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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报告采用语音学的方法，对齐齐哈尔方言进行研究，并将齐齐哈尔方言与普通话进

行对比，提炼出齐齐哈尔方言在语音角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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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步骤

（一）单字实验

基于齐齐哈尔方言和普通话对比的研究实验。

1、首先确定东北方言为实验研究的对象，由于东北方言中不同地区的语音语调略有

差异，故将研究对象缩小为齐齐哈尔方言。

2、制作字表，筛选出齐齐哈尔方言中具有变调的字，制作成字表。齐齐哈尔方言的

特点：大部分字的调类与普通话调类一致，调值相似；少量字的调类在与普通话调类不

同，故我选取了这类字，并将其与普通话形成比较。

字表如下：

齐齐哈尔方言单字例字以及与普通话的对比

（例举单字为大部分时间变调，组词不同发音也往往不同）

齐齐哈尔方言 普通话

阴平 逮、摔、伯、拼 摔、叔、出、旮、压、拼

阳平 害、叔、谊、出 伯、穴

上声 取、旮、色、暂 逮、取

去声 压、穴、撞、弄 害、谊、色、暂、撞、弄

3、使用 Praat，选择相对较为安静的环境，按照齐齐哈尔方言字表进行朗读并录音，

形成声音文件。

4、对声音文件进行标注，标注出韵母部分，形成文本文件。



5、制作声调牵引层，将声调牵引层、声音文件和文本文件置于文件夹 Temp，置于

电脑 C盘。

6、运行脚本，将数据提取出来并导入表格。

7、分析、判断音高数据之后进行数据归一处理，清理掉无用的数据。计算音高数据

的平均值，利用公式 T=(lgx-lgmin)/(lgmax-lgmin)×5 计算音高数据的 T 值，根据对数

值、声调时长数据做成一个方言点的声调“声学模型”，根据齐齐哈尔方言的单字调声学

模型，利用五度标调法（0＜T≤1，为五度值中的 1度；1＜T≤2，为五度值中的 2 度；2

＜T≤3，为五度值中的 3 度；3＜T≤4，为五度值中的 4 度；4＜T≤5，为五度值中的 5

度），归纳调类调值，完成对齐齐哈尔方言的音高、调值、调类的分析。



8、以此类推，重复 3-7 步骤，完成对普通话的调值调类的分析，并形成与齐齐哈尔

方言的对比。

（二）句子实验

基于齐齐哈尔方言所做的实验。

1、写出例句，找出例句中的焦点词，焦点词均在第二局之中，焦点词为：“你”“揍”

“我”“不”

例句如下：

揍人一人上，你揍我不揍

揍人一人上，你揍我？不揍

揍人一人上，你揍我不？揍

揍人一人上，你，揍我不揍？

2、使用 praat，将四个句子录音。

3、标出句子中焦点词的声调部分，提取音长、音强数据，并将数据导入表格。

4、计算平均值，绘制声学模型，完成对齐齐哈尔方言的音强、音长、音高的分析。

二、实验中遇到的困难以及解决方法

(一)研究对象问题：



东北方言大体上无区别，但在实验中发现，东北方言的内部统一性虽然比较高，但

不同省份甚至不同市的方言都会存在一些人耳不太能够分辨的细微差别，故将研究范围

缩小为齐齐哈尔方言。

(二)方言读音问题：

在大部分时间里，选取的例字会按照方言的方式讲出来，但有些时候，这些字和一

些字进行组合时，还会读为普通话读音，故将例字按照普通话读音再读一次，将两者进

行对比。

(三)软件应用问题：

由于对 praat 的使用不够熟练，出现录音失灵问题，脚本提取问题。

(四)数据处理问题：

对于拆分时间点制作声学模型的这个步骤的研究过程不甚明白。

软件应用问题与数据处理问题通过向老师请教与和同学交流最终得到了解决。

(五)实验数据问题：

1、齐齐哈尔方言数据问题：单字实验中归纳的齐齐哈尔方言的调值与其他学者研究

所得的调值有差异，最终找到原因：个人的语音习惯所致，自己没有完全精准地掌握方

言的发音方法和方式。但通过这些不甚精准的报告，仍然可以归纳出正确的齐齐哈尔方

言的调类，分析其音长音强，窥探出齐齐哈尔方言的特性。

2、普通话数据问题：经过实验最终归纳出的普通话调值是与权威的普通话调值有区

别的，本人的阴平、阳平和去声的调值不够高，普通话的发音有受到方言的影响。

三、实验对象——齐齐哈尔方言的简介

齐齐哈尔市地处中国东北地区，位于黑龙江省，为黑龙江省副中心城市。齐齐哈尔

市东临大庆市和绥化市，南接吉林省白城市，西靠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北与黑河市、大

兴安岭地区接壤，距省会哈尔滨市 359 千米，距中俄口岸城市黑河市 483 千米。

齐齐哈尔市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主要是回、满、蒙古、达斡尔、朝鲜、柯尔克孜、

鄂伦春、锡伯等 35 个少数民族，并且存在 1个少数民族区。

由于齐齐哈尔市位于我国东北地区、临近港口以及少数民族丰富，使得齐齐哈尔方

言拥有了自己独特的性质。

（一）齐齐哈尔方言使用范围

齐齐哈尔市共辖 16 个县级行政区，包括 7 个市辖区、1 个县级市、8 个县，分别是

龙沙区、建华区、铁锋区、富拉尔基区、昂昂溪区、碾子山区、梅里斯达斡尔族区、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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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市、甘南县、龙江县、克山县、克东县、依安县、拜泉县、泰来县、富裕县，此范围

内市县均使用齐齐哈尔方言。

（二）齐齐哈尔方言的方言学范围：站话小片

齐齐哈尔方言属于汉语-东北官话-黑松片-站话小片。

站话主要分布于黑龙江省西侧的齐齐哈尔、富裕、黑河等市县站道的两侧带状地区，

是曾经居住于或者为驿站服役的人们流传下来的一种方言。

驿站，是古代供传递军事情报的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站人”的来源还要追

溯到清朝时期的“三藩之乱”，三藩降族被流放于此，形成“站人”群体。

站话被认为是东北官话的职业变体，但后期，站话演变成为通行于站人之间的“民

系”方言。到如今，站人的职业已经消失，但站话被保留下来，成为黑龙江方言的重要

的组成部分。

四、研究结论

（一）齐齐哈尔方言与普通话比较（语音角度）

1、调值调类：

齐齐哈尔方言调类与普通话一致，调值低于普通话，且齐齐哈尔方言中尾音存在甩

掉现象。

普通话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这四个声调，齐齐哈尔方言中也仅有这四

个调，但其在调值上有差异，齐齐哈尔方言整体调值不到位。

普通话中阴平为 55 调值，齐齐哈尔方言中，调值为 44；普通话中阳平为 35，据我

实验得出的调值为 23，据其他研究者的研究表明，调值为 24，调值高度无法达到普通话

高度；普通话中上声为 214，与我所研究的方言调值无差，其他学者研究的结果为 213，

这种原因可能是由于我对方言与普通话的界限分辨不清、长期将普通话与方言混说的状

况有关；普通话中去声调值为 51，据我实验得出的调值为 41，其他学者研究的结果为

42。

个人研究所

得

其他学者研究所

得

阴平 44 阴平 44

阳平 23 阳平 24

上声 214 上声 213

去声 41 去声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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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归音方面，齐齐哈尔方言也与普通话有较大差别，往往存在尾音吞掉的状况，在

一个字的尾部又常常做降调处理。

从整体上来看，齐齐哈尔方言存在“音高略低、音高起伏略小”的现象。但细微的

调值的差异并不会造成听觉混乱或者是较为严重的语音错位，这也会使得齐齐哈尔人形

成自己所讲的语言等于普通话的错误观念。

2、音强音长：

与普通话相比，齐齐哈尔方言的音长相对较短，音强大于普通话。

3、声母：

（1）齐齐哈尔方言中，z/c/s 和 zh/ch/sh（非一一对应）在有些情况下会出现混同。

如例字中的“摔”，普通话中读为“阳平 shuai”，齐齐哈尔方言中往往会读为“阳平

zhuai”或者“阳平 suai”。在年龄较大的人群之中，常常会把卷舌音念为翘舌音，例如

“摔、瘦、晒、施、水、睡、吹、装”等字。

（2）少数唇齿音在齐齐哈尔方言中念成双唇音。 如“甫，脯”，在普通话中声母读

为“f”，齐齐哈尔方言中读为“p”。

（3）少数舌尖后音“r”在齐齐哈尔方言中念成边音“l”,例如“扔、瑞”。

由于实验中主要研究的是韵母部分，故对声母部分不再赘述。

4、韵母：

（1）撮口呼韵母“u”在齐齐哈尔方言中有时念为齐齿呼“iu”,如例字中的“取”，

普通话中念为“上声 qu”，齐齐哈尔方言中念为“上声 qiu”。

（2）半高元音“o”变为央元音“e”,如例字中的“弄”，普通话中念为“去声

nong”,齐齐哈尔方言中念为“去声 neng”，与之相似的还有“农 neng”等字。

（3）合口呼韵母“uan”与浊音声母 “n、l”组合相拼时，韵头脱落，念为开口呼

“an”，例如,“ 暖 nan、乱 lan”。

（4）开口呼韵母“e”在齐齐哈尔方言中有时变为开口呼韵母“a”或“ao，例如 ,

“ 割 ga 、 蛤 ga、 胳 ga”。

（5）舌面元音与双唇、唇齿音声母组合相拼时，念为“e”。例如,“玻 be、婆 pe、

馍 me、佛 fe”等字。

（6）开口呼韵母“o”，在归音时往往归不圆润，变音为“ue”。例如，“我 wue、倭

wue”等字。

（二）齐齐哈尔方言中部分字在不同语境中声调不同的现象之原因



齐齐哈尔方言中的部分字在不同的语境中存在声调不同的现象，如例字中的“逮”，

当组词为“逮住”的时候，“逮”读为“阴平 dei”；当组词为“逮捕”的时候，“逮”读

为“上声 dai”，原因如下：

1、文读白读

齐齐哈尔方言中存在文白异读的现象。例如“叔”这个字，如果叫“警察叔叔”“医

生叔叔”的时候，往往会将第一个“叔”字读为阴平，第二个“叔”字轻声。但对于我

们比较熟悉的亲近的人，比如“王叔”“李叔”我们会将“叔”读为阳平。

文读一般是是用于比较正规的、书面化的场合，在日常生活中会偶尔出现。但由于

文读白读差别不大，不会导致理解上的偏差，故两种读法就都被保留下来。

2、方言词因素

方言词又叫土语词。方言词的声调是与普通话的发音是有较大区别的。“戳”就是一个

方言词，在齐齐哈尔方言中，人们会说一句话：“把手戳了。”这里的“戳”就读做上声。

在其他时间里，“戳”还是读做普通话的发音。

齐齐哈尔人在方言词中往往读方言的发音声调，这也是导致异读的重要原因之一。

3、词类因素

齐齐哈尔方言会通过声调的不同进行词类的区分，区别词的意义。

东北有个非常有趣的顺口溜中的一句话是这样的：“没没就没没”。很多人看了往往

一脸懵。这句话中。第一个和第三个“没”读去声，是没有的意思，为否定副词；第二

和第四个“没”读阳平，丢是失的意思，为动词。整句话翻译下来就是：没有丢就是没

有丢。

通过声调的变化来区分词的意义，达到可以快速流畅的交流的目的，这种情况在口

语中比较普遍。

（三）齐齐哈尔方言发音特点形成的原因

1、性格因素：

大部分东北人性格比较急躁热情，齐齐哈尔人的性格也是如此，语速比较快，很多

汉字的音节尚未发完音就开始发下一个音节，这就导致了很多音节的发音运动的全过程

没有做好，导致韵母变调变音。

2、发音方法因素：

使用发音器官发音时，不同的发音位置，都会造成不同的声音。齐齐哈尔人发音时，

往往发音位置靠后，经常形成膛音，这样的发音方式就会导致调值不够。



3、音强因素：

东北人说话声音比较大，发出声音大往往会导致后气不足，会缩短音长。

五、实验的收获与体悟

（一）实验的收获

1、刻苦钻研精神的培养方面：

第一次自主的研究语言相关的问题，多次的错误、尝试以及寻找解决方案，让我深

切地意识到研究的艰难，每一位研究者最终得到的结论都是耗费了相当多的心血来酿造

的。这次实验，锻炼了我刻苦钻研的学术精神。虽然我的这份实验得出的结论是不甚科

学和权威的，但它也是自己呕心沥血得出的，弥足珍贵。

2、普通话以及方言的学习方面:

通过本次实验，我意识到自己的普通话是不标准的，在很大程度上，有受到方言的

影响：讲普通话的时候，调值偏低。在之后的日子里，我会努力改进自己的普通话，把

家乡的方言和普通话都尽量地讲标准。

（二）实验的感悟：方言的保护与传承

通过本次实验，我意识到自己对于家乡的方言是不甚了解的，甚至连语言的发音都不

能保证是完全正确的，很多发音都是和父母辈以及朋友们多次敲定才确定下来的。由于

生活中多讲普通话，加之对家乡话的认同感不强，导致以齐齐哈尔为代表的站话成为一

种濒危语言。

在本次实验的过程中，在自己动手实践的同时，我通过互联网查找资料，查找到的

结果不尽人意：研究齐齐哈尔方言的文献非常之少，研究者较少，有些研究者的研究成

果又不深入不全面，近几年研究的相关论文大量减少，2020 年发表的相关论文仅找到一

篇。

这次实验引起了我对语言传承的深思，一种语言里有着一个地区的发展历史，如果

我们不保护好语言，我们又怎么记得过往的历史？

从小父母老师都会纠正我们的读音，从出生那一刻就在努力地讲普通话，我们只能

在父母长辈的口中窥探方言的影子，偷偷学来又总要被批评。我们一直会给东北话冠以

“土”“好笑”的帽子，但我现在感到隐隐地悲哀，就算我们对自己的方言缺乏喜爱，但

也应当能把自己的家乡话讲的清楚，那是一种标记我们身份的方式。

普通话的普及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无可质疑，但就是因为普通话的广泛普遍，才

让我们意识到方言的流失，意识到保护我们的方言的迫切性，保护我们的“根”，传承我



们的文化。

参考文献：

[1]游汝杰.黑龙江省的站人和站话述略[J].方言,1993,第 2 期

[2]郭正彦.黑龙江方言分区略说[J].方言,1986,第 3 期

[3]刘宇. 黑龙江站话的形成与嬗变[J].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11, (1):93-96.

[4]杨松柠, 徐晶. 黑龙江站话的形成及其主要特点[J]. 大庆师范学院学报, 2009, (5)

[5]杨松柠. 黑龙江站话濒危现象刍议[J]. 学术交流, 2015, (2):176-180.

[7]杨松柠, 徐晶. 黑龙江站话的形成及其主要特点[J]. 大庆师范学院学报, 2009, (5)

[8]陈立中著.黑龙江站话研究.[M]2005.12

[9]郭风岚.黑龙江站话的分布区域与归属.[J]方言,2008,第 1 期

[10]刘言明. 浅析普通话与哈尔滨方言的不同之处[J]. 传播力研究, 2019, (18):203-204.

[11]贾磊.齐齐哈尔方言的一般特点[J]

[12]盖洪伟. 关于东北人说好普通话的思考[J]. 科学中国人, 2016, (14):157.

[13]张炜卓. 哈尔滨方言声调异读现象探析[J]. 绥化学院学报, 2016, 第 36 卷(6):69-72.

https://qikan-chaoxing-com.webvpn.jnu.edu.cn/detail_38502727e7500f26616e9891d2a33f335310f55142855fed1921b0a3ea255101fc1cf1fbb4666ae629944b40a787bcbe6f4b0f194d7e03664c3957921186d390b904b96bef2780e3538a1a191f079ef3
https://qikan-chaoxing-com.webvpn.jnu.edu.cn/detail_38502727e7500f26ac494de4dfe69a41f1be80559fc2b8261921b0a3ea255101fc1cf1fbb4666ae6c5c3fe34db2a796a49299f9f1ee44f2b39dbd8081e8bb22056b4fca7b7b7450104cf234e6275565d
https://qikan-chaoxing-com.webvpn.jnu.edu.cn/detail_38502727e7500f266bcf87befb91286af9cf8a7ea4fc20331921b0a3ea25510134114c969f2eae5c38e47780b04a7bbebf33547b69aef66014c29f921a3d804e1df40d795a9ca92a42542420993e6db0
https://qikan-chaoxing-com.webvpn.jnu.edu.cn/detail_38502727e7500f26990448d334801dd147536d48570cdeea1921b0a3ea255101fc1cf1fbb4666ae6b30c17495bc7480693f0532bd751334ec722ed6649d75f5e78bcf60ee4304452de646aef7a2f2069


普通话声调与语义焦点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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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一）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研究目的

1.研究内容

本文从实验语音学的角度，对普通话单字调声调以及句子的语义焦点进行描写。本文将

通过声 音采集、声音标注、提取数据、分析语图等来研究普通话声调特征及焦点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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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调音

高特点。

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研究普通话话的语音特征，充分利用所得的声学数

据来展现普通话单字调的音高特点。

3.研究目的

本文对普通话单字调的声调做实验研究，寻找对语音中的关注焦点变化，并寻找其规律。

（二）字表设计

1.单字调

阴平 弯 高 婚 诗 梯 披 夫

阳平 完 穷 鹅 时 题 皮 扶

上声 晚 苦 五 使 体 始 腐

去声 万 近 菜 是 替 士 富

2.句子

(1) 句子 1：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句子 2：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句子 3：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句子 4：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二. 普通话（单字）语音特征规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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