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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计算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人机交互(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HCI)技术是突破计算机与人类交互瓶颈的重要技术，它有力地
促进了计算机的普及应用。
为了使人类与计算机之间进行更加智能、更加自然的交互，新型的人机交互技术正在逐渐成为研究热
点。
人们不仅希望能以更方便、更高效、更自然的方式操纵计算机，而且还希望计算机能理解人的情感，
并提供有价值的增值服务。
因此，情感识别已经成为人机交互领域亟待突破的关键技术之一。
    所谓情感识别，就是利用计算机分析特定表演者的面部表情、姿势和语音信号及其变化过程，进而
确定该表演者的内心情绪或思想活动，实现人机之间更智能、更自然的交互。
情感分析在许多领域都有着潜在的应用价值，如心理学研究、图像理解、脸部动画合成、视频检索、
机器人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等领域。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基于音视频的情感分析、识别研究对增强计算机的智能化和人性化、开发新
型人机环境，以及推动多媒体技术和信号处理等相关领域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书作者近几年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0673190、61003183、61272211)的支持下，开展了基于
视频和音频的情感识别技术的研究，包括视频和音频的情感特征的提取、适合于音视频情感分析、分
类和识别的算法或分类器、多分类器融合的情感识别方法以及情感分析、识别的应用等。
本书是在这些项目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系统化地加以归类总结撰写而成的。
    全书内容分为8章。
第1章为绪论，简要地介绍了视觉语音情感识别产生的背景和意义、研究内容及其应用领域。
第2章为视觉语音情感识别技术概况，包括情感识别的框架、情感的定义与分类、情感信号的预处理
、常见的情感特征提取与选择、现有的情感识别方法，以及情感识别的难点及新动向。
第3章为基于视觉信息的情感特征提取方法，内容包括基于视频、图像的表情特征提取的相关方法，
这些方法是对已经提出的一些方法的改进，并提出自己所设计的方法。
第4章为基于视觉信息的情感识别方法，内容包括了较有特色的相关表情分类、识别方法，如针对样
本的不均衡性，提出并实现的最大间隔最小体积球形支持向量机的表情识别方法；针对细微表情的识
别问题，提出并实现的混合特征结合分类树的细微表情识别算法；针对视频信息存在噪声和部分遮挡
问题，提出并实现的基于模糊深隐马尔可夫模型的图像序列表情识别方法。
第5章为语音情感特征选择提取方法，内容包括了语音情感测试库的构建、个性化和基于多重分形理
论的语音情感特征提取方法、语音情感特征有效选择方法，以及基于流形学习的语音情感特征降维等
方法。
第6章为语音情感识别方法，内容包括了基于选择性特征的决策树的语音情感识别方法和基于改进有
向无环图的分层语音情感识别方法。
第7章为视觉语音融合情感识别方法，内容包括基于D-S证据理论的多粒度语段融合情感识别方法、多
分类器融合方法和具有噪声过滤功能的分类器协同训练半监督主动学习方法等。
第8章为情感分析的应用，内容包括基于表情动作单元参数的逼真表情动画方法和E-learning环境中的
情感分析应用方法。
    本书较全面地总结了课题组近年来的有关视觉语音情感识别的研究成果，内容系统、深入浅出、方
法有新颖性和创新性。
适合从事音视频信息的处理，特别是从事智能人机交互、计算机视觉与听觉、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以
及智能动画等领域的科技工作者阅读参考。
本书也可作为情感计算、新型人机交互和智能信息处理等课程的研究生教材。
    本书由詹永照总体负责，毛启容负责组织实施。
本书的第1、2章由毛启容和成科扬撰写，第3章由林庆撰写，第5、6章由毛启容撰写，詹永照负责了其
余各章的撰写和全书的统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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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这些项目的老师和合作者还有张建明、文传军、叶敬福、曹鹏、周庚涛、陈亚必、刘娟、李婷
、陆捷荣、张娟、胡敏灵、徐莉婷、刘云、孔建等，他们在课题研究中刻苦钻研，做了有意义的探索
性工作，也为本书的完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撰写过程也参考了国内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资料，也一并向他们致谢。
    情感计算属于交叉学科的新兴研究领域，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读者不
吝指正。
    詹永照    2012年10月于江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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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视觉语音情感识别》作者近几年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0673190、61003183、61272211）的支
持下，开展了基于视频和音频的情感识别技术的研究，包括视频和音频的情感特征的提取、适合于音
视频情感分析、分类和识别的算法或分类器、多分类器融合的情感识别方法以及情感分析、识别的应
用等。
《视觉语音情感识别》是在这些项目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系统化地加以归类总结撰写而成的。
全书内容分为8章。
《视觉语音情感识别》较全面地总结了课题组近年来的有关视觉语音情感识别的研究成果，内容系统
、深入浅出、方法有新颖性和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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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4.2语音情感特征提取 总体上讲，人类的语音传达了两类信息。
一类是语言学信息，它以某一种语言规范准确（或者近乎准确）地确定了说话人的定性目的。
另一类是超语言学信息，它是以实现说话人定性目的方式的细微变化来传达的。
超语言学信息不能传达语义信息，但它能传达有关说话人当前情绪和态度的信息。
此外，它或许还能传达有关说话人口音和社会阶层特征等信息。
超语言学信息包括韵律学相关的基频和响度的变化，以及语音质量相关的声音频谱上的变化，只要这
些变化不会引起语言学信息的失真。
 目前，在语音情感特征提取领域中，情感特征可以粗略地分为基于超语言学的语音情感特征和基于语
言学的语音情感特征（包括词汇、句法等）。
 1.基于超语言学的语音情感特征 基于超语言学的语音情感特征可分为三大类：韵律学特征、音质特征
和频谱特征。
韵律学特征主要包括音调、音强和语速等。
韵律学特征主要包括如下三类。
 （1）基频相关特征：主要是指基音频率及其均值、变化范围、变化率与均方差等特征。
 （2）能量相关特征：主要是指短时平均能量、短时能量变化率、短时平均振幅、振幅平均变化率及
短时最大振幅等。
 （3）时长相关特征：主要指语速、短时平均过零率等。
 音质特征主要有呼吸声、明亮度特征（低频能量和高频能量的比值，用以反映语音的清亮特性）、共
振峰和喉化音等；频谱特征主要包括Mel倒谱系数（Mel frequency cepstrum coefficients，MFCC）及其衍
生参数等。
此外，基于这三类语音情感特征的不同语段长度的统计特征是目前使用最普遍的特征参数之一，如特
征的平均值、变化率及变化范围等。
传统的基于声学的语音情感特征在整个语音情感特征中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是使用最多的语音情感
特征。
但是这类情感特征中包含了说话者与生俱来的说话特征，如语速快、嗓门儿大等特点，也包含了说话
内容的信息，使这类特征中的绝大部分特征参数的分布会随着说话者和说话内容的变化而产生较大的
变化，从而使当待识别语音的说话者不在训练语音情感库中，说话内容发生变化时，识别率急剧下降
。
除了上述的基于声学的传统语音情感特征外，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提出了新的基于声学的情感特征
以及情感特征使用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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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视觉语音情感识别》适合从事音视频信息的处理，特别是从事智能人机交互、计算机视觉与听觉、
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以及智能动画等领域的科技工作者阅读参考。
《视觉语音情感识别》也可作为情感计算、新型人机交互和智能信息处理等课程的研究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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