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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汉语方言编码与转换机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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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回顾了汉语拼音方案的组成和特点，分析了方言编码的可行性。引入二进制编码方式对汉字发音进行
编码。编码序列包括了声母、韵母、音调、儿化音等编码部分。建立了方言音、修饰音、标准音之间的转换关系。

以湘汨地区的方言为例，详细论述了方言编码和转换的过程。以人工代谢算法作为寻优策略，结合特定语言环

境，将方言音转换成标准音。通过实例分析论述了该方案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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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随着计算机信息处理能力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人类语言标

准发音的编码、识别、分类等一系列技术已逐渐趋于成熟［１～３］。

语言作为人类的一种信息交流形式，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在

人们日常的实际对话中，一般很难以非常标准、教科书式的发

音来进行交流，语音中或多或少地带有方言的成分。汉语作为

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其语言发音因受地域、民族、

职业、年龄、性别、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而千差万别。其中地

域因素往往决定了某一地区基本自然条件和生活习惯，在一定

程度上也成为决定方言之间区别的主要因素。因而，研究方言

的发音及其对应的编码机制也成为了语言学家所面临的重要

课题［４～１２］。

对语言的编码研究在计算机学科中属于人工智能范畴下

的自然语言理解领域。在传统上的自然语言理解主要集中于

对标准语音的处理。对于方言，通常的做法是采用人工智能

（如人工神经元网络）学习机制，对方言信号进行辨识，通过不

断训练和反复刺激，使控制器对该语言形成敏感效应，最终达

到能跟随语音信号输出并正确理解语义内容的目的［１３，１４］。

本文所提出的方言编码与转换机制建立在正确接收方言

语音信号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方言基本发音规律和其对应的语

义组成，将其翻译成一般的标准发音，从而达到正确理解语言

信号的目的。

"

　方言编码的总体方案

"


"

　汉语拼音方案的回顾

教育部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可分为字母表、声母表、韵母

表、声调符号和隔音符号五个主要组成部分。其中字母表沿袭

了２６个英文字母的拼写外形和排布规律。声母表包括了 ｂ
（波）、ｐ（坡）、ｍ（摸）等２１个声母。其中 ｚｈ（知）、ｃｈ（蚩）、ｓｈ
（诗）与ｚ（资）、ｃ（雌）、ｓ（思）对应以区分卷舌音和平舌音。韵
母表包括了 ａ（啊）、ｏ（喔）、ｅ（鹅）等 ３５个韵母。其中如 ａｎ
（安）、ｅｎ（恩）、ｉｎ（因）与 ａｎｇ（昂）、ｅｎｇ（亨）、ｉｎｇ（英）则对应以
区分前鼻音和后鼻音。音调符号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

种，有时还有轻声。例如，对拼音 ｍａ来说，其四种声调分别可
对应“妈”“麻”“马”“骂”四种读音，轻声可对应“吗”的读音。

为避免相关音节的界限发生混淆，可用隔音符号（’）予以隔

开，如“皮袄”的拼音写成ｐｉ’ɑ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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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作为一种发音复杂、形式多样的语言，其标准发音体

系尚且十分繁杂。方言就更是如此了。然而方言内部往往具

有修饰音一致、语音语调相对单一的特点，这又为实现方言编

码提供了有利条件。

"


#

　方言编码中的相关因素及修饰机制的研究

方言编码中涉及的因素非常多，其中包括了重音的处理、

音节的划分、儿化音的引入、音调的变化等因素。另外影响方

言编码的大一类因素是特定词发音及对应语义的处理，由于在

方言中经常出现某个音节对应某个特定语义的情形，还需建立

针对该种方言的特定语义库［１５，１６］。

本文采用二进制编码方式对汉字发音进行编码。编码序列

包括了声母、韵母、音调、儿化音等编码部分。应该说明和指出

的是，本文方法是建立在对所接收到的语音信号经过正确辨识

基础之上的，即首先认为所接收的语音信号（实际是方言发音）

是标准的普通话读音，借助已经成熟的汉语分词和句法识别技

术将其转换为对应的音节序列（实际上是方言音节序列）；然后

再引入本文所建立的方言—普通话修饰转换机制，将对应的方

言发音转换成正确的普通话发音。对于修饰音的研究，当前人

工智能领域的常用方法是通过遗传算法、人工神经元网络机制

对语音进行识别，对声音信息进行特征提取［１７，１８］。

限于篇幅和写作目的所限，本文对标准语音辨识和语义转

换技术不再赘述，将重点放在方言编码上。同时，编码也存在

着重码现象，但由于具体的语境和方言发音习惯，重码现象可

以得到有效控制。

对于２１个声母，采用５位二进制编码，从００００１到１０１０１，

分别对应ｂ、ｐ、ｍ、ｆ、…、ｓ。对于３５个韵母，采用６位二进制编

码，从０００００１到１０００１１，分别对应 ａ、ｏ、ｅ、…、üｎ。对于五种音

调（含轻声），采用３位二进制编码，从０００到１００，分别对应轻

声、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儿化音采用１位二进制编码，１

和０分别对应存在和不存在儿化音两种情形。具体的编码方

式如表１～３所示。
表１　声母编码

声母 编码 声母 编码 声母 编码

ｂ ００００１ ｌ ０１０００ ｚｈ ０１１１１

ｐ ０００１０ ｇ ０１００１ ｃｈ １００００

ｍ ０００１１ ｋ ０１０１０ ｓｈ １０００１

ｆ ００１００ ｈ ０１０１１ ｒ １００１０

ｄ ００１０１ ｊ ０１１００ ｚ １００１１

ｔ ００１１０ ｑ ０１１０１ ｃ １０１００

ｎ ００１１１ ｘ ０１１１０ ｓ １０１０１

表２　韵母编码

韵母 编码 韵母 编码 韵母 编码 韵母 编码 韵母 编码

ａ ０００００１ ａｎ ００１０００ ｉｅ ００１１１１ ｉｏｎｇ ０１０１１０ ｕｅｎ ０１１１０１

ｏ ００００１０ ｅｎ ００１００１ ｉａｏ ０１００００ ｕ ０１０１１１ ｕａｎｇ０１１１１０

ｅ ００００１１ ａｎｇ ００１０１０ ｉｏｕ ０１０００１ ｕａ ０１１０００ ｕｅｎｇ０１１１１１

ａｉ ０００１００ ｅｎｇ ００１０１１ ｉａｎ ０１００１０ ｕｏ ０１１００１ ü １０００００

ｅｉ ０００１０１ ｏｎｇ ００１１００ ｉｎ ０１００１１ ｕａｉ ０１１０１０ üｅ １００００１

ａｏ ０００１１０ ｉ ００１１０１ ｉａｎｇ ０１０１００ ｕｅｉ ０１１０１１ üɑｎ １０００１０

ｏｕ ０００１１１ ｉａ ００１１１０ ｉｎｇ ０１０１０１ ｕａｎ ０１１１００ üｎ １０００１１

表３　音调编码

音调

轻声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编码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１１ １００

　　对声母编码而言，保留了声母编码为０００００的情形。这是
因为汉语拼音方案中存在整体认读的规则。例如，对韵母 ｉｅ
而言，它是一个整体认读音节，发音不需要声母。因此当声母

编码为０００００时，后续韵母将构成整体认读音节。
综上所述，语音编码采用１５位编码，分别对应声母、韵母、

音调和儿化音编码。举例如下：刚（ｇａｎｇ）的声母为 ｇ（编码为
０１００１），韵母为 ａｎｇ（编码为 ００１０１０），音调为阴平（编码为
００１），无儿化音（编码为０）。因而其语音的整体编码如表 ４
所示。

表４　刚（ｇａｎｇ）的语音编码

位数

ｂ１５ ｂ１４ ｂ１３ ｂ１２ ｂ１１ ｂ１０ ｂ９ ｂ８ ｂ７ ｂ６ ｂ５ ｂ４ ｂ３ ｂ２ ｂ１

编码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方言发音可以看做由普通话发音经相应修饰演化而来。
修饰因素包括鼻音、舌音、语调、儿化音修饰等主要类型。由于

有了修饰，发音将产生变异。在这里修饰音也采用１５位二进
制编码，它与标准音编码进行逐位同或逻辑操作得出方言音

编码。

同或逻辑的基本原理是：０⊙０＝１，０⊙１＝０，１⊙０＝０，１⊙
１＝１。引入同或运算的意义在于使修饰音能够完全自主地与
标准音配合，从而不受限制地产生方言发音。举例而言，在湖

南省湘阴地区的方言中，普通话“伯”发成“霸”音。其编码修

饰机制解析如下：

依据表１～３的编码规则，“伯”的声母为ｂ，韵母为ｏ，音调
为第二声（阳平），无儿化音；“霸”的声母为 ｂ，韵母为 ａ，音调
为第四声（去声），无儿化音。因而，“伯”的发音编码为

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１０＆０，即为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１００；“霸”的发音编
码 为 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即 为 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设
Ｘ为修饰音编码，则应有： 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１００ ⊙Ｘ ＝
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 因 此，修 饰 音 Ｘ 的 编 码 应 为

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００００１１。
可以注意到，对于同一种方言，其修饰音往往具有一定的

类似性。例如，对于“姐”，声母为 ｊ，韵母为 ｉｅ，音调为第三声
（上声），无儿化音，其发音编码为０１１００＆００１１１１＆０１１＆０，即为
０１１００００１１１１０１１０。而“姐”在湘阴地区的方言中念做“佳”，佳
的编码为 ０１１００＆００１１１０＆００１＆０，即为 ０１１００００１１１０００１０。设
从“姐”到“佳”的修饰音为 Ｘ，则应有０１１００００１１１１０１１０⊙Ｘ＝
０１１００００１１１０００１０。故修饰音Ｘ的编码应为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０１１１１。
对 “写 ”，其 发 音 编 码 为 ０１１１０＆００１１１１＆０１１＆０，即
０１１１０００１１１１０１１０。该编码与修饰音Ｘ编码进行同或操作得到
“写”的方言编码，结果为０１１１０００１１１００１１０。按照编码顺序将
该编码分解成声母 ＋韵母 ＋音调 ＋儿化音的格式，为
０１１１０＆００１１１０＆０１１＆０。因而“写”所对应的方言读音规则为
“ｘ＆ｉａ＆上声＆无儿化”，与当地居民实际发音一致。

"


$

　几种特殊情形的处理

应该注意到，由于方言发言的复杂性，方言语音与标准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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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拼音之间有时可能缺少一一对应的关系。方言的声母、韵母

和声调的数量与标准普通话不一定呈完全匹配关系。针对这

种情况，有如下几种处理方法：

ａ）建立方言语素库，尽可能丰富不同地域语言之间的联

系。这需要力图挖掘方言的特定声母、韵母出现的统计规律，

针对出现的频率建立方言与标准音转换的专家规则，完善方言

转换体系。而对于一些难以找到修饰音的方言词汇，则可以考

虑建立特定的专家系统。对这些发音的匹配关系予以保存。

例如，在湖南湘阴地区，普通话的“玩”（ｗａｎ）在方言中读做

“撒”（ｓａ）。这种转换规则难以用传统的修饰规则来描述，并

且方言音“撒”表示标准音“玩”的概率很大。这样不妨直接建

立两者之间的联系，从根本上完善方言的语义转换。

ｂ）建立语境判断技术。语言在某一种特定的环境和语句

条件下往往存在某一类发音或是某一类含义占主导地位的情

况。例如在湖南湘阴地区，ｊｉａ一般均读做“佳”，但根据上下文

环境的不同，又可以表示“姐”“给”“假”的含义。这时应优先

考虑哪种最适合当时语言环境的情形，因此需要根据对话中其

他语言信息和整体段落大意，判断“姐”“给”“假”中的哪个能

更好地与其相匹配。如有一段简短的对话（采用湘阴方言）：

甲：ｏｙａｏｈｅｘｕ

乙：ｊｉａ

由表５所列出的语素可知，甲的意思是：“我要喝水”。这

时乙的回答只有一个单词。尽管它可能对应“姐”“给”“假”

的含义，但在具体这种环境下，翻译成“给”可能更为恰当。

ｃ）考虑专有词汇出现的可能。还应指出的是，对于某些

方言发音，其与标准音并无逻辑上的修饰关系。但在这时，这

一类型的发音所代表的含义往往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例如，

湖南方言：“ｂａｄｅｍａｎ”“ｎａｉｄｅｆａｎ”“ｑｉａｄｅｋｕ”等。当出现这

类发音时，一般就要考虑是否是几个特定词汇的组合了。这里

不但要能准确地记录发音，而且需要有较强的当地文化背景知

识。上述的几个词汇单纯从读音上看可以认为是：“霸得蛮”

“耐得烦”“恰得苦”，似乎一时很难找到某个具体的标准音和

其对应。但若对湖湘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就会知道这三个短语

分别对应的含义是：“有决心”“有耐心”“能吃苦”。再结合上

下文，就不难理解整个对话了。由此可见要正确解读某一种语

言，单纯了解发音规律是不够的，还需要对当地的文化底蕴有

较深的理解和认识。

#

　湘汨地区方言辨识体系的建立

#


"

　湘汨地区方言的特点

本节以湖南省湘汨地区的方言发音为例，讨论修饰音转换

问题。湘汨地区位于湖南省洞庭湖区，属于岳阳地区，与长沙

地区毗邻。该地区主要包括湘阴县和汨罗市一带。这一带自

古以来统称为罗城，其发音有很大的相似性和较强的沿袭性，

具有非常典型的湘北方言特征［５，６］。下面将分两部分讨论湘

汨地区方言的特色。

#


"


"

　湘汨地区发音特征

一般而言，湘汨地区方言的发音特征可总结如下：

ａ）没有明显的前后鼻音之分，一般发成前鼻音。

ｂ）缺少卷舌音，一般发成平舌音。

ｃ）基本不存在儿化音和轻声现象。

ｄ）含有大量具有当地特色的词汇。

与一般的普通话发音不同，湘汨地区的方言相对而言发音

变化比较单一，并且特定词汇的发音与普通话相差较大。因此

讨论特定词汇的发音并建立语素库，是完善方言编码的重要

措施［１９，２０］。

#


"


#

　湘汨地区特定词汇研究

该地区方言中含有的大量词汇的发音与普通话有明显的

不同，举例如表５所示。
表５　湘汨地区方言中特定词汇发音举例

标准音 方言音 标准音 方言音 标准音 方言音

热 业 饭 反 肉 佑

的 郭 蚊 闷 风 哼

吃 恰 水 诩 累 ｌｉａ（去声）

我 哦 人 营 冷 ｌａｎｇ（阴平）

你 嗯 没 帽 下 哈

　　通过建立特定词汇的语音库，可以提高方言辨识的效率，

为语言信息的智能处理打下良好的基础。

#


#

　湘汨方言的识别与转换

#


#


"

　方言转换机制

没有一种语言是一成不变的。要使计算机在有限的时间

内准确地判断一类方言在任何情况下所传递的全部信息是不

切实际的。因此，通过建立一种智能搜索机制，在已知谈话对

象所涉及的主题背景先验知识的基础上，有望对方言的内容进

行一定意义上的辨识。本文所建立的方言转换机制主要流程

如下：

ａ）了解当前谈话主题的先验知识，从语料库中搜索谈话

对象可能涉及的主要方言词汇及相关普通话词汇。

ｂ）将语料库中发音与收集的方言语言信号最匹配的词汇

代入对话库中，得到初步筛选后的语言信息。

ｃ）通过智能信息搜索机制，寻找余下词汇的修饰音，得到

整理后的语言信息。

ｄ）判断整理后的语言信息是否符合逻辑、上下文文法和

当前谈话背景。若符合，则停止转换；若不符合，则转 ｃ），继续

调整修饰音信息，直至得到符合要求的语言信息为止。

#


#


#

　方言转换中最佳修饰音的挖掘

需要说明的是，方言对于声母、韵母和声调的采用往往有

其独有的偏好。在这种情况下，方言音和标准音之间的修饰关

系将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规律性。例如，根据２．１．１节所总结的

湘汨地区发音规律，当对方言音进行转换处理时，应着重考虑

到卷舌音被误读成平舌音和缺少后鼻音等几种可能性，因而所

考虑的修饰音应优先契合这几种主要的情形。

由表１可得声母 ｚｈ（０１１１１）、ｃｈ（１００００）、ｓｈ（１０００１）转换

成ｚ（１００１１）、ｃ（１０１００）、ｓ（１０１０１）所对应的修饰音分别是

０００１１、１１０１１、１１０１１。由表 ２可得韵母 ａｎ（００１０００）、ｅｎ

（００１００１）、ｉｎ（０１００１１）转换成 ａｎｇ（００１０１０）、ｅｎｇ（００１０１１）、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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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０１０１）所对应的修饰音分别是１１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０１、１１１００１。可

以发现各自修饰音有很大的类似。因而在对方言进行转换时

可以优先对此类修饰音进行搜索，从而为提高方言的辨识效率

打下很好的基础。

#


#


$

　人工代谢算法简介

本文采用人工代谢算法作为修饰音搜索算法。人工代谢

算法的思想来自于生物体的新陈代谢机制。将目标对象优化

的过程看成代谢物在催化酶作用条件下的一种新陈代谢过程。

目标对象编码成代谢物，优化方案编码成催化酶，两者的匹配

关系编码成中间代谢物。通过代谢竞争算子、代谢凋亡算子、

代谢平衡算子对催化酶进行筛选。经过若干轮的代谢计算后，

所得到的中间代谢物的度量值为最大，即此时催化酶与目标对

象（代谢物）达到了最优匹配。因而此时的优化方案（催化酶）

即对应着目标对象的最优解决方案。

在方言转换方面，人工代谢算法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将方言

发音和标准音以修饰音为连接纽带进行沟通。在这里，方言音

和修饰音都可以自由地予以匹配。针对特定地域的方言可以

搜索其所对应的特定修饰音。人工代谢算法可采用二进制编

码，其中间代谢物（寻优值）通过同或逻辑计算得到，很适合修

饰音与方言音之间的匹配关系运算。因此本文采用人工代谢

算法作为智能搜索机制对修饰音进行处理。

限于文章篇幅，对人工代谢算法的收敛性证明等相关特性

不再赘述。感兴趣的读者请参阅文献［２１，２２］。

$

　实例分析

本章通过一个具体实例来说明本文的方言转换过程。现

已知有甲乙两人在对话，谈话的主题是饮食。所采集的方言读

音信息如表６所示。
表６　原始方言对话信息表

对话人 对话内容

甲 ｅｎｑｉａｆａｎｍａｏｌｕｏ？

乙 ｏｈａｉｍａｏｑｉａ，ｗｕｌｉｍａｏｄｅｙｉｎ，ｏｄｅｎｏｂａｂａ．ｔａｑｕｋｅｍａｉｚｉｋｅｄａ．

甲 ｅｎｑｉａｄｉａｎｙｏｕ，ｙｏｕｌａｎｇｄｅ．

乙 ｏｘｉａｎｑｉａｄｉａｎｘｕ．

甲 ｈａｉｑｉａｍｏｚｉｃａｉｌｕｏ？

乙 ａｎｇｇｕａ，ｄｅｉｆｕｈｅｌａｊｉａｏ．

　　处理过程如下：

ａ）将收集的方言信息与表５中的语料进行对比，得出初步

的语言信息，如表７所示。
表７　语言初步信息表

对话人 对话内容

甲 嗯 恰 反 帽 ｌｕｏ？

乙 哦 ｈａｉ帽 恰，ｗｕｌｉ帽 ｄｅｙｉｎ，哦 ｄｅｎ哦 ｂａｂａ．ｔａｑｕｋｅｍａｉｚｉｋｅｄａ．

甲 嗯 恰 ｄｉａｎ佑 ，佑 ｌａｎｇｄｅ．

乙 哦 ｘｉａｎ恰 ｄｉａｎ诩．

甲 ｈａｉ恰 ｍｏｚｉｃａｉｌｕｏ？

乙 ａｎｇｇｕａ，ｄｅｉｆｕｈｅｌａｊｉａｏ．

　　结合谈话主题，将表５中与方言对应的普通话词汇代入到

对话信息中，得到表８。
表８　第一次整理后的语言信息表

对话人 对话内容

甲 你 吃 饭 没 ｌｕｏ？

乙 我 ｈａｉ没 吃，ｗｕｌｉ没 ｄｅ人，我 ｄｅｎ我 ｂａｂａ．ｔａｑｕｋｅｍａｉｚｉｋｅｄａ

甲 你 吃 ｄｉａｎ肉 ，肉 冷 ｄｅ．

乙 我 ｘｉａｎ吃 ｄｉａｎ水．

甲 ｈａｉ吃 ｍｏｚｉｃａｉｌｕｏ？

乙 ａｎｇｇｕａ，ｄｅｉｆｕｈｅｌａｊｉａｏ．

　　ｂ）在得到表８后，从鼻音、舌音、语气词和专有词汇等角

度对其进行整理［２３，２４］。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ａ）鼻音的整理。

乙的第三句的第一个词是ａｎｇ，其对应于表１～３的编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ａｎｇ后的音节是ｇｕａ，同“瓜”，考虑到是

以饮食为主题，故“ａｎｇ瓜”很大可能是一类瓜果。启动人工代

谢算法，将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００１００看做代谢物编码，在表１～３所建

立的编码空间内搜索与该代谢物相匹配的酶。匹配的原则是

酶编码与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００１００尽可能一致，且与“瓜”能构成瓜果

类组合。考虑到湘汨方言中存在ａｎｇ音与 ｈａｎｇ音、ｈｕ音与 ｗｕ

音、ｈ音与ｆ音区分度不大的特点，搜索范围优先考虑声母为

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１１、０００００，韵母为 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０、０１０１１１、０１１０００、

０１１１００、０１１１１０的组合。经算法搜索得，“ａｎｇ”的正确编码应

为０１０１１＆０１１１１０＆０１０＆０，经瓜果类知识整理得，“ａｎｇｇｕａ”应

为“ｈｕａｎｇｇｕａ”，即为“黄瓜”。

（ｂ）语气词的整理。

甲的第一句和第三句均以“ｌｕｏ”结尾。考虑到均为疑问

句，故“ｌｕｏ”很可能是一个语气词。经整理，“ｌｕｏ”与湘汨方言

中“咯”发音一致。

（ｃ）舌音的整理。

乙的第二句有“ｚｉ”的音节，但其与上下文难以构成恰当的

匹配，考虑到可能出现“ｚｉ”“ｃｉ”“ｓｉ”和“ｚｈｉ”“ｃｈｉ”“ｓｈｉ”不分的

情况，并由已知的先验知识，家中人应该是出去“ｍａｉ（买）”东

西了。因而重点对声母为０１１１１、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１００１０、１００１１、

１０１０１和韵母为００１１０１的组合进行搜索。经算法搜索，该音

节的恰当编码为０１１１１＆００１１０１＆００１＆０，结合上下文知识，该

读音应为“纸”。

（ｄ）专有词汇的整理。

乙的第三句有“ｄｅｉｆｕ”的音节。由先验知识可知，“ｄｅｉｆｕ”

应为一道菜名。考虑到湘汨方言中，“ｄｅｉ”和“ｄｏｕ”不分、“ｆ”和

“ｈ”不分的情形。因而重点应对以上编码的组合进行搜索。

再考虑到该音节应为菜名，搜索结果“ｄｅｉｆｕ”的合适编码应为

００１０１＆０００１１１＆１００＆０和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１１１＆０１１＆０，即为“豆腐”。

ｃ）如上所示，在前次整理的基础上，不断地对表６进行完

善，最终得到完全的标准语音信息，如表９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在湘汨方言中“爸爸（ｂａｂａ）”和“伯伯（霸

霸ｂａｂａ）”的发音区分度不大。只能根据当时的语境予以判

断。另外，对于吃东西，不论是“喝”水还是“吃”饭，其中的

“喝”和“吃”在方言中都统一读成“恰”。因此在转换成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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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时要根据对象来具体选择是“喝”还是“吃”，这样才能转损

到位。还有一点是：表９中乙的第一句中“屋里没得人”中的

“得”也可略去。

表９　标准语音信息表

对话人 对话内容

甲 你 吃 饭 没 咯？

乙 我 还 没 吃，屋 里 没 得 人，我 等 我 爸 爸，他 出 去 买 纸 去 了。

甲 你 吃 点 肉 ，肉 冷 了。

乙 我 先 喝 点 水。

甲 还 吃 什 么 菜 咯？

乙 黄 瓜，豆 腐 和 辣 椒。

　　作者针对表６给出的原始语言信息，以对话人语言交流的

逻辑性程度高低为准则，结合对话人所处的语言环境和方言发

音的相关先验知识，基于人工代谢算法对修饰音进行寻优搜

索。实验分析表明，人工代谢算法能较好地识别特定的鼻音、

舌音对方言发音的影响，从而降低这两方面可能产生的一些语

言信息误导。方言辨识有效率总体可以达到８０％，能对日常

对话中的地方语言理解起到较好的辅助作用。

%

　结束语

中国的语言文字是丰富多彩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

入，不论是出于保护汉语语言遗产的需要还是促进国际交流的

目的，更多的汉语方言将进一步地为世人所认同。本文针对方

言的特点，以湘汨地区语言为例，研究了一种方言编码及其与

普通话的转换机制。基于对话的先验知识，通过人工代谢算法

对方言进行辨识和编码修正。实例分析表明，本文所提出来的

方案能不断地对方言信息进行特征滚动优化提取，不断缩小搜

索空间，最终达到合适的转换效果。

应该指出的是，本文所提出的编码和转换机制还是较为随

机的，搜索效率还不太高。如何根据不同语言的特点，为其量

身定制特定的编码方式和转换体系，在充分挖掘当前语料信息

的基础上提高系统的分析效率将是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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