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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題目: 

 

聲控網頁系統 (Sound Controlled Web Page) 

 

二、中文摘要:   

 

聲控系統已應用到許多的地方,例如聲控撥號、聲控開機、聲控相框、聲控電燈等，本計

劃主要是將聲控系統應用在網頁設計上面，特別是在網頁的超連結上面。聲控本身有它自己

的困難度，造成辨識上的困難，例如雜音、相似音等，往往會造成辨識上的錯誤，所以有很

多不同的聲控方式，本研究主要是將已有的某一種聲控系統，應用在網頁超連結上面，其聲

控方法和傳統上的聲控方法不同，比較能夠應用到網頁的設計上面，希望該設計能提供另一

種網頁切換的方式，有別於以往的滑鼠切換、鍵盤切換或觸碰式螢幕的切換方法，提供給身

障者另一種的選擇方式。 

 

三、英文摘要:  

 

Sound controlled system has been used in many areas, for example, sound 

dialing, sound switch, sound photo-frame and sound lamp. This project will use the 

sound controlled system in the web page design, especially in the hyper-link of the 

web page. The sound controlled method has many difficulties, causes recognizing 

problems, for example, noises and similar sound. A lot of different methods have 

been used. This research is to use one kind of sound controlled system in the 

hyper-link of the web page. This sound controlled system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method, which can be more easily used in the web page design. Hopefully, 

this design can provide another method to do the hyper-link in the web pag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mouse click, keyboard and touchable screen, to provide 

another choice for the disabled people. 

 

四、前言: 

 

聲控系統已經出現在很多的地方了，例如聲控撥號、聲控開機、聲控電燈等，但是在傳

統的網頁瀏覽切換的超連結上面並未出現。本文主要是介紹一種特別的聲控超連結切換的方

式，聲控切換的方法，主要是提供除了滑鼠及觸碰以外的第三種方式，此方法比較麻煩，但

對於某些無法使用滑鼠及觸碰的殘障人士，或許可利用此種方式瀏覽網頁。 



 

傳統聲控雖在不受干擾的環境下可獲得不錯的辨識效果，但在實際日常生活的環境下，往往

辨識的準確度大幅降低，聲控本身有它自己的困難度，造成辨識上的困難，例如雜音、相似

音等，往往會造成辨識上的錯誤。長久以來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強化語音訊號及語音參數，

以降低雜訊干擾的影響。 

有三種語音強化的方向，如語音強化技術、強健性語音特徵及聲學模型調適等[1]。語音強化

技術主要目的在於提升語音訊號本身的品質，如頻譜消去法[2]或維爾濾波器[3]等，而強健

性語音特徵主要是擷取不易受到環境變化干擾而失真的參數，例如倒頻譜平均消去法[4]或倒

頻譜正規化法[5]等。聲學模型調適主要是對乾淨語音所訓練而成的模型，加上特殊音調以調

整聲音的機率分佈參數，例如最大事後機率法則[6]及最大相似度線性回歸法[7]等。 

本論文所採用的聲控方式和傳統方式不太相同，傳統方式主要是針對聲音的意義進行直接的

解讀，而本文所採用的方法，主要是讀取聲音的變動，有如電位的高低不同而產生的二元訊

號。利用聲音變動所產生的二元訊號來發出命令。其優點是聲音判讀方式較為單純，主要是

利用聲音的大小，來進行二元訊號的傳遞。其缺點則是方式較為繁瑣，所需時間較長。 

此種方法並無法取代傳統聲控的模式，主要是提供另一種聲音控制的方式，在傳統聲控無法

進行的情況之下，提供了另一種的控制方法，以便在特殊的情況之下可以使用，例如它不限

於某種語系，不限於語言的清晰於否，只要是有聲音的變動，例如聲音大小或音調的不同，

即可進行控制。 

在網頁瀏覽方面，傳統上各個網頁的切換，主要是依據各個文字超連結的設定，利用滑鼠或

觸碰式螢幕來做超連結的切換，以達到切換到不同網頁的目的。 

本文將提供第三種的方法，也就是聲控的方法，來完成超連結切換的動作。此種方式所用的

網頁技術是原本就存在的，所以目前所有電腦的瀏覽器，例如 Internet Explorer 或 FireFox

都是可以支援此種聲控的切換方式。 

此種聲控網頁的切換方法，其所使用到的現存技術包含了 Java Applet技術及 Java Script

技術，也就是說，該網頁的超連結切換，只不過是利用 Java Applet來驅動 Java Script來

完成超連結的動作，而聲控系統的讀取是存在於 Java Applet 內。詳細的系統說明，將在以

下論文中介紹。 

 

五、研究方法、步驟: 

 

1.聲音讀取:聲音轉換為數位資料，電腦讀取聲音有不同的頻率，不同的頻道，不同的儲存大

小。可能都需要進一步的比較和測詴，以尋求最好的方式。 

2.聲音辨別:聲音大小及意義的判定。各種不同的讀取設備可能會出現不同的結果，主要的困

難度則是要如何分隔不同設備的影響所造成的差異。 

3.參數測詴:各種參數設定對聲音讀取的影響。設備有不同的參數設定，那種參數設定可以得



 

到最好的結果，可能需要多方面的嘗詴。 

4.系統架構:實際聲控網頁的設計，可能結合了 html 語法，Java Applet 技術，JavaScript 技術

等。 

5.Java Applet 程式設計:利用 Java Applet 設計聲音讀取系統，以便嵌入於網頁之中讀取聲音。 

6. JavaScript 網頁程式設計:利用 JavaScript 網頁程式來連結 applet 及網頁，以便執行超連結的

功能。 

7.實際測詴:實機測詴。可能遭遇的困難則是在不同的電腦上執行，可能其穩定性或正礭性會

不同。該網頁切換的方式，主要是給身障者使用，然而該種方式是否真的適用於身障者，尚

需仔細的評估。 

 

六、研究結果與討論: 

 

系統介紹 

 

此聲控網頁系統主要分成二大部份:(1)網頁內容及教示部份(2)Java Applet 聲音讀取及控制

部份。 

 

網頁內容及教示部份 

此系統主要是以聲控完成網頁的超連結動作，所以其主體還是網頁部份。然而為了配合聲控

的產生，其網頁設計可能需要符合下列二個條件:(1)最好分割一個框架放置內含 Java Applet

的網頁，而這個網頁最好不要隨著網頁的切換而消失，也就是說利用別的框架作為網頁的切

換，而不要動到這個框架的內容。(2)超連結部份需要有一個教示的顯示，這個顯示主要有二

個目的，第一，告訴使用者這個地方有一個超連結。第二，引導使用者發出聲音以便驅動這

個超連結。 

Java Applet 聲音讀取及控制部份 

這個 Java Applet是一個聲音讀取及指令控制的一個程式，它內嵌在一個網頁上面以便隨時

接收使用者經由電腦麥克風傳來的訊息。使用者可依照網頁上超連結的教示顯示而發出聲

音，利用變動聲音的大小產生二元訊號，再利用該二元訊號判定是那一個地方的超連結，而

後利用 Java Script來驅動該超連結以達成網頁切換的目的。使用者只需依據指示發聲或不

發聲，就能夠驅動該處的超連結。 

 

網頁超連結控制 

 

網頁的切換主要是依據瀏覽器所提供的超連結功能，該超連結功能主要是利用滑鼠來驅動，



 

若是觸碰式螢幕，也可利用觸碰的方式來驅動。另外一種的驅動方式則是利用 Java Script(或

VBScript)這個瀏覽器所支援的網頁程式來驅動。經由寫一段 Java Script的程式，瀏覽器可

以判讀它並產生超連結的功能。 

這個聲控網頁系統，主要是利用 Java Script的程式來驅動超連結。然而要執行那一種的超

連結呢?那就是要依據 Java Applet 所接收到的聲控訊息來判定該執行那一段的 Java Script

指令。 

Java Applet 是嵌在網頁上的一個物件，該物件具有硬體操控的能力，也可以驅動 Java 

Script。而整個的超連結流程，就是使用者發出聲音，Java Applet控制麥克風接收聲音並

判別聲音的訊息以便驅動那一段 Java Script的超連結。 

 

超連結的教示顯示 

 

超連結中的教示顯示所呈現的二元訊號主要是供使用者遵循並依其頻率發聲或不發聲。各該

項目訊號係由一組項目二元碼組成，而該顯示可利用光度、顏色、文字或圖形之差異產生二

種相異的顯示型態，以分別表示二元碼中之位元 1 及 0。該二相異的顯示型態係例如光度之

「亮」及「暗」、顏色之「深」及「淺」或「白色」及「黑色」、文字「正」及「反」、圖形「○」

及「□」等。 

由於該顯示需要二種相異的顯示型態分別表示二元碼中之位元 1及 0，則可藉由多媒體 Flash

軟體、Gif圖檔、java applet、網頁程式 VBScript 或 JavaScript撰寫編輯各該選項訊號，

各該選項訊號即可透過該電腦螢幕顯示出，以供使用者觀察並由其中選擇一項目訊號發聲。 

為了隨時教導使用者何時發聲，因此該二元訊號顯示是一直重覆出現的。假如你知道每個選

項的頻率及二元號碼，你可以自己獨立的發出二元訊號。例如自己看著手錶依照所知的頻率

發出聲音來，理論上就不見得需要眼睛盯著螢幕，但是因為有時選項很多，實際上大部份的

人是記不住的，因此還是需要看著螢幕上的顯示。 

有時為了讓使用者更加明白其二元訊號，有時這個教示顯示可設計的更加清楚，將所有的二

元碼都顯示出來，例如設計成一個類似於時鐘的形態，指針轉向某一個位置時就發聲或不發

聲，總之只要能輔助使用者發聲的顯示都是可以的，所以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設計。 

這些教示顯示一般都是放在超連結的前面或本身就是一個超連結的物件，這樣使用者就能很

清楚的知道每個超連結所屬的命令為何，並依據這個命令發聲以進行超連結頁面的轉換。 

 

螢幕顯示與聲音接收的同步與非同步 

 

經由該教示顯示所呈現的二元訊號項目，為供使用者下達命令時所遵循並配發給每個需要超

連結的地方所使用。假如聲音讀取的 Java Applet 可同時控制教示顯示及處理聲音讀取裝置



 

所接收的訊息，則可進行同步控制，二元訊號的設計則可以不需要那麼複雜，用簡單的二元

碼，例如 10、01、11、00 等，即可進行四個選項的二元碼表示。若是同步的情況之下，對於

使用者而言，進行聲控的超連結相對之下會簡單許多，因為所需要的二元碼變化不必那麼多。 

然而要設計一個顯示與接收同步的網頁系統會使得程式的攢寫變得很複雜，網頁超連結的教

示顯示都必須以 Java Script 或 Java Applet來完成，以便及時的接收指令，而聲音讀取的

Java Applet 也會變得複雜，它除了接收聲音以外，還是隨時對外發出命令改變每個超連結

的顯示狀態，這將使得設計網頁變得很難，假如網頁內容要時常更換的話，這並不符合經濟

效益。假如電腦效能不好還會使顯示延遲，整個時間控制將會亂掉，造成無法接收的狀況，

所以最適當的方式，還是以非同步的控制方式較為適當，不但方便，也較不容易出錯。 

在非同步的情況之下，教示顯示的二元訊號項目呈現獨立的狀態，聲音讀取的 Java Applet

則無法了解教示顯示的訊號狀況，所以無法及時的和所接收的聲音訊息互相比較，這時二元

碼的設計就會比較複雜了。因為該二元碼會一直重復的循環出現，所以不知目前讀取的位置

為何，將無法進行比較。 

因此在非同步的情況之下，唯一的辦法就是設計一組可判別循環的二元碼了。這有點像是設

計一組一維條碼，必須定義條碼何時開始，何時結束。這樣才能了解讀取的位置，並從開始

的位置進行分析比較。所以非同步的二元碼會比較長也比較複雜。表 1中舉例介紹了供非同

步狀況時所使用的二元碼。 

以項目 1為例，其教示顯示狀態為…11011…，當位元 1出現時則發聲，當位元 0出現時則不

發聲。在程式判讀時，位元 11則為二元碼比較時的起始或結束位置。為了避免和其它不同位

元長度的二元碼搞混，位元 11的二側可以補以適當長度的 0。除了避免搞混以外，還可以拉

長使用者的反應時間，不致造成使用者太大的壓力。 

在表 1的二元碼中，可能會發現中間的位元 1並沒有連續的狀況，主要是因為在這個例子中，

程式是利用連續位元 11的長度來判定二元碼的開始及結束位置，假如中間出現了連續 11的

情形，程式將無法判別二元碼的開始及結束位置，也就無法判定正確的二元訊號了。 

看了表 1的非同步二元訊號表，可知從 3位元的長度到了 7位元的長度，總共只有 12個項目

可以使用。假如在同步的情況之下，理論上 7個位元總共有 2的 7次方減 1 的選項，也就是

127 個選項。所以若是採用同步的方式，二元訊號的設計就不會那麼複雜了，超連結相對就

比較容易，選項也比較多。但是在網頁的程式設計就比較困難，因為 Java Applet除了要控

制聲音的讀取之外，還要控制每一個超連結的教示顯示，這種設計可以做到，但並不容易。 

 

 

 

 

 



 

表 1  非同步二元訊號表 

項

目 

二元碼 位元長

度 

1 101 3 

2 1001 4 

3 10001 5 

4 10101 5 

5 100001 6 

6 101001 6 

7 100101 6 

8 1000001 7 

9 1000101 7 

10 1001001 7 

11 1010001 7 

12 1010101 7 

 

二元訊號的頻率與設計 

 

二元訊號的頻率關係著使用者發聲的長度，若發聲較長，對使用者來說可能比較累，但相對

之下程式的判讀會比較容易，也比較正確。但若是頻率較短，發聲較不累，但節奏可能較快，

相對之下程式的判讀會比較難，也比較會不正確。何者是比較適當的頻率呢?目前還未進行分

析測詴。那一種訊號的設計是最好的呢?也還未知。因為有不同的頻率與不同的二元碼設計，

目前還未進行更進一步的統計分析與測詴，所以那一種最好目前並不知道。 

二元訊號的設計除了表 1的方式之外，我們也可以使它設計的更為複雜，將自動更正的概念

放在訊號內，多增加幾個位元，以便其中一個位元錯誤時可以自動更正。或將位元增加以減

輕發聲時的壓力。然而將位元碼長度變長，則頻率必須要加快，不然要完成一個命令必須要

等太久也不好，這其中的取捨尚需更進一步的測詴與分析。 

 

 聲音讀取時間延遲 

 

螢幕顯示二元訊號時，因為資料量少，程式簡單或根本只是 GIF簡易的動畫圖檔而已，比較

不會有時間延遲的問題。也就是每個位元時間的顯示設定為 1秒，則它的顯示就會剛好一秒。

但是聲音讀取時，因為資料量較大。假設使用者發聲 1秒鐘，聲音讀取時間也是 1秒鐘，但

是經 Java Applet接收後，可能處理的資料量會超過 1秒鐘，這樣會造成比對上的錯誤，假



 

如電腦是屬於舊的等級，在讀取這種網頁時，最好關掉其他的工作，以便有最好的效能接收

聲音來瀏覽網頁。 

 

 聲音大小選定 

 

目前二元碼的辨別，主要是依照聲音的大小來做為判別的標準。當聲音大小超過某一個標準

時，則位元判定為 1，否則為 0。就像是高電壓及低電壓的原理所造成的位元處理一樣。然而

聲音大小的分辨標準在那裏，目前只是依照背景聲音的大小來做調整，當背景聲音大時，標

準就提高，當然使用者所發出的聲音就要更大.當背景聲音小時，標準就可以降低，使用者就

可以不用發出那麼大聲了。 

依據實際的測詴結果發現，現在電腦的聲音接收控制好像有最佳化的設計，例如連續聲音很

大時，它會將靈敏度降低，當連續聲音很小時，它會將靈敏度提高，這對於歌曲或語言的錄

製或許有幫助，但對於聲控系統而言卻是不好的。因為當你發出連續聲音時，接收器會有鈍

化的現象，也就是你要愈來愈大聲，才有相同大小的讀取資料，這對於使用者發聲而言是一

個很大的挑戰，因此聲音讀取的頻率不宜過長。但以聲音判讀而言，頻率太短則不容易判讀

且容易有錯，要如何取得一個平衡點需要更進一步的測詴。 

 

傳統聲控比較 

 

和傳統的聲控系統比較起來，使用上較為繁瑣。然而傳統的聲控，可能需要聲音的學習與記

錄，或者是需要龐大的語音資料庫來針對不同的語系及不同的語言及音調來做為處理。而目

前的聲控方式可以同時應付不同語系及不同人的音調，不需再做聲音學習的動作。 

目前的聲控方式無法取代傳統的聲控方式，但可以輔助傳統聲控方式的不足，例如在跨語言

的平台上或者是共用軟體上面，可用在大家都可以相同使用的介面上。 

 

傳統超連結比較 

 

以一般人的使用而言，目前的超連結方式已經足夠。滑鼠或觸碰式螢幕所驅動的超連結比目

前的聲控方式更於方便使用。以目前聲控方式所驅動的超連結不但速度慢需要等待，而且很

繁瑣，所以目前的潛在使用者，應定位於無法使用滑鼠或觸碰式螢幕的情況。例如雙手受傷

的人或躺在病床上雙手只能看到螢幕而無法觸碰到螢幕的人。 

雖然目前的使用看似受限，但卻提供了第三種的操控方式，它並不是取代，而是增加另一種

的選擇，它可以和另外兩種方式並存，而不需要更改太多的東西。雖以目前所看到的正常情

況之下並無任何的優點，但某些特殊的情況之下，或許可以發揮它的功能。 



 

 

七、結論 

 

聲控系統已經出現在很多的地方了，例如聲控撥號、聲控開機、聲控電燈等，但是在傳

統的網頁瀏覽切換的超連結上面並未出現。本文主要是介紹一種特別的聲控超連結切換的方

式，聲控切換的方法，主要是提供除了滑鼠及觸碰以外的第三種方式，此方法比較麻煩，但

對於某些無法使用滑鼠及觸碰的殘障人士，或許可利用此種方式瀏覽網頁。 

雖然目前的使用看似受限，但卻提供了第三種的操控方式，它並不是取代，而是增加另

一種的選擇，它可以和另外兩種方式並存，而不需要更改太多的東西。雖以目前所看到的正

常情況之下並無任何的優點，但以特殊的情況之下，或許可以發揮它的功能。 

此種方式所用的網頁技術是原本就存在的，所以目前所有電腦的瀏覽器，例如 Internet 

Explorer 或 FireFox都是可以支援此種聲控的切換方式。只是目前的聲控網頁主要是應用

在一般的個人電腦上面，然而目前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的普及，該網頁系統要應用在不同

的平台上面應該也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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