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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实验报告之普通话调值与例句语义焦点分析

2020 级汉基 1班吴思琦

一．实验概述。
本实验报告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选取普通话各个声调的例字并运用praat 软件录音、

提取音高数据并在excel 表格中进行相应的处理分析，从而得到普通话的调值图；二是设
计一个句子，通过录音和数据提取分析来揭示同一个字或词的音高、音长和音强数据在
语义焦点不同的情况下与一般情形时相比有何变化。

二．实验目的。
1.普通话调值研究实验。
直接目的：运用音高数据获取及验证普通话声调图。
间接目的：
（1）验证理论：验证在实践中验证普通话调值理论；
（2）加深理解：通过亲身录音、提取数据和分析数据来加深对于普通话调值来源的理

解；
（3）

掌 握
方法：
在 做

实验的过程中熟练掌握进行调值研究实验所需的软件用法和实验方法，巩固基础、开拓
思路；
（4）获取数据：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得到第一手的实验数据。

2.语义焦点分析实验。
直接目的：提取分析出作为语义焦点时的字词与一般状况下相比音高、音长、音强上的
特点。
间接目的：
（1）加强设计能力：设计一个句子并根据设置变量等方法得出结论，可以提高创新和

设计实验的能力；
（2）提高分析、总结水平：句子需要划分切割为小单位，提取所需数据并进行分析，

在分析中要得出焦点字词的特殊之处，并提取结论，由个别推向整体，可以提高实验者
分析数据和总结的能力。

三．实验方法与过程。
1.普通话调值研究实验。
（1）设计普通话调值单字表。

在Word 文档中按照普通话四个声调分别设计四个单字。

（2）运用praat 软件对该表进录音，并以wav的形式保存录音音频。

阴平 睛 真 坤 娑

阳平 徐 葵 婆 迷

上声 你 眼 彩 雪

去声 漂 亮 蔡 巨



（3）将音频文件转化为 TextGrid格式。

（4）利用普通话例字的 Sound和 TextGrid文件对声音进行标注。
标注时将干扰的声波因素除去，只截取较为稳定的韵母声波，并在选中的声音部分下进
行标注，代表不同的声调，以便之后处理数据。

如图，标注1a为阴平，1b为阳平，2为上声，3为去声。并保存好标注后的文件。

（5）利用 Sound文件制作 Pitch 文件，再利用Pitch 文件制作 Pitch_Tier 文件，将 Sound、
Textgrid、Pitch_Tier 文件均储存在电脑 c盘中，并运用 c盘中求音高的脚本来提取音高数
据等。



运行脚本时需选取希望提取的标注层和设置的时间间隔。

（6）将提取的数据插入到 Excel 表格中并将原始数据转化为更简明的形式。

（以上声为例）

（7）求取每个声调的十个点的音高平均数，并依此制作表格。

转化为更为形象的折线图的形式：



（8）求取各个声调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并利用 T=[log(x)-log(min)/log(max)-
log(min)]*5 的公式对该表中的每个数据进行运算，得出它们的对数值，并取小数点后两
位数。

（9）求取每个声调的不同例字中选中部分的时长的平均数，并将得到的对数值表中的四
十点依照时长间隔一一分布，并形成表格。

（图片过长，请查看放大图。）

（10）依据该表生成散点图，并依据对数值和五度值转换表大致来大致换算图中显示的
对数值。

散点图：

对数值和五度值的转换表：



由转换表可知，该散点图显示出的普通话的调值为：
阴平：55
阳平：35
上声：413
去声：54

2.语义焦点分析实验。
（1）设计一个句子，并设置不同的语义焦点。

句子：你眼睛真漂亮。
① 语义焦点为“你”时，重点强调夸奖的主体对象，不是其他任何人，而是“你”；
② 语义焦点为“眼睛”时，重点强调夸奖的是主体的哪个具体部位，不是“嘴巴”、“鼻
子”等，而是“眼睛”；
③ 语义焦点为“真”时，重点强调“漂亮”的程度，不是“一点漂亮”，而是达到令人赞叹
程度的“漂亮”。
④ 语义焦点为“漂亮”时，重点强调夸奖部位的性质，不是“难看”、“普通”等性质，而
是“漂亮”。

（2）依据设置的不同的四个焦点分别读这个句子，并用Praat 软件进行录音，保存为
Sound文件，制作 TextGrid文件，并依据这两个文件进行声音的标注并保存。



（3）提取每个焦点字词的音强数据。
以第一句中的“你”字为例：

（4）将每个字的音强数据整理在一起，插入到 Excel 表格中取得每个字的平均数。
以第一句中的“你”字为例，最后一行为“你”字在相同时间间隔内不同的时间点的音强

的平均数。

（5）利用焦点句的 Sound 文件制作出相应的 Pitch 文件，再利用 Pitch 文件制作相应的
Pitch_Tier 文件，将 Sound、Textgrid、Pitch_Tier 文件均储存在电脑 c 盘中，并运用 c 盘
中求音高的脚本来提取音高和音长数据。
脚本提取的原始数据如下：



（6）将从脚本中提取到的数据插入到 Excel 表格中并进行整理，时长数据可以直接提取；
音高数据通过 Excel 求取每个字的十个点的平均音高得来。最后汇总得到的音强、音长、
音高的数据制作出如下表格。

黄色部分是当该字作焦点句时的音强、音长、音高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句 1 中焦点是“你”，“你 1”的数据中，与其他三句中的“你”字相比：音长最
长，音高最高，音强较强。
句2中焦点是“眼睛”，“眼 2”、“睛 2”的数据中，与其他三句相比，“眼 2”、“睛 2”的音长较长；
“眼 2”的音高最低，“睛 2”的音高最高；两者都音强较强。
句3中焦点是“真”，“真 3”的数据中，与其他三句中的“真”字相比，音长最长，音高最高，
音强最弱。
句 4 中焦点是“漂亮”，“漂 4”、“亮 4”的数据中，与其他三句相比，“漂 4”的音长最长、“亮 4”
的音长较长；“漂 4”的音高最高，“亮 4”的音高较高；“漂 4”的音强最弱，“亮”的音强较弱。

四．实验结论。
1.普通话调值研究实验。
该实验为验证性实验，主要作用是验证了普通话的四个声调。而在具体调值上，个体普



通话发音的调值与标准调值略有差别，比如去声的标准调值为51，但实验的结果是 54，
揭示了个体发音的特殊性，但也不排除录音的标注数据存在误差的可能性。

2.语义焦点分析实验。
该实验是设计性和观察性并存的综合性实验。通过观察，粗略初步地推断：
1 当语义焦点是单字（如“你”、“真”）时，总体而言，该单字的音长变长，音强加强，音

高增高。
（“真 3”的音强并未，可能是误差所致）
2 当语义焦点是包含两个单字的词（如“眼睛”、“漂亮”）时，

音长方面，两个字的音长都变长。
音高方面，同为第一个字，“眼 2”的音高最低，“漂 4”的音高最高；同是第二个字，“睛 2”
的音高最高，“亮 4”的音高较高，因此无法得出确切结论，初步可以推测第二个字的音
高会变高。
音强方面，同为第一个字，“眼 2”的音强较强，“漂 4”的音强最弱；同为第二个字，“睛 2”
的音强较强，“亮”的音强较弱，因此无法从本实验中推测出包含两个单字的词作为语
义焦点时音强有何特点。

五．困难与解决。
1.困难：在运行脚本时忽略了标注层的选取，本应该选择标注层 1，而误用了标注层 2，
导致脚本一直无法运行。
解决：根据软件的提示，重新检查标注层时发现错误。

2.困难：运用教学视频中的公式进行计算对数值，发现计算出来的对数值区间在0到 2之
间，与普通话调值的对数值不符。
正确公式为：T=[log(x)-log(min)/log(max)-log(min)]*5
解决：检查自己输入的公式是否与教学视频中的相符，结果发现的确相符，然而教学视
频中的公式由于括号的用法不当导致了公式的错漏，于是我上网搜索到了求取声调对数
值的正确公式，比对后重新对公式进行了调整，最终结果正确，对数值区间在 0 到 5 之
间。

3.困难：计算音高的对数值时，需要将每个数据在公式中进行调取和更改，过程繁琐，
容易造成误差。
解决：发现公式中除了当前音高的对数值是变量之外，最大值和最小值都是定值，所以
直接将定值放入到公式中，简化了计算过程，降低了失误率。

4.困难：处理数据时四十个对数值需要嵌入到相应的时间点下，不清楚应当如何设置时
间间隔。
解决：询问有过相关实验经验的同学，掌握了办法。

5.困难：音强数据包括时间点和相应的音强，插入 Excel 时被系统识别为是一个单元格的
数据，因此便无法运用Excel 的计算工具来测算平均值。
解决：查询相关资料，利用 Excel 的数据分割功能将一个单元格里的数据切分成两个单元
格，并成功地测算了音强数据的平均值。



六．不足与展望。
1.由于个人的发音问题和录音环境的选取不当，录取的普通话单字调并不是很标准，

得出的调值数据也与标准的调值差别较大，如上声的标准调值为 214，而本次实验做出
的调值是 413。如需改进，则需要找到发音更加标准的录音者帮忙，在更为理想的录音
环境下录音，以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代表性。

2.单字调的例字数量和例句设置的句数都较少，较难准确地反映规律，存在较大的
误差性和偶然性。如需精进，应当增多例字和例句的数量，在更大的样本中总结调值图
和语义焦点的特点。

3.两个实验均由本人录音完成，个体的发音方式具有特殊性，因此具有局限性，无
法真正由具体推出一般的结论。找到更多不同的普通话语言者进行录音，比对排除一些
误差或特殊数据，更有利于得出可靠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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