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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 鸡尾酒会效应：人类在嘈杂环境中能够集中注意力于某一特定音源（如某个说话人）的能力。这种能力依赖于复杂的听
觉处理机制，包括空间、语义和听觉线索的综合。

• 在计算机听觉领域，试图模仿这一效应的任务被称为目标说话人提取（Target Speaker Extraction，TSE）。
• 传统TSE方法通常采用以下线索来识别和提取目标说话人：

 声纹：利用说话人的预录语音生成声学特征作为参考。但这种方法面临以下问题：
a. 隐私问题：声纹采集需要用户的语音样本，这可能涉及隐私泄露。
b. 质量和可用性：录音样本的质量（如背景噪声、录音设备的不同）会显著影响提取效果。
c. 内部变异性：同一说话人在不同条件下（情绪、环境、距离等因素）的声音特征可能有很大差异。

 空间线索：利用声音的方向或位置（如麦克风阵列）来分离目标说话人。这需要额外的硬件支持，在实际应用中受限。
 视觉线索：如唇部同步特征，但在纯音频环境中不适用。



Introduction

• 为了克服上述局限性，论文提出利用文本描述作为目标提取线索的创新方法。其背景如下：
 人类描述能力：人类可以通过语义化描述（如“提取说‘2024巴黎奥运会’的说话人”）有效区分目标说话人。
 大型语言模型（LLM）发展：近年来，基于深度学习的LLM（如LLaMA 2）在自然语言理解任务中表现优异，为将文
本与语音任务结合提供了基础。

 隐私保护：文本描述通常不包含个人敏感信息，相较声纹线索更具隐私友好性。
 灵活性和鲁棒性：文本线索可以描述复杂的上下文信息（如“最响亮的声音”或“靠近麦克风的说话人”），提升模
型的适应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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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编码-融合-提取-解码

Loss： Scale-Invariant Signal-to-Distortion Ratio （标度不变信号失真比）

TD-SpeakerBeam：M. Delcroix, T. Ochiai, K. Zmolikova, K. Kinoshita, N. Tawara,T. Nakatani, and S. Araki, “Improving speaker discrimination of target 
speech extraction with time-domain SpeakerBeam,” Jan. 2020, 60 citations (Semantic Scholar/arXiv) [2023-02-14] arXiv:2001.08378 [cs,eess].



Experiments

Efficacy of Using Input Text as Independent Cues
Compared with One-Hot System
Efficacy of Using Input Text to Complement the Pre-registered Cues
Ablation Studies on Text Encoder Selection

[76] L. Zheng, W.-L. Chiang, Y. Sheng, S. Zhuang, Z. Wu, Y. Zhuang, Z. Lin,Z. Li, D. Li, E. P. Xing, H. Zhang, J. E. Gonzalez, and I. Stoica,“Judging LLM-as-a-
judge with MT-Bench and Chatbot Arena,” Jul.2023, arXiv:2306.05685 [cs].



Experiments

Efficacy of Using Input Text as Independent Cues

Efficacy of Using Input Text as Task Selector

Efficacy of Using Input Text to Complement 
the Pre-registered C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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