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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无障碍电影

无障碍电影是为了方便残障人士观看，经过加工的电影节目

• 面向听觉障碍人群的无障碍电影：增补字幕

• 面向视觉障碍人群的无障碍电影：增补配音解说

无障碍电影字幕 无障碍电影旁白



无障碍直播解说

2021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正式开赛。

S11作为最受关注的电竞赛事之一，B站在开赛期间正式推出了无障碍直播间，

辅助听障人士更好地观赛。这也是电竞赛事中首个无障碍观赛直播间。



无障碍电影效果展示



无障碍电影制作流程

传统无障碍电影制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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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电影制作流程

人工智能赋能无障碍电影制作流程

将旁白音频与电
影原始音轨混合
得到无障碍电影

音频插入
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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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gleMovie无障碍电影制作工具V2.0



根据中国盲文图书馆、上海光影之
声等单位的需求：

1. 优化操作流程，增加步骤指引
2. 新增智能定位字幕位置，减少手工

操作
3. 支持旁白区间后台检测功能
4. 旁白导入、导出功能新增支持格式：

word，srt，ass
5. 新增字幕导出功能，可以导出word、

srt、ass格式文件
6. 新增字幕导入，并把字幕文件合成

进原视频功能

EagleMovie无障碍电影制作工具



电影字幕识别能力优化

目前，市面上缺少针对电影字幕识别的成熟开源组件，仅有通用文字识别(OCR)组件。

我们在一些互联网大厂开源的OCR组件基础上
进行字幕识别（该组件在github网站有着39.1K
的收藏量，是当前最主流的中文文字识别方法）

10部电影 共8248行字幕 识别精度90.72%

评价指标公式：



电影字幕识别能力优化

开源组件错误案例分析

1、误识别画面中的文字

识别结果：NRVANA

2、漏识别文字

识别结果：切都蒸蒸日上（漏识别：“一”）

识别结果：欧尼用长手臂一指小声说道：在
那（漏识别：”瞧“）

识别结果：这些整日在忙碌的城市中巡（漏
识别：“逡”）

3、识别错误、无法识别难字

识别结果：往上看着一棵老树的枝
权（将”枝杈“误识别为”枝权“）

识别结果：红腹灰雀省白喉莺黄鸡
（无法识别”篱“、”鹀“）



电影字幕识别能力优化

优化方向：
• 针对误识别画面文字的问题，提出字幕先验信息提取算法



电影字幕识别能力优化

优化方向二：
• 针对漏识别文字的问题，重新训练面向电影字幕识别的文本检测模型
• 针对无法识别难字、错误地识别字的问题，用海量电影文本数据微调文本识别模型

优化效果：精度从90.72%提升至98.10%

海量标注数据

识别结果：“因为外面一直有咱俩的传言”



无障碍电影制作流程

人工智能赋能无障碍电影制作流程

音频插入
合成

旁白转录
音频

理解制作
旁白

音频转录
字幕

查找插入
区间

减少无字幕电影
的字幕生成和
判断时间

减少查找可插入
旁白区间耗时，
预估旁白字数

减少旁白制作耗
时和成本，提升

制作效果

减少人工录制旁
白音频的耗时和

成本

减少人工合成音
轨和视频的时间

和成本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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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模态理解的电影旁白生成

场景视觉信息电影主要内容 前后帧内容 场景音频信息 角色动作信息

多模态理解与生成模型

旁白



目前我们的成果
基于多模态理解的电影旁白生成
针对现有多模态大模型生成的视频描述缺乏视频中的深层语义信息的问题，我们提
出了融合多模态大模型VideoChat和大语言模型ChatGPT，根据旁白片段前后的字
幕推断深层语义信息，将两者融合以生成更高质量的旁白。



目前我们的成果

• 集成多模态大模型VideoChat来生成旁白文本

视频片段通常非常短，VideoChat 很难正确理解深层语义信息



目前我们的成果

VideoChat 的输出：房间里摆满了各种乐器。一个男人在房间里吹着小号。
另一个戴着帽子的人盯着他看。



目前我们的成果

为了解决理解深层语义信息的困难，我们利用 ChatGPT 根据前后字幕合
理推断语音间隙的情节，并生成描述。

在一家音乐商店里，房间里摆满了各种不同的乐器。一位销售员带着一丝悲伤，
展示着一种卡嫩乐器。一个好奇的潜在买家与销售员的目光相遇。

最后，我们使用 ChatGPT 合并这两
个描述，并提示 ChatGPT 保留更合
理的部分。



目前我们的成果

我们邀请了6位志愿者测试并使用我们的系统和之前的系统
对于制作同一部电影，新系统耗时减少了50%



目前我们的成果

赞赏👍
• 他们不再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在上述过程上。

• 生成的旁白描述令人印象深刻，描述了重要的视觉内容，并为他们提供
了重要参考。

• 他们充分肯定了该工具对于电影制作的可访问性所做出的贡献。

建议
• 他们建议推理速度应当进一步加快，生成的旁白应更加关注视觉细节，
如面部表情。

• 他们应提供各种语言版本，以造福各种文化背景的视障人士。



目前我们的成果

基于多模态理解的电影旁白生成的工作被信息
无障碍领域知名国际会议Web4All2024接收

获评最佳通讯论文奖候选



基于多模态大模型的无障碍电影

角色
识别
模块

视觉
编码
器

…

活跃角色信息

多帧视觉特征

…
0:00:00→0:00:50

音频
编码
器

环境音乐

LLaMA

词嵌
入模
块

马克斯：请允许我最后
演奏一次

马克斯乞求地看着二手
店老板

前序对话

前序旁白

MMAD: Multi-modal Movie Audio Description （COLING 2024）



部分图像识别结果

CLIP-Caption-Reward

BLIP

LLaVA

标准答案

一个戴帽子的男人在刷牙，背景是一把金属勺子。

一个人一个小号一个房间。

一个戴帽子的人在吹长号。

带着帽子的马克斯在吹小号。
选自《海上钢琴师》

CLIP-Caption-Reward

BLIP

LLaVA

标准答案

一群年轻人在看海报，背后是照片。

许多人围坐在一起，其中一人拿着手机。

一群妇女坐在一个房间里。

大家在欣赏1900的钢琴演奏，包括缝补衣服的阿姨
选自《海上钢琴师》

信息描述准确度不足

缺少时序信息和音频模态



部分图像识别结果

GPT-ClipCap（我们的方法）

图中无文本

描述1：带帽子，穿着棕色
皮夹克的男人

描述2：吹金色的小号

描述 3：一个有大量号角的店

一名男子戴着帽子，穿着风衣，在一家陈列
着大量号角的商店前吹奏金色小号

prompt
整体描述：一名男子戴着帽子在陈列着喇叭
的商店前吹小号。



目前我们的成果

The talented pianist, 1900, mesmerized the audience
with his virtuosic performance of "Christmas Eve" while
wearing a pristine white tuxedo and bow tie.

Chris Gardner, a man with a box in his hand, runs 
frantically through the city, dodging people and cars 
while being chased by a taxi driver who is honking.

• 基于多模态语义信息的互补性，我们提出了一个新

颖的框架，该框架善于利用多种模态输入来增强

AD 生成，为视障人士提供更丰富的信息。

• 我们设计了叙述者时间间隔检测模块，用于精确定

位适当的时间间隔，以便将语音和文本识别同时纳

入AD插入。

• 针对多模态输入，我们使用单模态训练方法设计了

音频感知环境特征增强模块、演员跟踪感知故事链

接模块和电影片段上下文对齐模块，并在框架的输

入层设计了多模态转换器以实现多模态融合。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马拉喀什条约 +人工智能技术
赋能无障碍影视资源（电影、电视、赛事直播）

无障碍电影数据集构建

个性化提示工程

无障碍电影大模型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