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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工智能的营销视频自动生成服务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于人工智能的营销视频自动生成服务服务的技术框架、脚本要求、素材

要求、基于 AI的自动生成功能要求、反馈调整。

本文件适用于对基于人工智能的营销视频自动生成服务进行设计和研发，也可为第三方

评估机构 对基于人工智能的营销视频自动生成服务活动进行评估提供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GB/T 2506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脚本 footscript
通过文本形式定义视频的故事情节和结构。

注：脚本由创作者上传。标准化的脚本定义是支撑视频自动生成的基础。

3.2

镜头 shot
不需要切换机位、在时间上连续、组成完整短视频的若干段时间不等的片段。

注：实际拍摄过程中，通常先将剧本撰写为按“镜头”为单元的“分镜头本”，拍摄完

后再进行拼接。

3.3

镜号 shot number
镜头（3.2）的顺序编号。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I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 自动语音识别 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
BGM 背景音乐 BackGround Music
JPG 联合图像专家组 Joint Photographic Experts Group
MPV MPEG 视频 MPEG Video
PNG 便携式网络图形 Portable Network Graphics
TTS 文本到语音 Text to Speech
T2V 文本到视频 Text to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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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统一资源定位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5 技术框架

基于人工智能的营销视频自动生成服务系统的技术框架见图 1。

图 1 技术框架

基于人工智能的营销视频自动生成服务提供商（以下简称为“服务提供商”）向创作者

提供服务， 通过创作者提供的结构化输入，基于人工智能技术自动生成营销视频集，在被

创作者采纳后，进入营销 链路的投放和监测环节，根据营销效果对视频集的自动生成进行

反馈优化。

结构化的输入包括脚本和素材。服务提供商提供基于 AI的粗剪、精简、素材库构建及

检索能力、以 及管理功能，输出包括主视频和派生视频的营销视频集，作为个性化营销投

放的索引集。

注：在营销视频自动生成服务中，创作者通常是广告主，或受广告主委托的代理。

6 脚本要求

6.1 基本要求

脚本应包括基础信息和内容结构信息，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基础信息要素应包括脚本名称、产品名称、关联行业、视频比例，宜支持基础信息

要素的扩 展；

b) 内容结构信息应支持镜头信息和画中画信息；

c) 内容结构信息宜支持警示语信息；

d) 服务提供商宜向创作者提供标准化的脚本样例；

e) 服务提供商宜根据脚本基础信息，向创作者提供相应脚本内容结构信息的缺省值。

6.2 基础信息

6.2.1 脚本名称

应由创作者自定义，为字符串，宜有长度限制。

6.2.2 产品名称

应标识脚本描述的产品，或是与脚本关联的产品，为字符串，宜有长度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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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关联行业

应描述脚本以及最终生成营销视频集所关联的行业，如服装配饰、教育培训等。

6.2.4 视频比例

应定义生成视频集的展现比例。

注：通常视频比例包括竖版视频 9:16，横版视频 16:9。

6. 3 内容结构信息

6.3.1 镜头信息

6.3.1.1 概述

应包括营销视频主体镜头，宜包括片头镜头和片尾镜头。营销视频主体镜头可包括 1个
或多个镜头。 镜头信息元素包括镜号、素材类型、台词、画面描述、音乐风格、人声朗读、

标题、结构标签、参考时 长、景别、运镜技巧、分支主题、剧情描述等。

6.3.1.2 镜号

所有镜头都应包括镜号。镜号从 1开始，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每新增一个镜头，镜号增加 1；
b) 应支持镜号的切换，即将一个镜号向前移动或向后移动；

c) 应支持镜号的删除，删除后后续镜号依次减少 1。

6.3.1.3 视频素材类型

所有镜头都应包括视频素材类型。

视频素材类型包括台词类创作视频素材、非台词类创作视频素材、平台公共视频素材，

宜支持扩展类型，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当素材用作首帧镜头或尾帧镜头时，应明确标识 。

b) 不同的视频素材类型，可具有不同的镜头信息元素。

注 1：台词类创作素材，通常指创作者自主拍摄的真人出镜视频素材，其中有音频台词，

脚本中有 对应的文本台词，且根据音频台词和文本台词的对应关系在粗剪阶段进行对齐处

理。

注 2：非台词类创作素材，通常指创作者自主提供的视频素材，其中没有音频台词或文

本台词，如 无口播真人实拍、不含人物的视频等。

注 3: 平台公共视频素材指平台提供的素材库中的物料素材。

c) 应支持通过输入的描述、产品名称、行业等信息，筛选公共素材，并按照算法模型

进行推 荐。应支持公共素材的预览，支持按时长筛选。

6.3.1.4 台词

台词用于挂载字幕，以及定位画中画的位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台词宜按照人物角色、语义等进行拆分；

b) 对于台词类创作素材，应包括 1个或多个台词信息。台词自动与视频素材中的音频

匹配，实 现自动剪辑和对齐原始视频片段；

c) 对于其他类型的素材，可包括 0个、1个或多个台词信息。应基于台词自动合成语

音，作为视频的配音音频。

6.3.1.5 画面描述

画面描述应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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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于各种类型的素材，应支持 0个或 1个画面描述；

b) 当应用于公共类型的素材时，画面描述用于检索相应的视频片段，应满足 8.4的要

求。

6.3.1.6 音乐风格

对于各种类型的素材，应支持 0个或 1个 BGM音乐风格，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应提供音乐风格选项，如纯音乐、流行舞曲、民歌、经典等， 自动匹配背景音乐；

b) 应支持无背景音乐的选项；

c) 应支持当用户不选择音乐时，自动智能匹配音乐。

6.3.1.7 人声朗读

人声朗读基于 AI技术，根据台词生成配音音频，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人声朗读应区分性别、年龄、情绪、方言等；

b) 对于台词类创作素材，通常不包括人声朗读；

c) 对于其他类型的素材，应支持 0 个或 1 个人声朗读；

d) 应提供无人声朗读的选项。

6.3.1.8 标题

标题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对于首帧镜头，可设置标题；

b) 当设置标题时，应支持不同的标题位置，如位于屏幕上方、下方。

c) 应支持以字符形式输入标题内容，应有字符串长度限制。

d) 宜支持主标题和副标题。

6.3.1.9 结构标签

对于各种类型的素材，应支持 0个或 1个结构标签。

注：结构标签通常以文本形式说明当前镜头的主旨，描述镜头在全局中的作用。

6.3.1.10 参考时长

对于各种类型的素材，应支持 0个或 1个参考时长。注：参考时长指明镜头的时间长度。

6.3.1.11 景别

对于各种类型的素材，应支持 0个或 1个景别。

注：景别通常可包括大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写、显微等。

6.3.1.12 运镜技巧

对于各种类型的素材，应支持 0个、1个或多个运镜技巧。

注：运镜技巧通常包括镜头的运用以及镜头的组合。镜头的运用如固定镜头、推、拉、

摇、移、 跟 等。镜头的组合如淡入淡出、切换、叠化等。

6.3.1.13 剧情描述

对于各种类型的素材，应支持 0个或 1个剧情描述。

注：剧情描述通常以文本形式，详细说明镜头画面里的场景的变换和内容，简单的构图

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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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画中画

6.3.2.1 基本要求

画中画在原有视频（通常称为“主视频”） 基础上，叠加新的视频画面，更好的呈现视

频效果，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以台词为粒度添加画中画，支持跨镜号设置。

b) 当存在画中画时，音频应以主视频为主，必要时，画中画素材中的音频被去除。

c) 画中画元素应包括贴片方式、镜头信息。

d) 当镜号删除或切换时，相应的画中画内容应被清空。 6.3.2.2 贴片方式

应支持多种类型的贴片方式，如上下分屏、左右分屏、右上角、右下角、全覆盖-在前，

全覆盖-在后。

6.3.2.3 镜头

镜头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满足 6.3.1 所述的镜头要求。

b) 当主视频为台词类创作素材时，应根据主视频的台词进行画中画匹配。

c) 当主视频为尾帧素材时，宜根据产品名称等信息进行画中画匹配。

d) 当主视频为其他类型素材时，宜根据画面描述等信息进行画中画匹配。

6.3.3 警示语

警示语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警示语元素应包括位置及内容。宜支持警示语库。

b) 应支持不同的警示语位置，如右上方、右下方等。

c) 应支持以字符形式输入警示语内容，应有字符串长度限制。

d) 警示语库应支持服务商提供和创作者自行录入，典型的警示语如未成年人禁止饮酒、

本广告仅供参考、加盟有风险投资须谨慎等。

7 素材要求

7.1 基本要求

创作者上传素材，用于生成营销视频。素材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一个镜头应对应一个或多个素材；

b) 素材应包括视频素材、应用 logo、背景图素材、背景视频素材等；

c) 应支持多种素材上传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用户自行上传素材，服务商提供素材库

等。

d) 上传形成的素材库应支持按照产品名称、素材类型、创建时间等进行筛选。

应支持上传的素材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支持 JPG、PNG、MP4、MPV 格式的素材格式；

b) 应限制单个素材不应过大；

注：实际中通常不超过 1G。
c) 应限制单次上传素材的数量。

注：实际中通常不超过 50 个。

7. 2 台词类创作视频素材

创作者上传台词类创作视频素材时无需考虑实际顺序。上传的台词类创作视频素材应满

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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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明显的、可被系统识别的开始标记；

注：常用的开始标记方式，如在视频素材内容正式开始时，清晰喊出开始标志词“开始！”；

b) 有明显的、可被系统识别的结束标记。

注：常用的结束标记方式，如在视频素材内容全部结束时，清晰喊出结束标志词“结束！”；

c) 多人拍摄时，收音应尽量适中和均衡，如尽量避免一个过远一个过近；

d) 应支持在有口误的情况下，短暂停顿后，从这句话的开头重新口播。

7. 3 公共视频素材

根据镜头信息中的画面描述检索公共视频素材，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支持 T2V 跨模态检索；

b) 支持时长筛选；

c) 支持基于不同属性的检索；

注：如人体属性（如长发、短发、男、女）、衣服属性（衣服类型、衣服颜色）、人物

姿态（走 路、跳舞、坐着等）、场景（湖边、路上）

d) 支持不同属性的组合检索；

注：如黑色连衣裙女生在湖边；短发女生走路；运动鞋开箱；湖边小镇

7.4 其他视频素材

当非台词类创作视频素材的镜头中含有台词时，应通过 TTS 根据台词产生音频，并支

持选择是否去除上传视频素材的原声音频。

8 基于 A I 的自动生成功能要求

8.1 通用要求

8.1.1 数据

对人工智能算法处理的数据，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对训练数据进行预处理，包括识别并删除恶意样本、识别并修复或过滤被污染数

据；

b) 宜对训练数据集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确保数据的保密性、完整性；

c) 宜构建不同于训练数据集的标准测试数据集，模型上线前应通过标准测试数据集的

测试；

d) 应构建合理的训练数据集。

注：通常考虑数据集的规模、均衡性、准确性等。

8.1.2 模型

应用于营销视频自动生成服务的人工智能模型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定期针对模型机制机理、应用结果进行审核、评估，并对模型训练和模型推理进

行动态改 进和调整；

b) 应支持模型训练优化，如模型组合、参数调整、实验调优等。

8.1.3 素材库构建

应考虑不同行业的特点，构建匹配不同行业特征的素材库。

素材可包括但不限于：视频片段、台词文案、警示文案、背景音乐、特效音乐、特效贴

纸、特效视 频、LOGO标签、图片、插画、字幕库等。

注：特效贴纸通常支持静态 png格式，或动态 gif格式。

素材库应以结构化的方式记录素材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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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素材的类型，必要时可对类型进行细分，记录二级类型。如：文本/关键词、图片/
贴纸、饮 品/特效音等

b) 素材的来源，如创作者上传、广告库等；

c) 素材的标签，如某带特效音的贴纸特效素材，其标签可能为“类型为特效，行业为

社交通 讯，贴纸地址为某 url，音效地址为某 url”；

d) 素材的文本内容，如“**神器 ”；

e) 素材的状态，如“有效、失效 ”；

f) 素材的上传者联系方式，如邮箱。

8. 2 粗剪模块

8.2.1 概述

粗剪模块包括镜号对齐、智能去口误、素材智能增强、视频混剪、以及画中画处理等。

镜号对齐指将素材与脚本镜号进行匹配对齐。将用户输入的脚本和素材，转化为结构化

信息，确定脚本中每个镜号的台词，对应哪一个素材的哪个时间段，以及需要的操作等。

8.2.2 台词类创作视频素材镜号对齐

8.2.2.1 单机位

在单机位场景下，应按照如下流程完成镜号对齐：

a) 对视频素材的音频台词进行 ASR；
b) 对齐镜头中的台词与 ASR 识别结果，应支持模糊匹配；

c) 依据对齐的结果，获取镜头中台词对应的素材视频时间戳；

d) 串联组合成片。

8.2.2.2 多机位交叉

对于多机位交叉场景，同一个镜头对应多个不同机位角度的视频素材，应按照如下流程

完成镜号对齐：

a) 对每个视频素材（片段）的音频台词进行 ASR；
b) 对齐镜头中的台词，与每个视频素材的 ASR 结果，识别出台词的每句话分别对应

哪些视频素材，作为对应的后哦选素材；

c) 从候选素材中选择合适角度的机位素材；

d) 注：常见的选择依据如是否有人正对着镜头说话、镜头的远近、说话的时长等

e) 依据选择的结果，获取镜头中台词对应的机位素材视频时间戳；

f) 串联组合成片。

8.2.3 其他类型视频素材镜号对齐

其他类型视频素材镜号对齐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当脚本存在台词，或存在画面描述时，宜基于跨模态检索模型识别哪些素材的视觉

或音频匹配程度较高，作为对应的候选素材；宜支持分析语义信息进行优化匹配。

b) 可基于素材时长进行镜号对齐。

c) 当存在多种可能性时，可支持以随机方式或流量优选方式进行选择。

8.2.4 智能去口误

对于台词类创作视频素材，应支持根据台词内容，智能去除实拍中的口误片段，包括但

不限于支持忘词、重复、口误等情况的去除。

8.2.2.1
8.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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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素材智能增强

素材智能增强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包括色彩增强、画面去抖、音频降噪等；

b) 色彩增强应支持对用户上传的原始素材进行对比度、亮度、饱和度等的自动调整，

提升视觉 观感的统一；

注：调色时宜遵循画面原本色彩倾向的色系，如室外调色偏向冷色调，室内调色偏向暖

色调。

c) 音频降噪应支持对用户上传的原始素材进行背景杂音过滤等，提升有效人声的清晰

程度；

d) 素材智能增强的处理不应改变原始素材的时长。

8.2.6 视频混剪

根据创作者输入的画面描述等文本信息，从公共素材库中检索出合适的候选素材。视频

混剪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基于素材的视觉表征、文本表征、结构化标签等信息，构建索引库；

b) 基于创作者输入的画面描述等文本信息，以及索引库中的视频素材信息，进行文本

-视频的 跨模态检索；

c) 对检索结果进行过滤、处理，形成粗剪视频集中的镜头。

8.2.7 画中画

通过自动智能化的镜头组合，将画中画视频与主视频在时间轨道上对齐。画中画应满足

以下要求：

a) 应支持内容匹配和时间匹配；

b) 内容匹配应能适配不同的画中画素材类型，满足以下要求：

1） 对于公共类型的画中画素材，根据画面描述检索素材；

2） 对于实拍类型的画中画素材，根据台词抽取画中画素材的对应片段；

3） 对于录屏类型的画中画素材，根据主视频画面内容做自动匹配。

c) 时间轨道匹配应根据画中画对应的镜头信息中的台词，计算主视频轨道上的时间戳，

插入对应的画中画副视频。

8. 3 精剪模块

8.3.1 概述

基于粗剪模块的时间轴，进行精细化的处理，包括智能字幕、智能特效、警示语等。通

过精剪模块 进行视频的组合派生，生成个性化投放的候选集合空间。

8.3.2 智能字幕

8.3.2.1 基本要求

应支持将台词以字幕的形式正确挂载到素材视频、高显关键词、敏感词替换、智能样式

匹配。

8.3.2.2 字幕挂载

字幕挂载根据对视频素材的 ASR识别结果的时间戳，将对应台词挂载到对应位置，应满

足以下要求：

a) 对台词的标点符号进行处理；

8.3.2.1
8.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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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一般可将顿号变为空格，将顿号之外的标点符号去除。

b) 应设置合理的屏占比，确保字幕不应超过屏幕的合理区域；

c) 必要时对台词进行语义分词，在不拆分完整词语的前提下，将字幕拆成多行或放在

多个画面中显示；

d) 应调整字幕在画面中的位置，保证字幕中心位置对齐和避免重叠；

e) 对于片头字幕，宜支持人脸规避。

8.3.2.3 高显关键词

高显关键词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根据不同行业识别关键词；

b) 关键词应高亮显示，如使用更大的字号、使用花边等特殊字体样式、使用特效字体

等；

c) 关键词词库宜支持更新和扩展。

8.3.2.4 敏感词处理

敏感词处理应根据法律法规及平台规则，识别出台词中的敏感词，并进行相应处理，如

敏感词屏蔽、替换等。

8.3.2.5 智能样式匹配

智能样式匹配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支持不同样式的字幕；

b) 宜支持根据不同画面和场景，适配不同样式的字幕；

c) 应支持对于同一个脚本派生的不同视频，适配不同的样式。

8.3.3 智能特效

8.3.3.1 概述

智能特性可包括针对镜头的视频特效、针对镜头的音频特效、插入引导信息（如引导视

频、尾帧视 频）、自动插入转场特效、镜头融合、贴纸特效、产品 logo等。

8.3.3.2 贴纸特效

贴纸特效根据视频内容、脚本信息等识别出需要添加特效贴纸的时间和位置，检索相应

的特效贴纸并完成添加，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支持贴纸特效应与字幕关键词绑定，对应弹出特效贴纸和特效音；

b) 保证合理性，通常根据视频画面作为判断依据； 注：如爱心类贴纸通常匹配男女

爱情。

c) 控制贴纸弹出的频率。

8.3.3.3 转场特效

转场特效应在不同镜头和视频片段切换的时候，根据前后画面的内容，自动识别需要添

加视频转场 的位置，选择转场类型，添加对应转场视频特效。

8.3.3.4 logo 添加

应支持创作者配置是否添加 logo。
当创作者选择添加 logo时，检索相应 logo图片， 自动调整大小并添加到合适的位置。

8.3.3.5 引导视频添加

宜根据实时事件或节假日，检索匹配具有时效性的文案或者视频，作为头部帧。

8.3.2.3
8.3.2.4
8.3.2.5
8.3.3.1
8.3.3.2
8.3.3.3
8.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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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通常用于实效性节假日等。

8.3.4 警示语添加

应支持创作者配置是否添加警示语。

当创作者选择添加警示语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支持创作者输入警示语， 自动从中选择合适的警示语并添加到合适的位置；

b) 宜支持自动从警示语库选择合适的警示语病添加到合适的位置。

8.4 管理要求

8.4.1 合成记录管理

合成记录管理应满足以下内容：

a) 应支持将合成视频关联到相应的脚本；

b) 应支持以下不同方式的筛选：

1） 基于脚本名称筛选：支持按照脚本名称和产品名称搜索生成记录

2） 基于产品名称筛选

3） 基于合成状态筛选：合成中、合成成功、合成失败

4） 基于时间筛选：按照合成的时间范围筛选

c) 应支持合成视频相关信息的展示，包括主视频和派生视频的视频集合，用于个性化

曝光；

d) 对于合成失败的视频，应展示失败原因；

e) 对于派生视频，应支持替换音频、替换公共素材；

f) 应支持合成视频的推送；

g) 宜支持合成视频的导出。

8.4.2 脚本管理

脚本管理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支持将创建过的脚本关联到相应的合成记录。

b) 应支持按照脚本名称、产品名、创建时间进行历史脚本的查询。

9 反馈调整

应设计合理的评价体系，观测评价指标，反馈改进人工智能模型，满足以下要求：

a) 应以用户对生成的营销视频集的采纳率，以及投放后的效率为指标，进行反馈和优

化；

b) 应在模型上线部署前进行评估，并在上线后定期进行评估反馈，必要时触发模型的

优化；

c) 宜支持在线训练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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