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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頻重建技術，是在編碼端直接捨棄高頻不予編碼，只傳送少量參數輔助解碼端重建高頻，因此這些於編碼端所傳送的參

數便是解碼端高頻重要的重建依據。我們的研究主要是基於目前的Bark Band Spectrum Modeling 高頻重建技術，提出一個

可以減低參數資料量，並找出更適合作為高頻重建之高低頻頻帶配對方式，達到減少重建參數以及增加高頻重建品質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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