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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言语知觉是心理学的一个领域
,

其发展与语音学
、

语音工程和人工智能等许多学科有关 本

文简要介绍了在认知心理学和其它相关学科的推动下
,

言语知觉发展的主线
、

当前的主要问题和研

究现状

关键词 知觉常性
,

词知觉加工
,

语句知觉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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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知觉
,

作为心理学的一个领域
,

已有

四 十余年发展历史 在发展的早期
,

言语知觉

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音位
,

目的是寻找最基本的

音位知觉线索
,

希望这些线索一旦确定下来
,

就可 以解决言语识别的根本问题 随着心理
’

学
,

特别是认知心理学的发展
,

同时也在其它

相关学科
,

特别是言语通讯和语音工程发展的

推动下
,

言语知觉研究的视野从音位扩展到

词
、

语句
,

甚至话语 在每一个更高的语言学

层次上
,

都有许多低层次所没有的语言现象和

知觉问题值得研究 从心理学基本过程的角度

看
,

言语知觉从只研究刺激与反应之间 的关

系
,

即寻找某一语言单位或语言现象的知觉线

应用声学

索
,

到研究知觉和认知加工过程
,

探讨人作为

一个信息加工 系统
,

为达到识别和理解 的 目

的
,

对言语信号进行的知觉加工
,

及在各加工

阶段上信号的编码和表征形式 不仅研究人在

外界信号驱动下
“

自下而上
”

的加工过程
,

还研

究
“

自上而下
”

的加工过程
,

即探讨存贮在长时

记忆中的知识和经验对感知觉加工的影响和制

约 从通讯的环境和条件看
,

言语知觉从研究

理想通讯条件下的言语知觉加工
,

发展到研究

有信息缺失和噪声干扰情况下人的语言加工能

力 言语知觉研究的发展趋向
,

可 以说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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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通讯条件下人作为一个复杂的信息加工系

统处理言语信号的能力和过程

现在
,

言语知觉 已经成为认知心理学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

同语言学
、

人工智能
、

语音

工程等相关学科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下面仅从几个方面简述一下言语知觉研究

的一些新进展

言语信号的知觉常性

言语知觉研究的基本问题
,

如同视觉等其

它知觉研究领域一样
,

是信号的心理表征及表

征的知觉常性问题

众所周知
,

言语信号中缺少声学语音学不

变量 要确定独立于语境的与知觉到的语言单

位唯一匹配的音段和特征是极其困难的 由于

协同发音
,

与一个音位相关的声学信号在不同

语境中有很大的差异 语流中一个声段常常含

有几个邻近音位的信息 这给语音识别带来极

大 的困难 另一方面
,

面对这样一种信号
,

人

的言语知觉过程却是 自主地
、

近 于实时地进

行 人是怎样处理变异识别语音的 对这样一

个问题
,

研究者们正在从不同角度和层次上进

行探索
,

寻求答案 根据关于语音内部表征的

假设
,

大致可以分成两种研究路线或方法

其中一种
,

有人称之为抽象主义路线或分

析方法 这类研究工作接受一种共 同的假设
,

认为在知觉加工的某些阶段上
,

言语的内部表

征是离散的音段
、

特征系列或描象模板
,

尽管

在表征的具体描述上研究者之间持有不 同的看

法

为 了解言语在外周的初级感觉编码
,

人们

一方面用动物作一系列重要的生理研究
,

以考

察听神经对简单言语信号的反应活动
,

确定与

言语声中重要的声学性质或特征直接对应的听

神经纤维放电模式的性质 另一方面研究 以心

理物理学为基础 的言语加工模型 在建立言语

内部表征时
,

将临界频带
、

掩蔽向上扩散等心

理物理学事实考虑在内

川提 出了以不变的听觉特征为基

础 的言语知觉模型 在这个模型 中
,

有一系列

变换和表征 言语信号首先在外周听觉系统变

换成 内部时频表征
,

提取 出一系列基本特征
,

如 幅度包络
、

波形 的周期性或非周期性性质
、

基频和频谱峰值的幅度和频率等 再从这些局

部特征 中提取一系列不受讲话者
、

语速和语境

影响的听觉特征
,

如谱峰频率差和短时谱的统

计动差等 最后是把这些听觉特征与记忆存储

中的 目标进行匹配

减少语音变异
,

解决言语信号知觉常性问

题的另一方面工作是关于听觉规范化问题的研

究 由于讲话者的声道长度存在差别
,

发音时

的姿势和在不同语境下使用的发音方法也不相

同
,

口语中使用的多数语音学区别性特征的声

学语音学表现
,

在讲话者之间存在重大差别

通过知觉补偿和规范化过程
,

听者能够轻易地

忽略和减小这种差异 了解这种知觉补偿的确

切机理并把它应用于语音识别系统
,

是正在研

究的问题

人们认为
,

言语知觉加工不仅仅取决于输

人的言语信号
,

人的语言学知识和语境对加工

过程也起着重要的限定和制约昨用
,

尽管人们

目前对其确切的作用机制还看法不一 张家驭

等 在研究汉语语音知觉特征时发现
,

语音诸

区别特征在知觉上的重要性对不同的语言而言

是不 同的
,

而且与音节结构有关 在汉语 中
,

发音方式不同
、

但具有相同音节结构的声母
、

、

在知觉上极易混淆 这一事实说明有关音

节结构的语言学知识对言语加工的影响

关于言语信号不变量和知觉常性问题的另

一条研究路线是与前面所述的抽象或分析方法

相 对的一种
“

情景
”
或非分析方法 〔 〕和

他的同事所进行的关于发音人和语速变化对言

语知觉的作用和知觉学习的研究说明
,

有关发

音人的嗓音和语境信息存贮在长时记忆中并影

响着言语知觉过程 这一发现对传统的抽象方

法的假设提出了问题
,

说明抽象主义方法将言

语的语言学性质和指示性性质加以分离是不正

确 的 抽象主义方法强调输人信号的符号编

码
,

与之相对的情景记忆对言语的指示性信息

发音人性别
、

方言
、

语速 进行编码
,

并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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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听者在识别过程中对发言人嗓音作的知觉操

作或程序性知识 这些 内容以 内隐记忆的形式

无意识地影 响着 听者的言语知觉 活动 因此
,

按照非分析认知理论
,

抽象主义方法中当作噪

声和干扰的变异实际上为言语知觉提供 了有规

律可循的
、

有用的信息

词的知觉加工

口语词识别和词意提取研究在近二十年中

得到人们的重视
,

成为独立于视觉词识别和孤

立音位识别的一个部分

词是最小的 自由意 义单位
,

也是最重要
、

使用最频繁的一个语言学层次 当把 目光移到

词 时
,

会遇到许多在处理音位时没有 的现象

关于词的知觉加工有许多重要的实验事实和现

象
,

使人们有可能去思考和构建 口 语词加工的

心理学模型 这些事实和现象包括词加工 中的

音位恢复
、

高频词优先
、

词汇密度效应
,

以 及

对词实时加工研究中揭示的现象等

研究者们假设
,

词加工如 同音位加工 一

样
,

首先要从接受语音输人开始 词加工 的基

本阶段包括 感觉输人与词的初始接合
、

激活

与输入匹配 的词项状态的改变
、

选择 从激

活的词集中选择 目标词
、

识别 选择阶段的终

点 和词 汇信息提取 词加工还受到语境的制

约和限制 按照来源
,

语境的影响可 以分成结

构性和非结构性影响两种 结构性影响指 由元

素组成更高级单位的方式的限制
,

这种影响涉

及系统各加工层次间的相互制约 如词对音位

加工的影响
,

句法对词加工的影响等属于这一

类 非结构性影响指 由于词之间的语义和语用

联系产生的词之间的相互影响
,

这种影响发生

在系统的同一加工水平上 按照作用方式
,

语

境影响可以分成 自主和相互作用两种

已有一些 口语词加工的心理模型对词加工

各个阶段的内容和语境影响的方式加以描述和

说明 这些模型在所考虑的实验事实
、

所侧重

的加工阶段以及各种知识源的相互作用方式等

问题上都不相同
一 巨‘三等提 出的 模

应用声学

型
,

其核心部分处理的是 自音位识别完成到词

识别的过程 模型 的实验基础是用

方法对语流中词实时加工过程所作的观察和研

究结果 模型认为
,

词 的识别过程 由两个阶段

组成
,

第一个阶段
,

输人词起始部分的声学语

音学信息
,

激活了记忆中所有以 同样信息开始

的词
,

这是一个 自主加工或数据驱动阶段 这

个词集一旦被激活
,

所有可能的信息源都对选

择有影响 随着输人信息 的增加
,

与之匹配的

词项减少
,

直到确定 目标词 这是一个相互作

用 的加工阶段 这个模型仍在扩展和完善中
,

以便能更好地说明词知觉加工的基本事实

和 仁 〕提出的 模型
,

是将认知的平行分布加工理论应用于 口语词识

别而产生的 它是 由称为
“

节点
”

的加工单元构

成 的系统
“

节点
”
可 以代表特征

、

音位或词

节点的激活水平指示输人与节点所代表的单元

的一致程度 结点之间相互联结
,

当一个节点

到达激活阂限时
,

会增加不同层次上节点的激

活程度
,

同时降低相 同层次上节点的激活程

度 这个模型说明一个高度相互作用的系统是

如何概念化的 该模型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

征
,

一个是把协同发音和语境变异 当作有用的

信息源加以利用 另一个是这个模型没有明显

的对于输人语音信号的切分步骤
,

切分是识别

过程本身的结果

困 的搜索模型是一个严格意义的 自

主加工系统
,

由三个语言处理器组成 词处理

器
,

句法处理器和信息处理器 在加工的第一

个阶段
,

信息从外周知觉系统送到词加工器
,

对外周提取文件中词项进行定位 对该文件的

搜索顺序是按照词 的使用频率排列 词项在外

周文件中的位置确定后
,

再确定它在主要词库

中的位置 这一位置信息传递给句法加工器
,

再传给信息加工器
,

建立 目标信息的概念结

构 这几个加工器的信息都可以直接传送给通

用加工器 它综合语言加工器的输出信息和一

般概念知识后作出决策

人们曾经认为
,

词切分是词识别的 自然和

必然结果
,

即识别出语流中的一个词
,

其终点
·



也是后一个词 的开始 对英语词汇的统计分析

结果证 明
,

这不能解决切分的全部问题 更重

要的是
,

不符合人类听者识别 口 语词的实际情

况 研究证明
,

口 语中的一些词
,

特别是虚词

的识别
,

常常是 后续 的几个词识别之后 完成

的

自然语言不 同于人工语言的方面之一是
,

存在语音过程和语音变化
,

这些变化的主要作

用是给出各种语言单位的边界信息 利用这些

信息对语流进行切分是人的语言能力和认知能

力的一部分
,

也是保证人类快速通讯的必要条

件 对于一种特定的语言
,

知觉相关的词边 界

线索是什么 人在产生和识别言语时
,

是怎样

表达和知觉词边界的 已有一些研究者对这些

问题进行过探讨
,

并将研究结果成功地应用于

口语词切分系统的开发和研制

研究证明
,

语流中词边界的表达和知觉主

要是通过语句的韵律学线索和配列规则 对英

语
、

荷兰语和汉语所作的研究表明比 〕,

音节

时长分布模式以及辅音在音节 中所 占的时长比

例是最重要 的词边界线索 对于汉语而言
,

词

之间的连读变调模式是独立于音节时长分布模

式之外 的一个有 用 的线索川 研究结果 还说

明
,

词边界知觉
,

同音段层面上语言单位 的识

别一样
,

是受听者的语言学知识制约的 英语

中有 的单词重音在第一个音节上
,

口 词 中

常用词 以重读位音节开始的更多 对以英语为

母词的听者的词切分错误所作的分析表明
,

错

误多数出现在以非重读音节开始的词 中

语句的知觉加工

句子是由词构成的 在解决 了词的识别问

题之后
,

还不能解决语句知觉和理解的全部问

题 为 了表达语义和语用 内容
,

讲话者除了选

择恰当的词并将其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外
,

还

要根据句法和语境要求生成句子的韵律结构
、

语调和重音分布模式
,

系统地改变音段的时长

和基频等超音段特征 语句的韵律特征是表达

语句类型
、

句法结构和语用信息的最重要 的手

段 听者要 了解语句的全部 内容
,

必须在识别
· ·

词 的 同时
,

对句子 的韵律特征进行知觉加工

听者利用哪些线索感知语句的韵律特征
,

又如

何将其运用于语句信息加工
,

是言语知觉领域

近年来研究的比较多的方面

语句加工的重要问题之一是
,

听者如何从

韵律中发现语句的句法结构 韵律是把言语切

害」成尺度不同的成分的组织框架
,

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着句法 内容 建立话语等级结构的韵律

学手段有韵律结构和重音系统 韵律结构主要

与语句的时间组织有关
‘。」研究 了汉语的

时间结构和句法结构的关系
,

证实听者在分析

岐 义句时使用边 界前延 时和停顿等韵律学线

索 并认为在评价不同韵律特征对于 口语句子

内部结构的相对贡 献时
,

时 间维将是最重要

的 杨玉芳汇“ 」研究 了汉语语句句法成分边界的

声学语音学表现
,

以及语句韵律结构和重音分

布模式的知觉表征 并以此为基础初步探讨了

韵律结构和句法结构之间的关系 重音系统通

过标记成分 的中心 建立话语的等级

结构 中心把成分中的其它元素加以组织和归

拢
,

并与其它成分的中心相呼应
,

形成彼此间

的句法和语义联系 语句重音分布取决于信息

分布方式
,

它的形成与语调有关 沈炯的语调

模型
’ 口认为

,

汉语的语调是 由音节声调的高音

点和低音点构成的极限线表现的 这些极限线

有明显的错位或突变 高音线的错位与语势重

音有关
,

低音线的错位与节奏重音有关

从言语知觉研究文献中可 以清楚地看到
,

语句加工过程中的音段知觉不同于孤立音节和

词 的情况 言语信号 中包含了大量冗余信息

听者对话语中的音段不会而且也不必给予同样

的注意 听者会寻找作为知觉决策基础的可靠

信息
, “

可靠岛
”

去提取各

种知识源 这样的信息包括重读音节
、

词 的开

始和结尾部分等 实验还证明
,

在一些知觉分

析水平上可能存在选择延迟 就是说
,

当输入

信息不充分而需要等待另外的信息时
,

决策可

能会延 时 有人研究 了作语音决策的扫描窗

口
,

证明在句子 中 其后续六个音节 约 秒

以 内的语境会对音位知觉加工产生影响

卷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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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声学学会 年青年学术会议在哈尔滨召开

中国声学学会 年青年学术会议于 元 月

日在冰城哈尔滨召开
,

来 自全国各地的七十余名代

表
,

克服了经费紧张
、

旅途不便等许多困难
,

到会交

流讨论了 篇学术论文

本次会议是 由中国声学学会主办
,

黑龙江省 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与省科协协办 中国声学学会青年工

作委员会
、

哈尔滨工程大学与黑龙江声学学会共同承

办 的 中国科学 院声学研究所 田静研究员 任会议 主

席
,

西北工业大学孙超副教授
、

哈尔滨工程大学杨德

森副教授任会议副主席 青年工作委 员会 主任委员
、

西北工业大学马远 良教授主持了会议组织委员会的工

作 中国声学学会副理事长
、

南京大学昊文虫 教授和

哈尔滨工程大学杨士获教授等八位著名学者应邀到会

指导
,

并组成优秀论文评选委员会 会议 由哈尔滨工

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文集
,

收人论文 篇 内容包括

物理声学
、

水声学
、

超声学
、

量子声学 与声学物理效

应
、

噪声及控制
、

语言声学与语音通讯
、

生物声学
、

声

学测量
、

信号处理与分析
、

声学换能器等重要 的声学

学科方面的新进展
,

文集主编为杨德森副教授

顾亚平
、

李剑
、

印建华
、

张向东与何元安等五位

青年声学学者应邀到会
,

分别就 自适应信号处理
、

超

声检测
、

声电荷输运器件
、

汉语人机语言对话
、

水下

结构振动与声及其控制等方面的研究进展作综述报

告 会议还评选 出四篇优秀论文
,

分别为哈尔滨工程

大学水声工程系关浩同志的
“

高分辨率多波束图像声

纳 的仿真研究
” 、

上海船舶电子设备研究所杜选 民同

志的
“

多波束条带测深系统中正交信号的获取技术
” 、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杨军 同志的
“

非线性颤振的有

源声控制
”

和 四 川压电与声光技术研究所杨晓东同志

的
“

位巴 克码低旁瓣滤波器
”

会议为他们颁

发 了优秀论文证书和评语
,

并将推荐和资助他们参加

年 月在香港召 开的第六届西太平洋国际声学

会议

专家指 出
,

本次会议论文的整体水平很高
,

多数

选题先进
,

反映出与会代表及他们背后的老一代声学

家们的辛勤工作
,

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和应用成

果

会议还利用休息时间
,

安排代表参观了国际著名

的冰灯和雪雕展览
,

令代表们领略 了冰城的迷人风光

和 哈尔滨人的热情好客 与会代表普遍反映
,

会议安

排紧凑合理
,

学术气氛浓厚
,

收获很大
,

不虚此行

在闭幕式上
,

会议主席 田静向本次会议的积极倡

导和 支持者杨士羲教授及其领导的哈尔滨工程大学水

声工程系赠送 了花篮
,

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科院声学所 田 静

应用声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