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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發明說明：

【發明所屬之技術領域】

本發明係關於一種頻帶擴大裝置及方法、編碼裝置及方 

法、解碼裝置及方法、以及程式，本發明特別是關於一種 

可藉由頻帶之擴大而以更高音質再生音樂信號之頻帶擴大 

裝置及方法、編碼裝置及方法、解碼裝置及方法、以及程 

式。

【先前技術】

近年來，經由網際網路等而傳輸音樂資料之音樂傳輸服 

務不斷擴展。該音樂傳翰服務係將音樂信號經編碼而獲得 

之編碼資料作為音樂資料進行傳輸。作為音樂信號之編碼 

方法，主流為抑制編碼資料之檔案容量以降低位元率從而 

縮短下載時間之編碼方法。

作為此種音樂信號之編碼方法，大致有MP3（MPEG 

（Moving Picture Experts Group，動畫專家群）Audio Layer3） 

（國際標準規格 ISO/IEC（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國際標準化組織/國際電工委員會）11172-3）等之編碼方法 

或 HE-AAC（High Efficiency MPEG4 AAC（Advanced Audio 

Coding，進階音訊編碼））（國際標準規格ISO/IEC 14496-3） 

等之編碼方法。

以MP3為代表之編碼方法中，將音樂信號中之人耳不易 

察覺之約15 kHz以上之高頻帶（以下稱為高頻帶）之信號成 

分刪除，對剩餘之低頻帶（以下稱為低頻帶）之信號成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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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31555
行編碼。以下將此種編碼方法稱為高頻帶刪除編碼方法。 

該高頻帶刪除編碼方法可抑制編碼資料之檔案容量。然 

而，高頻帶之聲音雖少卻仍可被人察覺，故自編碼資料經 

解碼獲得之解碼後之音樂信號生成聲音並輸出時，存在失 

去原音之臨場感、或聲音不順暢之音質劣化之情形。

相對於此，以ΗΕ-AAC為代表編碼方法係自高頻帶之信 

號成分抽取特徴性資訊，使其與低頻帶之信號成分一併編 

碼。以下將此種編碼方法稱為高頻帶特徵編碼方法。該高 

頻帶特徵編碼方法僅將高頻帶之信號成分之特徴性資訊作 

為高頻帶之信號成分相關之資訊進行編碼，故可抑制音質 

劣化，且可提高編碼效率。

該高頻帶特徵編碼方法所編碼之編碼資料之解碼中，係 

對低頻帶之信號成分與特徵性資訊進行解碼，並根據解碼 

後之低頻帶之信號成分與特徵性資訊而生成高頻帶之信號 

成分。以下，將以此方式根據低頻帶之信號成分生成高頻 

帶之信號成分，藉此擴大低頻帶之信號成分之頻帶的技術 

稱為頻帶擴大技術。

作為頻帶擴大技術之應用例之一，有上述利用高頻帶刪 

除編碼方法之編碼資料之解碼後之後處理。於該後處理 

中，根據解碼後之低頻帶之信號成分而生成因編碼失去之 

高頻帶之信號成分，藉此擴大低頻帶之信號成分之頻帶 

（參照專利文獻1）。再者，以下，將專利文獻1之頻帶擴大 

之方法稱為專利文獻1之頻帶擴大方法。

於專利文獻1之頻帶擴大方法中，裝置將解碼後之低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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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之信號成分作為輸入信號，根據輸入信號之功率譜，推 

測高頻帶之功率譜（以下適當地稱為高頻帶之頻率包絡）， 

並根據低頻帶之信號成分而生成具有該高頻帶之頻率包絡 

之高頻帶之信號成分。

圖1表示作為輸入信號之解碼後之低頻帶之功率譜、與 

所推測之高頻帶之頻率包絡之一例。

圖1中，縱軸係以對數表示功率，橫軸表示頻率。

裝置根據輸入信號相關之編碼方式之種類、及取樣比、 

位元率等資訊（以下稱為旁側資訊），而決定高頻帶之信號 

成分之低頻帶端之頻帶（以下稱為擴大開始頻帶）。其次， 

裝置將作為低頻帶之信號成分之輸入信號分割為複數個次 

頻帶信號。裝置求出分割後之複數個次頻帶信號、即比擴 

大開始頻帶更低頻帶側（以下僅稱為低頻帶側）之複數個次 

頻帶信號之各個之功率之於時間方向上的每組之平均（以 

下稱為組功率）。如圖1所示，裝置將低頻帶側之複數個次 

頻帶之信號之各個之組功率的平均作為功率，且將以擴大 

開始頻帶之下端之頻率作為頻率之點作為起點。裝置將通 

過上述起點之特 定傾斜 之一次直線推 斷為比擴大開始頻帶 

更高頻帶側（以下僅稱為高頻帶側）之頻率包絡。再者，起 

點之於功率方向上之位置可由使用者進行調整。裝置以高 

頻帶側之複數個次頻帶之信號之各個成為所推測之高頻帶 

側之頻率包絡的方式，根據低頻帶側之複數個次頻帶之信 

號而生成。裝置將所生成之高頻帶側之複數個次頻帶之信 

號相加而作為高頻帶之信號成分，進而將低頻帶之信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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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相加後輸出。藉此，頻帶之擴大後之音樂信號稱為接近 

原本之音樂信號者。因此，可再生更高音質之音樂信號。

上述專利文獻1之頻帶擴大方法具有如下特長：針對各 

種高頻帶刪除編碼方法或各種位元率之編碼資料，可擴大 

其編碼資料之解碼後之音樂信號相關之頻帶。

［先前技術文獻］

［專利文獻］

［專利文獻1］日本專利特開2008-139844號公報

【發明內容】

［發明所欲解決之問題］

然而，專利文獻1之頻帶擴大方法於以下方面仍有改善 

之餘地：所推測之高頻帶側之頻率包絡成為特定傾斜之一 

次直線、即頻率包絡之形狀固定。

即，音樂信號之功率譜具有各種形狀，根據音樂信號之 

種類不同，自利用專利文獻1之頻帶擴大方法推測之高頻 

帶側之頻率包絡較大偏離之情形亦不少。

圖2表示例如，用力擊打鼓時之伴隨時間性急遽變化之 

打擊性之音樂信號（打擊性音樂信號）之原本的功率譜之一 

例。

再者，圖2亦一併表示有藉由專利文獻1之頻帶擴大方法 

將打擊性音樂信號中之低頻帶側之信號成分作為輸入信 

號，並自該輸入信號推測的高頻帶側之頻率包絡。

如圖2所示，打擊性音樂信號之原本之高頻帶側之功率 

譜大致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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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此，所推測之高頻帶側之頻率包絡具有特定負傾 

斜，即便於起點將其調整為接近原本之功率譜之功率，隨 

著頻率變高，其與原本之功率譜之差亦變大。

如此，專利文獻1之頻帶擴大方法中，所推測之高頻帶 

側之頻率包絡無法高精度地再現原 本之高頻帶側之頻率包 

絡。其結果為，根據頻帶之擴大後之音樂信號生成聲音並 

輸出時，在聽覺上與原音相比失去聲音之明瞭性。

又，於上述ΗΕ-AAC等之高頻帶特徵編碼方法中，係使 

用高頻帶側之頻率包絡作為經編碼之高頻帶之信號成分的 

特徴性資訊，但解碼側要求高精度地再現原本之高頻帶側 

之頻率包絡。

本發明係鑒於此種狀況研究而成者，其目的在於可藉由 

頻帶之擴大藉由，而以更高音質再生音樂信號。

［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

本發明之第1層面之頻帶擴大裝置包括：信號分割機 

構，其將輸入信號分割為複數個次頻帶信號；特徵量算出 

機構，其使用藉由上述信號分割機構而分割之上述複數個 

次頻帶信號與上述輸入信號之至少任一者，算出表示上述 

輸入信號之特徴的特徵量；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機構， 

其根據藉由上述特徵量算出機構算出之上述特徴量，算出 

比上述輸入信號更高頻帶之次頻帶信號之功率即高頻帶次 

頻帶功率之推測值；及高頻帶信號成分生成機構，其根據 

藉由上述信號分割機構而分割之上述複數個次頻帶信號、 

與藉由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機構算出之上述高頻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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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頻帶功率之推測值，生成高頻帶信號成分；使用藉由上 

述高頻帶信號成分生成機構所生成之上述高頻帶信號成 

分，擴大上述輸入信號之頻帶。

上述特徴量算出機構可算出上述複數個次頻帶信號之功 

率即低頻帶次頻帶功率作為上述特徵量。

上述特徴量算出機構可算出上述複數個次頻帶信號之功 

率即低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時間變動作為上述特徵量。

上述特徴量算出機構可算出上述輸入信號之、特定頻帶 

中之功率之最大值與最小值之差作為上述特徴量。

上述特徴量算出機構可算出上述輸入信號之、特定頻帶 

中之功率之最大值與最小值之差之時間變動作為上述特徴 

量。

上述特徵量算出機構可算出上述輸入信號之、特定頻帶 

中之功率之傾斜作為上述特徴量。

上述特徵量算出機構可算出上述輸入信號之、特定頻帶 

中之功率之傾斜之時間變動作為上述特徵量。

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機構可根據上述特徵量、與 

預先學習所得之高頻帶之每個次頻帶之係數，算出上述高 

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值。

上述高頻帶之每個次頻帶之係數可藉由如下方式生成： 

對使用藉由利用複數個示教信 號之回歸分析而得之高頻帶 

之每個次頻帶之係數而算出之、上述高頻帶信號成分之殘 

差向量進行聚類，並使用屬於上述叢之上述示教信號，針 

對藉由上述聚類所得之每個叢集進行回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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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殘差向量可藉由複數個上述殘差向量之各成分之分 

散值而歸一化5並對歸一化後之上述向量進行聚類。

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機構可根據上述特徵量、上 

述高頻帶之每個次頻帶之係數及常數，而算出上述高頻帶 

. 次頻帶功率之推測值，上述常數係根據：使用藉由利用屬

於上述叢集之上述示教信號之回歸分析所得之高頻帶之每 

個次頻帶之係數，進而算出上述殘差向量，將上述殘差向 

量聚類成複數個新叢集所獲得之上述新叢集之重心向量而 

算出。

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機構可將上述高頻帶之每個 

次頻帶之係數、與特定上述高頻帶之每個次頻帶之係數之 

指標建立關聯而加以記錄，並且記錄複數個上述指標與上 

述常數之組，於複數個上述指標之若干中包含指標表示相 

同值者。

上述高頻帶信號生成機構可根據上述複數個次頻帶信號 

之功率即低頻帶次頻帶功率、與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 

推測值，而生成上述高頻帶信號成分。

本發明之第1層面之頻帶擴大方法包含：信號分割步

- 驟，其係將輸入信號分割為複數個次頻帶信號；特徵量算 

. 出步驟，其係使用藉由上述信號分割步驟之處理而分割之

上述複數個次頻帶信號與上述輸入信號之至少任一者，算 

出表示上述輸入信號之特徵的特徵量；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推測步驟，其係根據藉由上述特徵量算出步驟之處理算出 

之上述特徴量，算出比上述輸入信號更高頻帶之次頻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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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之功率即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值；及高頻帶信號成 

分生成步驟，其係根據藉由上述信號分割步驟之處理而分 

割之上述複數個次頻帶信號、及藉由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推測步驟之處理算出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 

值-生成高頻帶信號成分；使用藉由上述高頻帶信號成分 

生成步驟之處理而生成之上述高頻帶信號成分，擴大上述 

輸入信號之頻帶。

本發明之第1層面之程式使電腦執行包含如下步驟之處 

理：信號分割步驟，其係將輸入信號分割為複數個次頻帶 

信號；特徴量算出步驟，其係使用藉由上述信號分割步驟 

之處理而分割之上述複數個次頻帶信號與上述輸入信號之 

至少任一者，算出表示上述輸入信號之特徴的特徵量；高 

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步驟，其係根據藉由上述特徵量算出 

步驟之處理而算出之上述特徵量，算出比上述輸入信號更 

高頻帶之次頻帶信號之功率即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的推測 

值；及高頻帶信號成分生成步驟，其係根據藉由上述信號 

分割步驟之處理而分割之上述複數個次頻帶信號、及藉由 

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步驟之處理算出之上述高頻帶 

次頻帶功率之推測值，而生成高頻帶信號成分；使用藉由 

上述高頻帶信號成分生成步驟之處理所生成之上述高頻帶 

信號成分，擴大上述輸入信號之頻帶。

本發明之第1層面中，將輸入信號分割為複數個次頻帶 

信號，使用經分割之複數個次頻帶信號與輸入信號之至少 

任一者.算出表示輸入信號之特徵之特徴量，根據所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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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特徵量，算出比輸入信號更高頻帶之次頻帶信號之功率 

即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值，並根據所分割之複數個次 

頻帶信號、與所算出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值，生成 

高頻帶信號成分，使用所生成之高頻帶信號成分，擴大輸 

入信號之頻帶。

本發明之第2層面之編碼裝置包括：次頻帶分割機構， 

其將輸入信號分割為複數個次頻帶，並生成由低頻帶側之 

複數個次頻帶構成之低頻帶次頻帶信號、及由高頻帶側之 

複數個次頻帶構成的高頻帶次頻帶信號；特徵量算出機 

構，其使用藉由上述次頻帶分割機構生成之上述低頻帶次 

頻帶信號與上述輸入信號之至少任一者，算出表示上述輸 

入信號之特徵的特徵量；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機 

構，其根據藉由上述特徵量算出機構算出之上述特徵量， 

算出上述高頻帶次頻帶信號之模擬功率即模擬高頻帶次頻 

帶功率；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機構，其根據藉 

由上述次頻帶分割機構生成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信號，算 

出上述高頻帶次頻帶信號之功率即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並 

算出其與藉由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機構算出之 

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的差分即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差分；高頻帶編碼機構，其對藉由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 

帶功率差分算出機構算出之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 

分進行編碼，而生成高頻帶編碼資料；低頻帶編碼機構， 

其對上述輸入信號之低頻帶之信號即低頻帶信號進行編 

碼，而生成低頻帶編碼資料；及多工機構，其對藉由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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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頻帶編碼機構生成之上述低頻帶編碼資料與藉由上述高 

頻帶編碼機構生成之上述高頻帶編碼資料進行多工，而獲 

得輸出編碼串。

上述編碼裝置中進而設有低頻帶解碼機構，其對藉由上 

述低頻帶編碼機構生成之上述低頻帶編碼資料進行解碼， 

而生成低頻帶信號，上述次頻帶分割機構可根據藉由上述 

低頻 帶解碼機構生成之上述低頻 帶信號，而生成上 述低頻 

帶次頻帶信號。

上述高頻帶編碼機構可算出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差分、與預先設定之複數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空 

間中之代表向量或代表值之類似度，並生成與類似度為最 

大之代表向量或代表值相對應之索引，作為上述高頻帶編 

碼資料。

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機構可針對用以算 

出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複數個係數，根據各次頻 

帶之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與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而算出評估值，上述高頻帶編碼機構可生成表示評估高最 

之上述評估值之上述係數的索引，作為上述高頻帶編碼資 

料。

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機構可根據各次頻 

帶之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之平方和、上述次頻 

帶之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之絕對值之最大值、 

或者各次頻帶之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之平均值 

中的任一者，算出上述評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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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機構可根據不同之 

框之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差分根據，算岀上述評 

估值。

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機構可使用乘以各 

次頻帶之權重、即越為低頻帶側之次頻帶則越大之權重的 

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上述評估值。

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機構可使用乘以各 

次頻帶之權重、即越為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大之次頻帶 

則越大之權重的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上 

述評估值。

本發明之第2層面之編碼方法包含：次頻帶分割步驟， 

其係將輸入信號分割為複數個次頻帶，並生成由低頻帶側 

之複數個次頻帶構成之低頻帶次頻帶信號、與由高頻帶側 

之複數個次頻帶構成的高頻帶次頻帶信號；特徵量算出步 

驟，其係使用藉由上述次頻帶分割步驟之處理而生成之上 

述低頻帶次頻帶信號與上述輸入信號之至少任一者，算出 

表示上述輸入信號之特徵的特徴量；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算出步驟，其係根據藉由上述特徵量算出步驟之處理而 

算出之上述特徵量，算出上述高頻帶次頻帶信號之模擬功 

率即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 

算出步驟，其係根據藉由上述次頻帶分割步驟之處理而生 

成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信號，算出上述高頻帶次頻帶信號 

之功率即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並算出與藉由上述模擬高頻 

帶次頻帶功率算出步驟之處理而算出之上述模擬高頻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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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帶功率之差分即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高頻帶編 

碼步驟，其係對藉由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 

步驟之處理算出之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進行編 

碼，而生成高頻帶編碼資料；低頻帶編碼步驟，其係對上 

述輸入信號之低頻帶之信號低頻帶信號進行編碼，而生成 

低頻帶編碼資料；及多工步驟，其係對藉由上述低頻帶編 

碼步驟之處理所生成之上述低頻帶編碼資料與藉由上述高 

頻 帶編碼步驟之處理所生成之上述高頻帶編碼資料進行多 

工，而獲得輸出編碼串。

本發明之第2層面之程式使電腦執行包含如下步驟之處 

理：次頻帶分割步驟，其係將輸入信號分割為複數個次頻 

帶，並生成由低頻帶側之複數個次頻帶構成之低頻帶次頻 

帶信號、與由高頻帶側之複數個次頻帶構成的高頻帶次頻 

帶信號；特徵量算出步驟，其係使用藉由上述次頻帶分割 

步驟之處理而生成之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信號與上述輸入信 

號之至少任一者，算岀表示上述輸入信號之特徴的特徴 

量；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步驟，其係根據藉由上述 

特徴量算出步驟之處理所算出之上述特徵量，算出上述高 

頻帶次頻帶信號之模擬功率即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模 

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步驟，其係根據藉由上述次 

頻帶分割步驟之處理而生成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信號，算 

出上述高頻帶次頻帶信號之功率即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並 

算出與藉由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步驟之處理而 

算出之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差分即模擬高頻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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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帶功率差分；高頻帶編碼步驟，其係對藉由上述模擬高 

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步驟之處理而算出之上述模擬高 

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進行編碼.，而生成高頻帶編碼資料； 

低頻帶編碼步驟，其係對上述輸入信號之低頻帶之信號即 

低頻帶信號進行編碼，而生成低頻帶編碼資料；及多工步 

驟，其係對藉由上述低頻帶編碼步驟之處理所生成之上述 

低頻帶編碼資料與藉由上述高頻帶編碼步驟之處理所生成 

之上述高頻帶編碼資料進行多工，而獲得輸出編碼串。

本發明之第2層面中，將輸入信號分割為複數個次頻 

帶，生成由低頻帶側之複數個次頻帶構成之低頻帶次頻帶 

信號、與由高頻帶側之複數個次頻帶構成的高頻帶次頻帶 

信號，使用所生成之低頻帶次頻帶信號與輸入信號之至少 

任一者，算出表示輸入信號之特徵的特徵量，根據所算出 

之特徴量，算出高頻帶次頻帶信號之模擬功率即模擬高頻 

帶次頻帶功率，根據所生成之高頻帶次頻帶信號，算出高 

頻帶次頻帶信號之功率即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並算出與所 

算出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差分即模擬高頻帶次頻帶 

功率差分，對所算岀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進行編 

碼，生成高頻帶編碼資料，對輸入信號之低頻帶之信號即 

低頻帶信號進行編碼，生成低頻帶編碼資料，並且對所生 

成之低頻帶編碼資料與藉由高頻帶編碼機構所生成之高頻 

帶編碼資料進行多工，而獲得輸出編碼串。

本發明之第3層面之解碼裝置包括：非多工機構，其將 

所輸入之編碼資料非多工為至少低頻帶編碼資料與索引； 

149446.doc -15-



201131555
低頻帶解碼機構，其對上述低頻 帶編碼 資料進行解碼，而 

生成低頻帶信號；次頻帶分割機構，其將上述低頻帶信號 

之頻帶分割為複數個低頻帶次頻帶，並生成各上述低頻帶 

次頻帶之低頻帶次頻帶信號；及生成機構，其根據上述索 

引及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信號，生成上述高頻帶信號。

上述索引係於對輸入信號進行編碼而輸出上述編碼資料 

之裝置中，可根據編碼前之上述輸入信號、及根據上述輸 

入信號推測出的上述高頻帶信號而求出者。

上述索引可未經編碼。

上述索引可為表示生成上述高頻帶信號所使用之推測係 

數之資訊。

上述生成機構可根據複數個上述推測係數中之、由上述 

索引表示之上述推測係數，生成上述高頻帶信號。

上述生成機構中可設置：特徵量算出機構，其使用上述 

低頻帶次頻帶信號與上述低頻帶信號之至少任一者，算出 

表示上述編碼資料之特徴的特徵量；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 

出機構，其針對構成上述高頻帶信號之頻帶之複數個高頻 

帶次頻帶之各個，藉由使用上述特徵量與上述推測係數之 

運算，而算出上述高頻帶次頻帶之高頻帶次頻帶信號之高 

頻帶次頻帶功率；及高頻帶信號生成機構，其根據上述高 

頻帶次頻帶功率、及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信號，生成上述高 

頻帶信號。

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機構可使用針對各上述高頻 

帶次頻帶而準備之上述推 測係數，將複數個 上述特徴量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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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組合，藉此算出上述高頻帶次頻帶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 

功率。

上述特徵量算出機構可針對各上述低頻帶次頻帶而算出 

上述低頻 帶次頻帶信號之低頻 帶次頻帶功率作為上述特徵 

. 量。

上述索引可設為表示將複數個上述推測係數中之根據編 

碼 前之輸 入信號 之上述高頻帶信號所 得之上 述高頻 帶次頻 

帶功率、與根據上述推測係數生成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進行比較的結果，能夠獲得與根據上述編碼前之輸入信 

號之上述高頻帶信號所得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最接近 

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的上述推測係數之資訊。

上述索引可設為表示針對各上述高頻帶次頻帶求出之根 

據 上述編 碼前之 輸入信 號之上 述高頻帶信號所得之上述高 

頻帶次頻帶功率、與根據上述推測係數所生成之上述高頻 

帶次頻帶功率之差分之平方和為最小的上述推測係 數之資 

訊。

上述編碼資料可進而包含表示根據上述編碼前之輸入信 

號之上述高頻帶信號所得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與根 

- 據上述推測係數所生成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差分的

. 差分資訊。

上述差 分資訊可為經編碼者。

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機構對藉由使用上述特徵量 

與上述推測係數之運算所得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加 

上由上述編碼資料中所含之上述差分資訊表示之上述差 

149446.doc -17-



201131555
分，上述高頻帶信號生成機構可根據經加上上述差分之上 

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及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信號，而生成 

上述高頻帶信號。

上述推測係數係可藉由使用將上述特徴量設為說明變 

數、將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設為說明變數之最小平方法 

的回歸分析而求出者。

上述索引可設為表示以根據編碼前之輸入信號之上述高 

頻帶信號所得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與根據上述推測 

係數所生成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差分作為要素、且 

包含各上述高頻帶次頻帶之上述差分之差分向量的資訊； 

上述解碼裝置可進而設置係數輸出機構，其求出針對各上 

述推測係數而預先求出之以各上述高頻帶次頻帶之上述差 

分為要素的上述差分之特徵空間中之代表向量或者代表 

值、與由上述索引表示之上述差分向量之距離，將複數個 

上述推測係數中之上述距離為最短的上述代表向量或者上 

述代表值之上述推測係數，供給至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算出機構。

上述索引可設 為表示將複數 個上述 推測係 數中之 編碼前 

之輸入信 號之上述高頻帶信號、與根據上述推測係數所生 

成之上述高頻帶信號進行比較的結果，能夠獲得與上述編 

碼前之輸入信號之上述高頻帶信號最接近之上述高頻帶信 

號的上述推測係數之資訊。

上述推測係數可藉由回歸分析而求出。

上述生成機構可根據對經編碼之上述索引 進行解碼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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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訊，而生成上述高頻帶信號。

上述索引可為經炳編碼。

本發明之第3層面之解碼方法或者程式包含：非多工步 

驟，其係將所輸入之編碼資料非多工為至少低頻帶編碼資 

料與索引；低頻帶解碼步驟，其係對上述低頻帶編碼資料 

進行解碼，而生成低頻帶信號；次頻帶分割步驟，其係將 

上述低頻帶信號之頻帶分割為複數個低頻帶次頻帶，並生 

成各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之低頻帶次頻帶信號；及生成步 

驟，其係根據上述索引、及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信號，而生 

成上述高頻帶信號。

本發明之第3層面中，所輸入之編碼資料係非多工為至 

少低頻帶編碼資料與索引，對上述低頻帶編碼資料進行解 

碼，生成低頻帶信號，將上述低頻帶信號之頻帶分割為複 

數個低頻帶次頻帶，生成各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之低頻帶次 

頻帶信號，並根據上述索引、及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信號， 

而生成上述高頻帶信號。

本發明之第4層面之解碼裝置包括：非多工機構，其將 

所輸入之編碼資料非多工為低頻帶編碼資料、與用以獲得 

生成頻帶信號所使用之推測係數之索引；低頻帶解碼機 

構，其對上述低頻帶編碼資料進行解碼，而生成低頻帶信 

號；次頻帶分割機構，其將上述低頻帶信號之頻帶分割為 

複數個低頻帶次頻帶，並生成各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之低頻 

帶次頻帶信號；特徵量算出機構，其使用上述低頻帶次頻 

帶信號與上述低頻帶信號之至少任一者，算出表示上述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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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資料之特徵的特徵量；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機構，其 

針對構成上述高頻帶信號之頻帶之複數個高頻帶次頻帶之 

各個，對上述特徴量乘以預先準備之複數個上述推測係數 

中之、由上述索引所特定的上述推測係數，求出經乘以上 

述推測係數之上述特徵量之和，藉此算出上述高頻帶次頻 

帶之高頻帶次頻帶信號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及高頻帶信 

號生成機構，其使用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及上述低頻 

帶次頻帶信號，生成上述高頻帶信號。

上述特徴量算出機構可針對各上述低頻帶次頻帶而算出 

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信號之低頻帶次頻帶功率，作為上述特 

徵量。

上述索引可設為用以獲得上述複數個上述推測係數中之 

根據上述高頻帶信號之真值所得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與使用上述推測係數所生成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之差分、且針對各上述高頻帶次頻帶所求出之差分的平方 

和為最小之上述推測係數的資訊。

以上述索引中進而包含表示根據上述真值所得之上述高 

頻帶次頻帶功率、與使用上述推測係數所生成之上述高頻 

帶次頻帶功率之差分之差分資訊的方式，上述高頻帶次頻 

帶功率算出機構對求出經乘以上述推測係數之上述特徵量 

之和而得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進而加上由上述索引 

中所含之上述差分資訊所表示之上述差分，上述高頻帶信 

號生成機構可使用藉由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機構而 

加上上述差分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與上述低頻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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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帶信號，而生成上述高頻帶信號。

上述索引可設為表示上述推測係數之資訊。

可將上述索引設為表示上述推測係數之資訊為經炳編碼 

所得之資訊，且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岀機構可使用由 

對上述索引進行解碼所得之資訊所表示之上述推測係數， 

算出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上述複數個推測係數可藉由使用將上述特徵量設為說明 

變數、將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設為說明變數之最小平方 

法的回歸分析而預先求出。

可將上述索引設為表不以根據上述咼頻帶信號之真值所 

得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與使用上述推測係數生成之 

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差分作為要素、且包含各上述高 

頻帶次頻帶之上述差分之差分向量的資訊；上述解碼裝置 

可進而設置係數輸出機構，其求出針對各上述推測係數預 

先求出之以各上述高頻帶次頻帶之上述差分作為要素之上 

述差分之特徵空間中之代表向量或者代表值、與由上述索 

引所示之上述差分向量的距離，並將上述複數個上述推測 

係數中之、上述距離為最短之上述代表向量或者上述代表 

值之上 述推測係數供 給至上 述高頻 帶次頻 帶功率算出機 

構。

本發明之第4層面之解碼方法或者程式包含：非多工步 

驟，其係將所輸入之編碼資料非多工為低頻帶編碼資料、 

與用以獲得生成高頻帶信號所使用之推測係數之索引；低 

頻帶解碼步驟，其係對上述低頻帶編碼資料進行解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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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低頻帶信號；次頻帶分割步驟，其係將上述低頻帶信 

號之頻帶分割為複數個低頻帶次頻帶，並生成各上述低頻 

帶次頻帶之低頻帶次頻帶信號；特徵量算出步驟，其係使 

用上述低頻帶 次頻帶信號與上述低頻帶信 號之至 少任一 

者，算出表示上述編碼資料之特徵的特徵量；高頻帶次頻 

帶功率算出步驟，其係針對構成上述高頻帶信號之頻帶之 

複數個高頻帶次頻帶之各個，對上述特徴量乘以預先準備 

複數個上述推測係數中之由上 述索引特定的 上述推 測 係 

數，求出經乘以上述推測係數之上述特徴量之和，藉此算 

出上述高頻帶次頻帶之高頻帶次頻帶信號之高頻帶次頻帶 

功率；及高頻帶信號生成步驟，其係使用上述高頻帶次頻 

帶功率、及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信號，而生成上述高頻帶信 

號。

本發明之第4層面中，將所輸入之編碼資料非多工為低 

頻帶編碼資料、與用以獲得生成高頻帶信號所使用之推测 

係數之索引，對上述低頻帶編碼資料進行解碼，生成低頻 

帶信號，將上述低頻帶信號之頻帶分割為複數個低頻帶次 

頻帶，生成各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之低頻帶次頻帶信號，使 

用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信號與上述低頻帶信號之至少任一 

者，算出表示上述編碼資料之特徵的特徵量，針對構成上 

述高頻帶信號之頻帶之複數個高頻帶次頻帶之各個，於上 

述特徵量上乘以預先準備複數個上述推測係數中之由上述 

索引所特定的上述推測係數，並求出乘以上述推測係數之 

上述特徵量之和，藉此算出上述高頻帶次頻帶之高頻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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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帶信號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並且使用上述高頻帶次頻 

帶功率、及上述低頻 帶次頻帶信號，而生成上述高頻帶信 

號。

［發明之效果］

根據本發明之第1至第4層面，可藉由頻帶之擴大而以更 

高音質再生音樂信號。

【實施方式】

以下，參照圖對本發明之實施形態進行說明。再者，說 

明係按照以下之順序來進行。

1 .第1實施形態（將本發明應用於頻帶擴大裝置之情形）

2. 第2實施形態（將本發明應用於編碼裝置及解碼裝置之 

情形）

3. 第3實施形態（高頻帶編碼資料中包含係數索引之情形）

4. 第4實施形態（高頻帶編碼資料中包含係數索引與模擬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之情形）

5. 第5實施形態（使用評估值選擇係數索引之情形）

6. 第6實施形態（將係數之一部分共通之情形）

<1.第1實施形態〉

- 第1實施形態中，利用高頻帶刪除編碼方法對藉由將編

. 碼資料解碼所獲得之解碼後之低頻帶之信號成分，實施使

頻帶擴大之處理（以下，稱為頻帶擴大處理）。

［頻帶擴大裝置之功能性構成例］

圖3表示應用本發明之頻帶擴大裝置之功能性構成例。 

頻帶擴大裝置10將解碼後之低頻帶之信號成分作為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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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號，對該輸入信號實施頻帶擴大處理，並將其結果所獲 

得之頻帶擴大處理後之信號作為輸出信號而輸出。

頻帶擴大裝置10包含低通濾波器11、延遲電路12、帶通 

濾波器13、特徵量算出電路14、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電 

路15、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16、高通濾波器17、及信號加 

法器18。

低通濾波器11將輸入信號以特定截止頻率進行濾波，作 

為濾波後之信號，將低頻帶之信號成分即低頻帶信號成分 

供給至延遲電路12中。

延遲電路12為取得將來自低通濾波器11之低頻帶信號成 

分與下述高頻帶信號成分相加時之同步，將低頻帶信號成 

分延遲一定之延遲時間而供給至信號加法器18中。

帶通濾波器13包含分別具有不同通帶之帶通濾波器13- 

1〜13-N。帶通濾波器13-i（l Wi冬N）使輸入信號中之特定通 

帶之信號通過，作為複數個次頻帶信號中之一個，並供給 

至特徵量算出電路14及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16中。

特徵量算出電路14使用來自帶通濾波器13之複數個次頻 

帶信號、與輸入信號之至少任一者，算出一個或複數個特 

徴量，並供給至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電路1 5中。此處， 

所謂特徵量係指輸入信號之表示信號特徵之資訊。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電路15根據來自特徴量算出電路 

14之一個或複數個特徴量，針對每個高頻帶次頻帶而算出 

高頻帶之次頻帶信號之功率即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 

值，並將該等推測值供給至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1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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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16根據來自帶通濾波器13之複數個 

次頻帶信號、與來自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電路1 5之複數 

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值，生成高頻帶之信號成分即 

高頻帶信號成分，並將其供給至高通濾波器17中。

. 高通濾波器17將來自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16之高頻帶信

號成分以低通濾波器11中之截止頻率所對應之截止頻率進 

行濾波，並將其供給至信號加法器18中。

信號加法器18將來自延遲電路12之低頻帶信號成分與來 

自高通濾波器1 7之高頻帶信號成分相加，作為輸出信號而 

輸出。

再者，於圖3之構成中，為取得次頻帶信號而應用帶通 

濾波器13，但並不限定於此，例如，亦可應用專利文獻1 

中所記載之頻帶分割濾波器。

又，同樣地，於圖3之構成中，為將次頻帶信號合成而 

應用信號加法器1 8，但並不限定於此，例如，亦可應用專 

利文獻1中所記載之頻帶合成濾波器。

［頻帶擴大裝置之頻帶擴大處理］

其次 > 參照圖4之流程圖，對圖3之頻帶擴大裝置之頻帶 

擴大處理進行說明。

. 於步驟S1中，低通濾波器11將輸入信號以特定截止頻率

進行濾波，並將作為濾波後之信號之低頻帶信號成分供給 

至延遲電路12中。

低通濾波器11可設定任意之頻率作為截止頻率，本實施 

形態中，係將特定頻帶作為下述之擴大開始頻帶，並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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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擴大開始頻帶之下端之頻率而設定截止頻率。因此， 

低通濾波器11將比擴大開始頻帶更低頻帶之信號成分即低 

頻帶信號成分作為濾波後之信號而供給至延遲電路12中。

又，低通濾波器11亦可按照輸入信號之高頻帶刪除編碼 

方法或位元率等之編碼參數，將最佳之頻率設定為截止頻 

率。作為該編碼參數，例如，可利用專利文獻1之頻帶擴 

大方法中所採用之旁側資訊。

於步驟S2中，延遲電路12將來自低通濾波器11之低頻帶 

信號成分僅延遲一定之延遲時間而供給至信號加法器18 

中ο

於步驟S3中，帶通濾波器13（帶通濾波器13-1〜13-Ν）將輸 

入信號分割為複數個次頻帶信號，並將分割後之複數個次 

頻帶信號之各個，供給至特徵量算出電路14及高頻帶信號 

生成電路16中。再者，關於帶通濾波器13之輸入信號之分 

割之處理，將於下文敍述其詳細內容。

於步驟S4中，特徵量算出電路14使用來自帶通濾波器13 

之複數個次頻帶信號、與輸入信號之至少任一者，算出一 

個或複數個特徵量，並將其供給至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 

電路15中。再者，關於特徵量算出電路14之特徵量之算出 

之處理，將於下文敍述其詳細內容。

於步驟S5中，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電路1 5根據來自特 

徴量算出電路14之一個或複數個特徵量，算出複數個高頻 

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值，並將其供給至高頻帶信號生成電 

路16中。再者，關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電路15之高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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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值之算出的處理，將於下文敍述其詳 

細內容。

於步驟S6中，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16根據來自帶通濾波 

器13之複數個次頻帶信號、與來自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 

電路15之複數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值，生成高頻帶 

信號成分，並將其供給至高通濾波器17中。此處所謂之高 

頻帶信號成分，係指比擴大開始頻帶更高頻帶之信號成 

分。再者，關於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16之高頻帶信號成分 

之生成之處理，將於下文敍述其詳細內容。

於步驟S7中，高通濾波器17藉由對來自高頻帶信號生成 

電路16之高頻帶信號成分進行濾波，而將高頻帶信號成分 

中所包含之向低頻帶之折返成分等之雜訊除去，並將該高 

頻帶信號成分供給至信號加法器1 8中。

於步驟S8中，信號加法器18將來自延遲電路12之低頻帶 

信號成分、與來自高通濾波器1 7之高頻帶信號成分相加， 

作為輸出信號而輸出。

根據以上之處理，可相對於解碼後之低頻帶之信號成分 

而擴大頻帶。

其次，對圖4之流程圖之步驟S3至S6之各處理之詳細內 

容進行說明。

［帶通濾波器之處理之詳細內容］

首先，對圖4之流程圖之步驟S3中之帶通濾波器13的處 

理之詳細內容進行說明。

再者，為方便說明，以下將帶通濾波器13之個數N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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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

例如，使藉由將輸入信號之奈奎斯特頻率分割為16等分 

而獲得之16個次頻帶中之一個作為擴大開始頻帶，使比該 

等16個次頻帶中之擴大開始頻帶更低頻帶之4個次頻帶之 

各個作為帶通濾波器13-1〜13-4的通帶之各個。

圖5表示帶通濾波器13-1〜13-4之各通帶各自之頻率軸上 

之配置。

如圖5所示般，若將比擴大開始頻帶更低頻帶之頻帶(次 

頻帶)中之自高頻帶起第1個次頻帶之索引設為sb，將第2 

個次頻帶之索引設為sb-Ι，將第I個次頻帶之索引設為sb- 

(1-1)，則帶通濾波器13-1〜13-4分別將比擴大開始頻帶更低 

頻帶之次頻帶中之、索引為sb至sb-3之次頻帶之各個作為 

通帶而分配。

再者，本實施形態中，帶通濾波器13-1〜13-4之通帶之 

各個係藉由將輸入信號之奈奎斯特頻率進行16等分而獲得 

之16個次頻帶中之特定的4個次頻帶之各個，但並不限定 

於此，亦可為藉由將輸入信號之奈奎斯特頻率進行256等 

分而獲得之256個次頻帶中之特定的4個次頻帶之各個。 

又，帶通濾波器13-1〜13-4之各個之頻寬亦可分別不同。 

［特徵量算出電路之處理之詳細內容］

其次，對圖4之流程圖之步驟S4中的特徵量算出電路14 

之處理之詳細內容進行說明。

特徵量算出電路14使用來自帶通濾波器13之複數個次頻 

帶信號、與輸入信號之至少任一者，算出高頻帶次頻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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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推測電路15為算出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值而使用之 

一個或複數個特徵量。

更具體而言，特徴量算出電路14根據來自帶通濾波器13 

之4個次頻帶信號，而針對每個次頻帶，算出次頻帶信號 

之功率(次頻帶功率(以下，亦稱為低頻帶次頻帶功率))作 

為特徴量，並將其供給至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電路1 5 

中ο

即，特徴量算出電路14係根據自帶通濾波器13所供給之 

4個次頻帶信號x(ib,n)，將某特定時框J中之低頻帶次頻帶 

功率power(ib,J)藉由以下之式(1)而求出。此處，ib係表示 

次頻帶之索引，η係表示離散時間之索引。再者，將1個框 

之樣品數設為FSIZE，將功率設為由分貝而表現者。

［數1］

7(j+dfsize-i \ Ί
power (ib,J) = 10 Iog10< Σ x( ib, n)2 zFSIZE '

A n=J*FSIZE / J

(sb-3<ib<sb)

. . ·⑴

如此，藉由特徴量算出電路14而求出之低頻帶次頻帶功 

率power(ib,J)作為特徵量而供給至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 

電路15中。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電路之處理之詳細內容］

其次，對圖4之流程圖之步驟S5中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推測電路1 5之處理之詳細內容進行說明。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電路15根據自特徵量算出電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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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供給之4個次頻帶功率，算出索引為sb+Ι之次頻帶(擴大 

開始頻帶)之後的、將要擴大之頻帶(頻率擴大頻帶)之次頻 

帶功率(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值。

即，若將頻率擴大頻帶之最高頻帶之次頻帶之索引設為 

eb，則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電路15針對索引為sb+Ι至eb 

之次頻帶而推測(eb-sb)個次頻帶功率。

頻率擴大頻帶中之、索引為ib之次頻帶功率之推測值 

powerest(ib,J)係使用自特徴量算出電路14所供給之4個次頻 

帶功率power(ibj)，例如藉由以下之式(2)而表示。

[數2]

powerest( ib, J) = ( Σ (Aib(kb)power (kb, J)} )+Bjb
\ kb=sb-3 /

(J*FSIZE<n<(J+1) FSIZE-1, sb+1 <ib<eb)

...(2)

此處，於式(2)中，係數Aib(kb)、係具有針對每個次 

頻帶ib而不同之值的係數。係數Aib(kb)、Bib係為針對各種 

輸入信號獲得較佳值而適當設定之係數。又，藉由次頻帶 

sb之變更，係數Aib(kb)、Β化亦變更為最佳之值。再者，關 

於係數Aib(kb)、Β*之導出將於下文敍述。

於式(2)中，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值係藉由使用來 

自帶通濾波器13之複數個次頻帶信號各個之功率的1次線 

性組合而算出，但並不限定於此，例如，可使用時框J之 

前後數框之複數個低頻帶次頻帶功率之線性組合而算岀， 

亦可使用非線性函數而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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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藉由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電路1 5而算出之高頻 

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值供給至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1 6中。 

［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之處理之詳細內容］

其次，對圖4之流程圖之步驟S6中的高頻帶信號生成電 

路16之處理之詳細內容進行說明。

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16根據自帶通濾波器13所供給之複 

數個次頻帶信號，基於上述式(1)而算出各次頻帶之低頻帶 

次頻帶功率power(ib,J)。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16使用所算 

出之複數個低頻帶次頻帶功率power(ib,J)、及藉由高頻帶 

次頻帶功率推測電路15根據上述式(2)所算出的高頻帶次頻 

帶功率之推測值powerest(ib,J)，藉由以下之式(3)而求出增 

益量 G(ib,J)。

［數3］

G(jb J) = ］()"P°werest(ib, J)-power(sbmap(ib), J))/20) 

(J*FSIZE<n<(J+1) FSIZE-1,sb+1<ib<eb)

...(3)

此處，式(3)中，Sbmap(ib)係表示將次頻帶ib作為映像目 

標之次頻帶時之映像源之次頻帶的索引，且由以下之式(4) 

表示。

［數4］

sbfnap(ib) = ib-4INT ~|-~1 +1^

(sb+1<ib<eb)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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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式(4)中，INT(a)係將值a之小數點以下舍去之函 

數。

其次，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16使用以下之式(5)，於帶 

通濾波器13之輸出上乘以藉由式(3)求出之增益量G(ib,J)， 

藉此算出增益調整後之次頻帶信號x2(ib,n)。

[數5]

x2( ib, η) = G( ib, J) x(sbmap( ib), n)

(J*FSIZE<n<(J+1) FSIZE-1,sb+1<ib<eb)

. . .(5)

進而，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16藉由以下之式(6)，進行 

自索引為sb-3之次頻帶之下端之頻率所對應之頻率，向索 

引為sb之次頻帶之上端之頻率所對應之頻率進行餘弦調 

變，藉此根據增益調整後之次頻帶信號x2(ib,n)，算出經 

餘弦變換之增益調整後之次頻帶信號x3 (ib,n)。

[數6]

x3( ib, η) = x2( ib, n)*2cos(η)*(4( ib+1) zr/32} 

(sb+1<ib<eb)

• · -(6)

再者，式(6)中，ΙΊ表示圓周率。該式(6)表示增益調整後 

之次頻帶信號x2(ib,n)，分別向高頻帶側之頻率偏移4個頻 

帶。

而且，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16藉由以下之式(7)，根據 

向高頻帶側偏移之增益調整後之次頻帶信號x3(ib,n)，而 

算出高頻帶信號成分Xhig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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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7]

eb
Xhigh(n)= Σ x3(ib, n)

ib=sb+1

• · - (7)

如此，藉由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16,根據基於來自帶通 

' 濾波器13之4個次頻帶信號所算出之4個低頻帶次頻帶功

• 率、及來自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電路15之高頻帶次頻帶 

功率之推測值，生成高頻帶信號成分，並將其供給至高通 

濾波器17中。

根據以上之處理，相對於利用高頻帶刪除編碼方法之編 

碼資料解碼後所得之輸入信號，將根據複數個次頻帶信號 

算出之低頻帶次頻帶功率作為特徴量，根據該特徵量及適 

當設定之係數，算出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值，並根據 

低頻帶次頻帶功率與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值而適應地 

生成高頻帶信號成分，因此可高精度地推測頻率擴大頻帶 

之次頻帶功率，從而可更高音質地再生音樂信號。

以上，對特徵量算出電路14僅將根據複數個次頻帶信號 

算出之低頻帶次頻帶功率作為特徴量而進行計算之例進行 

說明，但該情形時，根據輸入信號之種類不同，存在無法 

高精度推測頻率擴大頻帶之次頻帶功率之情形。

' 因此，特徵量算出電路14藉由算出與頻率擴大頻帶之次

頻帶功率之方式(高頻帶之功率譜形狀)相關較強之特徵 

量，亦可更高精度地進行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電路15中 

之頻率擴大頻帶之次頻帶功率的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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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特徵量算出電路而算出之特徴量之其他例］

圖6表示某輸入信號中聲音占大部分之區間即聲音區間 

之頻率特性之一例、及藉由僅將低頻帶次頻帶功率作為特 

徴量進行計算而推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所獲得之高頻帶之 

功率譜。

如圖6所示，於聲音區間之頻率特性中，經推測之高頻 

帶之功率譜大多情形時係位於比原信號之高頻帶之功率譜 

更靠上。由於人耳易察覺到歌聲之不適感，故聲音區間特 

別要高精度地進行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

又，如圖6所示，聲音區間之頻率特性中，4.9 kHz至 

1 1.025 kHz之間大多存在1個較大之下凹。

因此，以下，說明作為聲音區間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 

推測所用之特徵量，使用 頻率區域中之4.9 kHz至1 1.025 

kHz之下凹程度之例。再者，以下將表示該下凹程度之特 

徵量稱為凹陷。

以下，對時框J中之凹陷dip(J)之算出例進行說明。

首先，相對於輸入信號中之、包含時框J之前後數框之 

範圍內所含之2048個樣品區間之信號，實施2048點 

FFT(Fast Fourier Transform，快速傅裏葉變換)，算出頻率 

軸上之係數。藉由對所算出之各係數之絕對值實施db變換 

而獲得功率譜。

圖7表示以如上所述之方式獲得之功率譜之一例。此 

處，為去除功率譜之微細成分，例如以去除1.3 kHz以下之 

成分之方式進行波濾處理。根據波濾處理，時間序列地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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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功率譜之各次元，並利用低通濾波器進行濾波處理，藉 

此可使光譜峰值之微細成分平滑化。

圖8表示波濾後之輸入信號之功率譜之一例。圖8所示之 

波濾後之功率譜中，將相當於4.9 kHz至1 1.025 kHz之範圍

. 內所含之功率譜之最小值與最大值之差作為凹陷dip(J) ο

如此，算出與頻率擴大頻帶之次頻帶功率相關較強之特 

徵量。再者，凹陷dip(J)之算出例並不限於上述方法，亦 

可使用其他方法。

其次，對算出與頻率擴大頻帶之次頻帶功率相關較強之 

特徵量之其他例進行說明。

［藉由特徴量算出電路而算岀之特徵量之進而其他例］

某個輸入信號中，包含打擊性音樂信號之區間即打擊性 

區間之頻率特性中，如參照圖2所說明般，大多情形時高 

頻帶側之功率譜大致平坦。僅將低頻帶次頻帶功率作為特 

徵量之算出方法中，係不使用表示包含利用打擊性區間之 

輸入信號特有之時間變動的特徵量而推測頻率擴大頻帶之 

次頻帶功率，故難以高精度地推測打擊性區間中大致平坦 

之頻率擴大頻帶之次頻帶功率。

因此，以下對作為用於推測打擊性區間之高頻帶次頻帶 

功率之特徴量，使用低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時間變動之例進 

行說明。

某個時框J中之低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時間變動powerd(J) 

例如係藉由以下之式(8)而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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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8]

sb (J+DFSIZE-1 c
powerd(J) = Σ Σ (x(ib,n)2)

ib=sb-3 n=J*FSIZE

'sb J+FSIZE-1
/ Σ Σ (x(ib,n)2)

ib=sb-3 n=(J-1)FSIZE
...(8)

根據式(8)，低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時間變動powerMJ)表 

示時框J中之4個低頻帶次頻帶功率之和、與時框J之1個框 

前之時框(J-1)中之4個低頻帶次頻帶功率之和的比，該值 

越大，則框間之功率之時間變動越大，即時框J所含之信 

號打擊性越強。

又，若將圖1所示之統計性平均功率譜、與圖2所示之打 

擊性區間(打擊性音樂信號)之功率譜加以比較，打擊性區 

間之功率譜之中域偏向右上方。打擊性區間中大多表現出 

此種頻率特性。

因此，以下對作為用於推測打擊性區間之高頻帶次頻帶 

功率之特徵量，使用上述中域之傾斜的例子進行說明。

某個時框J中之中域之傾斜slope(J)例如係藉由以下之式

(9)而求出。

[數9]

slope(J)=
sb
Σ

ib=sb-3

(J+DFSIZE-1
Σ [W( ib)*x( ib, n)2))

n=J*FSIZE

/ Σ
ib=sb-3

(J+DFSIZE-1
Σ (x(ib,n)2)

n=J*FSIZ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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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9)中，係數w(ib)係為對高頻帶次頻帶功率進行加權 

而經調整之權重係數。根據式(9)，slope(J)表示對高頻帶 

加權之4個低頻帶次頻帶功率之和、與4個低頻帶次頻帶功 

率之和之比。例如，於4個低頻帶次頻帶功率成為相對於 

中域之次頻帶之功率的情形時，slope(J)於中域之功率譜 

偏向右上方時取較大值，偏向右下方時取較小值。

又，中域之傾斜於打擊性區間之前後較大變動之情形較 

多，故亦可將由以下之式(10)所示之傾斜之時間變動 

sloped(J)，作為用於推測打擊性區間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之特徵量。

[數 10]

sloped(J) = slope(J)/slope(J-1)

(J*FSIZE<n<(J+1) FSIZE-1)

• ·・(10)

又-同樣地，亦可將由以下之式(11)所示之上述凹陷 

dip(J)之時間變動dipMJ)，作為用於推測打擊性區間之高 

頻帶次頻帶功率之特徵量。

[數 11]

diPd(J) = d i p (J) —d i p (J—1)

(J*FSIZE<n<(J+1) FSIZE-1)

• · .(11)

根據以上之方法，可與算出與頻率擴大頻帶之次頻帶功 

率相關較強之特徵量，故藉由使用該等，可更高精度地進 

行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電路1 5中之頻率擴大頻帶之次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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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功率的推測。

以上，係對算出與頻率擴大頻帶之次頻帶功率相關較強 

之特徵量之例進行說明，以下對使用以此方式算出之特徵 

量來推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例進行說明。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電路 之處理 之詳細內容］

此處，對使用參照圖8說明之凹陷、與低頻帶次頻帶功 

率作為特徵量，而推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例進行說明。

即，於圖4之流程圖之步驟S4中，特徵量算出電路14根 

據來自帶通濾波器1 3之4個次頻帶信號，針對每個次頻帶 

而算岀低頻帶次頻帶功率、與凹陷作為特徵量，並將其供 

給至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電路1 5中。

而且，於步驟S5中，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電路15根據 

來自特徴量算出電路14之4個低頻帶次頻帶功率及凹陷， 

算出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值。

此處，於次頻帶功率與凹陷中，可取值之範圍（標度）不 

同，故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電路15對於凹陷之值例如進 

行如下之變換。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電路1 5預先針對大量之輸入信號 

算出4個低頻帶次頻帶功率中之最高頻帶之次頻帶功率、 

與凹陷之值，並分別求出平均值與標準偏差。此處，將次 

頻帶功率之平均值設為powerave，將次頻帶功率之標準偏 

差設為powerstd 5將凹陷之平均值設為dipave 5並將凹陷之 

標準偏差設為dipstd °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電路1 5使用該等值，對凹陷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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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p(J)按以下之式(12)進行變換，獲得變換後之凹陷 

dips(J)。

[數 12]

diPs(J)=
d ip (J)-di Pave 

di Pstd powerstd+powerave

.(12)

藉由進行式(12)所示之變換，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電

路1 5可將凹陷之值dip(J)統計性地變換為與低頻帶次頻帶 

功率之平均與分散相等的變數(凹陷)dips(J)，從而可使凹 

陷之可取值之範圍與次頻帶功率之可取值之範圍大致相

同。

頻率擴大頻帶中之、索引為ib之次頻帶功率之推測值 

powerest(ib,J)係使用來自特徵量算出電路14之4個低頻帶次 

頻帶功率power(ib,J)、與式(12)所示之凹陷dips(J)的線性 

組合，例如藉曲以下之式(13)而表示。

[數 13]

powerest(ib, J) = ( Σ [Cib(kb) power (kb, J))]+Djbdips(J)+Eib
\kb=sb-3 )

(J*FSIZE<n<(J+1) FSIZE-1, sb+1<ib<eb)

• · · (13)

此處，式(13)中，係數Cib(kb)，Dib，Eib係針對每個次頻 

帶ib而具有不同值之係數。係數C比(対)，Dib，Eib係相對 

於各種輸入信號以獲得較佳值之方式而適當設定之係數。 

又-藉由次頻帶sb之變更，係數Cib(kb)，Dib，Ε比亦變更 

為最佳之值。再者'關於係數Cib(kb)，Dib，之導出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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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下文進行敍述。

式（13）中，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值係藉由1次線性 

組合而算出，但並不限定於此，例如可使用時框J之前後 

數個框之複數個特徴量之線性組合算出，亦可使用非線性 

函數算出。

根據以上之處理，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係使用聲音 

區間特有之凹陷之值作為特徵量，藉此與僅將低頻帶次頻 

帶功率作為特徵量之情形相比，聲音區間中之高頻帶次頻 

帶功率之推測精度提高，於僅將低頻帶次頻帶功率作為特 

徴量之方法中，因高頻帶之功率譜推測地比原信號之高頻 

帶功率譜更大而產生之人耳易察覺的不適感降低，因此可 

更高音質地再生音樂信號。

然而，針對上述說明之方法中作為特徵量而算出之凹陷 

（聲音區間之頻率特性中之下凹程度），當次頻帶之分割數 

為16時頻率分解能較低，故僅藉由低頻帶次頻帶功率，無 

法表現該下凹之程度。

因此，增加次頻帶之分割數（例如16倍之256分割），增 

加帶通濾波器13之頻帶分割數（例如16倍之64個），並增加 

藉由特徵量算出電路14而算出之低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數量 

（例如16倍之64個），藉此可提高頻率分解能，僅藉由低頻 

帶次頻帶功率便可表現下凹之程度。

藉此，僅藉由低頻帶次頻帶功率，便可以與將上述凹陷 

用作特徴量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大致同等的精度， 

推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149446.doc -40-



201131555
然而，由於次頻帶之分割數，頻帶分割數、及低頻帶次 

頻帶功率之數量增加，導致計算量增加。若任一方法均可 

以同等精度推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則不增加次頻帶之分 

割數，將凹陷作為特徵量來推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方 

. 法，就計算量方面而言更為有效。

以上，對使用凹陷、與低頻帶次頻帶功率來推測高頻帶 

次頻帶功 率之方法進行了說明，但用 於推測高頻帶次頻帶 

功率之特徴量並不限定於該組合，亦可使用上述說明之特 

徵量（低頻帶次頻帶功率、凹陷、低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時 

間變動、傾斜、傾斜之時間變動、及凹陷之時間變動）中 

之一個或複數個。藉此，於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之推測中可 

進而提高精度。

又，如上述所說明般，使用輸入信號中難以推測高頻帶 

次頻帶功率之區間所特有之參數，作為用於推測高頻帶次 

頻帶功率之特徵量，藉此可提高該區間之推測精度。例 

如，低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時間變動、傾斜、傾斜之時間變 

動、及凹陷之時間變動係打擊性區間所特有之參數，藉由 

使用該等參數作為特徴量，可提高打擊性區間之高頻帶次

• 頻帶功率之推測精度。

再者，即便於使用低頻帶次頻帶功率與凹陷以外 之特徵 

量、即低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時間變動、傾斜、傾斜之時間 

變動 ' 及凹陷之時間變動來進行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 

之情形時，亦可藉由與上述說明之方法相同之方法來推測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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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此處所示之特徵量之各個之算出方法並不限於上 

述說明之方法，亦可使用其他方法。

［係數Cib(kb)，Dib，Eib之求出方法］

其次，對上述式(13)中之係數Cib(kb)，Dib，之求出方 

法進行說明。

作為係數Cib(kb)，Dib，Ε*之求出方法'為使係數 

Cib(kb)，Dib，Eib於推測頻率擴大頻帶之次頻帶功率後相 

對於各種輸入信號而為較佳值，使用預先藉由廣頻帶示教 

信號(以下稱為廣頻帶示教信號)進行學習，並根據上述學 

習結果進行決定之方法。

於進行係數Gb(kb)，Dib，之學習時'使用配置有於 

較擴大開始頻帶更高頻帶具有與參照圖5說明之帶通濾波 

器13-1〜13-4相同之通帶寬度之帶通濾波器的係數學習裝 

置。係數學習裝置中輸入有廣頻帶示教信號後進行學習。

［係數學習裝置之功能性構成例］

圖9表示進行係數Gb(kb)，。比'之學習之係數學習裝 

置之功能性構成例。

圖9之係數學習裝置20中輸入之廣頻帶示教信號之、較 

擴大開始頻帶更低頻帶之信號成分，較佳為圖3之頻帶擴 

大裝置10中輸入之頻帶限制輸入信號係藉由與編碼時實施 

之編碼方式相同之方式而經編碼之信號者。

係數學習裝置20包括帶通濾波器21、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算出電路22、特徴量算出電路23、及係數推測電路24。

帶通濾波器21包括分別具有不同通帶之帶通濾波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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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Κ+Ν)。帶通濾波器21-i(l Wi WK+N)使輸入信號中之 

特定通帶之信號通過，並將其作為複數個次頻帶信號中之 

一個，而供給至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22或者特徵量 

算出電路23。再者，帶通濾波器21-1〜21-(K+N)中之帶通 

. 濾波器21-1-21-K使較擴大開始頻帶更高頻帶之信號通

過°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22相對於來自帶通濾波器21 

之高頻帶之複數個次頻帶信號，針對某一定之時框而算出 

每個次頻帶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並將其供給至係數推測 

電路24。

特徵量算出電路23針對與藉由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 

路22算出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一定之時框相同的每個時 

框，而算出與藉由圖3之頻帶擴大裝置10之特徵量算出電 

路14所算出之特徵量相同的特徵量。即，特徵量算出電路 

23使用來自帶通濾波器21之複數個次頻帶信號、與廣頻帶 

示教信號中之至少任一者，算出一個或複數個特徴量，並 

將其供給至係數推測電路24。

係數推測電路24根據每個一定之時框之來自高頻帶次頻

• 帶功率算出電路22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與來自特徵量算

. 出電路23之特徴量，來推測圖3之頻帶擴大裝置10之高頻

帶次頻帶功率推測電路1 5中使用之係數(係數資料)。

［係數學習裝置之係數學習處理］

其次，參照圖10之流程圖，對圖9之係數學習裝置之係 

數學習處理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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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步驟S11中，帶通濾波器21將輸入信號(廣頻帶示教信 

號)分割成(K+N)個次頻帶信號。帶通濾波器21-1-21-K將 

較擴大開始頻帶更高頻帶之複數個次頻帶信號供給至高頻 

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22。又，帶通濾波器21-(K+1)至21- 

(K+N)將較擴大開始頻帶更低頻帶之複數個次頻帶信號供 

給至特徴量算出電路23。

於步驟S12中，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22相對於來 

自帶通濾波器21(帶通濾波器21-1-21-K)之高頻帶之複數個 

次頻帶信號，針對某個一定之時框，算出每個次頻帶之高 

頻帶次頻帶功率power(ib,J)。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power(ib,J)係藉由上述式(1)而求出。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 

出電路22將所算出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供給至係數推測電 

路24。

於步驟S13中，特徵量算出電路23針對與藉由高頻帶次 

頻帶功率算出電路22算出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一定之時框 

相同的每個時框，而算出特徵量。

再者，以下說明如下情形：假設圖3之頻帶擴大裝置10 

之特徵量算出電路14中，算出低頻帶之4個次頻帶功率與 

凹陷作為特徴量，係數學習裝置20之特徵量算出電路23亦 

同樣地算出低頻帶之4個次頻帶功率與凹陷。

即，特徵量算出電路23使用來自帶通濾波器21(帶通濾 

波器21-(K+1)至21-(K+4))之、分別與頻帶擴大裝置10之特 

徵量算出電路14中輸入之4個次頻帶信號頻帶相同的4個次 

頻帶信號，而算出4個低頻帶次頻帶功率。又，特徵量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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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電路23根據廣頻帶示教信號算出凹陷，並根據上述式 

(12)而算出凹陷dips(J)。特徵量算出電路23將所算出之4個 

低頻帶次頻帶功率與凹陷dips(J)作為特徵量而供給至係數 

推測電路24。

於步驟S14中，係數推測電路24根據自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算出電路22與特徵量算出電路23於同一時框所供給之 

(eb-sb)個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與特徴量(4個低頻帶次頻帶 

功率及凹陷dips(J))之多數組合，而進行係數Cib(kb)， 

Dib ' Eib之推測。例如，係數推測電路24針對某個高頻帶 

之一個次頻帶，將5個特徴量(4個低頻帶次頻帶功率及凹 

陷dips(J))作為說明變數，將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 

power(ibj)作 為被說明變數，進行利用最小平方法之回歸 

分析，藉此決定式(13)中之係數Cib(kb)，Dib，Eib。

再者，當然係數Cib(kb)，Dib，Eib之推測方法並不限於 

上述方法，亦可使用通常之各種參數同定法。

根據以上處理，預先使用廣頻帶示教信號，進行用於推 

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係數之學習，故可相對於頻帶擴大 

裝置10中輸入之各種輸入信號而獲得較佳之輸出結果，進 

而可更高音質地再生音樂信號。

再者，上述式(2)中之係數Aijkb)、亦可藉由上述係 

數學習方法而求出。

以上，說明了頻帶擴大裝置10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 

電路1 5中，以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值之各個係藉由4 

個低頻帶次頻帶功率與凹陷之線性組合而算出作為前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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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數學習處理。然而，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電路1 5中之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方法並不限於上述例'例如特徵 

量算出電路14可藉由算出凹陷以外之特徵量（低頻帶次頻 

帶功率之時間變動、傾斜、傾斜之時間變動、及凹陷之時 

間變動）中之一個或複數個而算出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亦 

可使用時框J之前後複數框之複數個特徴量之線性組合或 

非線性函數。即，於係數學習處理中，係數推測電路24只 

要於與藉由頻帶擴大裝置10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電路 

15算出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時使用之特徴量、時框、及函數 

相關之條件相同的條件下算出（學習）係數便可。

<2.第2實施形態〉

第2實施形態中，係藉由編碼裝置及解碼裝置而實施高 

頻帶特徵編碼方法之編碼處理及解碼處理°

［編碼裝置之功能性構成例］

圖11表示應用本發明之編碼裝置之功能性構成例°

編碼裝置30包括低通濾波器3 1、低頻帶編碼電路32、次 

頻帶分割電路33、特徵量算出電路34、模擬高頻帶次頻帶 

功率算出電路35、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 

36 '高頻帶編碼電路37、多工電路38 '及低頻帶解碼電路 

39。

低通濾波器3 1將輸入信號以特定截止頻率濾波’作為濾 

波後之信號，將較截止頻率更低頻帶之信號（以下稱為低 

頻帶信號）供給至低頻帶編碼電路32、次頻帶分割電路 

33、及特徵量算岀電路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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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頻帶編碼電路32對來自低通濾波器3 1之低頻帶信號進 

行編碼，並將結果所得之低頻帶編碼資料供給至多工電路 

38及低頻帶解碼電路39。

次頻帶分割電路33將輸入信號及來自低通濾波器31之低 

頻帶信號等分割成具有特定頻寬之複數個次頻帶信號，並 

供給至特徵量算出電路34或者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 

算出電路36。更具體而言，次頻帶分割電路33將以低頻帶 

信號為輸入所獲得之複數個次頻帶信號（以下稱為低頻帶 

次頻帶信號）供給至特徵量算出電路34。又，次頻帶分割 

電路33將以輸入信號為輸入而獲得之複數個次頻帶信號中 

之、較低通濾波器3 1中設定之截止頻率更高頻帶的次頻帶 

信號（以下稱為高頻帶次頻帶信號），供給至模擬高頻帶次 

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

特徵量算出電路34使用來自次頻帶分割電路33之低頻帶 

次頻帶信號中之複數個次頻帶信號、與來自低通濾波器3 1 

之低頻帶信號中之至少任一者，算出一個或複數個特徴 

量，並將其供給至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35。

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35根據來自特徵量算出 

電路34之一個或複數個特徵量，生成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並將其供給至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

36。

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根據來自次頻帶 

分割電路33之高頻帶次頻帶信號、與來自模擬高頻帶次頻 

帶功率算出電路35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計算下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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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並將其供給至高頻帶編碼電路

37。

高頻帶編碼電路37對來自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 

出電路36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進行編碼，並將結 

果所獲得之高頻帶編碼資料供給至多工電路38。

多工電路38對來自低頻帶編碼電路32之低頻帶編碼資 

料、與來自高頻帶編碼電路37之高頻帶編碼資料進行多 

工，並將其作為輸出編碼串而輸出。

低頻帶解碼電路39對來自低頻帶編碼電路32之低頻帶編 

碼資料進行適當之解碼，並將結果所得之解碼資料供給至 

次頻帶分割電路33及特徵量算出電路34。

［編碼裝置之編碼處理］

其次，參照圖12之流程圖，對圖1 1之編碼裝置3 0之編碼 

處理進行說明。

於步驟S111中，低通濾波器31將輸入信號以特定截止頻 

率濾波，並將作為濾波後之信號之低頻帶信號供給至低頻 

帶編碼電路32，次頻帶分割電路33、及特徴量算出電路 

34。

於步驟S112中，低頻帶編碼電路32對來自低通濾波器31 

之低頻帶信號進行編碼，並將結果所獲得之低頻帶編碼資 

料供給至多工電路38。

再者，關於步驟S112中之低頻帶信號之編碼，根據編碼 

效率及所求之電路規模而選擇適當之編碼方式便可，本發 

明並非依賴於該編碼方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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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步驟S113中，次頻帶分割電路33將輸入信號及低頻帶 

信號等分割成具有特定頻寬之複數個次頻帶信號。次頻帶 

分割電路33將以低頻帶信號作為輸入所得之低頻帶次頻帶 

信號供給至特徵量算出電路34。又，次頻帶分割電路33將 

以輸入信號作為輸入所得之複數個次頻帶信號中之、由低 

通濾波器3 1設定之較頻帶限制之頻率更高頻帶之高頻帶次 

頻帶信號供給至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

於步驟S114中，特徵量算出電路34使用來自次頻帶分割 

電路33之低頻帶次頻帶信號中之複數個次頻帶信號、與來 

自低通濾波器31之低頻帶信號中之至少任一者，算出一個 

或複數個特徵量，並將其供給至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 

出電路35。再者，圖11之特徴量算出電路34具有與圖3之 

特徴量算出電路14基本相同之構成及功能，步驟S114中之 

處理與圖4之流程圖之步驟S4中之處理基本相同，故省略 

其詳細說明。

於步驟S115中，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35根據 

來自特徵量算出電路34之一個或複數個特徵量，生成模擬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並將其供給至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差分算出電路36。再者，圖11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 

出電路35具有與圖3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電路15基本 

相同之構成及功能，步驟S115中之處理與圖4之流程圖之 

步驟S5中之處理基本相同，故省略其詳細說明。

於步驟S116中，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 

根據來自次頻帶分割電路33之高頻帶次頻帶信號、與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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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35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算出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並將其供給至高頻 

帶編碼電路37°

更具體而言，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針 

對來自次頻帶分割電路33之高頻帶次頻帶信號，算出某個 

一定之時框J中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power(ib,J)。再者， 

本實施形態中，低頻帶次頻帶信號之次頻帶與高頻帶次頻 

帶信號之次頻帶均係使用索引ib加以識別。次頻帶功率之 

算出方法可應用與第1實施形態相同之方法、即使用式(1) 

之方法。

其次，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求出高頻 

帶次頻帶功率power(ib,J)、與時框J中之來自模擬高頻帶次 

頻帶功率算出電路35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powerlh(ib,J) 

之差分(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powerdiff(ib,J)。模擬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powerdiff(ib,J)係藉由以下之式(14) 

而求出。

[數 14]

powerdiff (ib, J) = power (ib, J) -power|h( ib, J) 

(J*FSIZE<n<(J+1) FSIZE-1,sb+1<ib<eb)

. . .(14)

式(14)中，索引sb+1表示高頻帶次頻帶信號中之最低頻 

帶之次頻帶之索引表。又，索引eb表示高頻帶次頻帶信號 

中經編碼之最高頻帶之次頻帶之索引表。

如此，將藉由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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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出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供給至高頻帶編碼電路 

37。

於步驟S117中，高頻帶編碼電路37對來自模擬高頻帶次 

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進 

行編碼，並將結果所獲得之高頻帶編碼資料供給至多工電 

路3 8°

更具體而言，高頻帶編碼電路3 7係決定來自模擬高頻帶 

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 

經向量化 而成者（以下 稱為模擬高頻 帶次頻 帶功率差分向 

量），屬於預先設定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之特徴 

空間中之複數個叢集中之哪一叢集。此處，某個時框J中 

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向量具有每個索引ib之模擬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powerdiff（ib, J）之值作為向量之各要 

素，且表示（eb-sb）次元之向量。又，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差分之特徴空間亦同樣地成為（eb-sb）次元之空間。

而且，高頻帶編碼電路37於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 

之特徴空間中，測定預先設定之複數個叢集之各代表向 

量、與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向量之距離，求出距離 

- 最短之叢集之索引（以下稱為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

. ID），並將其作為高頻帶編碼資料而供給至多工電路38。

於步驟S118中，多工電路38對自低頻帶編碼電路32輸出 

之低頻帶編碼資料、與自高頻帶編碼電路3 7輸出之高頻帶 

編碼資料進行多工，並將輸出編碼加以輸出。

作為高頻帶特徵編碼方法中之編碼裝置，於日本專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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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2007-17908號公報中揭示有如下技術：根據低頻帶次頻 

帶信號生成模擬高頻帶次頻帶信號，針對每個次頻帶而比 

較模擬高頻帶次頻帶信號、與高頻帶次頻帶信號之功率， 

算出每個功率之增益以便使模擬高頻帶次頻帶信號之功率 

與高頻帶次頻帶信號之功率一致，並將其作為高頻帶特徵 

之資訊而包含於編碼串。

另一方面，根據以上處理，作為解碼時用於推測高頻帶 

次頻帶功率之資訊，於輸出編碼串中僅包含模擬高頻帶次 

頻帶功率差分ID便可。即，例如於預先設定之叢集之數量 

64之情形時，作為用以於解碼裝置中對高頻帶信號進行複 

元之資訊，僅對應每個時框而於編碼串中追加6位元之資 

訊便可，與日本專利特開2007-17908號公報所揭示之方法 

相比，可減少編碼串所含之資訊量，故可進而提高編碼效 

率，進而可更高音質地再生音樂信號。

又，以上之處理中，若計算量存在餘裕，則低頻帶解碼 

電路39亦可將藉由對來自低頻帶編碼電路32之低頻帶編碼 

資料進行解碼所得之低頻帶信號輸入至次頻帶分割電路33 

及特徴量算出電路34。解碼裝置之解碼處理中，根據對低 

頻帶編碼資料進行解碼所得之低頻帶信號而算出特徵量， 

並根據該特徴量推測高頻帶次頻帶之功率。因此，編碼處 

理中亦可使編碼串中包含根據由經解碼之低頻帶信號算出 

之特徴量而算出的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ID，如此於 

解碼裝置之解碼處理中，可更高精度地推測高頻帶次頻帶 

功率。因此，可更高音質地再生音樂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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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碼裝置之功能性構成例］

其次，參照圖13，對圖11之編碼裝置30所對應之解碼裝 

置之功能性構成例進行說明。

解碼裝置40包括非多工電路4 1、低頻帶解碼電路42、次 

. 頻帶分割電路43、特徵量算出電路44、高頻帶解碼電路

45、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46、解碼高頻帶信號 

生成電路47、及合成電路48。

非多工電路41將輸入編碼串非多工為高頻帶編碼資料與 

低頻帶編碼資料，並將低頻帶編碼資料供給至低頻帶解碼 

電路42，將高頻帶編碼資料供給至高頻帶解碼電路45。

低頻帶解碼電路42進行來自非多工電路4 1之低頻帶編碼 

資料之解碼。低頻帶解碼電路42將解碼後所得之低頻帶之 

信號（以下稱為解碼低頻帶信號），供給至次頻帶分割電路 

43、特徵量算出電路44及合成電路48。

次頻帶分割電路43將來自低頻帶解碼電路42之解碼低頻 

帶信號等分割成具有特定頻寬之複數個次頻帶信號，並將 

所得之次頻帶信號（解碼低頻帶次頻帶信號）供給至特徵量 

算出電路44及解碼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47。

特徴量算出電路44使用來自次頻帶分割電路43之解碼低 

. 頻帶次頻帶信號中之複數個次頻帶信號、與來自低頻帶解 

碼電路42之解碼低頻帶信號中之至少任一者，算出一個或 

複數個特徴量，並將其供給至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 

電路46。

高頻帶解碼電路45進行來自非多工電路4 1之高頻帶編碼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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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之解碼，使用結果所得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 

ID，將預先針對ID（索引）準備之用以推測高頻帶次頻帶之 

功率之係數（以下稱為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供 

給至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46。

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46根據來自特徵量算出 

電路44之一個或複數個特徵量、與來自高頻帶解碼電路45 

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算出解碼高頻帶次頻 

帶功率，並將其供給至解碼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47。

解碼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47根據來自次頻帶分割電路43 

之解碼低頻帶次頻帶信號、與來自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算出電路46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生成解碼高頻帶信 

號，並將其供給至合成電路48。

合成電路48將來自低頻帶解碼電路42之解碼低頻帶信 

號、與來自解碼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47之解碼高頻帶信號 

合成5並輸出作為輸出信號。

［解碼裝置之解碼處理］

其次，參照圖14之流程圖，對圖13之解碼裝置之解碼處 

理進行說明。

於步驟S13 1中，非多工電路41將輸入編碼串非多工為高 

頻帶編碼資料與低頻帶編碼資料，並將低頻帶編碼資料供 

給至低頻帶解碼電路42，將高頻帶編碼資料供給至高頻帶 

解碼電路45。

於步驟S132中，低頻帶解碼電路42進行來自非多工電路 

41之低頻帶編碼資料之解碼，並將結果所得之解碼低頻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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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號供給至次頻帶分割電路43、特徴量算出電路44、及合 

成電路48。

於步驟S 1 3 3中，次頻帶分割電路43將來自低頻帶解碼電 

路42之解碼低頻帶信號等分割成具有特定頻寬之複數個次 

. 頻帶信號，並將所得之解碼低頻帶次頻帶信號供給至特徵

量算出電路44及解碼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47。

於步驟S 1 34中，特徴量算出電路44根據來自次頻帶分割 

電路43之解碼低頻帶次頻帶信號中之複數個次頻帶信號、 

與來自低頻帶解碼電路42之解碼低頻帶信號中之至少任一 

者，算出一個或複數個特徴量，並將其供給至解碼高頻帶 

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46。此外，由於圖13之特徴量算出電 

路44具有與圖3之特徴量算出電路14基本上相同之構成及 

功能，步驟S134中之處理與圖4之流程圖之步驟S4中之處 

理基本上相同，故省略其詳細說明。

於步驟S135中，高頻帶解碼電路45進行來自非多工電路 

4 1之高頻帶編碼資料之解碼，並使用其結果所得之模擬高 

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ID，將預先針對每個ID（索引）準備之 

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供給至解碼高頻帶次頻帶 

, 功率算出電路46。

於步驟S136中，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46根據 

來自特徵量算出電路44之一個或複數個特徴量、與來自高 

頻帶解碼電路45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算出 

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並將其供給至解碼高頻帶信號生 

成電路47。此外，由於圖13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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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路46具有與圖3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電路15基本上 

相同之構成及功能，步驟S136中之處理與圖4之流程圖之 

步驟S5中之處理基本上相同，故省略其詳細說明。

於步驟S137中，解碼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47根據來自次 

頻帶分割電路43之解碼低頻帶次頻帶信號、與來自解碼高 

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46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而 

輸出解碼高頻帶信號。此外，由於圖13之解碼高頻帶信號 

生成電路47具有與圖3之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16基本上相 

同之構成及功能，步驟S137中之處理與圖4之流程圖之步 

驟S6中之處理基本上相同，故省略其詳細說明。

於步驟S138中，合成電路48將來自低頻帶解碼電路42之 

解碼低頻帶信號、與來自解碼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47之解 

碼高頻帶信號合成，並作為輸出信號加以輸出。

根據以上處理，使用與編碼時預先算出之模擬高頻帶次 

頻帶功率、與實際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差分之特徴相對 

應的解碼時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藉此可提高解 

碼時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精度，其結果為可更高音 

質地再生音樂信號。

又，根據以上處理，編碼串所含之用以生成高頻帶信號 

之資訊較少，僅為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ID，故可有 

效地進行解碼處理。

以上，對應用本發明之編碼處理及解碼處理進行了說 

明，以下對圖11之編碼裝置30之高頻帶編碼電路37中預先 

設定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之特徵空間中之複數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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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集各自之代表向量、與藉由圖13之解碼裝置40之高頻帶 

解碼電路45而輸出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的算 

出方法進行說明。

［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之特徴空間中之複數個叢集 

之代表向量、及各叢集對應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 

係數之算出方法］

作為複數個叢集之代表向量及各叢集之解碼高頻帶次頻 

帶功率推測係數之求出方法，必須根據編碼時算出之模擬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向量，以能夠高精度推測解碼時之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的方式準備係數。因此，應用預先根據 

廣頻帶示教信號進行學習，並根據上述學習結果來決定該 

等之方法。

［係數學習裝置之功能性構成例］

圖15表示進行複數個叢集之代表向量及各叢集之解碼高 

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之學習之係數學習裝置之功能性 

構成例。

圖15之係數學習裝置50中輸入之廣頻帶示教信號之、由 

編碼裝置30之低通濾波器31設定之截止頻率以下的信號成 

分較佳為，編碼裝置30之輸入信號係通過低通濾波器3 1， 

由低頻帶編碼電路32編碼後，進而由解碼裝置40之低頻帶 

解碼電路42解碼之解碼低頻帶信號。

係數學習裝置50包括低通濾波器5 1、次頻帶分割電路 

52、特徵量算出電路53、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 

54、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55、模擬高頻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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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頻帶功率差分聚類電路56、及係數推測電路57。

再者，圖15之係數學習裝置50中之低通濾波器51、次頻 

帶分割電路52、特徵量算出電路53、及模擬高頻帶次頻帶 

功率算出電路54之各個具有與圖11之編碼裝置30中之低通 

濾波器31、次頻帶分割電路33、特徵量算出電路34、及模 

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35之各個基本相同之構成與 

功能，故適當省略其說明。

即，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55具備與圖11 

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相同之構成及功 

能，但其將所算出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供給至模 

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聚類電路56,並且將計算模擬高 

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時算出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供給至係 

數推測電路57。

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聚類電路56對根據來自模擬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55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差分所獲得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向量進行聚 

類，算出各叢集中之代表向量。

係數推測電路57根據來自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 

出電路55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與來自特徴量算出電路53 

之一個或複數個特徵量，算出藉由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差分聚類電路56而聚類之每個叢集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 

測係數。

［係數學習裝置之係數學習處理］

其次，參照圖16之流程圖，對圖15之係數學習裝置50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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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數學習處理進行說明。

再者，圖16之流程圖中之步驟S151至S155之處理除了係 

數學習裝置50中輸入之信號係廣頻帶示教信號以外，與圖 

12之流程圖中之步驟S 111 ' S113至S116之處理相同，故省 

略其說明。

即，於步驟S1 56中，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聚類電 

路56將根據來自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岀電路55之 

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所獲得之、多數(大量之時框) 

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向量聚類為例如64叢集，並 

算出各叢集之代表向量。作為聚類之方法之一例，例如可 

應用利用k-means法之聚類。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 

聚類電路56將進行利用k-means法之聚.類所獲得之各叢集 

之重心向量作為各叢集之代表向量。再者，聚類之方法或 

叢集之數量並不限定於上述者，亦可使用其他方法。

又，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聚類電路56使用時框J 

中之、根據來自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55之 

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所得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差分向量，測定與64個代表向量之距離，舉動距離最短之 

， 代表向量所屬之叢集之索引CID(J)。再者，索引CID(J)係 

. 取1至叢集數(本例中為64)為止之整數值者。模擬高頻帶次

頻帶功率差分聚類電路56以此方式輸出該代表向量，並將 

其供給至索引CID(J)係數推測電路57。

於步驟S157中，係數推測電路57針對由模擬高頻帶次頻 

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55及特徵量算出電路53於同一時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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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之(eb-sb)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與特徵量之多數組合中 

之、針對具有相同索引CID(J)之(相同叢集所屬之)每個集 

合，進行各叢集中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之算 

出。再者，係數推測電路57之係數之算出之方法與圖9之 

係數學習裝置20中之係數推測電路24之方法相同，但當然 

亦可為其他方法。

根據以上處理，預先使用廣頻帶示教信號，進行圖11之 

編碼裝置30之高頻帶編碼電路37中預先設定之模擬高頻帶 

次頻帶功率差分之特徴空間中之複數個叢集各個之代表向 

量、與藉由圖13之解碼裝置40之高頻帶解碼電路45所輸出 

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的學習，故可相對於編 

碼裝置30中輸入之各種輸入信號、及解碼裝置40中輸入之 

各種輸入編碼串而獲得較佳之輸出結果，進而可更高音質 

地再生音樂信號。

進而，關於信號之編碼及解碼，編碼裝置30之模擬高頻 

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35或解碼裝置40之解碼高頻帶次頻 

帶功率算出電路46中用以算出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係數資 

料亦可以如下方式進行處理。即，亦可使用根據輸入信號 

之種類而不同之係數資料，將該係數記錄至編碼串之前 

導。

例如，根據言語或爵士等之信號而變更係數資料，藉此 

可提高編碼效率。

圖1 7表示以此方式獲得之編碼串。

圖1 7之編碼串A係言語經編碼而成者，於標頭記錄有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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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於言語之係數資料α。

相對於此，圖1 7之編碼串Β係爵士經編碼而成者，於標 

頭記錄有最適於爵士之係數資料0。

亦可預先利用同種之音樂信號進行學習而準備此種複數 

個係數資料，編碼裝置3 0自輸入信號之標頭所記錄之類型 

資訊選擇其係數資料。或者，亦可藉由進行信號之波形解 

析而判定類型並選擇係數資料選。即，此種信號之類型解 

析方法並無特別限定。

又，若算出時間允許，亦可使編碼裝置30中內置上述學 

習裝置，使用其信號專用之係數進行處理，如圖17之編碼 

串C所示般，最後將其係數記錄於標頭。

以下說明使用該方法之優點。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形狀存在多個於1個輸入信號內類 

似之部位。利用多個輸入信號所具有之該特徵，針對每個 

輸入信號而個別地進行用以推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係數 

之學習，藉此可減少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類似部位之存在 

而引起之冗長度，從而可提高編碼效率。又，與利用複數 

個信號統計地學習用以推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係數相 

比，可更高精度地進行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

又，如此亦可為編碼時數個時框插入一次根據輸入信號 

而學習之係數資料之形態。

<3.第3實施形態〉

［編碼裝置之功能性構成例］

再者，以上說明了將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ID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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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頻帶編碼資料而自編碼裝置30輸出至解碼裝置40之情 

形，但用以獲得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之係數索 

引亦可為高頻帶編碼資料。

於此種情形時，編碼裝置30例如以如圖1 8所示之方式構 

成。再者，圖18中，對與圖11中之情形相對應之部分附上 

相同編碼，並適當省略其說明。

圖18之編碼裝置30並未設置低頻帶解碼電路39，除此之 

外與圖11之編碼裝置30相同。

圖18之編碼裝置30中，特徵量算出電路34使用自次頻帶 

分割電路33所供給之低頻帶次頻帶信號，算出低頻帶次頻 

帶功率作為特徴量，並將其供給至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算出電路35。

又，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35將預先藉由回歸 

分析所求出之、複數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 

與特定該等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之係數索引建 

立關聯，並加以記錄。

具體而言，作為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預先 

準備複數個用於上述式(2)之運算之各次頻帶之係數Aib(kb) 

係數Β比之組。例如，該等係數Aib(kb)係數係藉由將低 

頻帶次頻帶功率作為說明變數、將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作為 

被說明變數之、利用最小平方法之回歸分析而預先求出。 

回歸分析中，係使用包含低頻帶次頻帶信號與高頻帶次頻 

帶信號之輸入信號作為廣頻帶示教信號。

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35對應所記錄之解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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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使用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 

測係數、與來自特徵量算出電路34之特徴量，算出高頻帶 

側之各次頻帶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並將其供給至模 

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

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將根據由次頻帶 

分割電路33供給之高頻帶次頻帶信號所求出之高頻帶次頻 

帶功率、與來自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35之模擬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加以比較。

而且，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進行比較 

後，將複數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中之、可獲 

得最接近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的解 

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之係數索引供給至高頻帶編 

碼電路37。換言之，選擇解碼時應再現之輸入信號之高頻 

帶信號、即能獲得最接近真值之解碼高頻帶信號之解碼高 

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之係數索引。

［編碼裝置之編碼處理］

其次，參照圖19之流程圖，對藉由圖18之編碼裝置30所 

進行之編碼處理進行說明。再者，步驟S181至步驟S183之 

處理與圖12之步驟S111至步驟S113之處理相同，故省略其 

說明。

於步驟S1 84中，特徵量算出電路34使用來自次頻帶分割 

電路33之低頻帶次頻帶信號算出特徵量，並將其供給至模 

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35。

具體而言，特徴量算出電路34進行上述式（1）之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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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低頻帶側之各次頻帶ib(其中sb-3WibWsb)，將框J(其 

中0冬J)之低頻帶次頻帶功率power(ib,J)作為特徵量而算 

出。即，低頻帶次頻帶功率power(ib,J)係藉由將構成框J之 

低頻帶次頻帶信號之各樣品之樣品值之均方值對數化而算 

出。

於步驟S1 85中，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35根據 

由特徵量算出電路34所供給之特徵量，算出模擬高頻帶次 

頻帶功率，並將其供給至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 

電路36。

例如，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35使用作為解碼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而預先記錄之係數Aib(kb)及係 

數Β比、與低頻帶次頻帶功率power(kb,J)(其中sb-3冬kbWsb) 

進行上述式(2)之運算，算出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powerest(ib5J)。

即，於作為特徵量而供給之低頻帶側之各次頻帶之低頻 

帶次頻 帶功率power(kb,J)上乘以各次頻帶之係數Aib(kb)， 

並於乘以係數之低頻帶次頻帶功率之和上進而加上係數 

Bib，將其作為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powerest(ib5J)。該模 

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係針對索引為sb+Ι至eb之高頻帶側之 

各次頻帶而算出。

又，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35係針對預先記錄 

之每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而進行模擬高頻帶 

次頻帶功率之算出。例如，預先準備係數索引為1至K(其 

中2 WK)之K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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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針對κ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之各個而算 

出各次頻帶之模擬高頻 帶次頻 帶功率。

於步驟S1 86中，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 

根據來自次頻帶分割電路33之高頻帶次頻帶信號、與來自

. 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35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而算出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

具體而言，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針對 

來自次頻帶分割電路33之高頻帶次頻帶信號，進行與上述 

式(1)相同之運算，算出框J中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power(ib,J)。再者，本實施形態中，低頻帶次頻帶信號之 

次頻帶與高頻帶次頻帶信號之次頻帶均係使用索引ib而加 

以識別。

其次，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進行與上 

述式(14)相同之運算，求出框J中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power(ib,J)、與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powerest(ib,J)之差 

分。藉此，對應每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針 

對索引為sb+Ι至eb之高頻帶側之各次頻帶獲得模擬高頻帶 

次頻帶功率差分powerdiff(ib,J)。

於步驟S187中，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 

對應每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算出下式(15)， 

算出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之平方和。

[數 15]

eb
E(J, id) = Σ (powerdiff (ib, J, id)]2 · · · (15)

ib=s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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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式(15)中，差分平方和E(J,id)表示針對係數索引 

為id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而求出之 ' 框J之模 

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的平方和。又，式(15)中， 

power(jiff(ib,J,id)表示針對係數索引為id之解碼高頻帶次頻 

帶功率推測係數而求出之、索引為ib之次頻帶之框J之模擬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powerdiff(ib,J)。差分平方和E(J,id) 

係針對K個各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而算出。

以此方式獲得之差分平方和E(J,id)，表示根據實際之高 

頻帶信號算出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與使用係數索引為id 

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算出之模擬高頻帶次頻 

帶功率的類似程度。

即，表示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值相對於真值之誤 

差。因此，差分平方和E(J,id)越小，藉由使用解碼高頻帶 

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之運算，越可獲得更接近實際之高頻 

帶信號之解碼高頻帶信號。換言之，差分平方和E(J,id)為 

最小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係最適合於輸出 

編碼串之解碼時所進行之頻帶擴大處理的推測係數。

因此，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選擇K個 

差分平方和E(J,id)中之值為最小的差分平方和，並將表示 

與該差分平方和對應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之 

係數索引供給至高頻帶編碼電路37。

於步驟S1 88中，高頻帶編碼電路37對由模擬高頻帶次頻 

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所供給之係數索引進行編碼，並將 

結果所得之高頻帶編碼資料供給至多工電路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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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於步驟S 1 8 8中，相對於係數索引而進行烯編碼 

等。藉此，可將輸出至解碼裝置40之高頻帶編碼資料之資 

訊量壓縮。此外，高頻帶編碼資料只要為可獲得最佳之解 

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之資訊，則可為任意資訊， 

例如可將係數索引直接作為高頻帶編碼資料。

於步驟S189中，多工電路38對由低頻帶編碼電路32所供 

給之低頻帶編碼資料、與由高頻帶編碼電路3 7所供給之高 

頻帶編碼資料進行多工，並輸出其結果所得之輸出編碼 

串，結束編碼處理。

如此，將對係數索引進行編碼所得之高頻帶編碼資料與 

低頻帶編碼資料一併作為輸出編碼串加以輸出，藉此在接 

受該輸出編碼串之輸入之解碼裝置40中，可獲得最適於頻 

帶擴大處理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藉此，可 

獲得更高音質之信號。

［解碼裝置之功能性構成例］

又，將由圖1 8之編碼裝置30輸出之輸出編碼串作為輸入 

編碼串而加以輸入並解碼之解碼裝置40，例如以如圖20所 

示之方式構成。再者，圖20中，對與圖13中之情形相對應 

之部分附上相同編碼，並省略其說明。

圖20之解碼裝置40與圖13之解碼裝置40之相同點在於， 

其中包括非多工電路41至合成電路48；其與圖13之解碼裝 

置40之不同點在於，其中來自低頻帶解碼電路42之解碼低 

頻帶信號並未供給至特徵量算出電路44。

圖20之解碼裝置40中，高頻帶解碼電路45預先記錄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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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35記錄之解碼高頻帶 

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相同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 

數。即，將作為預先藉由回歸分析所求出之解碼高頻帶次 

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之係數AiJkb）及係數Β*之組，與係數索 

引建立關聯而加以記錄。

高頻帶解碼電路45對由非多工電路41所供給之高頻帶編 

碼資料進行解碼，並將由結果所得之係數索引表示之解碼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供給至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算出電路46。

［解碼裝置之解碼處理］

其次，參照圖21之流程圖，對藉由圖20之解碼裝置40所 

進行之解碼處理進行說明。

自編碼裝置3 0輸出之輸出編碼串作為輸入編碼串而供給 

至解碼裝置40時，開始該解碼處理。再者，步驟S211至步 

驟S213之處理與圖14之步驟S131至步驟S133之處理相同， 

故省略其說明。

於步驟S2 14中，特徵量算出電路44使用來自次頻帶分割 

電路43之解碼低頻帶次頻帶信號算出特徵量，並將其供給 

至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46。具體而言，特徵量 

算出電路44進行上述式（1）之運算，針對低頻帶側之各次頻 

帶ib算出框J（其中0WJ）之低頻帶次頻帶功率power（ib,J）作 

為特徴量。

於步驟S215中，高頻帶解碼電路45進行由非多工電路41 

所供給之高頻帶編碼資料之解碼，並將由結果所得之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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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表示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供給至解碼高 

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46。即，將高頻帶解碼電路45中 

預先記錄之複數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中之、 

由藉由解碼所得之係數索引表示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推測係數加以輸出。

於步驟S216中，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46根據 

由特徵量算出電路44所供給之特徵量、與由高頻帶解碼電 

路45所供給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算出解碼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並將其供給至解碼高頻帶信號生成電 

路47。

即，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46使用作為解碼高 

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之係數Aib（kb）及係數、與作為 

特徴量之低頻帶次頻帶功率power（kb,J）（其中sb-3 Wkb冬sb） 

進行上述式（2）之運算，算出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藉 

此，針對索引為sb+Ι至eb之高頻帶側之各次頻帶而獲得解 

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於步驟S217中，解碼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47根據由次頻 

帶分割電路43所供給之解碼低頻帶次頻帶信號、與由解碼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46所供給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 

功率，生成解碼高頻帶信號。

具體而言，解碼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47使用解碼低頻帶 

次頻帶信號進行上述式（1）之運算，針對低頻帶側之各次頻 

帶而算出低頻帶次頻帶功率。而且，解碼高頻帶信號生成 

電路47使用所得之低頻帶次頻帶功率與解碼高頻帶次頻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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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進行上述式(3)之運算，算出高頻帶側之各次頻帶之增 

益量 G(ib,J)。

進而，解碼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47使用增益量G(ib,J)、 

與解碼低頻帶次頻帶信號進行上述式(5)及式(6)之運算， 

針對高頻帶側之各次頻帶而生成高頻帶次頻帶信號 

x3(ib,n)。

即，解碼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47根據低頻帶次頻帶功率 

與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比，對解碼低頻帶次頻帶信號 

x(ib,n)進行振幅調變，其結果為對所得之解碼低頻帶次頻 

帶信號x2(ib,n)進而進行頻率調變。藉此，將低頻帶側之 

次頻帶之頻率成分之信號變換為高頻帶側之次頻帶之頻率 

成分之信號，從而獲得高頻帶次頻帶信號x3(ib,n)。

以此方式獲得各次頻帶之高頻帶次頻帶信號之處理更詳 

細而言，係以下之處理。

將頻率區域中連續排列之4個次頻帶稱為頻帶區塊，由 

位於低頻帶側之索引為sb至sb-3之4個次頻帶構成1個頻帶 

區塊(以下特別稱為低頻帶區塊)，以此方式將頻帶分割。 

此時，例如將高頻帶側之包含索引為sb + Ι至sb+4之次頻帶 

的頻帶作為1個頻帶區塊。再者，以下將高頻帶側、即包 

含索引為sb+Ι以上之次頻帶的頻帶區塊特別稱為高頻帶區 

塊。

關注構成高頻帶區塊之1個次頻帶，生成該次頻帶(以下 

稱為醒目次頻帶)之高頻帶次頻帶信號。首先，解碼高頻 

帶信號生成電路47對高頻帶區塊中之與醒目次頻帶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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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之位置關係的低頻帶區塊之次頻帶進行特定。

例如，若醒目次頻帶之索引為sb+l，則醒目次頻帶係高 

頻帶區塊中之頻率最低之頻帶，故與醒目次頻帶相同之位 

置關係之低頻帶區塊之次頻帶係索引為sb-3之次頻帶。

如此，將與醒目次頻帶相同之位置關係之低頻帶區塊之 

次頻帶特定後，使用該次頻帶之低頻帶次頻帶功率及解碼 

低頻帶次頻帶信號、與醒目次頻帶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生成醒目次頻帶之高頻帶次頻帶信號。

即，將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與低頻帶次頻帶功率代入 

式（3），算出與該等之功率比對應之增益量。而且，於解碼 

低頻帶次頻帶信號上乘以所算出之增益量，進而將乘以增 

益量之解碼低頻 帶次頻帶信號藉由式（6）之運算而頻率調 

變，作為醒目次頻帶之高頻帶次頻帶信號。

藉由以上之處理，獲得高頻帶側之各次頻帶之高頻帶次 

頻帶信號。如此，解碼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47進而進行上 

述式（7）之運算，求出所得之各高頻帶次頻帶信號之和，生 

成解碼高頻帶信號。解碼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47將所得之 

解碼高頻帶信號供給至合成電路48，處理自步驟S217進入 

到步驟S218。

於步驟S218中，合成電路48將來自低頻帶解碼電路42之 

解碼低頻帶信號、與來自解碼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47之解 

碼高頻帶信號加以合成，並作為論出信號而輸出。而且， 

其後解碼處理結束。

如以上所述般，根據解碼裝置40根據藉由輸入編碼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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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多工藉由所得之高頻帶編碼資料獲得係數索引，使用由 

該係數索引表示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而算出 

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故可提高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 

測精度。藉此，可更高音質地再生音樂信號。

<4.第4實施形態〉

［編碼裝置之編碼處理］

又，以上內容中以高頻帶編碼資料僅含有係數索引之情 

形為例進行了說明，但亦可包含其他資訊。

例如，若係數索引包含於高頻帶編碼資料，則解碼裝置 

40側可獲知能獲得與實際之高頻帶信號之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最接近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的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推測係數。

然而，實際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真值）、與解碼裝置40 

側獲得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值）之間，產生與藉 

由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算出之模擬高頻 

帶次頻帶功率差分powerdiff（ib,J）大致相同的值之差。

因此，若使高頻帶編碼資料中不僅包含係數索引且亦包 

含各次頻帶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則解碼裝置40 

側可獲知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相對於實際之高頻帶次 

頻帶功率的大致誤差。如此，使用該誤差，可進而提高高 

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精度。

以下，參照圖22及圖23之流程圖，對高頻帶編碼資料包 

含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之情形時之編碼處理與解碼 

處理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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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參照圖22之流程圖，對藉由圖18之編碼裝置30而 

進行之編碼處理進行說明。再者，步驟S241至步驟S246之 

處理與圖19之步驟S181至步驟S186之處理相同，故省略其 

說明。

於步驟S247中，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 

進行上述式(15)之運算，針對每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推測係數而算出差分平方和E(J,id)。

而且，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選擇差分 

平方和E(J,id)中之值最小之差分平方和，並將表示與該差 

分平方和對應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的係數索 

引供給至高頻帶編碼電路37。

進而，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將針對與 

所選擇之差分平方和對應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 

數而求出的、各次頻帶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 

powerdiff(ib,J)供給至高頻帶編碼電路37。

於步驟S248中，高頻帶編碼電路37對由模擬高頻帶次頻 

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所供給之係數索引及模擬高頻帶次 

頻帶功率差分進行編碼，並將結果所得之高頻帶編碼資料 

供給至多工電路38。

藉此，將索引為sb+1至eb之高頻帶側之各次頻帶之模擬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即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誤差 

作為高頻帶編碼資料而供給至解碼裝置40。

獲得高頻帶編碼資料，其後進行步驟S249之處理，結束 

編碼處理，步驟S249之處理與圖19之步驟S189之處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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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故省略其說明。

如以上所述，若使高頻帶編碼資料包含模擬高頻帶次頻 

帶功率差分，則解碼裝置40可進而提高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之推測精度，從而可獲得更高音質之音樂信號。

［解碼裝置之解碼處理］

其次，參照圖23之流程圖，對藉由圖20之解碼裝置40所 

進行之解碼處理進行說明。再者，步驟S271至步驟S274之 

處理與圖21之步驟S211至步驟S214之處理相同，故省略其 

說明。

於步驟S275中，高頻帶解碼電路45進行由非多工電路41 

所供給之高頻帶編碼資料之解碼。而且，高頻帶解碼電路 

45將由解碼所得之係數索引表示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推測係數、與由解碼所得之各次頻帶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 

功率差分供給至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46。

於步驟S276中，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46根據 

由特徵量算出電路44所供給之特徵量、與由高頻帶解碼電 

路45所供給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算出解碼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再者，於步驟S276中進行與圖21之步 

驟S2 16相同之處理。

於步驟S277中，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46在解 

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上加上由高頻帶解碼電路45所供給之 

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作為最終之解碼高頻帶次頻 

帶功率，並將其供給至解碼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47。即， 

於所算出之各次頻帶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上，加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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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次頻帶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

而且，其後進行步驟S278及步驟S279之處理，結束解碼 

處理，但該等處理與圖21之步驟S217及步驟S218相同，故 

省略其說明。

. 如以上所述，解碼裝置40根據由輸入編碼串之非多工所

獲得之高頻帶編碼資料，獲得係數索引、與模擬高頻帶次 

頻帶功率差分。而且，解碼裝置40使用由係數索引表示之 

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與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差分，算出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藉此，可提高高頻 

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精度，從而可更高音質地再生音樂信 

號。

再者，亦可考慮編碼裝置30與解碼裝置40之間產生之高 

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值之差、即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與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差（以下稱為裝置間推測差）。

於此種情形時，例如將作為高頻帶編碼資料之模擬高頻 

帶次頻帶功率差分藉由裝置間推測差而進行修正，或者以 

高頻帶編碼資料包含裝置間推測差之方式由解碼裝置40側 

利用裝置間推測差對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進行修 

正。進而，亦可預先於解碼裝置40側記錄裝置間推測差，

. 解碼裝置40於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上加上裝置間推 

測差，而進行修正。藉此，可獲得更接近實際之高頻帶信 

號之解碼高頻帶信號。

<5.第5實施形態〉

再者 ' 於圖18之編碼裝置30中，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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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分算出電路36係將差分平方和E(J,id)作為指標而自複數 

個係數索引中選擇最佳者，但亦可使用與差分平方和不同 

之指標來選擇係數索引。

例如，亦可將係數索引選擇作為指標，使用考慮了高頻 

帶次頻帶功率與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殘差之均方值、 

最大值、及平均值等之評估值。於此種情形時，圖1 8之編 

碼裝置30進行圖24之流程圖所示之編碼處理。

以下，參照圖24之流程圖，對編碼裝置30之編碼處理進 

行說明。再者，步驟S301至步驟S305之處理與圖19之步驟 

S181至步驟S185之處理相同，故省略其說明。進行步驟 

S301至步驟S305之處理時係針對K個解碼高 頻帶次頻帶功 

率推測係數之各個而算出各次頻帶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ο

於步驟S3 06中，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 

針對Κ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之各個算出使用 

作為處理對象之當前框J之評估值Res(id,J)。

具體而言，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使用 

由次頻帶分割電路33所供給之各次頻帶之高頻帶次頻帶信 

號，進行與上述式(1)相同之運算，算出框J中之高頻帶次 

頻帶功率power(ib,J)。再者，本實施形態中，低頻帶次頻 

帶信號之次頻帶與高頻帶次頻帶信號之次頻帶均係使用索 

引ib加以識別。

若獲得高頻帶次頻帶功率power(ib,J)，則模擬高頻帶次 

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對下式(16)進行計算，算出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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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方值 Resstd(idj)。

[數 16]

eb
Resstd(id, J) = Σ {power (ib, J) — powerest(ib, id, J)]2 

ib=sb+1
・■ · (16)

即，針對索引為sb+1至eb之高頻帶側之各次頻帶，算出 

框J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power(ib,J)與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powerest(ib,id,J)之差分，並將彼等差分之平方和作為殘 

差均方值ReSstd(id,J)。再者，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powerest(ib,id,J)表示針對係數索引為id之解碼高頻帶次頻 

帶功率推測係數求出之、索引為ib的次頻帶之框J之模擬高 

頻帶次頻帶功率。

繼而，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岀電路36對下式 

(17)進行計算，算出殘差最大值Resmax(idj)。

[數 17]

ReSmax(id, J) = maxib (I power (ib, J) -powerest(ib, id, J) |)

….(17)

再者'於式(17)中，maxib(|power(ib5J)-powerest(ib,id,J)|} 

表示索引為sb+1至eb之各次頻帶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power(ib, J)與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powerest(ib,id, J)之差 

分之絕對值中的最大者。因此，將框J中之高頻帶次頻帶 

功率power(ib,J)與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powerest(ib,id,J) 

之差分之絕對值之最大值作為殘差最大值ReSmax(id, J)。

又，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對下式(18) 

進行計算，算出殘差平均值ReSave(i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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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18]

(eb \
Resave (id, J) = | Σ (power (ib, J)-powerest(ib, id, J)}

γ ib=sb+1 J

/(eb—sb) I ---(18)

即，針對索引為sb+l至eb之高頻帶側之各次頻帶，求出 

框J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power(ib,J)與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powerest(ib,id,J)之差分，並求出彼等差分之總和。而 

且，將所得之差分之總和除以高頻帶側之次頻帶數(eb-sb) 

所獲得之值的絕對值作為殘差平均值Resave(id,J)。該殘差 

平均值ReSave(id,J)表示考慮編碼之各次頻帶之推測誤差之 

平均值之大小。

進而，若獲得殘差均方值ReSstd(id,J)、殘差最大值 

ReSmax(id,J)、及殘差平均值Resave(id,J)，則模擬高頻帶次 

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對下式(19)進行計算，算出最終 

的評估值Res(id,J)。

[數 19]

Res (i d, J) =ReSstd (id, J) +恥以 x Res^ax (i d, J) +Wave x Resave (id, J)

---(19)

即，將殘差均方值ReSstd(id,J)、殘差最大值ReSmax(id,J)、 

及殘差平均值ReSave(id,J)加權相加，作為最終的評估值 

Res(id,j)。再者，於式(19)中，Wmax及Wave係預先決定之 

權重，例如 Wmax=0.5、Wave=0.5 等。

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進行以上之處 

理，針對K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之各個、即 

K個係數索引id而算出評估值Res(i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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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步驟S307中，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 

根據所求出之係數索引id之評估值Res(id,J)，選擇係數索 

引id。

藉由以上處理所獲得之評估值Res(id,J)表示根據實際之 

高頻帶信號算出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與使用係數索引為 

id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算出之模擬高頻帶次 

頻帶功率的類似程度。即，表示高頻帶成分之推測誤差之 

大小。

因此，評估值Res(id,J)越小，藉由使用解碼高頻帶次頻 

帶功率推測係數之運算，則可獲得越接近實際之高頻帶信 

號之解碼高頻帶信號。因此5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 

算出電路36選擇K個評估值Res(id,J)中之值最小之評估 

值，並將表示與該評估值對應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 

測係數的係數索引供給至高頻帶編碼電路37。

將係數索引輸出至高頻帶編碼電路3 7，其後進行步驟 

S308及步驟S309之處理，結束編碼處理，該等處理與圖19 

之步驟S188及步驟S189相同，故省略其說明。

如以上所述，編碼裝置30使用根據殘差均方值Resstd(idj)、 

殘差最大值ReSmax(id,J)、及殘差平均值ReSave(id,J)算出之 

評估值Res(id,J)-選擇最佳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 

係數之係數索引。

若使用評估值Res(id,J)，與使用差分平方和之情形相 

比，可使用更多之評估尺度來評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 

測精度，故可選擇更適當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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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藉此，接受輸出編碼串之輸入之解碼裝置40可獲得最 

適於頻帶擴大處理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從 

而可獲得更高音質之信號。

〈變形例1 >

又，若針對輸入信號之框進行以上說明之編碼處理，則 

輸入信號之高頻帶側之各次頻帶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時 

間的變動較少的恆定部，有時會選擇對應各連續框而不同 

之係數索引。

即，於構成輸入信號之恆定部之連續框中，各框之高頻 

帶次頻帶功率成為大致相同值，故彼等框中應選擇持續相 

同之係數索引。然而，於該等連續框之區間中，對應各框 

而選擇之係數索引發生變化，其結果為解碼裝置40側再生 

之聲音之高頻帶成分並非恆定。如此，再生之聲音產生聽 

覺上之不適感。

因此，編碼裝置30選擇係數索引之情形時，亦可時間性 

地考慮前一框之高頻帶成分之推測結果。於此種情形時， 

圖18之編碼裝置30進行圖25之流程圖所示之編碼處理。

以下，參照圖25之流程圖，對編碼裝置30之編碼處理進 

行說明。再者，步驟S331至步驟S336之處理與圖24之步驟 

S301至步驟S306之處理相同，故省略其說明。

於步驟S337中，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 

算出使用過去框與當前框之評估值ResP(id,J)。

具體而言，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針對 

較處理對象之框J時間性地前一框(J-1)，記錄使用最終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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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之係數索引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所獲得 

之、各次頻帶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此處，所謂最終 

選擇之係數索引，係指藉由高頻帶編碼電路3 7而經編碼並 

輸出至解碼裝置40之係數索引。

以下，特別將框(J-1)中選擇之係數索引id設為 

idselected(JT)。又，將使用係數索弓| i dselected( 1 )之解碼高 

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獲得之、索引為ib(其中 

sb+Ι冬ib Web)之次頻帶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作為 

powerest(ib,ids electe d(J-l),J-l)而繼續說明。

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首先對下式(20) 

進行計算，算出推測殘差均方值ResPstd(id, J)。

[數 20]
eb

ResPstd(id, J)= Σ {powerest (ib, idseiected(J-1), J-1)
ib=sb+1

一powejst(ib, id, J))2 - - - (20)

即，針對索引為sb+l至eb之高頻帶側之各次頻帶，算出 

框(J-1)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powerest(ib,idseiected(J-1 ),J- 

1)、與框J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powerest(ib,id, J)之差 

分。而且，將彼等差分之平方和作為推測殘差均方值 

ResP std(id, J) °再者，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powerest(ib,id,J) 

表示針對係數索引為id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 

所求出之、索引為ib之次頻帶之框J的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ο

該推測殘差均方值ResPstd(id,J)係時間性連續之框間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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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差分平方和，故推測殘差均方值 

ResPstd(id,J)越小，則高頻帶成分之推測值之時間變化越 

ο

繼而，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對下式 

(21)進行計算，算出推測殘差最大值ResPmax(id,J)。

[數 21]

ResPmax(id, J) =maxib(|powerest(ib1 idse|ected (J_D, J-D

-powerest(ib, id, J)|} - - - (21)

再者，於式(21)中，maXib{|powerest(ib,idseiected(JT),JT)- 

powerest(ib,id,J)|}表示索引為sb+Ι至eb之各次頻帶之模擬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powerest(ib,idseiected(JT),JT)與模擬高頻 

帶次頻帶功率powerest(ib,id,J)之差分之絕對值中之最大 

者。因此，將時間性連續之框間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之差分之絕對值的最大值作為推測殘差最大值ResPmax(id, J)。

推測殘差最大值ResPmax(id,J)之值越小，則連續之框間 

之高頻帶成分之推測結果越接近。

若獲得推測殘差最大值ResPmax(id,J)，接下來模擬高頻 

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對下式(22)進行計算，算出 

推測殘差平均值ResPave(id,J)。

[數 22]

(
eb
Σ {powerest(ib, idselected(JT)，J — 1) 

ib=sb+1

-powerest(ib, id, J)} )/(eb-sb) I · ·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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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針對索引為sb+l至eb之高頻帶側之各次頻帶，求出 

框(J-1)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powerest(ib,idseiected(J-l),J- 

1)、與框J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powerest(ib,id,J)之差 

分。而且，將以各次頻帶之差分之總和除以高頻帶側之次 

. 頻帶數(eb-sb)所得之值之絕對值作為推測殘差平均值

ResPave(id,J)。該推測殘差平均值ResPave(id,J)表示考慮編 

碼之框間之次頻帶之推測值之差之平均值的大小。

進而，若獲得推測殘差均方值ResPstd(id,J)、推測殘差最 

大值ResPmax(id,J)、及推測殘差平均值ResPave(id,J)，模擬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對下式(23)進行計算， 

算出評估值ResP(idJ)。

[數 23]

ResP(id, J) =ResPstd(id, J) +WmaxxResPmax(id, J)

+Wave x ResPave (id, J) •…(23)

即，將推測殘差均方值ResPstd(id,J)、推測殘差最大值 

ResPmax(id,J)、及推測殘差平均值ResPave(id,J)加權相加， 

作為評估值ResP(id,J)。再者，於式(23)中，Wmax及Wave係 

預先決定之權重，例如Wmax = 0.5、Wave=0.5等。

如此，若算出使用過去框與當前框之評估值ResP(id,J)， 

, 則處理自步驟S337進入到步驟S338。

於步驟S338中，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 

對下式(24)進行計算，算出最終的評估值Resaii(idj)。

[數 24]

ReSaii (id, J) =Res (id, J)+Wp(J) xResP(id, J) · ·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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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所 求出之評估值Res(id,J)與評估值ResP(id,J)加權 

相加。再者，於式(24)中，WP(J)係例如由下式(25)而定義 

之權重。

[數 25]

―Ο。胃" +1 (0< power r (J) ^50)
Wp(J)= 50

0 (otherwise) · · ■ (25)

又，式(25)中之powerr(J)係由下式(26)規定之值。

[數 26]

powerr(J) = I Σ (power (ib, J) -power (ib, J-1)]2 )/(eb-sb)
ή yib=sb+1 J

・・・(26)

該powerr(J)表示框(J-1)與框J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差 

分之平均。又，根據式(25)，當powerr(J)為0左右之特定範 

圍內之值時5 powerJJ)越小, WP(J)為越接近1之值5當 

powerr(J)大於特定範圍之值時WP(J)為0。

此處，於powerr(J)為0左 右之特 定範圍內之值之情形 

時，連續之框間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差分的平均一定程 

度上較小。換言之，輸入信號之高頻帶成分之時間變動較 

少，輸入信號之當前框為恆定部。

輸入信號之高頻帶成分越恆定，則權重WP(J)為越接近1 

之值，相反，高頻帶成分越不恆定則權重Wp(J)為越接近0 

之值。因此，式(24)所示之評估值ReSaii(id,J)中，輸入信 

號之高頻帶成分之時間變動越少，則將與前一框之高頻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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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分之推 測結 果 之比較 結 果作 為評估 尺度的 評估值 

ResP(id,J)之貢獻率越大。

其結果為，輸入信號之恆定部中，選擇能獲得接近前一 

框中之高頻帶成分之推測結果者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 推測係數，解碼裝置40側可更自然地再生高音質聲音。相

反，輸入信號之非恆定部中，評估值Resaii(id,j)中之評估 

值ResP(id,J)之項為0，獲得與實際之高頻帶信號更接近之 

解碼高頻帶信號。

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進行以上之處 

理，對應K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之各個而算 

出評估值 Resaii(id,j)。

於步驟S339中，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 

根據所求出之每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之評估 

值ReSaii(id,J)，而選擇係數索引id。

藉由以上處理所獲得之評估值Resaii(id,j)係使用權重將 

評估值Res(id,J)與評估值ResP(id,J)線性組合而成者。如上 

述般，評估值Res(id,J)值越小，則獲得越接近實際之高頻 

帶信號之解碼高頻帶信號。又，評估值ResP(id,J)之值越 

， 小，則獲得越接近前一框之解碼高頻帶信號之解碼高頻帶

. 信號。

因此，評估值Resaii(id,j)越小，則越可獲得更適當之解 

碼高頻帶信號。因此，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 

路36選擇K個評估值Resall(id,J)中之、值最小之評估值， 

並將表示與該評估值對應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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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的係數索引供給至高頻帶編碼電路37。

選擇係數索引，其後進行步驟S340及步驟S341之處理， 

結束編碼處理，該等處理與圖24之步驟S308及步驟S309相 

同，故省略其說明。

如以上所述，編碼裝置30使用將評估值Res(id,J)與評估 

值ResP(id,J)線性組合而獲得之評估值Resall(id,J)，選擇最 

佳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之係數索引。

若使用評估值Resaii(id,j)，與使用評估值Res(id,J)之情 

形同樣地，可藉由更多之評估尺度，選擇更適當之解碼高 

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而且，若使用評估值ResaH(id,J)， 

解碼裝置40側可抑制將要再生之信號之高頻帶成分之恆定 

部中之時間變動，從而可獲得更高音質之信號。

〈變形例2>

然而，於頻帶擴大處理中若想獲得更更高音質之聲音， 

則越是低頻帶側之次頻帶，於聽覺上越重要。即，高頻帶 

側之各次頻帶中之、更接近低頻帶側之次頻帶之推測精度 

越高，則越可再生更高音質之聲音。

因此，於算出針對各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之 

評估值之情形時，亦可於更低頻帶側之次頻帶設置權重。 

於此種情形時，圖18之編碼裝置30進行圖26之流程圖所示 

之編碼處理。

以下，參照圖26之流程圖，對編碼裝置30之編碼處理進 

行說明。再者，步驟S371至步驟S375之處理與圖25之步驟 

S331至步驟S335之處理相同，故省略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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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步驟S376中，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 

對應K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之各個而算出使 

用成為處理對象之當前框J之評估值ResWband(id,J)。

具體而言，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使用

. 由次頻帶分割電路33所供給之各次頻帶之高頻帶次頻帶信

號，進行與上述式(1)相同之運算，算出框J中之高頻帶次 

頻帶功率power(ib,J)。

若獲得高頻帶次頻帶功率power(ib,J) ＞模擬高頻帶次頻 

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對下式(27)進行計算，算出殘差均 

方值 ReSstdWband(id,J)。

[數 27]
eb

ReSstdWband (i b, J) = Σ (Wband (I b) x {power (i b, J) 
ib=sb+1

-powerest(ib, id, J)]}2 · · · (27)

即，針對索引為sb+l至eb之高頻帶側之各次頻帶，算出 

框J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power(ib,J)與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powerest(ib,id,J)之差分，並於彼等差分上乘以各次頻帶 

之權重Wband(ib)。而且，將乘以權重Wband(ib)之差分之平 

方和作為殘差均方值ReSstdWband(id,J)。

此處，權重Wband(ib)(其中sb+l冬ib冬eb)例如由下式(28) 

加以定義。越為低頻帶側之次頻帶則該權重Wband(ib)之值 

變得越大。

[數 28]

Wband(ib)=夸也+4 · ·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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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而，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算出殘差 

最大值ReSmaxWband(id,J)。具體而言，將索引為sb+Ι至eb之 

各次頻帶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power(ib,J)與模擬高頻帶次 

頻帶功率powerest(ib,id,J)之差分上乘以權重Wband(ib)者中 

之絕對值的最大值作為殘差最大值ReSmaxWband(id,J)。

又，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算出殘差平 

均值 ReSaveWband(id,J)。

具體而言，針對索引為sb+Ι至eb之各次頻帶，求出高頻 

帶次頻帶功率power(ib,J)與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powerest(ib,id5J)之差分，並乘以權重Wband(ib)，求出乘以 

權重Wband(ib)之差分之總和。而且，將以所得之差分之總 

和除以高頻帶側之次頻帶數(eb-sb)所得之值之絕對值作為 

殘差平均值 ReSaveWband(id,J)。

進而，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算出評估 

值 ResWband(id,J)。即，將殘差均方值 ResstdWband(id, J) ' 乘 

以權重Wmax之殘差最大值ReSmaxWband(id,J)、及乘以權重 

Wave之殘差平均值ReSaveWband(id,J)之和作為評估值 

ResWband(id,J)。

於步驟S3 77中，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 

算出使用過去框與當前框之評估值ResPWband(id, J)。

具體而言，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針對 

較處理對象之框J時間性前一框(J-1)，記錄使用最終選擇 

之係數索引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所得之、各 

次頻帶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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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首先算出推測殘 

差均方值ResPstdWband(id,J)。即，針對索引為sb+Ι至eb之 

高頻帶側之各次頻帶，求出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powerest(ib,idselected(J-l),J-l)、與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powerest(ib,id5J)之差分並乘以權重Wband(ib)。然後，將乘 

以權重Wband(ib)之差分之平方和作為推測殘差均方值 

ResPstdWband(id,J)。

繼而，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算出推測 

殘差最大值ResPmaxWband(idJ)。具體而言，將索引為sb+1 

至eb之各次頻帶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 powerest 

(ib,idseiected(JT),JT)與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powerest(ib,id,J) 

之差分乘以權重Wband(ib)者中之絕對值的最大值作為推測 

殘差最大值 ResPmaxWband(id,J)。

其次，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 6算出推測 

殘差平均值ResPaveWband(id,J)。具體而言，針對索引為 

sb+Ι至eb之各次頻帶，求出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powerest(ib,idseiected(J-l),J-l)、與模 擬高頻 帶次頻 帶功率 

powerest(ib,id,J)之差分並乘以權重Wband(ib)。然後，將以 

乘以權重Wband(ib)之差分之總和除以高頻帶側之次頻帶數 

(eb-sb)所得之值之絕對值作為推測殘差平均值ResPaveWband 

(id,J)。

進而，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求出推測 

殘差均方值ResPstdWband(id,J)、乘以權重Wmax之推測殘差 

最大值ResPmaxWband(id,J)、及乘以權重Wave之推測殘差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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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ResPaveWband(id,J)之和，並將其作為評估值ResPWband 

(id,J)。

於步驟S3 78中，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 

將評估值ResWband(id,J)、與乘以式(25)之權重WP(J)之評估 

值ResPWband(id,J)相加，算岀最終的評估值ResaliWband 

(id,J)。該評估值ReSallWband(id,J)係對應K個解碼高頻帶次 

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之各個而算出。

而且'其後進行步驟S379至步驟S381之處理，結束編碼 

處理，該等處理與圖25之步驟S339至步驟S341之處理相 

同，故省略其說明。再者，於步驟S379中選擇K個係數索 

引中之、評估值ReSallWband(id,J)為最小者。

如此，以於更低頻帶側之次頻帶設置權重之方式對應每 

個次頻帶進行加權，藉此解碼裝置40側可進而獲得高音質 

聲音。

再者，以上說明了根據評估值ReSallWband(id,J)進行解碼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之選擇，但解碼高頻帶次頻帶 

功率推測係數亦可根據評估值ResWband(id,J)進行選擇。

〈變形例3>
進而，人之聽覺振幅具有(功率)之頻帶越大越能感知之 

特性，故亦可以於功率更大之次頻帶設置權重之方式算出 

各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之評估值。

於此種情形時，圖18之編碼裝置30進行圖27之流程圖所 

示之編碼處理。以下，參照圖27之流程圖，對編碼裝置30 

之編碼處理進行說明。再者，步驟S401至步驟S405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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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圖25之步驟S33 I至步驟S335之處理相同，故省略其說 

明。

於步驟S406中，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 

對應K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之各個而算出使 

用成為處理對象之當前框J之評估值ResWpower(id,J)。

具體而言，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使用 

由次頻帶分割電路33所供給之各次頻帶之高頻帶次頻帶信 

號'進行與上述式(1)相同之運算，算出框J中之高頻帶次 

頻帶功率power(ib,J)。

若獲得高頻帶次頻帶功率power(ib,J)，模擬高頻帶次頻 

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對下式(29)進行計算，算出殘差均 

方值 ReSstdWpower(id,J)。

[數 29]

eb
ReSstdWpower( i d, J) = X {Wpower (power (i b, J)) 

ib=sb+1

x [power (ib, J) -powerest(ib, id, J)}}2

• · · (29)

即'針對索引為s b +1至e b之咼頻帶側之各次頻帶，求出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power(ib,J)與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powerest(ib,id,J)之差分，並於彼等差分上乘以各次頻帶之 

權重 Wpower(power(ib,J))。然後，將乘以權重 Wpower(power(ib,J)) 

之差分之平方和作為殘差均方值ResstdWpower(id,J)。

此處’權重 Wp°wer(power(ib,J))(其中 sb+l Wib Web)係由例 

如下式(3 0)加以定義。上述次頻帶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power(ib,J)越大，則該權重WpOWer(power(ib5 J))之值變得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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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數 30]
, ,、、3 Xpower (ib, J) 35 面、

Wpower (power (ib, J)) =----------- θθ----------- + _3~ …■ (30)

繼而，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算出殘差 

最大值ReSmaxWp°wer(id,J)。具體而言，將索引為sb+Ι至eb 

之各次頻帶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power(ibj)與模擬高頻帶 

次頻帶功率powerest(ib,id,J)之差分乘以權重WpoWer(power(ib5J)) 

者中之絕對值的最大值作為殘差最大值ReSmaxWpower(id,J) ° 

又，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算出殘差平 

均值 R.CSavepower(id,J) 0

具體而言,針對索引為sb+1至eb之各次頻帶'求出高頻 

帶次頻帶功率power(ib,J)與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powerest(ib,id,J)之差分並乘以權重 Wp0wer(power(ib,J))'求 

出乘以權重Wp°wer(power(ib,J))之差分之總和。然後'將以 

所得之差分之總和除以高頻帶側之次頻帶數(eb-sb)所得之 

值之絕對值作為殘差平均值ReSaveWpower(id, J) °

進而，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算出評估 

值 ResWpower(id,J) 0 即，將殘差均方值 ReSstdWpower(id,J)、 

乘以權重Wmax之殘差最大值ReSmaxWpower(id, J) '及乘以權 

重Wave之殘差平均值ReSaveWp°wer(id,J)之和作為評估值 

Res'Wpower(id,J) °

於步驟S407中，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 

算出使用過去框與當前框之評估值ResPWp°wer(id,J) °

149446.doc -92-



201131555
具體而言，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針對 

較處理對象之框J時間性前一框(J-1)，記錄使用最終選擇 

之係數索引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所得之、各 

次頻帶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 6首先算出推測殘 

差均方值ResPstdWp°wer(id,J)。即，針對索引為sb+Ι至eb之 

高頻帶側之各次頻帶，求出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powerest(ib,idSeiected(J-l),J-l)、與模 擬高頻 帶次頻 帶功率 

powerest(ib,id,J)之差分並乘以權重 Wpower(power(ib,J))。然 

後，將乘以權重Wp°wer(power(ib,J))之差分之平方和作為推 

測殘差均方值 ResPstdWpower(id,J)。

繼而，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 6算出推測 

殘差最大值ResPmaxWpower(id,J)。具體而言，將索引為sb+1 

至eb之各次頻帶之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po werest 

(ib,idseiected(JT),J-l)與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powerest(ib,id,J) 

之差分乘以權重Wp°wer(power(ib,J))者中之最大值的絕對值 

作為推測殘差最大值ResPmaxWpower(id,J)。

其次，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算出推測 

殘差平均值ResPaveWpower(id,J)。具體而言，針對索引為 

sb+Ι至eb之各次頻帶，求出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powerest(ib,idSeiected(J-l),J-l)、與模 擬高頻 帶次頻 帶功率 

powerest(ib,id,J)之差分並乘以權重 Wpower(power(ib,J))。而 

且，將以乘以權重Wp°wer(power(ib,J))之差分之總和除以高 

頻帶側之次頻帶數(eb-sb)所得之值之絕對值作為推測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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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 ResPaveWp°wer(id,J)。

進而，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求出推測 

殘差均方值ResPstdWp°wer(id,J)、乘以權重Wmax之推測殘差 

最大值ResPmaxWpower(id5J)、及乘以權重Wave之推測殘差平 

均值ResPaveWp°wer(id,J)之和，並將其作為評估值 

ResPWpower(id,J)。

於步驟S408中，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36 

將評估值ResWpower(id,J)、與乘以式(25)之權重WP(J)之評 

估值ResPWp°wer(id,J)相加，算出最終的評估值ReSallWpower 

(id,J)。該評估值ReSa］lWpower(id,J)係對應K個解碼高頻帶次 

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之各個而算出。

而且，其後進行步驟S409至步驟S411之處理 > 結束編碼 

處理，該等處理與圖25之步驟S339至步驟S341之處理相 

同，故省略其說明。再者，步驟S409中選擇K個係數索引 

中之、評估值ResallWpower(id,J)最小者。

如此，以於功率較大之次頻帶設置權重之方式，對每個 

次頻帶進行加權，解碼裝置40側中可進而獲得高音質聲 

音。

再者，以上說明了根據評估值ReSallWp°wer(id,J)進行解碼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之選擇，但解碼高頻帶次頻帶 

功率推測係數亦可根據評估值ResWpower(id,J)進行選擇。 

<6.第6實施形態〉

［係數學習裝置之構成］

然而，圖20之解碼裝置40將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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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數作為之係數Aib(kb)及係數Bib之組、與係數索引建立關 

聯而加以記錄。例如-若解碼裝置40中記錄128個係數索 

引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則作為記錄該等解 

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記錄記憶體等之記錄區域需 

要較大之區域。

因此，亦可將若干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之一 

部分作為共通之係數，進而減小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 

測係數之記錄所必須之記錄區域。於此種情形時，藉由學 

習而求出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之係數學習裝置 

例如以圖28所示之方式構成。

係數學習裝置81包括次頻帶分割電路91、高頻帶次頻帶 

功率算出電路92、特徵量算出電路93、及係數推測電路 

94。

該係數學習裝置81將用於學習之樂曲資料等作為廣頻帶 

示教信號而供給複數個。廣頻帶示教信號係包含高頻帶之 

複數個次頻帶成分、與低頻帶之複數個次頻帶成分之信 

號。

次頻帶分割電路91包括帶通濾波器等，其將供給廣頻帶 

示教信號分割成複數個次頻帶信號 > 並供給至高頻帶次頻 

帶功率算出電路92及特徵量算出電路93。具體而言，將索 

引為sb+l至eb之高頻帶側之各次頻帶之高頻帶次頻帶信號 

供給至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92，並將索引為sb-3至 

sb之低頻帶側之各次頻帶之低頻帶次頻帶信號供給至特徵 

量算出電路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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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92算出由次頻帶分割電路91 

所供給之各高頻帶次頻帶信號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並將 

其供給至係數推測電路94。特徵量算出電路93根據由次頻 

帶分割電路91所供給之各低頻帶次頻帶信號，算出低頻帶 

次頻帶功率作為特徴量'並將其供給至係數推測電路94。

係數推測電路94使用來自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92 

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與來自特徵量算出電路93之特徴量 

進行回歸分析，藉此生成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 

數，並輸出至解碼裝置40。

［係數學習處理之說明］

其次，參照圖29之流程圖，對藉由係數學習裝置81進行 

之係數學習處理加以說明。

於步驟S43 1中，次頻帶分割電路91將所供給之複數個廣 

頻帶示教信號之各個分割成複數個次頻帶信號。而且，次 

頻帶分割電路91將 索引為sb+l至eb之次頻帶之高頻帶次頻 

帶信號供給至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92，並將索引為 

sb-3至sb之次頻帶之低頻帶次頻帶信號供給至特徴量算出 

電路93。

於步驟S432中，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92針對由次 

頻帶分割電路91所供給之各高頻帶次頻帶信號，進行與上 

述式（1）相同之運算，算出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並將其供給 

至係數推測電路94。

於步驟S433中，特徵量算出電路93針對由次頻帶分割電 

路91所供給之各低頻帶次頻帶信號，進行上述式（1）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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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算出低頻帶次頻帶功率作為特徴量，並將其供給至係 

數推測電路94。

藉此，係數推測電路94中針對複數個廣頻帶示教信號之 

各框而供給高頻帶次頻帶功率與低頻帶次頻帶功率。

於步驟S434中，係數推測電路94進行使用最小平方法之 

回歸分析，對應索引為sb+Ι至eb之高頻帶側之次頻帶ib(其 

中sb+lWib冬eb)之各個，算出係數Aib(kb)與係數B^。

再者，回歸分析中，係將由特徴量算出電路93所供給之 

低頻帶次頻帶功率作為說明變數，將由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算出電路92所供給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作為被說明變數。 

又，回歸分析係使用構成供給至係數學習裝置81之所有廣 

頻帶示教信號之全體框之低頻帶次頻帶功率與高頻帶次頻 

帶功率而進行。

於步驟S435中，係數推測電路94使用所求出之各次頻帶 

ib之係數Ae(kb)與係數Β光，而求出廣頻帶示教信號之各框 

之殘差向量。

例如，係數推測電路94對應框J之次頻帶ib(其中 

sb+Ι冬ib冬eb)之各個，自高頻帶次頻帶功率power(ib,J)減 

去乘以係數Aib(kb)之低頻帶次頻帶功率power(kb,J)(其中 

sb-3冬kbWsb)之總和與係數之和而求出殘差。而且，將 

包含框J之各次頻帶ib之殘差之向量作為殘差向量。

再者，殘差向量係針對構成供給至係數學習裝置8 1之所 

有廣頻帶示教信號之全體框而算出。

於步驟S436中，係數推測電路94將針對各框而求出之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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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向量歸一化。例如，係數推測電路94針對各次頻帶ib而 

求出全體框之殘差向量之次頻帶ib之殘差之分散值，以各 

殘差向量中之次頻帶ib之殘差除以其分散值之平方根，藉 

此將殘差向量歸一化。

於步驟S437中，係數推測電路94將經歸一化之全體框之 

殘差向量利用k-means法等而聚類。

例如，將使用係數Aib(kb)與係數Bib，進行高頻 帶次頻 

帶功率之推測時所獲得之、全體框之平均頻率包絡稱為平 

均頻率包絡SA。又，將較平均頻率包絡SA之功率更大之 

特定頻率包絡頻率包絡設為SH，將較平均頻率包絡SA之 

功率更小之特定頻率包絡頻率包絡稱為SL。

此時，以能獲得接近平均頻率包絡SA、頻率包絡SH、 

及頻率包絡SL之頻率包絡之係數之殘差向量之各個屬於叢 

集CA、叢集CH、及叢集CL的方式，進行殘差向量之聚 

類。換言之，以各框之殘差向量屬於叢集CA、叢集CH、 

或者叢集CL中之任一者之方式而進行聚類。

於根據低頻帶成分與高頻帶成分之相關而推測高頻帶成 

分之頻帶擴大處理中，若根據其特性而使用利用回歸分析 

獲得之係數Aib(kb)與係數Β*算出殘差向量，則越高頻帶側 

之次頻帶，殘差變得越大。因此，若將殘差向量直接進行 

聚類，則越是於高頻帶側之次頻帶設置權重而進行處理。

相對於此，係數學習裝置81係利用各次頻帶之殘差之分 

散值而將殘差向量歸一化，藉此表觀上各次頻帶之殘差之 

分散為相等者，可對各次頻帶設置均等權重而進行聚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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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步驟S438中，係數推測電路94選擇叢集CA、叢集 

CH、或者叢集CL中之任一叢集作為處理對象之叢集。

於步驟S439中，係數推測電路94使用作為處理對象之叢 

集而選擇之叢集所屬之殘差向量之框，藉由回歸分析而算 

出各次頻帶ib(其中sb+lWib冬eb)之係數Aib(kb)與係數Β出。

即，若將屬於處理對象之叢集之殘差向量之框稱為處理 

對象框，則將所有處理對象框之低頻帶次頻帶功率與高頻 

帶次頻帶功率作為說明變數及被說明變數，進行使用最小 

平方法之回歸分析。藉此，對應各次頻帶ib而獲得係數 

Aib(kb)與係數Bib。

於步驟S440中，係數推測電路94針對所有處理對象框， 

使用藉由步驟S439之處理而獲得之係數Aib(kb)與係數 

Bib，求出殘差向量。再者，於步驟S440中進行與步驟 

S435相同之處理，求出各處理對象框之殘差向量。

於步驟S441中，係數推測電路94進行與步驟S436相同之 

處理，而將步驟S440之處理所求出之各處理對象框之殘差 

向量歸一化。即，對應各次頻帶，將殘差除以分散值之平 

方根而進行除算殘差向量之歸一化。

於步驟S442中，係數推測電路94將經歸一化之所有處理

. 對象框之殘差向量藉由k-means法等而聚類。此處之叢集

數係以如下之方式而決定。例如，係數學習裝置81中，想 

要生成128個係數索引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 

之情形時，將於處理對象框數上乘以128，進而除以全體 

框數所得之數作為叢集數。此處，所謂全體框數係指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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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係數學習裝置8 1之所有廣頻帶示教信號之全體框之總 

數。

於步驟S443中，係數推測電路94求出步驟S442之處理所 

獲得之各叢集之重心向量。

例如，藉由步驟S442之聚類所獲得之叢集係對應於係數 

索引，係數學習裝置81係對應各叢集而分配係數索引，求 

出各係數索引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

具體而言，於步驟S438中，選擇叢集CA作為處理對象 

之叢集，藉由步驟S442中之聚類而獲得F個叢集。若關注F 

個叢集中之1個叢集CF，叢集CF之係數索引之解碼高頻帶 

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係作為步驟S439中針對叢集CA而求 

出之係數Aib(kb)為線性相關項之係數Aib(kb)。又，將相對 

於步驟S443中求出之叢集CF之重心向量而實施步驟S441 

中進行之歸一化之逆處理(逆歸一化)之向量、與步驟S439 

中求出之係數Β化之和，作為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 

數之常數項即係數Bib。此處所謂之逆歸一化，係指例如當 

步驟S441中進行之歸一化係對應各次頻帶而以殘差除以分 

散值之平方根所得者時，相對於叢集CF之重心向量之各要 

素而乘以與歸一化時相同之值(各次頻帶之分散值之平方 

根)的處理。

即，將步驟S439中獲得之係數Aib(kb)、與以上述方式求 

出之係數之組作為叢集CF之係數索引之解碼高頻帶次 

頻帶功率推測係數。因此，藉由聚類而獲得之F個叢集之 

各個共通具有針對叢集C A求出之係數Aib(kb)，作為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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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之線性相關項。

於步驟S444中，係數學習裝置8 1判定是否將叢集CA、 

叢集CH、及叢集CL之所有叢集作為處理對象之叢集而進 

行處理。於步驟S444中判定仍未處理所有叢集之情形時， 

處理返回到步驟S438，重複上述處理。即，選擇下一叢集 

作為處理對象，算出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

相對於此，於步驟S444中判定已處理所有叢集之情形 

時，獲得欲求出之特定數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 

數，故處理進入到步驟S445。

於步驟S445中，係數推測電路94將所求出之係數索引、 

與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輸岀至解碼裝置40中加 

以記錄，係數學習處理結束。

例如，輸出至解碼裝置40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 

係數中，具有相同係數AiJkb）作為線性相關項者有若干 

個。因此，係數學習裝置81相對於該等共通之係數 

Aib（kb），將特定其係數Ajjkb）之資訊即線性相關項索引 

（指標）建立關聯，並相對於係數索引，使線性相關項索引 

與常數項即係數建立關聯。

而且，係數學習裝置8 1將建立關聯之線性相關項索引 

（指標）與係數Aib（kb）、以及建立關聯之係數索引與線性相 

關項索引（指標）及係數供給至解碼裝置40，並記錄於解 

碼裝置40之高頻帶解碼電路45內之記憶體。如此，每當記 

錄複數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時，用於各解碼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之記錄區域中，關於共通之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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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關項若僅儲存線性相關項索引（指標），則可大幅度減 

小記錄區域。

該情形時，高頻帶解碼電路45內之記憶體係將線性相關 

項索引與係數Aib（kb）建立關聯而加以記錄，故可根據係數 

索引獲得線性相關項索引與係數Be，進而可根據線性相關 

項索引而獲得係數AiJkb）。

再者，本申請人經過解析後發現：即便使複數個解碼高 

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之線性相關項共通化至3圖案程 

度，頻帶擴大處理後之聲音之聽覺上之音質亦基本上無劣 

化。因此，根據係數學習裝置8 1，不會使頻帶擴大處理後 

之聲音之音質劣化，便可進而減小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推測係數之記錄所必須的記錄區域。

如以上所述，係數學習裝置81根據所供給之廣頻帶示教 

信號，生成各係數索引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 

並加以輸出。

再者，圖29之係數學習處理中，說明了將殘差向量歸一 

化之情形，但步驟S436或者步驟S441之一者或兩者中亦可 

不進行殘差向量之歸一化。

又，亦可進行殘差向量之歸一化，而不進行解碼高頻帶 

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之線性相關項之共通化。於此種情形 

時，步驟S436中之歸一化處理後，將經歸一化之殘差向量 

聚類為與所欲求出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之數 

量相同之叢集。而且，使用屬於各叢集之殘差向量之框， 

對應各叢集進行回歸分析，生成各叢集之解碼高頻帶次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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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功率推測係數。

上述一系列處理可藉由硬體執行，亦可藉由軟體而執 

行。藉由軟體執行一系列處理之情形時，構成該軟體之程 

式可自程式記錄媒體安裝至專用硬體中組入之電腦、或藉 

由安裝各種程式而可執行各種功能之例如通用個人電腦 

等。

圖30係表示藉曲程式執行上述一系列處理之電腦之硬體 

之構成例的方塊圖。

電腦中，CPU（central processing unit，中央處理單元） 

101、ROM（Read Only Memory，唯讀 記憶體）102、RAM 

（Random Access Memory，隨機存取記憶體）1 03係藉由匯 

流排104而相互連接。

匯流排104上進而連接有輸入輸出介面105。輸入輸出介 

面105上連接有包含鍵盤、滑鼠、麥克風等之輸入部106、 

包含顯示器、揚聲器等之輸出部107 '包含硬碟或非揮發 

性之記憶體等之儲存部108、包含網路介面等之通訊部 

109、驅動磁碟、光碟、磁光碟、或半導體記憶體等之可 

移式媒體111之驅動器110。

以如上所述之方式構成之電腦中，CPU 101例如將儲存 

部108中儲存之程式經由輸入輸出介面105及匯流排104而 

加載至RAM 103並執行，藉此進行上述一系列處理。

電腦（CPU 1 01）所執行之程式例如記錄於包含磁碟（包含 

軟碟）、光碟（CD-ROM（Compact Disc-Read Only Memory > 

緊密光碟-唯讀記憶體）' DVD（Digital Versatile Disc，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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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多功能光碟）等）、磁光碟、或半導體記憶體等之套裝軟 

體媒體即可移式媒體111中，或者經由區域網路、網際網 

路、數位衛星廣播之有線或無線之傳輸媒體而提供。

而且，程式可藉由將可移式媒體111安裝於驅動器110 

中，經由輸入輸出介面105而安裝至儲存部108。又，程式 

可經由有線或無線之傳輸媒體，由通訊部109接收後安裝 

至儲存部108。除此之外，程式可預先安裝於ROM 102或 

儲存部108。

再者，電腦所執行之程式可為按照本說明書中說明之順 

序而時間序列地進行處理之程式，亦可為並列或於進行調 

用時等必要之時序進行處理的程式。

再者，本發明之實施形態並不限定於上述實施形態，於 

不脫離本發明之主旨之範圍內可進行各種變更。

【圖式簡單說明】

圖1係表示作為輸入信號之解碼後之低頻帶之功率譜與 

所推測的高頻帶之頻率包絡之一例之圖。

圖2係表示伴隨時間性地急遽變化之打擊性之音樂信號 

之原本的功率譜之一例之圖。

圖3係表示本發明之第1實施形態中之頻帶擴大裝置之功 

能性構成例的方塊圖。

圖4係對圖3之頻帶擴大裝置之頻帶擴大處理之例進行說 

明的流程圖。

圖5係表示輸入至圖3之頻帶擴大裝置中之信號之功率譜 

與帶通濾波器的頻率軸上之配置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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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係表示聲音區間之頻率特性與所推測之高頻帶之功 

率譜之例的圖。

圖7係表示輸入至圖3之頻帶擴大裝置中之信號之功率譜 

之例的圖。

. 圖8係表示圖7之輸入信號之波濾後之功率譜之例的圖。

圖9係表示用以進行圖3之頻帶擴大裝置之高頻帶信號生 

成電路中所使用之係數之學習的係數學習裝置之功能性構 

成例之方塊圖。

圖1 0係對圖9之係數學習裝置之係數學習處理之例進行 

說明的流程圖。

圖11係表示本發明之第2實施形態中之編碼裝置之功能 

性構成例的方塊圖。

圖12係對圖11之編碼裝置之編碼處理之例進行說明的流 

程圖。

圖13係表示本發明之第2實施形態中之解碼裝置之功能 

性構成例的方塊圖。

圖14係對圖13之解碼裝置之解碼處理之例進行說明的流 

程圖。

， 圖15係表示用以進行圖11之編碼裝置之高頻帶編碼電路

. 中所使用之代表向量及圖13之解碼裝置之高頻帶解碼電路

中所使用之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係數之學習的係數 

學習裝置之功能性構成例之方塊圖。

圖16係表示對圖15之係數學習裝置之係數學習處理之例 

進行說明的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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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7係表示圖11之編碼裝置所輸出之編碼串之例的圖。

圖18係表示編碼裝置之功能性構成例之方塊圖。

圖19係對編碼處理進行說明之流程圖。

圖20係表示解碼裝置之功能性構成例之方塊圖。

圖2 1係表示對解碼處理進行說明之流程圖。

圖22係表示對編碼處理進行說明之流程圖。

圖23係表示對解碼處理進行說明之流程圖。

圖24係表示對編碼處理進行說明之流程圖 。

圖25係表示對編碼處理進行說明之流程圖。

圖26係表示對編碼處理進行說明之流程圖 。

圖27係表示對編碼處理進行說明之流程圖。

圖28係表示係數學習裝置之構成例之圖。

圖29係表示對係數學習處理進行說明之流程圖。

圖3 0係表示藉由程式而執行本發明應用之處理之電腦之 

硬體之構成例的方塊圖。

【主要元件符號說明】

10 頻帶擴大裝置

1 1 低通濾波器

12 延遲電路

13 、 13-1〜13-Ν 帶通濾波器

14 特徵量算出電路

15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電路

16 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

17 高通濾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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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

信號加法器 

係數學習裝置

21、21-1〜21-(K+N)帶通濾波器

22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

23 特徴量算出電路

24 係數推測電路

30 編碼裝置

31 低通濾波器

32 低頻帶編碼電路

33 次頻帶分割電路

34 特徵量算出電路

35 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

36 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

37 咼頻帶編碼電路

38 多工電路

40 解碼裝置

41 非多工電路

42 低頻帶解碼電路

43 次頻帶分割電路

44 特徵量算出電路

45 咼頻帶解碼電路

46 解碼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

47 解碼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

48 合成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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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

52

53

54

55

56

57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係數學習裝置

低通濾波器

次頻帶分割電路

特徵量算出電路

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電路

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電路 

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聚類電路 

係數推測電路

CPU

ROM

RAM

匯流排

輸入輸出介面

輸入部

輸出部

儲存部

通訊部

驅動器

可移式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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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專利說明書

（本說明書格式、順序及粗體字，請勿任意更動，※記號部分請勿填寫）

法申請案號：气咨中＞8

※申請日： qq . q 分 ο 淤IP C 分類：G10L21/04 （1006.01）

一、 發明名稱：（中文/英文）

- 頻帶擴大裝置及方法、編碼裝置及方法、解碼裝置及方法、以及程式

二、 中文發明摘要：

本發明係關於一種可藉由頻帶之擴大而以更高音質再生

° 音樂信號之頻帶擴大裝置及方法、編碼裝置及方法、解碼 

裝置及方法、以及程式。帶通濾波器13將輸入信號分割為 

複數個次頻帶信號，特徵量算出電路14使用經分割之複數 

個次頻帶信號與輸入信號之至少任一者而算出特徵量，高 

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電路15根據所算出之特徵量，算出高 

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值，高頻帶信號生成電路1 6根據由 

帶通濾波器13分割之複數個次頻帶信號、與藉由高頻帶次 

『 頻帶功率推測電路15算出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值，

0
而生成高頻帶信號成分。頻帶擴大裝置10使用高頻帶信號 

成分而擴大輸入信號之頻帶。本發明例如可適用於頻帶擴 

大裝置。

三、 英文發明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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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頻帶擴大裝置，其包括：

信號分割機構，其將輸入信號分割為複數個次頻帶信 

號；

特徵量算出機構，其使用藉由上述信號分割機構分割 

之上述複數個次頻帶信號與上述輸入信號之至少任一 

者，算出表示上述輸入信號之特徵的特徵量 ；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機構，其根據由上述特徵量算 

出機構算出之上述特徴量，算出較上述輸入信號更高 

頻帶之次頻 帶信號之功率即高頻 帶次頻 帶功率 之推測 

值；及

高頻帶信號成分生成機構，其根據藉由上述信號分割 

機構分割之上述複數個次頻帶信號、與藉由上述高頻帶 

次頻帶功率推測機構算出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 

測值，生成高頻帶信號成分；且

使用藉由上述高頻帶信號成分生成機構生成之上述高 

頻帶信號成分，將上述輸入信號之頻帶擴大。

2. 如請求項1之頻帶擴大裝置，其中上述特徵量算出機構 

算出上述複數個次頻帶信號之功率即低頻帶次頻帶功率 

作為上述特徴量。

3. 如請求項1之頻帶擴大裝置，其中上述特徵量算出機構 

算出上述複數個次頻帶信號之功率即低頻帶次頻帶功率 

之時間變動作為上述特徵量。

4. 如請求項1之頻帶擴大裝置，其中上述特徴量算出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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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出上述輸入信號之特定頻帶中之功率之最大值與最小 

值之差作為上述特徴量。

5. 如請求項1之頻帶擴大裝置，其中上述特徵量算出機構 

算出上述輸入信號之特定頻帶中之功率之最大值與最小 

值之差之時間變動作為上述特徴量。

6. 如請求項1之頻帶擴大裝置，其中上述特徵量算出機構 

算出上述輸入信號之特定頻帶中之功率之傾斜作為上述 

特徵量。

7. 如請求項1之頻帶擴大裝置，其中上述特徵量算出機構 

算出上述輸入信號之特定頻帶中之功率之傾斜之時間變 

動作為上述特徵量。

8. 如請求項1之頻帶擴大裝置，其中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推測機構根據上述特徴量、與藉由預先學習而獲得之 

高頻帶之每個次頻帶之係數，算出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之推測值。

9. 如請求項8之頻帶擴大裝置，其中上述高頻帶之每個次 

頻帶之係數係以如下方式生成：

對使用藉由利用複數個示教信號之回歸分析而得之高 

頻帶之每個次頻帶之係數而算出之上述高頻帶信號成分 

之殘差向量進行聚■類5

針對藉由上述聚類所獲得之各叢集，使用屬於上述叢 

集之上述示教信號進行回歸分析。

10. 如請求項9之頻帶擴大裝置，其中上述殘差向量係藉由 

複數個上述殘差向量之各成分之分散值而歸一化5且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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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一化後之上述向量予以聚.類。

11. 如請求項9之頻帶擴大裝置，其中

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機構根據上述特徴量、與 

上述高頻帶之每個次頻帶之係數及常數，算出上述高頻 

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值，

上述常數係根據：使用藉由利用屬於上述叢集之上述 

示教信 號之回歸分析而獲得之高頻帶之每個次頻帶之係 

數，進而算出上述殘差向量，並將該上述殘差向量聚類 

成複數個新叢集所獲得之上述新叢集之重心向量而算 

出。

12. 如請求項11之頻帶擴大裝置，其中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推測機構將上述高頻帶之每個次頻帶之係數、與特定 

上述高頻帶之每個次頻帶之係數的指標建立關聯而加以 

記錄，並且記錄複數個上述指標與上述常數之組，於複 

數個上述組中之若干中包含指標表示相同值者。

13·如請求項1之頻帶擴大裝置，其中上述高頻帶信號生成 

機構根據上述複數個次頻帶信號之功率即低頻帶次頻帶 

功率、與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值，生成上述高 

頻帶信號成分。

14. 一種頻帶擴大方法，其包含：

信號分割步驟，其係將輸入信號分割為複數個次頻帶 

信號；

特徵量算出步驟，其係使用藉由上述信號分割步驟之 

處理而分割之上述複數個次頻帶信號與上述輸入信號之 

149446.doc -3 -



201131555
至少任一者，算出表示上述輸入信號之特徵的特徵量 ；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步驟，其係根據藉由上述特徴 

量算出步驟之處理而算出之上述特徵量，算出較上述輸 

入信號更高頻帶之次頻帶信號之功率即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之推測值；及

高頻帶信號成分生成步驟，其係根據藉由上述信號分 

割步驟之處理而分割之上述複數個次頻 帶信號、與藉由 

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步驟之處理而算出之上述高 

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值，生成高頻帶信號成分；且

使用藉由上述高頻帶信號成分生成步驟之處理而生成 

之上述高頻帶信號成分，將上述輸入信號之頻帶擴大。

15. 一種使電腦執行如下處理之程式，該處理包含：

信號分割步驟，其係將輸入信號分割為複數個次頻帶 

信號；

特徵量算出步驟，其係使用藉由上述信號分割步驟之 

處理而分割之上述複數個次頻帶信號與上述輸入信號之 

至少任一者，算出表示上述輸入信號之特徵的特徴量 ；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步驟，其係根據藉由上述特徵 

量算出步驟之處理而算出之上述特徴量，算出較上述輸 

入信號更高頻帶之次頻帶信號之功率即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之推測值；及

高頻帶信號成分生成步驟，其係根據藉由上述信號分 

割步驟之處理而分割之上述複數個次頻帶信號、與藉由 

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推測步驟之處理而算出之上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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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帶次頻帶功率之推測值，生成高頻帶信號成分；且

使用藉由上述高頻帶信號成分生成步驟之處理而生成 

之上述高頻帶信號成分，將上述輸入信號之頻帶擴大。

16. 一種編碼裝置，其包括：

次頻帶分割機構，其將輸入信號分割為複數個次頻 

帶，並生成由低頻帶側之複數個次頻帶構成之低頻帶次 

頻帶信號、與由高頻帶側之複數個次頻帶構成的高頻帶 

次頻帶信號；

特徵量算出機構，其使用藉由上述次頻帶分割機構而 

生成之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信號與上述輸入信號之至少任 

一者，算出表示上述輸入信號之特徴的特徵量 ；

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機構，其根據藉曲上述特 

徵量算出機構而算出之上述特徵量，算出上述高頻帶次 

頻帶信號之模擬功率即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機構，其根據藉由上 

述次頻帶分割機構生成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信號，算出 

上述高頻帶次頻帶信號之功率即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並 

算出其與藉由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機構算出 

之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差分即模擬高頻帶次頻 

帶功率差分；

高頻帶編碼機構，其對藉由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差分算出機構算出之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 

進行編碼，而生成高頻帶編碼資料；

低頻帶編碼機構，其對上述輸入信號之低頻帶之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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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低頻帶信號進行編碼，而生成低頻帶編碼資料；及

多工機構，其對藉由上述低頻帶編碼機構生成之上述 

低頻帶編碼資料與藉由上述高頻帶編碼機構生成之上述 

高頻帶編碼資料進行多工，而獲得輸出編碼串。

17. 如請求項16之編碼裝置，其中更包括低頻帶解碼機構， 

其對藉由上述低頻帶編碼機構生成之上述低頻帶編碼資 

料進行解碼，而生成低頻帶信號，

上述次頻帶分割機構根據藉由上述低頻帶解碼機構生 

成之上述低頻帶信號，而生成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信號。

18. 如請求項16之編碼裝置，其中上述高頻帶編碼機構算出 

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與預先設定之複數個 

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空間中之代表向量或代表值 

之類似度，並生成與類似度為最大之代表向量或代表值 

對應之索引作為上述高頻帶編碼資料。

19. 如請求項16之編碼裝置，其中

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機構針對用以算 

出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複數個係數，根據各次 

頻帶之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與上述高頻帶次頻帶 

功率而算出評估值，

上述高頻帶編碼機構生成表示評估最高之上述評估值 

之上述係數之索引作為上述高頻帶編碼資料。

20. 如請求項19之編碼裝置，其中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差分算出機構根據各次頻帶之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 

功率差分之平方和、上述次頻帶之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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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功率差分之絕對值之最大值、或者各次頻帶之上述模 

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之平均值的至少任一者，而算 

出上述評估值。

21. 如請求項20之編碼裝置，其中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差分算出機構根據不同框之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之差分，而算出上述評估值。

22. 如請求項20之編碼裝置，其中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差分算出機構使用乘以各次頻帶之權重、即越為低頻 

帶側之次頻帶則越大之權重的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差分，算出上述評估值。

23. 如請求項20之編碼裝置，其中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差分算出機構使用乘以各次頻帶之權重、即越為上述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大之次頻帶則越大之權重的上述模擬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上述評估值。

24. 一種編碼方法，其包含：

次頻帶分割步驟，其係將輸入信號分割為複數個次頻 

帶，並生成由低頻帶側之複數個次頻帶構成之低頻帶次 

頻帶信號、與由高頻帶側之複數個次頻帶構成的高頻帶

- 次頻帶信號；

特徵量算出步驟，其係使用藉由上述次頻帶分割步驟 

之處理生成之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信號與上述輸入信號之 

至少任一者，算出表示上述輸入信號之特徵的特徵量 ；

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步驟，其係根據藉由上述 

特徵量算出步驟之處理而算出之上述特徴量，算出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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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頻帶次頻 帶信號之模擬功率即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

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步驟，其係根據藉由 

上述次頻帶分割步驟之處理生成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信 

號，算出上述高頻帶次頻帶信號之功率即高頻帶次頻帶 

功率，並算出其與藉由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 

步驟之處理算出之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差分即 

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

高頻帶編碼步驟，其係對藉由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 

功率差分算出步驟之處理算出之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 

功率差分進行編碼，而生成高頻帶編碼資料；

低頻帶編碼步驟，其係對上述輸入信號之低頻帶之信 

號即低頻帶信號進行編碼，而生成低頻帶編碼資料；及

多工步驟，其係對藉由上述低頻帶編碼步驟之處理生 

成之上述低頻帶編碼資料與藉由上述高頻帶編碼步驟之 

處理生成之上述高頻帶編碼資料進行多工，而獲得輸出 

編碼串。

25. 一種使電腦執行如下處理之程式，該處理包含：

次頻帶分割步驟，其係將輸入信號分割為複數個次頻 

帶，並生成由低頻帶側之複數個次頻帶構成之低頻帶次 

頻帶信號、與由高頻帶側之複數個次頻帶構成的高頻帶 

次頻帶信號；

特徴量算出步驟，其係使用藉由上述次頻帶分割步驟 

之處理生成之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信號與上述輸入信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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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任一者，算出表示上述輸入信號之特徵的特徵量；

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步驟，其係根據藉由上述 

特徵量算出步驟之處理算出之上述特徵量，算出上述高 

頻帶次頻帶信號之模擬功率即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算出步驟，其係根據藉由 

上述次頻帶分割步驟之處理生成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信 

號，算出上述高頻帶次頻帶信號之功率即高頻帶次頻帶 

功率，並算出其與藉由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 

步驟之處理算出之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差分即 

模擬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差分；

高頻帶編碼步驟，其係對藉由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 

功率差分算出步驟之處理算出之上述模擬高頻帶次頻帶 

功率差分進行編碼，而生成高頻帶編碼資料；

低頻帶編碼步驟，其係對上述輸入信號之低頻帶之信 

號低頻帶信號進行編碼，而生成低頻帶編碼資料；

多工步驟，其係對藉由上述低頻帶編碼步驟之處理生 

成之上 述低頻帶編碼 資料與藉由上 述高頻 帶編碼 步驟之 

處理生成之上述高頻帶編碼資料進行多工，而獲得輸出 

編碼串。

26. 一種解碼裝置，其包括：

非多工機構，其將所輸入之編碼資料非多工為至少低 

頻帶編碼資料與索引；

低頻帶解碼機構，其對上述低頻帶編碼資料進行解 

碼，而生成低頻帶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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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頻帶分割機構，其將上述低頻帶信號之頻帶分割為 

複數個低頻帶次頻帶，並生成各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之低 

頻帶次頻帶信號；及

生成機構，其根據上述索引與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信 

號，生成上述高頻帶信號。

27. 如請求項26之解碼裝置，其中上述索引係於對輸入信號 

進行編碼而輸出上述編碼資料之裝置中，根據編碼前之 

上述輸入信號與由上述輸入信號推測之上述高頻帶信號 

而求出者。

28. 如請求項26之解碼裝置，其中上述索引未經編碼者。

29. 如請求項26之解碼裝置，其中上述索引係表示生成上述 

高頻帶信號所使用之推測係數之資訊。

30. 如請求項29之解碼裝置，其中上述生成機構根據複數個 

上述推測係數中之由上述索引表示之上述推測係數，生 

成上述高頻帶信號。

31. 如請求項29之解碼裝置，其中上述生成機構包括：

特徴量算出機構，其使用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信號與上 

述低頻帶信號之至少任一者，算出表示上述編碼資料之 

特徵的特徵量；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機構，其針對構成上述高頻帶 

信號之頻帶之複數個高頻帶次頻帶之各個，藉由使用上 

述特徵量與上述推測係數之運算，而算出上述高頻帶次 

頻帶之高頻帶次頻帶信號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及

高頻帶信號生成機構，其根據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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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信號，生成上述高頻帶信號。

32. 如請求項31之解碼裝置，其中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 

岀機構使用針對各上述高頻帶次頻帶而準備之上述推測 

係數，將複數個上述特徵量予以線性組合，藉此算出上 

述高頻帶次頻帶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33. 如請求項32之解碼裝置，其中上述特徵量算出機構針對 

各上述低頻帶次頻帶而算出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信號之低 

頻帶次頻帶功率作為上述特徵量。

34. 如請求項3 1之解碼裝置，其中上述索引係表示將複數個 

上述推測係數中之根據編碼前之輸入信號之上述高頻帶 

信號所得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與根據上述推測係 

數所生成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進行比較的結果，能 

夠獲得與根據上述編碼前之輸入信號之上述高頻帶信號 

所得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最接近之上述高頻帶次頻 

帶功率的上述推測係數之資訊。

35. 如請求項34之解碼裝置，其中上述索引係表示針對各上 

述高頻帶次頻帶而求出之根據上述編碼前之輸入信號之 

上述高頻帶信號所得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與根據 

上述推測係數所生成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差分之 

平方和為最小之上述推測係數的資訊。

36. 如請求項34之解碼裝置，其中上述編碼資料中進而包含 

表示根據上述編碼前之輸入信號之上述高頻帶信號所得 

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與根據上述推測係數所生成 

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差分的差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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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如請求項36之解碼裝置，其中上述差分資訊係經編碼。

38. 如請求項36之解碼裝置，其中

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機構對藉由使用上述特徴 

量與上述推測係數之運算所獲得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加上由上述編碼資料中所含之上述差分資訊表示之 

上述差分，

上述高頻帶信號生成機構根據經加上上述差分之上述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與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信號，生成上 

述高頻帶信號。

39·如請求項3 1之解碼裝置，其中上述推測係數係藉由使用 

將上述特徵量作為說明變數、將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作為被說明變數之最小平方法之回歸分析而求出。

40.如請求項31之解碼裝置，其中

上述索引係表示將根據編碼前之輸入信號之上述高頻 

帶信號所得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與根據上述推測 

係數所生成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差分作為要素 、 

且含有各上述高頻帶次頻帶之上述差分之差分向量的資 

訊，

該解碼裝置更包括係數輸出機構，其求出針對各上述 

推測係數預先求出之以各上述高頻帶次頻帶之上述差分 

作為要素之上述差分之特徵空間中之代表向量或代表 

值、與由上述索引表示之上述差分向量的距離，並將複 

數個上述推測係數中之上述距離為最短之上述代表向量 

或上述代表值之上述推測係數，供給至上述高頻帶次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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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功率算出機構。

4 1.如請求項29之解碼裝置，其中上述索引係表示將複數個 

上述推測係數中之編碼前之輸入信號之上述高頻帶信 

號、與根據上述推測係數所生成之上述高頻帶信號進行 

比較的結果，能夠獲得與上述編碼前之輸入信號之上述 

高頻帶信號最接近之上述高頻帶信號之上述推測係數的 

資訊。

42. 如請求項29之解碼裝置，其中上述推測係數係藉由回歸 

分析而求出。

43. 如請求項26之解碼裝置，其中上述生成機構根據對經編 

碼之上述索引進行解碼而獲得之資訊，生成上述高頻帶 

信號。

44. 如請求項43之解碼裝置，其中上述索引係經蜻編碼者。

45. —種解碼方法，其包含：

非多工步驟，其係將所輸入之編碼資料非多工為至少 

低頻帶編碼資料與索引；

低頻帶解碼步驟，其係對上述低頻帶編碼資料進行解 

碼，而生成低頻帶信號；

次頻帶分割步驟，其係將上述低頻帶信號之頻帶分割 

為複數個低頻帶次頻帶，並生成各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之 

低頻帶次頻帶信號；及

生成步驟，其係根據上述索引及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信 

號，生成上述高頻帶信號。

46. 一種使電腦執行如下處理之程式，該處理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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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多工步驟，其係將所輸入之編碼資料非多工為至少 

低頻帶編碼資料與索引 ；

低頻帶解碼步驟，其係對上述低頻帶編碼資料進行解 

碼，而生成低頻帶信號；

次頻帶分割步驟，其係將上述低頻帶信號之頻帶分割 

為複數個低頻帶次頻帶，並生成各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之 

低頻帶次頻帶信號；及

生成步驟，其係根據上述索引及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信 

號，生成上述高頻帶信號。

47. —種解碼裝置，其包括：

非多工機構5其將所輸入之編碼資料非多工為低頻帶 

編碼資料、與用以獲得生成高頻帶信號所使用之推測係 

數之索引；

低頻帶解碼機構，其對上述低頻帶編碼資料進行解 

碼，而生成低頻帶信號；

次頻帶分割機構，其將上述低頻帶信號之頻帶分割為 

複數個低頻帶次頻帶，並生成各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之低 

頻帶次頻帶信號；

特徵量算出機構，其使用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信號與上 

述低頻帶信號之至少任一者，算出表示上述編碼資料之 

特徵的特徵量；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機構，其針對構成上述高頻帶 

信號之頻帶之複數個高頻帶次頻帶之各個，對上述特徵 

量乘以預先準備之複數個上述推測係數中之由上述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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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特定之上述推測係數，求出經乘以上述推測係數之上 

述特徵量之和，藉此算出上述高頻帶次頻帶之高頻帶次 

頻帶信號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及

高頻帶信號生成機構，其使用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 

及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信號，生成上述高頻帶信號。

48.如請求項47之解碼裝置，其中上述特徵量算出機構針對 

各上述低頻帶次頻帶而算出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信號之低 

頻帶次頻帶功率作為上述特徴量。

49·如請求項48之解碼裝置，其中上述索引係用以獲得上述 

複數個上述推測係數中之根據上述高頻帶信號之真值所 

得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與使用上述推測係數所生 

成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差分、且針對各上述高頻 

帶次頻帶所求出之差分之平方和為最小之上述推測係數 

的資訊。

50.如請求項49之解碼裝置，其中

上述索引中更包含表示根據上述真值所得之上述高頻 

帶次頻帶功率、與使用上述推測係數所生成之上述高頻 

帶次頻帶功率之差分之差分資訊，

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機構對求出經乘以上述推 

測係數之上述特徵量之和而得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進而加上由上述索引中所含之上述差分資訊所表示 

的上述差分，

上述高頻帶信號生成機構使用藉由上述高頻帶次頻帶 

功率算出機構而加上上述差分之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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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與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信號，而生成上述高頻帶信 

號。

51. 如請求項47之解碼裝置，其中上述索引係表示上述推測 

係數之資訊。

52. 如請求項47之解碼裝置，其中上述索引係表示上述推測 

係數之資訊為經炳編碼而得之資訊，

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機構使用由對上述索引進 

行解碼所得之資訊所表示之上述推測係數，算出上述高 

頻帶次頻帶功率。

53·如請求項47之解碼裝置，其中上述複數個上述推測係數 

係藉由使用將上述特徵量作為說明變數、將上述高頻帶 

次頻帶功率作為被說明變數之最小平方法之回歸分析而 

預先求出。

54.如請求項47之解碼裝置，其中

上述索引係表示將根據上述高頻帶信號之真值所得之 

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與使用上述推測係數生成之上 

述高頻帶次頻帶功率之差分作為要素、且包含各上述高 

頻帶次頻帶之上述差分之差分向量的資訊 ，

該解碼裝置更包括係數輸出機構，其求出針對各上述 

各推測係數而預先求出之將各上述高頻帶次頻帶之上述 

差分作為要素之上述差分之特徵空間中之代表向量或者 

代表值、與由上述索引表示之上述差分向量的距離，並 

將上述複數個上述推測係數中之上述距離為最短的上述 

代表向量或者上述代表值之上述推測係數，供給至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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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機構。

55. 一種解碼方法，其包含：

非多工步驟，其係將所輸入之編碼資料非多工為低頻 

帶編碼資料、與用以獲得生成高頻帶信號所使用之推測 

係數之索引；

低頻帶解碼步驟，其係對上述低頻帶編碼資料進行解 

碼5而生成低頻帶信號；

次頻帶分割步驟，其係將上述低頻帶信號之頻帶分割 

為複數個低頻帶次頻帶，並生成各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之 

低頻帶次頻帶信號；

特徵量算出步驟，其係使用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信號與 

上述低頻帶信號之至少任一者，算出表示上述編碼資料 

之特徵的特徵量；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步驟，其係針對構成上述高頻 

帶信號之頻帶之複數個高頻帶次頻帶之各個，對上述特 

徵量乘以預先準備之複數個上述推測係數中之由上述索 

引所特定之上述推測係數，求出經乘以上述推測係數之 

上述特徴量之和，藉此算出上述高頻帶次頻帶之高頻帶 

次頻帶信號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及

高頻帶信號生成步驟，其係使用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及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信號，生成上述高頻帶信號。

56. —種使電腦執行如下處理之程式，該處理包含：

非多工步驟，其係將所輸入之編碼資料非多工為低頻 

帶編碼資料、與用以獲得生成高頻帶信號所使用之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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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數之索引；

低頻帶解碼步驟，其係對上述低頻帶編碼資料進行解 

碼，而生成低頻帶信號；

次頻帶分割步驟，其係將上述低頻帶信號之頻帶分割 

為複數個低頻帶次頻帶，並生成各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之 

低頻帶次頻帶信號；

特徵量算出步驟，其係使用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信號與 

上述低頻帶信號之至少任一者，算出表示上述編碼資料 

之特徴的特徵量；

高頻帶次頻帶功率算出步驟，其係針對構成上述高頻 

帶信號之頻帶之複數個高頻帶次頻帶之各個，對上述特 

徵量乘以預先準備之複數個上述推測係數中之由上述索 

引所特定之上述推測係數，求出經乘以上述推測係數之 

上述特徵量之和，藉此算出上述高頻帶次頻帶之高頻帶 

次頻帶信號之高頻帶次頻帶功率；及

高頻帶信號生成步驟，其係使用上述高頻帶次頻帶功 

率及上述低頻帶次頻帶信號，生成上述高頻帶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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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定代表圖：

（一） 本案指定代表圖為：第（1 ）圖。

（二） 本代表圖之元件符號簡單說明：

（無元件符號說明）

五、本案若有化學式時，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化學式：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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