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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動機與理念
唇讀，語者無須出聲，即可由其唇部的運動來傳達其意圖。唇讀對日常生活具相當大的貢獻與影響，如某些不便

說話的場合，或是因老弱病殘而難以成聲，抑或是社會案件中的犯罪對話影像解密，唇讀都能一一對症下藥。
在至今大學生涯中，我們鮮少接觸深度學習，甚至尚無深度學習課程，然而如今AI熱潮卻風靡全球。為了與世界

接軌，更考量到未來求學生涯與職涯所需，我們打算藉由專題實作接觸AI領域，希望能一探深度學習的真貌。

我們根據LipNet論文建構唇讀模型，並針對GRID中的影片進行測試與訓練。我們將影像輸入至三層STCNN的3D 

conv、3D maximum pooling中進行唇部特徵提取，再將特徵向量輸入到兩層Bi-GRU當中轉換為tensor，以減少參數
及避免梯度消失，最後將tensor輸入到CTC loss function當中，讓model自動將視覺特徵與文字訊息對齊。經LipNet運
算過後，將可得到一串文字訊息(即語者所述語句)。最終，我們將取得的文字訊息，以UDP協議，經由wifi傳輸至遠
方電腦，並將之轉換為語音播出，如此即完成唇讀至發聲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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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LipNet 的實現，我們取得了 92%的準確度，由於交談中未必要所有字詞皆正確也能使人明白其意，因此
該準確度應可視為具實用價值。然而，由於僅用一位男性訓練LipNet模型，且為用slicing function進行唇部區域
選取，故而不足亦無法處理隨手拍攝之影片。此外，在處理影片到遠端播放語音所需的時間近10秒之久，因此
在延遲方面的表現不盡理想。在未來，我們希望能進一步訓練模型、以YOLO自動抓取唇部區域、優化影片預
處理程序，再改以5G傳輸，將前述之缺陷盡可能臻至完美。
透過該專題，我們初步了解深度學習知識與實現，更藉由該專題得到了參與Synopsys 競賽的寶貴經驗，可謂

收穫甚滿。實在非常感謝教授的指導與其他學長的幫助! 

專題摘要

結論與未來展望

實現流程

●Learning Rate Definition

●Accuracy Definition

𝑨ccuracy≡
預測正確語句數
總預測語句數

●模型準確率

模型準確率最高可達92%

定義與分析 神經網路參數

●藉由STCNN，將影片中的每一幀圖像分別轉換為特徵向量

●將特徵向量輸入Bi-GRU轉換為tensor

(⊙為element-wise multiplication；z 為STCNN之輸出)

●使用CTC loss 作為模型訓練的損失函數

實現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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𝑝(𝑢1, … , 𝑢𝑇|𝒙) , where T is the number of time-steps in the sequence mod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