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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多 媒 體 資 料 的 內 涵 式 查 詢

(content-based retrieval of multimedia data)
與分析，是近年來學界與業界研究的重點

之一。在各種多媒體資料中，以電影的資

料的內涵最為豐富，且對我們日常生活的

影響最大。因此，本計畫擬以電影作為內

涵式分析的主要對象，對其摘要擷取相關

技術進行深入探討。一般電影資料包含視

訊（video）以及音訊（audio）兩種媒體。

以往相關研究大多由視訊媒體著手，對電

影 的 分 段 （ segmentation ） 與 摘 要

(summarization)的技術進行探討。而我們希

望同時由視訊與音效的角度進行分析，針

對 AC-3 格式的環場音效以及 MPEG-4 格

式的視訊擷取其特徵值，建立表達其內涵

的資料模型，並收集電影預告片分析其剪

輯的規則與樣型，作為設計電影摘要合成

時選取重要鏡頭的依據。 
 

關鍵詞：AC-3, MPEG-4, 內涵分析、視訊資

料庫、音訊資料庫、內涵式查詢、內涵式檢

索 
 
Abstract 
 

Content-based retrieval of multimedia 
data is a major research issue in the area of 
multimedia computing, databases, and 
information retrieval. As one of the most 
content-rich media types, movies play a 
major role in our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Therefore, in this project the issues about 

content-based analysis, summariz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movies will be investigated. 
Most of the previous works on the retrieval 
of movie data were don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video signals. However, both 
video signals and audio signals will be 
analyzed in our project. The data model for 
representing of the events associated with 
AC-3 surrounding sound effects will be 
presented. Techniques about how to extract 
MPEG-4 video features will also be 
investigated in depth.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atterns behinds movie previews, an 
automatic movie summarization system will 
also be developed.  

 
Keywords: AC-3, MPEG-4, Content Analysis, 

Video Databases, Audio Databases, 
Content-Based Retrieval 

 
二、緣由與目的 
 

多媒體內涵式分析的技術為目前學界

與業界的重點研究項目。本計劃的主要重

心有三：首先，我們將對 AC-3 音訊此一廣

泛應用於 DVD / HDTV 等媒體系統，然而

AC-3 音訊卻在內涵分析方面沒有學者對

其研究的媒體格式，在 AC-3 音訊媒體特

性 、 環 場 模 式 建 立 (surrounding mode 
modeling) 、 特 徵 值 擷 取 (feature 
extraction) 、 索 引 、 事 件 偵 測 (event 
detection)、內涵式查詢等相關技術展開研

究。其次，我們將針對 MPEG-4 視訊的視

訊摘要以及MP3音訊格式的音樂摘要等研

究主題，以電影理論以及樂理進行探討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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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一多媒體摘要系統。我們提出一種方

法，可以對 MPEG 音訊資料，電影中音效

進行分段。藉由分析各種電影音效所具有

的不同特性，可以找出特徵值規則，我們

並設計出一套斷點偵測方法來搭配電影音

效特徵值組來決定音效斷音位置，以完成

音效自動分段系統。 
  
三、研究成果 
 
(一) AC-3 電影音效內涵式分析系統 

DVD 為目前最主要的電影儲存媒介

之一。DVD 與以往錄影帶或 VCD 相比，

除了視訊的品質大幅提升之外，其音訊資

料亦由立體聲改進為多聲道環場音效，而 
Dolby AC-3(簡稱 AC-3) 為最主要之環場

音效格式。在本計劃中，我們提出了一種

針對 AC-3 電影音效與電影劇情關聯之資

料探勘模型。我們透過對 AC-3 電影音效

進行內涵分析，由 AC-3 解碼過程中擷取

出其特徵係數，再根據 AC-3 的環繞音場

特性以及人類聽覺感知性質，計算出環場

音量字串，再透過一組樣板規則，找到隱

藏在環境音量字串中的音效事件，並利用

關聯法則分析演算法，進而對電影劇情與

音效事件進行關聯分析，找到其間的關聯

法則。最後，透過對電影劇情的關聯法則，

便可以對未知電影進行自動摘要與劇情自

動分析。 
 

 
圖 1 AC-3 電影音效內涵式分析之整體架

構 
如圖 1 所示，我們將電影音效內涵式

分析系統分成了許多的模組。電影中的音

訊資料是相當龐大且複雜的資料，其包含

了音樂、音訊及語音的訊息，直接分析是

相當困難的。因此我們先利用 AC-3 音效分

段模組將龐大的音訊進行分段，再利用

AC-3 音訊辨識模組進一步判斷音訊分段

的身分，最後將身分為音效的音訊分段收

集並進行 AC-3 特徵值的擷取程序。 
要取得 AC-3 環場音效的資訊，我們必

須先取得各個聲道的音訊特徵值。本文使

用的特徵值來自於 AC-3 的解碼程序中的 6
聲道解偶合(de-coupling)模組之輸出。 

我們由許多音訊分類的相關研究中，

收集了各種不同的特徵值，並結合了國際

規範 MPEG-7 中的音效描述子，提出一組

AC-3 音效特徵值。 

(二) 電影音效自動分段系統 

 

 

圖 2 電影音效分段之系統架構圖 

圖 2 為本計劃所提出之電影音效分段

架構圖，此系統可自動化將電影中所有音

訊分段出來，並將其斷點位置及其音效片

段存入電影音效資料庫。系統主要流程可

分為以下六大步驟： 
 取得數位電影資料 

今日生活中數位電影相當普及，不論

是影音光碟或是網際網路，這類型的多媒

體資料幾乎是垂手可得的。 
 電影音訊之擷取 

MPEG 影片檔中包含了視訊及音訊兩

種媒體。在取得原始 MPEG 影片檔後，首

先要做的前置處理，就是將影音檔案中的

音訊部份分離出來，以便做之後的音訊分

析。 
 音訊特徵值係數計算 

多媒體資料是由一組相當龐大且關聯

性不大的數值所組成。在進行多媒體分析

前我們必須先在這群資料中找出一套規則

做為特徵值。在[40]文中提出了以能量、頻

率、頻譜、能量頻率四大類 21 個特徵值，

能描述電影中各種音效的特徵。我們利用

這 21 個特徵值再配合 4ME 特徵值，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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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電影音訊擷取出其特徵值組，以便進

行之後的音效段點偵測參考。 
然而聲音訊號是一個連續性的資料，

而且各個音效長度的差異度大，斷點出現

位置也無規則性，因此我們先將電影的音

訊以預先設定的固定長度進行音訊切片，

擷取特徵值也就是以音訊切片為單位。 
 電影音效斷點偵測 

影片中各音效段落的長度不同，要將

音效片段切割出來，必須先找出各個音效

片段的斷點位置，也就是相鄰兩段音效的

交界處。由於之前送入的資料是連續的音

訊切片，音效片段的斷點位置就會座落在

當中的幾個音訊切片上。詳細的音效斷點

偵測方法會於之後章節詳述。 
 電影音效分段 

系統完成所有音效斷點偵測後，就可

進行音效的分段工作。任意兩個斷點位

置，分別表示某一段音效的開始位置和結

束位置，只要將此兩點間所有的音效切片

進行組合，就可獲得一段完整的音效分段。 
 建立電影音效資料庫 

整部影片的音訊都被分斷後，就可將

這些資訊建立資料庫，包含電影中所有段

落音效、斷點位置及音效長度，將這些資

料建立電影音效資料庫，可提供日後作電

影音效摘要以及電影音效分析等工作。 
 (三) 系統實作 

我們整合了先前的研究成果，擴充

MPEG-7 音效描述子，使得 AC-3 音效描述

子更能夠反映 AC-3 的環場音效特性。 
我們使用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開發環境來實作 AC-3 音效特徵值計算工

具，有興趣者可聯絡作者取得。此工具之

使用方式說明如下: 首先，先開啟預備分析

的 AC-3 檔案，如圖 3 所示。接下來針對開

啟的 AC-3 音效檔案進行特徵值擷取與計

算的工作，並將擷取的特徵值存入檔案與

資料庫中，以便重複利用。如圖 4 所示，

擷取特徵值後，我們會將特徵值還原成

MDCT 係數，以便進一步計算音效特徵描

述子。在工具畫面中，我們繪出 AC-3 音效

在時間軸的能量分布概況，畫面右下角則

會簡單地描述 AC-3 檔案特性。 

 
圖 3  AC-3 音效特徵描述工具 

 
圖 4  AC-3 頻譜與音效特徵值 
畫面左方的六個按鈕分別表示 AC-3

的六個聲道，根據使用者按下的聲道按

鈕，畫面右方的音效特徵值列表將隨之改

變。在特徵值列表中，我們進一部將音效

特徵值區分為「時間特徵」、「頻譜特徵」、

「能量特徵」、「頻率特徵」以及「頻率

能量特徵」五大類型。 
由於 XML 可適用於不同平台，具有便

於資料交換的優點，以及具備自我擴張與

定義標籤的特性。因此 MPEG-7 的核心描

述定義語言的基本架構是利用 XML 來呈

現。針對 AC-3 音效特徵值，我們也可將其

輸出為 XML，以便與其他 MPEG-7 工具互

相支援。 
在完成 AC-3 音效特徵值計算後，我們

使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來儲存特

徵值，建立了 AC-3 音效特徵值資料庫，以

備後續的音效分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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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AC-3 音效描述子之 XML 範例檔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劃成果至 94 年 9 月止共計發表國

內期刊論文一篇[1]，國內研討會論文十篇 
[2][3][4][5][6][7][8][9][10][11]。 

在實作方面，我們亦完成了” AC-3 電

影音效內涵式分析系統”、 ”MP3 音樂自動

摘要系統”、 ” 電影音效自動分段系統” 等
多項系統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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