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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本文档主要介绍了基于蜂鸟 M 芯片方案常见语音性能问题优化措施。 

读者对象 

本文档主要适用于以下工程师： 

 技术支持工程师 

 软件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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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记录 

修订记录累积了每次文档更新的说明。 

最新版本的文档包含以前所有文档版本的更新内容。 

修订日期 版本 修订说明 

2021-01-18 V1-0 初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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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离线语音识别基础知识科普 

1.1. 基本概念 

(1) 离线语音识别的定义：从连续的录音中把用户说的目标关键词检测出来，并使程序作出反应 

(2) 对离线语音识别率的要求：唤醒率尽可能高，而误唤醒率尽可能低 

(3) 指标：唤醒率(100%-FR)：连续语流中唤醒词被检测出的百分比；误报率(FA)：每小时连续语流中，非唤醒词语

音触发唤醒动作的次数； 

1.2. 语音误识别说明 

(1) 为什么语音唤醒不能像电源开关那样准确？ 

• 由于语音的模糊性（并不是非黑即白），正样本（真正的唤醒词）和反样本（杂音）得到的分数分布上如图

所示是有交叠的 

• 好的算法和技术是最大限度地扩大两条曲线的距离，但两条曲线永远不可能完全分开而没有交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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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什么误识别会永远存在？ 

• 识别率不会到 100%的原因：识别词相似度分数小于门限；噪声、口音、混响等干扰导致失配 

• 噪音或其他人声导致误识别的原因：非识别词相似度分数大于门限；发音相近词、频谱类似背景语音或噪声 

• 人类也无法完全区分所谓『识别词』和『非识别词』，就好像人们永远无法确定所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一样，

所以才有了『无罪推定』和『有罪推定』一说。 

(3) 为什么『挑战式地』尝试误识别是不科学的？ 

• 『挑战式地』尝试误唤醒的例子：唤醒词是：『你好魔方』，测试人员尝试『你好魔法』 

 

(4) 关于误识别的结论； 

• 对于语音识别而言，识别率永远不可能为 100%，而误识别率永远不可能为 0% 

• 挑战式地尝试误识别是不科学的，对业界所有技术提供方这都是一个尚未解决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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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常见离线语音识别问题及优化思路 

常见问题 影响因素判断 优化思路 蜂鸟 M 详细操作步奏 

识别率低 

环境噪声 

是否稳态：如电机、风噪等 选用稳态噪声品类 详见 3.3 

结构设计不合理：如阻塞、震

动、干扰等 
优化声学结构 

可参照云知声《产品声

学结构设计 checklist》 

超出单 mic 可以收敛的边界 选用多 mic 阵列方案 
可选用蜂鸟等多 mic 方

案 

灵敏度低 

硬件设计不合理、mic选型参数

不合适等 

优化硬件设计，选用合适

灵敏度的 mic 

可参照《蜂鸟 M 参考原

理图》、《参考驻极体麦

克风规格书》 

首次唤醒困难（长时间放置后） 
调整深度睡眠唤醒阈值或

延长进入深度睡眠时间 
详见 3.1.1.2 

普遍识别率低或部分词条识别

较差 
调整阈值，提高灵敏度 详见 3.1 

调整阈值无法满足要求，确认

是否云知声已有定制产品品类 
选用线上定制产品品类 详见 3.4 

调整阈值无法满足要求，且无

定制产品品类 

可采用云知声模型训练平

台进行采集录音，声学模

型定制 

详见 3.5 

误识别高 

误唤醒高 

确认是否特定词条（非挑战测

试且是高频词汇）造成误唤醒 
加入竞争词 详见 3.2 

连续语流中出现误唤醒频次高 
调整唤醒阈值或缩短进入

深度睡眠时间 
详见 3.1 

集外命令词

误识别高 

确认是否特定词条（非挑战测

试且是高频词汇）造成误识别 
加入竞争词 详见 3.2 

连续语流中出现命令词普遍误

识别高或部分词条误识别高 
调整阈值，降低灵敏度 详见 3.1 

集内命令词

之间互相串

扰 

是否词条之间相似度太高 
建议优化词条，增加区分

度，可参照本文附录 
详见附录 

如非相似度高或词条固化 

可烧录 debug 版本，根据

实际测出的误识别阈值，

针对性单独词条调整优化 

详见 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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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蜂鸟 M 详细优化操作步骤 

3.1. 阈值调整详解 

云知声蜂鸟 M 芯片方案在生成时已经以通用场景为参照对阈值进行过优化，UniOS 开放平台也支持三档灵敏

度配置，若需进行针对性优化，可在二次开发中修改配置文件实现。配置文件所在路径为 tools/scripts/aik_debug.json

和 tools/scripts/aik_release.json。 

3.1.1.唤醒 

唤醒所涉及到的配置皆在 kws_lp.wakeup 对象中。 

3.1.1.1. 全局调整 

 

如上图所示，默认阈值配置“fa”的范围为{0.01，0.02，0.04，0.05，0.1，0.2，0.3，0.4，0.5，0.8}（后文中其

他阈值配置的范围与此相同，不再重复列出），通过调整“fa”的值进行唤醒词的灵敏度配置（“fa”数值越高越容

易唤醒，相对应地，误唤醒概率也会变大）。阈值表默认已经适用于通用场景，一般不建议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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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深度睡眠 

 

本方案中深度睡眠是指设备一段时间“time_to_sleep”没有进行过唤醒或识别的操作后主动降低唤醒的灵敏

度，以期获得更优的误唤醒指标。深度睡眠阈值配置“fa_sleep”的数值越小，误唤醒的概率越低。相对应地，从

深度睡眠状态唤醒的难度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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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 二次唤醒 

 

本方案中二次唤醒是指设备在唤醒尝试因打分不够判定失败后，一段时间“time_second_wakeup”内再次收到

唤醒尝试时主动提高唤醒的灵敏度，以期提高此次唤醒的成功率。二次唤醒阈值配置“fa_second”的数值越小，

第二次唤醒的成功率越高。相对应地，误唤醒的概率也越高。 

与全局阈值的配置相比，二次唤醒的阈值配置对误唤醒的影响较小。 

 

 

 

 

 

 

 

 

 

 

 

 

 

 

 



 

                                                                                                      Unisound                                                   7 

3.1.2.识别 

识别所涉及到的配置皆在 kws_lp.command 对象中。 

3.1.2.1. 全局调整 

 

如上图所示，通过调整识别默认阈值配置“fa”的值进行命令词的灵敏度配置（“fa”数值越高越容易识别，相

对应地，误识别概率也会变大）。阈值表默认已经适用于通用场景，一般不建议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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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 特定命令词调整 

 

如上图所示，在"command"对象下新增"command_custom"对象，并填入需要特殊处理的命令词和对应阈值配置

即可针对单个或多个命令词进行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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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竞争词加入详解 

3.2.1.平台添加 

详细的操作步骤参照《蜂鸟 M 离线方案开发指导手册》里 3 章节『获取源码』中的第 2 段，如下图： 

 

注：此方案会造成超时时间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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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手动修改 

可在 include/uni_nlu_content.h 中注释 g_nlu_content_mapping 表单中的特定命令词以达到和竞争词配置相似的

目的（即识别到此命令词后不做任何处理），此方法同时对唤醒和识别生效。 

 

注：此方案会造成超时时间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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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接口修改 

      通过云端构建竞争词后，在初始化的时候，调用 user_asr_word_disable (const char *word) 接口，禁用某个竞

争命令词或唤醒词，注意参数 word 对应的中文编码需要 UTF-8。这种方式不会导致超时时间重新计算。 

 

 

 

 

 

 

 

 

 

 

 

mk:@MSITStore:C:/Users/unisound/Desktop/烧录工具/蜂鸟M离线方案开发指导手册.chm::/group__uni__asr__inf.html#gafbb3e2c544f129a590a1a57394f2a4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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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稳态噪声品类选用 

登陆 UniOS 开放平台——>创建产品——>选择智能家居中文/英文版（纯离线）——>选择蜂鸟 M 芯片稳态降噪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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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定制产品品类选用 

登陆 UniOS 开放平台——>创建产品——>选择智能家居中文/英文版（纯离线）——>选择蜂鸟 M 芯片定制产品品

类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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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模型训练平台 

详细的操作步骤参照《蜂鸟 M 离线方案开发指导手册》里 3 章节『获取源码』中的第 3 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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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词条选择建议 

中文 

1. 音节覆盖尽量多，差异大，长度建议 4-6 字，不在范围内尽可能少，但不建议 2 字以内的唤醒词及命令词。 

a) 针对汉语以音节为发音单位，至少需要发音不重复的汉字； 

b) 相邻音节要规避，例如:语音（yv3 yin1）。 

2. 尽量选取不常用的词语、低频词；尽量规避高频词，比如你好 xx。 

3. 尽量选取开口音，不要选取闭口音（所谓闭口音，就是发音的时候，嘴唇是闭合的）。 

a) 开口音发音清晰，响度大，容易辨识，例如电饭煲是开口音； 

b) 闭口音导致气流受阻，容易和噪声混淆，不容易辨识，比如 物语（wu4 yv3）。 

4. 不要选取迭词，比如空调空调（名为四个音节，有效音节只有两个，大大增加识别难度）。 

5. 唤醒词发音组合，不能超过 6 种。 

英文 

1. 词条应该是英文单词或短语。 说该词尽量不超过两秒钟。 

2. 音节覆盖尽量多，差异大，一个词条元音在 3 个以上，4-7 个音节的单词效果最好。 例如，“Hey, Computer”

是一个很好的唤醒词，而只是“Hey”则是一个糟糕的唤醒词。 

3. 词条应遵循常见的英语发音规则。 

4. 遵循常见英语发音规则的独特或甚至虚构的单词可以减少误报。 例如，“computerama”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唤醒

词。 

5. 不要选择常用词。 例如，“eat”和“go”是人们在日常对话中经常说的词。 它们可能是设备的错误触发器。 

6. 避免使用可能有其他发音的词条。 用户必须知道“正确”的发音才能使他们的设备做出响应。 例如，“509”可以

发音为“five zero nine”、“five oh nine”或“five hundred and nine”。 “R.E.I.” 可以发音为“R E I”或“Ray”。 “Live”

可以发音为 [līv] 或 [liv]。 

7. 不要使用特殊字符、符号或数字。 例如，“Go#”和“20 + cats”不会是好的词条。 但是，“go sharp”或“twenty plus 

cats”可行。 你仍然可以在品牌中使用这些符号，并通过营销和文档来强化正确的发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