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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研究主要是利用模糊卡爾曼濾波器對錄製的語音中的雜訊做處理，並深入去探討處理後語音取得之信噪比(Signal-To

-Noise Ratio)的提升。 本文之設計的過程分別為(1)利用GoldWave軟體錄製有參雜雜訊的單詞和語句的語音。(2)利用模糊卡

爾曼濾波器對音訊檔進行除去背景雜訊和語音增強處理 使語音的播放更加清晰並進一步對得的信噪比做比較判斷是否改善

。本論文所模擬之結果最重要是可以有效的提升信噪比。本論文藉由信噪比的提高來增加語音 處理速度與準確度，可望在

這需要人將大量資訊經由機器交流的社會，能讓研究之成果可以進一步被利用在語音分析或對機器語音控制的準確度與執

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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