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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語音意指為用人類發音器官產生帶有語音訊息的聲音。而以電腦技術處理語音訊號，就叫做語音訊號處理。另一個名詞，

就是所謂的口述語言處理。語音處理可以有更廣泛的概念，它可以是與語言本身有關，也可能與語言沒有相關。有些語音

處理則是與語音絕對相關的，例如語音辨認、語音合成與混音。語音訊號處理和許多的科學相關，在應用的範圍上包括通

訊系統、航太科技、影音娛樂、聲光效果、錄音科技、軍事、工業與生活等，這些科技依賴著語音訊號處理的技術來使生

活更舒適更方便。 本論文研究是運用灰色理論的辨識程式，對混音做辨識找出特徵值，並以（Visual Basic）語音辨識程式

做比對以確定辨識之正確。運用此研究方法可得到結果為： （a）在製作聲音混音的技術上較為簡單與方便。 （b）可使

用（Gold Wave）數位錄音編輯程式簡單且方便的製作 不同形式與合成混音效果的聲音樣本。 （c）利用（Visual Basic）

與灰關聯語音辨識程式可使語音辨識過程更簡單更容易。 （d）可運用灰色理論來辨識大量的聲音數據值。 （e）不需太

過於複雜或昂貴的硬體設備。 （f）運用兩種辨識程式做比對可使實驗更具準確性提高辨識效率 。 （g）驗證灰色理論在

此研究的實用性與準確性。 運用灰色理論原理可有效的辨識出聲音的相似度與關連性，在混音方面，可運用各種不同的聲

音效果來增加辨識的困難度。（Gold Wave）數位語音編輯程式可錄製各種類型的聲音模型，並可混入不同的效果，對於

聲音的錄製與修改具有相當大的研究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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