈｃａｎｏｅｓｌｉｄｏｎｔｈｅｓｍｏｏｔｈｐｌａｎｋｓ”，噪声来源于Ｎｏｉｓｅ×
９２数据库的高斯白噪声和火车、汽车噪声。语音和噪声的采
样率均为８ｋＨｚ，用１３阶Ｄａｕｂｅｃｈｉｅｓ小波对带噪语音进行７层
６０个频带Ｂａｒｋ尺度小波包分解，分别在－５ｄＢ、０ｄＢ、５ｄＢ、１０
ｄＢ、１５ｄＢ信噪比下对高斯白噪声信号和０ｄＢ、５ｄＢ、１０ｄＢ信
噪比下对火车噪声和汽车噪声信号进行了仿真实验。图４和
５分别为５ｄＢ高斯白噪声和汽车噪声背景下，软、硬阈值函数
去噪方法和本文新阈值函数算法增强的语音波形图。

从图４和５可以看出，在高斯白噪声和有色噪声背景下，
硬阈值函数滤除了大部分噪声，但也削弱了语音信号的细节，

造成了失真，这是硬阈值函数将绝对值小于阈值的系数直接置

零所导致的结果；软阈值函数增强的语音和原始语音的幅度相

差最多，失真最大；相反，经过本文新阈值函数增强的语音平滑

度最好，语音的清音分量得到很好的保留，减少了语音失真，从

直观上可以看出新阈值函数增强的语音最接近原始语音。

本文采用信噪比（ＳＮＲ）和分段信噪比（ＳＳＮＲ）对实验后的
增强语音质量进行客观评价，仿真实验结果如表１和２所示。

表１　三种算法增强语音的信噪比（ＳＮＲ）比较 ／ｄＢ

噪声类型
输入

信噪比

输出信噪比

硬阈值

函数去

噪方法

软阈值

函数去

噪方法

新阈值

函数去

噪方法

１５ １４．１５３４ ９．９５７６ １６．４０１４

１０ １１．１５０１ ７．７３７７ １３．３３８３

白噪声 ５ ８．２５９８ ５．５９００ １０．０２９４

０ ５．８３６７ ３．７７３２ ６．８４３４

－５ ３．３３８８ ２．１２９８ ３．５２２１

９．３３０２ ９．７７８７ ６．７５３８ １１．７６５２

火车噪声 ４．３３０１ ６．７９７４ ４．６０８３ ８．２４１９

－０．６６９８ ３．７７４７ ３．１０１１ ４．２４４０

９．３３０２ ９．２６９６ ６．７６３９ １１．０９１７

汽车噪声 ４．３３０１ ６．８８１８ ４．４１５２ ８．７４９９

－０．６６９８ ４．６９２８ ２．７５４１ ５．７１６３

表２　三种算法增强语音的分段信噪比（ＳＳＮＲ）比较 ／ｄＢ

噪声

类型

输入

信噪比

输入分段

信噪比

输出分段信噪比

硬阈值

函数去

噪方法

软阈值

函数去

噪方法

新阈值

函数去

噪方法

１５ ７．８０１７ ６．３８１３ ４．１８４１ ７．６８６２

１０ ５．２３０３ ４．８５４７ ３．０８５８ ６．０３２１

白噪声 ５ ２．９７４９ ３．３４０６ ２．１１２１ ４．２９５９

０ １．２４０１ ２．３５６３ １．３８６３ ２．９１５６

－５ ０．１７１８ １．４５５９ ０．７９６７ １．７２１８

９．３３０２ ５．２２０３ ４．１３０５ ２．６５０５ ５．３１０３

火车噪声 ４．３３０１ ３．２３４１ ２．８２１８ １．７７６２ ３．６９６６

－０．６６９８ １．４７９２ １．７４１０ １．２０４９ ２．２０１３

９．３３０２ ５．３５６６ ４．０５７１ ２．６５３９ ５．３３７６

汽车噪声 ４．３３０１ ２．９０１８ ２．７３３２ １．６３５５ ３．７２１５

－０．６６９８ １．０５０８ １．８３８２ １．０４４７ ２．２６８４

　　从表１和２可以看出，在相同输入信噪比和输入分段信噪
比的高斯白噪声和有色噪声背景下，新阈值函数增强语音的信

噪比和分段信噪比均比软、硬阈值函数增强的语音有明显提

高，并很好地保留了原始信号的细节特征，减少了语音失真，说

明本文算法是有效的。

+

　结束语

本文提出的新阈值函数小波包变换语音增强算法，采用能

更好地模拟人耳听觉感知特性的６０个频带 Ｂａｒｋ小波包分解
结构和一种新阈值函数进行语音增强。新阈值函数不仅是软、

硬阈值函数的折中，而且对小波包系数绝对值小于给定阈值的

区间用非线性函数压缩阈值，保证了函数的连续性。实验表

明：本文算法对语音的增强效果在信噪比值和分段信噪比值上

均优于传统软、硬阈值函数去噪方法；本文算法更好地保留了

有用语音信息，有效地减少了语音信号的失真；新算法在高斯

白噪声和有色噪声情况下均有效。 （下转第１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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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装备网络中节点的介数随着度的增

加呈增长趋势，即网络中中心化趋势明显，不存在明显的社团

结构特征。

ｂ）文中节点按照４∶３∶２∶１的赋值方式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节点流入和流出负载的平衡，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装备保障

网络中各种物资的快速周转，可有效提高装备保障效益。

ｃ）该评估方法相比较于单纯从结构出发评估节点的重要
性具有更强的现实背景和意义。如文中可根据节点最小容量

指导网络中各装备保障节点库房、基本储备器材及保障设备等

建设和准备情况，还有利于发现网络中的瓶颈环节；如文中的

２１Ｓ，由于其承担着较重的物资中转任务，因此，平时要对其加
强建设，战时也要有准备地进行重点保护。

*

　结束语

网络的目的在于联合，联合的目的在于资源共享，包括物

资、能量、信息等。本文从节点赋权出发，通过定义节点之间负

载流动，确定了一套与实际情况更加符合、较为完善的节点重

要度评估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是，该方法也存在不尽

完美和有待改善的地方，如文中节点的赋权方式以及节点之间

负载的流动策略等均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修正。另外，关于现

实网络边权的赋予及最短路径的求算问题也是非常值得深入

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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