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选取原则为：常见、易于提取音高、音强、时长的词语，选取语句为：

（1）回应“你在哪里吃饭”的“我在家吃饭”。

（2）回应“你在家干什么”的“我在家吃饭”。

发音人为一位土生土长的清远人，所持语言为清远市清新区方言，又受佛山粤语影响，同时

自小学习普通话，年龄为 20 岁。本文所采用数据均来自该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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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单字调实验中，录音结束后用 Praat 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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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段，即提取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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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句子词语语义聚焦的实验中，录音结束后用 Praat 软件对语义焦点词标注汉字层，利用

Praat 的自动识别功能解出焦点词的开端和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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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段，即提取 30 个测量点的基频数据，将所有音高数据进行平均计算，得出词语在该语

境下的数据，同时在 praat 中提取焦点词的音强数据，进行平均计算，最后得出较为直观的数据。

二、受清远方言影响下普通话单字调发音特征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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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的发音人的普通话单字调 T 值数据如下表：

声调 持续时

间

（ms）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阴平 337 3.91 3.80 3.68 3.59 3.53 3.48 3.43 3.39

阳平 163 4.48 4.36 4.25 4.16 4.10 4.05 3.99 3.92

上声 501 3.25 2.97 2.57 2.26 1.88 1.51 1.17 0.88

去声 226 5.02 4.89 4.79 4.71 4.65 4.58 4.51 4.43

续上表：

T9 T10 T11 T12 T13 T14 T15 T16 T17 T18

3.37 3.35 3.33 3.31 3.30 3.29 3.28 3.25 3.25 3.25

3.86 3.80 3.74 3.66 3.57 3.47 3.38 3.29 3.20 3.09

0.58 0.39 0.29 0.13 0.06 0.03 -0.04 -0.01 0.11 0.09

4.33 4.23 4.12 3.99 3.84 3.66 3.48 3.32 3.16 2.92

续上表：

T19 T20 T21 T22 R23 T24 T25 T26 T27 T28

3.25 3.25 3.24 3.22 3.24 3.25 3.25 3.27 3.24 3.26

3.03 2.97 2.88 2.78 2.70 2.64 2.56 2.49 2.42 2.41

0.12 0.12 0.19 0.33 0.40 0.40 0.47 0.64 0.74 0.77

2.81 2.68 2.51 2.32 2.13 1.99 1.83 1.65 1.54 1.49

续上表：

T29 T30

3.26 3.26

2.39 2.36

0.77 0.66

1.45 1.37

以绝对时长对横坐标，T 值为纵坐标，可得出发音人的普通话声调绝对时长的声调曲线图：



（二）声调特点和调类归纳

阴平调整体趋向平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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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音高较低记作 44。

阳平调位于调域偏上部，调型有下降趋势，与声调图的曲线走向大致相吻合，发音人的 T 值

在 5 与 3 之间，记为 53。

上声调位总体调域的下方，调型尾部有轻微的上升，从听感和语图上都可以得知上声调为先

降后升曲折调型。发音人的 T 值在 3 与 1 之间，记为 312。

去声调位开始于调域的上方，调型尾部有明显的下降，从听感和语图上都可 以判断阳去调

为下降调。发音人的 T 值在 2 与 5 之间，记为 52。

综合实验数据和声调图，对发音人普通话的单字调总结为：阴平 44，阳平 53，上声 312，去

声 52。

与以往得出的研究成果有所不同，前 辈们得出阴上值为 35，由语图的反映及结合听感，我

们知道肇庆话阴上值的声 调起点的位置较低，并未达到 3 那么高，结束点也没有达到最高点 5，

因此记为 13 更为准确。

（三）语义焦点词语语音数据分析

根据 praat 中提取的数据进行归纳总结可得出下表数据：

三、实验结果分析

根据发音人与标准普通话调值（阴平 55；阳平 35；上声 214；去声 51）[1]比较，除阴平调整

体音高较弱，未达到最高值 5；去声调结束点没有达到最低值 1，阳平调与上声调均有较大差别。

发音人的阳平调为下降调型，与标准普通话的调型 35 有较大差异；发音人的上声调虽保持下



降—上升的曲折调型，但起点的音高值较高，且高于结束点的音高值，与标准普通话中起点音高

较低，结束点音高较高的特征不同。

从上述材料可总结，该发音人以及具有类似情况的清远地区普通话学习者在标准普通话的学

习中需要注意阳平调与上声调的练习与控制。

而在语义焦点数据中可得知，在不同语境下，人们会通过拉长发音、提高音调、增强音强的

方法来强调焦点词，使相同句子在不同语境下表达出发音人所需要表达的重点。

参考文献：

[1] 邵敬敏主编 . 现代汉语通论[M] . 上海教育出版社 . 2016-8:22



麻涌方言“我”、“六”、“面”字作为语义焦点的韵

律表现简要探究

2020级汉基1班何沛琪

摘要：运用普通话进行语义焦点韵律研究并不少见，前人已经取得了丰富

的研究成果。本文利用以东莞市麻涌方言为语音的多个简单语料进行对比，简

要分析主语“我”、“星期六”中的“六”、“吃面”的“面”作为句子语义

焦点时的韵律表现。

关键词：语义焦点 粤语方言

一、引言

麻涌镇，隶属广东省东莞市，位于东莞市西北部，东临倒运海，与中堂镇相

邻，与望牛墩镇隔江相望；南与洪梅镇、沙田镇隔江相对，属于东莞市水乡片区；西

南连接狮子洋，与番禺市海心沙、莲花山相望。以粤语为主要语言。由于我会讲

麻涌话，因此在本次实验中采取麻涌方言作为研究对象。

（麻涌镇地理位置为星号标记处，图源网络）

乔姆斯基认为“焦点是包括语调中心的短语”，杰肯道夫把焦点定义为“说

话者设想的听话者不与之共享的信息”。叶蜚声、徐通锵认为“......说话者认为

受话者不知道因此希望受话者特别关注的部分。这就是句子的‘焦点’。”焦

点是对话中说话者对受话者所传递信息的强调，目的是引起受话者对关键信息的

注意，使受话者得到新的信息。



而焦点既可以通过句法形式表现出来，也能通过语调重音得以体现。“汉

语是典型的声调语言，声调、焦点重音和句调共同构成了韵律的主体......在汉语

表达中常对某些词进行强调，即焦点重音”。利用字词的韵律表现，可以在语

音层面对作为语义焦点的字词进行探究。

“在韵律研究中，基频是最常用的一项参数......基频和句子韵律的关系十分

密切......基频和音高的感知密切相关。”以该理论为指导，并从我目前的实验条

件出发，对于“我”、“六”、“面”三字的韵律表现主要是通过分析不同语料

的基频来描述。

另外，由于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语音分析软件，因此呈现出来的数据会体现出

我在操作方面的一些疏忽；但为了保持数据的原始性以及真实性，我决定展示这

些“略带瑕疵”的数据，并在指出有问题的数据后选择有参考价值的那部分数据

进行最终的结论对比分析。

2.1 发音人

二、实验说明

土生土长的东莞麻涌人何某，性别女，19岁。

2.2 实验设计

首先根据《东莞方言词典》整理各个调型的代表字，利用声音处理软件

进行录音、分析，得出麻涌话五度调值图。

设置 5 个对照单位。对于“我星期六在家吃面”一句，录制“我”、“星

期”、“六”、“在”、“家”、“吃”、“面“的单个字词声音文件、无

语义焦点的陈述句“我星期六在家吃面”声音文件、以及焦点分别为“我”、

“六”、“面”的三个包含语义焦点的声音文件共 5个声音文件。最后对多

个声音文件中的“我”、“六”、“面”的音高、音强、音长进行分析、比

较。实验语句详情如下：

① 我 星期 六 在 家 吃 面 （单个字词）

② 我星期六在家吃面。 （陈述句，无语义焦点）

③ 我星期六在家吃面。 （语义焦点是“我”）

④ 我星期六在家吃面。 （语义焦点是“六”）

⑤ 我星期六在家吃面。 （语义焦点是“面”）



2.3 语音录制

语音录制在相对安静的密闭室内进行，录音软件是 Praat，单声道录制。

发音人以自然状态和平稳语速发音。每个实验语句录制一遍。

2.4 实验数据的处理方法

利用脚本导出由 Praat分析声音文件得出的各个实验语句的基频数据，

手动导出各个声音文件中各个实验语句的音强、音长数据。运用 Excel 对原

始数据进行分析。

三、麻涌话调值五度标调结果展示

在选字时，我参考了《东莞方言词典》，以及暨南大学李立林的博士论文

《东莞粤语语音研究》，发现麻涌话平上去入皆分阴阳，且入声调类多达四个：

阴入、中入、阳入、变入。但由于《东莞方言词典》的单字音表中并未收录中入、阴

去、阳去的代表字，因此我录制的调类以及代表字如下：

阴平 花、车、梳、姑、兜、杯、包

阳平 茶、牙、爷、左、时、梨、柴

阴上 紫、起、踩、鬼、水、走、草

阳上 美、伟、买、每、有、武、市

去声 味、卖、桂、句、旧、路、汗

阴入 出、北、测、执、福、适、克

阳入 杂、佛、夺、跌、活、特、白

变入 塌、八、踢、各、格、尺、寞

之后，运用脚本导出麻涌话各个调类的代表字的基频信息，利用 T 值公式：

T= ((lgx-lgb)/(lga-lgb))*5 = (lg(x/b)/lg(a/b))*5 计算出各调类代表字的各取样点

的五度值参考标度，并利用 Excel绘制出五度标调图。



（为了能够较为清楚地看到音调变化趋势，背景调成黑色的）

麻涌话部分调类调型总结如下：

在《东莞粤语语音研究》中，李立林列出的麻涌话调值图如下，与我计算得

出的调值图有些出入：

两个表格相对比，我的阴平声调为 44，比李的表格中阴平声调 55要低；我

的阴上以及阳上声调走向为高低高、低高，而李表中的阴上和阳上都为为低高；

我的阳入声调为 32，而李表中的阳入声调为 3。



我认为这种差别是正常的，受录音者年龄、发音习惯以及声音素材搜集环境

等因素影响，同一个调型的字可能会有不同的调值呈现；而且语音在不断变化，

在处理声音数据的过程中也难免出现人为失误，因此对于同一种方言，调型调值

的计算结果会有不同。

四、“我”、“六”、“面”字在同一句子不同焦点句下的音调对比分析

“我”字充当句子的语义焦点、“我”字不充当语义焦点的句子 2、“我”

字处在没有语义焦点的句子中，这三种情境，“我”字的发音总体上呈现出音调

由高到低的变化趋势。在“我”字作为非焦点的句子 1以及“我”的单字的发音

情境下，“我”的发音呈现出音调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

“我”字出现了两种音调变化的情况，经我重新听取、对比声音文件后，我

认为是因为发音人在发“我”字的音时开头的嘴唇开合度比后面两种情境下的嘴

唇开合度大，导致前面三种情境下“我”字的发音更集中在“我”字的元音[ɔ]

上，声母[ŋ]不突出。在后面两种情境下，“我”字的发音带有明显的声母[ŋ]

的痕迹，因此音调呈现出与另外三种情境不一样的变化趋势。

总体而言，“我”字在焦点句中的开头发音音调在所有情境中是最高的，但

下降后的音调与其他情境下的音调差别不大。这说明“我”作为语义焦点时，其

声调除了开头的发音中较其他情境下高一些外，与“我”不承担句子语义焦点时



的音调大小、变化趋势的情况差别不大。

因此，“我”字无论是否承担语义焦点，其音调的大小、变化趋势的差别都并

不明显。

在“六”不充当语义焦点的句子 1中，其开头音调明显高于其他情境下的发音，

且音调整体上呈现出由高到低的变化趋势。在重新听取了声音文件后，我发现原来是

我手动划分句子 1中“六”字的语音片段时，把“六”前面的“星期”中的“期”的部

分韵尾也划分进去了，因此导致了句子 1中的“六”开头音调异

常高。在“六”不充当语义焦点的句子 2 中，“六”的音调在发音的最后阶段呈

现出较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在重新看了声音的窄带图后，我发现了在句子 2中，“六”

的发音出现了原因不明的异常，如下图：

绿色为音强，蓝色为音调

因此，在对比分析时，不考虑句子 1以及句子 2 中的 Point7及其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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