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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41813《信息技术 智能语音交互测试方法》的第1部分。GB/T41813已经发布

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语音识别;
———第2部分:语义理解。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华

为终端有限公司、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思必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哈尔滨工业大学、海信视像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人马互动科技有限公司、平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安徽咪鼠科技有限公司、泾丰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北京捷通华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北科瑞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云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易(杭州)网络有限公司、南京云问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联想(北京)有限公司、福州数据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国家网络软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济南)、中汽研(天津)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华南理工大学、山东省计算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济南

中心)、中科极限元(杭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中汽数据(天津)有限公司、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中心、北京爱

数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董建、徐洋、吴国纲、马万钟、朱亚军、贾一君、周立君、宋文林、袁杰、杨震、

田定书、钱彦旻、陶建华、花云飞、蒲江波、刘斌、李海峰、王峰、杨春勇、苏丹、张锋、冯海洪、刘国涛、
任军民、陈楠、刑启洲、魏韬、李笑如、黄石磊、汪淼淼、李军、胡光龙、杨萌、孟宪明、温正棋、鹿飞、方斌、
王岳、井焜、李介、张莹、蔡立志、徐向民、高永超、张晴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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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智能语音交互在智能家居、智能客服、移动终端、车载终端以及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能办公、服务

机器人等诸多领域应用广泛,已成为当前人机交互的重要方式之一。随着智能语音交互越来越深入到

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对智能语音交互的系统参考框架、基础技术要求、互联网接口要求等进行统

一规范。在这方面,国家已制定了支撑智能语音交互系统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在此基础上,也需要用统

一的测试方法和评价标准来对智能语音交互系统的能力进行评测,为智能语音交互相关的产品和服务

提供评测的基础方法和依据。

GB/T41813《信息技术 智能语音交互测试方法》为GB/T36464(所有部分)《信息技术 智能语

音交互系统》提供基础通用的测试方法。智能语音交互包括语音识别、语义理解和语音合成三个基本环

节,各环节所涉及的测试对象、测试项目、测试环境和测试方法均有所不同。GB/T41813《信息技术 
智能语音交互测试方法》旨在确立和描述适用于智能语音交互各环节的通用测试项和通用测试方法,拟
由三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语音识别。目的在于为智能语音交互应用中的语音识别环节提供通用测试项和通

用测试方法。
———第2部分:语义理解。目的在于为智能语音交互应用中的语义理解环节提供通用测试项和通

用测试方法。
———第3部分:语音合成。目的在于为智能语音交互应用中的语音合成环节提供通用测试项和通

用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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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智能语音交互测试方法
第1部分:语音识别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智能语音交互测试中语音识别系统的通用测试项和通用测试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智能语音服务提供商、用户和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智能语音交互应用的语音识别系统

测试的设计和实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1023 中文语音识别系统通用技术规范

GB/T36464(所有部分) 信息技术 智能语音交互系统

3 术语和定义

GB/T36464(所有部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语音识别 speechrecognition
将人类的声音信号转化为文字或者指令的过程。
[来源:GB/T36464.1—2020,3.7]

3.2
说话人分离 speakerdiarization
对包含有效语音信号的音频流中的多个说话人进行说话人分割和说话人聚类的过程。
注:说话人分离的目的一般是对空间中存在的多个说话人进行分类和追踪。

3.3
说话人分割 speakersegmentation
在多个说话人中找出说话人改变的时间边界,并根据这些边界将音频流切分成多个语音片段。

3.4
说话人聚类 speakerclustering
将属于同一个说话人的一个或多个语音片段进行归类。

3.5
语音编码 speechcoding;speechencoding
语音波形编码 speechwaveformcoding
按照一组能合理重构语音信号的规划,由经数字化的语音信号到离散的数据元序列的转换。
注:语音数字化可与用于语音压缩的某一编码相结合。因此,“语音编码”这一术语常指这种组合运算。

[来源:GB/T5271.29—2006,29.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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