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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聽語障人士，一般而言均有溝通技巧上學習之困難，由於他們在口語溝通上之缺陷，大多數溝通
輔助系統都是著眼在其他替代性溝通技能上的強化與提升，如手語、唇語、或其他整合溝通技巧。然而手
語仍是他們彼此間主要之溝通方法。雖然目前聽語障人士可透過書本、照片及影帶方式學習手語，但仍未
有一有效及方便查詢手語之方法。因此，近年來電腦輔助學習系統便成為手語學習之有利工具。本論文提
出一利用真人施打之手語影帶，以產生手語片段間之內插移動部份。圖一即為所提出之手語片段間內插部
份產生之方塊圖。本方法之基本原理為在串接手語影片中尋找最佳之串接點，並產生內插之影片，以獲得
最平滑之手語影片串接輸出。

 
圖一 手語片段間內插部份產生之方塊圖

在移動部份之影片產生過程中，首先須決定前一手語影片之結束點及下一影片之起始點，此稱為”切割
點”。

 
此切割點之選擇乃根據影片串接之代價來決定。串
接代價之計算乃由距離多寡、平滑程度及影像失真
程度之線性組合來決定。距離多寡乃為兩個切割點
處手部位置之距離，而非均勻有理B樣曲線則用於
產生移動部份手部移動之軌跡。在影片失真程度之
計算方面，非均勻有理B樣曲線是用來產生手部影
像改變之路徑。對於手語影片資庫，所有手部影像
參數均已預先標記及萃取，而後便可利用非均勻B

樣曲線作手部影片之選取。圖二呈現手部影片選取
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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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手部影片選取之方式
為了驗證本方法之可行性，我們錄製一組手語資料
庫。針對此一資料庫，我們首先作影片校準，內容
標記及主成份分析。最後為建立一手語合成及評量
系統，我們採用影片重疊分析法，將各影片元件組合成平滑之內差影片。

利用所提之方法，我們建立一台灣手語影片合成系統。此系統之介面如圖三所示。利用此一系統，使用者
可輸入自然語言之文句，此文句將被剖析並轉譯成手語系列而後再利用手語合成系統產生平滑之手語影片
輸出。在測試過程中，我們邀請十位正常人及五位聽語障者，針對合成之影片中之平順程度、可理解程度
及相似度，分別評分。評量結果顯示出所產生之移動內插影片不僅平順、自然，且相當類似真人施打之手
語。此結果顯示出利用結合之串接代價不管在主觀或客觀評量上均比其他只利用單一代價來得有效。

 
圖三 台灣手語影片合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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