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玲姐姐的导航声音是如何产生的？ 

 

开车走在路上，听着导航里志玲姐姐给你带路，是件非常愉快的事。这么甜美的导航声音是

如何产生的呢？今天我们就聊一聊背后的语音合成（Speech Synthesis）技术。 

 

让机器像人一样开口说话是人们很早就有的梦想，但真正的规研究还是在 Leonhard Euler 在

1750 年左右建立了声音的物理学原理之后。1769 年，Wolfgang von Kempelen，发明了一个

模拟人类发音器官的发音器。如图 1 所示，这个发音器包括一个风箱来模拟人的声带，一个

共鸣腔来模拟人的口唇。这种用机械模拟人发音的方法能产生和人类似的发音，是语音合成

的初期探索[1]。 

 

 

 

 

 

 

 

 

 

 

 

 

 

 

 

图 1：保存于德国 Saarland 大学的 Kempelen 发声器复制品。 

 

1930 年， Bell 实验室发明了声码器（Vocoder），将人的声音分解成声带振动和口唇调制两

部分，改变口唇部分的调制函数后，就可以合成出不同的声音。这种合成方式物理学基础明

确，系统简单，在 80 年代很受欢迎。著名物理学家霍金的轮椅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发声的。

这种合成方式的缺点在于发音的机器味道很浓，流畅度也不够。用这种方法是无法生成志玲

姐姐的声音的。 

 

90 年代，人们采用更粗暴的方式来合成声音。研究者让播音员录制一个大规模声音库，然

后从声音库中选出声音片段来，拼接成所要的句子。比如要合成“我想回家”，就在声音库

里找到“我”、“想”、“回”、“家”这四个字对应的发音，再把他们拼成一句话。假如

这个声音库是志玲姐姐录的，那我们就可以合成她的声音了。这种拼接法里最重要的事是选

择合适的发音片段，因为同一个音节在不同环境下的真正发音是不太一样的，要选出最合适

的发音片段并不容易。同时，为了拼出的声音更自然，质量更高，声音库自然是越大越好，

因此需要大量录制工作。 

 



 

 

 

图 2：拼接法从数据库中选择声音片段进行合成 [2] 

 

 

拼接法的一个缺点在于声音不容易改变。比如，我想换个人说话，就需要重新录制数据，如

果换个情绪说话，还需要录制这个人在特定情绪下的声音，工作量太大了。研究者提出统计

模型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和拼接法不同，统计模型方法对每个发音构造一个统计模型，这

样只要调整模型参数就可以得到新的发音，而这种参数调整只需要很少的数据。如果采用这

种方法，只要请志玲姐姐读个几分钟就可以合成她的声音了。 

 

 

 
图 3：统计模型法将每个发音表示成一个概率模型 

 

 

近年来，深度学习方法成为主流。和统计模型方法相比，深度神经网络对发音过程有更精细

的刻画，因此可以合成非常自然逼真的声音。图 4 是 Google 发布的一个基于深度神经网络

的合成模型，该模型将需要合成的句子通过一个序列到序列模型直接生成发音。因为在发音

时对前后发音的相关性有细致的建模，这一模型可以生成很自然的发音。特别是，如果给这

个模型输入一个表示发音人的向量，就可以随时随地改变发音的说话人特性了。如果用这个

模型，志玲姐姐也许只要录几句话，就能帮我们导航了。不仅如此，基于深度学习，人们还

可以控制发音的口音、情绪、语速、音调等各种参数，甚至造出虚拟人的声音。可以说，人

们长久以来让机器开口说话的理想已经成为现实。 



 

图 4：Google 发布的基于深度学习的 Tacotron 语音合成系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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