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帮助下，很多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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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采用从小学习普通话的发音人的录音材料，对普通话单字调音高和

句子的语义焦点进行分析研究。主要通过声学数据的提取、语图的制作等来对单字声调特点作简单的

描写与分析，对句子焦点进行音高分析。然而在实验与预设结果出现了极大的偏差，比如普通话声调

的阴平、阳平、上声都与普遍认识的声调截然不同，本文进行了简单的原因分析。本次实验多有不够

完美尽善的地方，文后是存疑和反思。

一、概述

虽然普通话的音调早已明确下来，但终归是书本上得来的概念，借此实验，研究自己的普通话录音

材料，亲手操作一遍声调分析流程，尤得记忆深刻。

本文将通过声音采集、声音标注、提取数据、分析语图等来研究肇庆话单字调的音高，同时，结

合所得出的时长数据分析各调类的基频数值，通过语图来进一步展现其音高特点。

（二）实验内容、实验方法及实验目的

1.实验内容

本文从实验语音学的角度，对普通话单字调的音高和句子中语义焦点的音高进行描写，采取了声

音采集、声音标注、提取数据、分析语图等方式，同时，结合所得出的时长数据分析各调类的基频数

值，通过语图来进一步展现其音高特点。

2.实验方法

本文采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研究普通话单字声调和句子语义焦点的语音特征，充分利用所得的声

学数据，并将其图表化，生动地展现其特点。

3.实验目的

亲手操作一遍普通话声调分析流程，取得更加深刻的认识。

（三）实验过程

1.单字部分

本次实验选择了如下单字。

阴平：弯、高、婚、黑、诗、梯、披、夫

阳平：完、穷、鹅、毒、时、题、皮、扶

上声：晚、苦、五、笔、使、体、比、底

去声：万、近、莱、力、是、弟、士、妇

本次实验为求将外界环境的干扰降至最少，录音在相对安静的房间内进行。实验采用 Praat软件的

录音功能和标记功能，对所选的字逐个标注， 第一层为汉字层，利用 Praat的自动识别功能解出音节

的开端和结尾；利用 Praat 语音分析软件对语图进行分析，去掉弯头屈尾，截取有效的音高部分。如

下图：



再利用提取音高数据的脚本，提取录音中各自的音高数据，将每个音节的基频曲线等间隔地分为 10
段，即提取 11个测量点的基频数据，再使用公式 T=(lgx-lgmin)/(lgmax-lgmin)×5，把基频数据转换成相

对应的 T 值。T 值对应的五度标记法为：0＜T≤1，对应五度值中的 1度；1＜T≤2，对应五度值中的 2
度；2＜T≤3，对应五度值中的 3度；3＜T≤4，对应五度值中的 4度；4＜T≤5，对应五度值中的 5度。

这样进行归一化运算后，能得出直观的结果。

2. 句子部分

录音人先将一下三个语段进行录制，随后将焦点字后词在非具体语境中单独念出，以形成对照组。提

取语境中的焦点字词与非语境的普通字词进行音高对比，由此对焦点语义的音高特征进行归纳。

语段一，普通问答里的焦点。

“你吃早饭了吗？”

“我吃早饭了。”

“你早饭吃了什么？”

“我早饭吃了包子和豆浆。”

“你在哪吃的包子和豆浆？”

“我在家吃包子和豆浆。”

“谁在家给你做包子和豆浆？”

“我妈妈在家给我做包子和豆浆。”



语段二，不同语境下，同一句式的焦点改变。

“他是打了我一下，不是没打。”

“他是打了我一下，不是两下。”

语段三：同一语境下，同一句式的陈述与疑问语气带来的焦点改变。

“小王和小李结婚了。”

“哦！小王和小李结婚了？”（惊讶小王的结婚对象是小李）



二、通话单字语音特征简述

（一）声调数据的提取及语图制作

提取数据后使用公式进行归一化运算分别得出的普通话单字调 T值数据如下表：

声调

持续

时间

(ms)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T9 T10 T11

阴平 277 3.4 3.3 3.3 3.3 3.3 3.3 3.3 3.4 3.4 3.4 3.5

阳平 350 2.1 1.2 0.7 0.5 0.4 0.6 0.8 1.3 2.2 3.0 3.5

上声 665 3.6 2.9 2.3 1.7 0.8 0.4 1.1 2.9 3.7 4.3 4.6

去声 287 5.0 4.7 4.5 4.2 3.6 2.8 1.9 0.9 0.0 0.6 0.8

以绝对时长对横坐标，T值为纵坐标，可分别得出普通话声调绝对时长的声调散点图如下：



（二）声调特点和调类归纳

阴平调位于调域的中上部，整体趋向平稳，T 值在 3 与 4 之间。阴平调听感上为平调型，与语图

的反映一致，记作 44。
阳平调位于调域偏下部，调型总体呈现短暂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调型中后部趋向平稳上升。起点

T 值在 2 和 3 之间，最低点 T 值在 0 和 1 之间，终点 T 值在 3 和 4 之间，故记作 214。
上声调位置在调域中跨越范围大，前半部分下降后半部分上升，起点 T 值在 3 和 4 之间，最低点

T 值在 0 和 1 之间，终点 T 值在 4 和 5 之间，故记作 415。
去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起点 T 值在 5 处，终点 T 值在 0 和 1 之间，故记作 51。
这与普遍认识的普通话声调，阴平 55，阳平 35，上声 214，去声 51 有较大出入，具体反思和原

因将在实验报告最后一部分进行阐述。

综上，本次实验中，阴平声调为 44，阳平为 214，上声为 415，去声为 51。

三、句子语义焦点音高图

焦点情况下记作 X，非焦点情况下记作 X（1）.

上图，同一词组的焦点式音高和非焦点式区别不明显。



上图，同一词组，焦点式的音高总体上明显高于非焦点式。

上图，同一词组，焦点式的音高全部明显高于非焦点式。

上图，同一词组，焦点式的音高总体上明显高于非焦点式。



上图，同一词组，焦点式的音高总体上明显高于非焦点式。

上图，同一词组，焦点式的音高总体上明显高于非焦点式。

在此语段中，同样一句话，“小王和小李结婚了”，A 为 B 带来了全新的、令人惊讶的信息，B 惊

讶于小王和小李结婚了（或许听话者认为小王的结婚对象应该是其他人），B 不需要问出“小王怎么

会和小李结婚？”类似的问句，只需要复述 A 的话语，并将“小李”的音高提升，便可以达到同样的

效果。

综上，可以初步得出，同一字或词组在语义焦点的情况下和非语义焦点的情况下，其音高有较大

差别。焦点情况下的音高总体上是高于非焦点情况的，音高的提升有强调语义的功能。

四、存疑与反思

为什么本实验得出的声调与公认的普通话声调存在差别？

首先，普通话的阴平 55，阳平 35，上声 214，去声 51 的结论，是选取了众多的单字、众多的发音

人进行归纳总结出来的一种普遍值、固定值。个别人读随机选取的 32 个单字，不一定完全吻合普遍

值。

其次，录音者的另一母语是客家方言，故普通话的声调可能受到方言的影响。比如阴平在客家方言

里是 44 调，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录音者将客家话的声调迁移到了普通话中，故在本次实验中的

普通话阴平调为 44.
不过，也存在一个疑问，为什么本次实验中的阳平显示出 214 的调值，这本应该是上声的调值。为

什么阳平会出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情况？笔者初步反思出三个原因。一，笔者翻阅了有关论文，在“汉

语学习者的声调偏误”议题中找到一些解释。对于汉语学习者来说，阳平和上声是容易混淆的，它们

在听感的差异较难分辨，学习者因为难以感知听觉差异，所以在学习发音时也难以读出区别。本次实

验的录音者从小同时学习客家方言和普通话，但可能在幼年学习时并没有很好地区分出阳平的发音起

点和结尾的声调，故以 T 值 2 为起点，T 值 4 为结束点，比 35 调低了 1 度。二，关于出现异常的下

降再上升拐点，在阳平单字尚未进行对数处理时，音高数据图像化如下：



可以看出，整体上是向上的，曲线中部略微凹陷，但对数处理后放大的凹陷，呈现出了一个下降后上

升的拐点。可能是因为录音者在朗读阳平单字时，将注意力聚焦在发音上，加长了发音时间，刻意强

调，导致了语音的拐弯。三，在用 PRAAT 软件进行处理时，笔者在“掐头去尾”的“掐头”中没有去

掉足够的时长，造成了偏差。

另外，笔者寻找了另外两位同为客家方言与普通话双母语者进行初步观察，发现他们的阳平在听

感上也具有下降后上升的趋向。此现象究竟是偶发，还是在客家方言者学习普通话出现声调偏误中普

遍存在，可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由此揭示客家方言者学习普通话时，其阳平声调出现偏误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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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阳江江城话单字调声调分析研究报告
（一） 概述

1.传统研究

阳江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东与江门交界，北接云浮，西连茂名。阳江辖区区内存

在多种方言，如阳春话、客家话、阳江话等，我们现在讨论的阳江话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而江城区的阳江话又是其中的典型。历来语言学者对阳江话单字调有着一定研究，如广

西大学冼文婷在 2014 年发表的《阳江话声调实验研究》、《新老派阳江方言单字调实验研

究》。根据《广东粤方言概要》（2004），阳江方言有 9 个单字调：阴平 33、阳平 43、上

声 21、阴去 24、阳去 54、上阴入 24、下阴入 21、上阳入 54、下阳入 43
1
。

1 由于阳江话下阳入的字数据样本较少，本文没有进行针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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