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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实验报告

2020 级汉基 1班赵家和

个人普通话单字调音高与标准普通话音高数据对比报告

摘要：本文采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对我个人的普通话单字调的音高数据进行

采集整合，并与标准的普通话单字调的音高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以此找出个人

普通话与标准普通话的音高异同点，明白个人普通话中还有哪些错误需要注意

与改正。

关键词：普通话；音高；个人；数据；对比

一、概述

（一）实验背景

2021 年 5 月 9 日，我于吉林大学珠海学院普通话培训测试站进行了普通话

水平考试，最终查询结果为：分数 91.5，等级二级甲等（见图一）。针对这一

结果，我个人存有些许疑惑，我个人的普通话与标准普通话的差距在哪？在说

普通话的过程中有哪些地方需要我注意的？怀着这些疑问，我进行了此次语音

试验，试图通过采集数据、制成图表以及对比分析的方式来得出较为直观地结

果。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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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个人普通话单字调的音高进行描写。本文

将通过声音采集、声音标注、提取数据、分析语图等来研究个人普通话单字调

的音高，同时，结合目前权威的官方普通话音高标准（阴平 55，阳平 35，上声

214，去声 51），我将把个人普通话与官方普通话的音高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以

此找出二者的差异所在。

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研究个人普通话的语音特征，充分利用所得的

声学数据来展现个人普通话与官方普通话音高特点的差异。

3. 研究目的

将个人普通话的数据与标准普通话的音高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查明二者的

差异何在以及在日后言说普通话的时候应当注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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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音人情况及实验过程

发音人（我）的籍贯为河南省周口市，属于北方地区。该发音人的日常用

语较为接近普通话，但同时也受到了河南方言的一定影响。此外，经过普通话

水平测试，该发音人的普通话等级为二级甲等（见图一）。

图一

选字内容采用老师提供的的 16 个北京话例字（阴平 4个、阳平 4 个、上声

4个、去声 4个），具体内容如下：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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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二:

阴平55 弯高婚黑

阳平35 完穷鹅毒

上声214 晚苦五笔

去声51 万近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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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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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个人普通话语音特征简述

（一）声调数据及语图制作

提取数据后使用公式进行归一化运算分别得出的个人普通话单字调 T值数

据如下表：

表二

以绝对时长对横坐标，T 值为纵坐标，可得出个人普通话声调绝对时长的

声调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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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二）声调特点和调类归纳

阴平调位于调域的偏上方，调值变化整体趋于平稳，T 值基本和 3 对应的

横轴重合，根据五度标记法可记为 33

阳平调位于调域的偏下方，调型由低到高，调值不断上升，T 值位于 1—3

之间，根据五度标记法可记为 23

上声调大部分位于调域的最下方且发音时长为四调中最长，调型先低后高，

调值先降后升。降段 T 值位于 0—2 之间，升段 T 值位于 0—3 之间，根据五度

标记法可记为 213。

去声声调大部分位于调域最上方，调型先低后高，调值先降后升。降段 T

值位于 2—5 之间，升段 T 值位于 2—4 之间，根据五度标记法可记为 534.

综合实验数据和声调图，对我个人普通话的单字调总结为：阴平 33，阳平

13，上声 213，去声 534。

三、个人普通话声调与标准普通话声调的异同

根据当今普通话的标准，我们可以知标准的普通话声调折线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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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将表三与图三相对比，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①就阴平来看，标准普通话的 T 值为 55，而个人普通话的 T 值为 33，二者

调型的变化趋势相同而调值明显不同。这说明在我个人在说普通话发阴平音时

虽然能保持调值变化的平稳，但还明显存在着音调不够高的问题。

②就阳平来看，标准普通话的 T 值为 35，而个人普通话的 T 值为 23，二者

调型的变化趋势相同而调值明显不同。这说明在我个人在说普通话发阳平音时

明显存在着调值不高，音调低沉的问题，这一点的问题和第①点类似。

③就上声来看，标准普通话的 T 值为 214，而个人普通话的 T 值为 213，二

者调型的变化趋势相同而调值略有不同。这说明在我个人在说普通话发上声音

时需要在尾音上稍作提高，以此不断接近 214 这一标准值。

④就去声来看，标准普通话的 T 值为 51，而个人普通话的 T 值为 534，二

者的调型、调值都明显不同。这说明在我个人在说普通话发去声音时存在着声

调降不下去、声音发不干脆以及有拖延音的问题，需要努力改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个人的普通话中，虽然阴平、阳平、上声、

去声四声发音调型变化趋势大致与标准普通话类似，但在调值方面则存在着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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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问题，如在发音时声调略低，去声降不下去，发音不干脆、有拖音等问题，

这些都需要我在平时的训练中多加改正。

四、实验总结

作为一个北方人，虽然我个人的普通话较为接近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

但也难免会受到生活地域方言的影响与限制。我在此次的实验中收获颇丰，之

前困扰在我心中的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通过此次语音试验，我收集了个人的普通话四声发音音高数据并将其制成

折线图，这让我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了个人普通话语音音调的特点，也让我明白

了人发音的特征是可以通过计算机数据和表格等新形式呈现的。

通过个人制作的折线图与标准的普通话音高图进行地对比，我更加清楚、

具体地认识到了我个人普通话与标准普通话的差异何在，明白了自己以后在普

通话的训练过程中应重点注意的一些问题和调类。



语义焦点实验报告

摘要：本文采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设计一个具有焦点内涵的句子，突出所要

表达的焦点词语，最后再通过得出的数据分析焦点字、词或短语在不同句子中

的时长、音强、音高的变化情况，总结不同的语义焦点在在语音形式方面的表

现及规律。发音人情况及实验所用软件同《个人普通话单字调音高与标准普通

话音高数据对比报告》中的保持一致。

关键词：语义；焦点；语音形式；

一、句子设计

根据相关要求，现设计一个具有焦点内涵的语句，并通过黑体标出语句中

的焦点字词：

①我吃一口饭。

②我吃一口饭。

③我吃一口饭。

④我吃一口饭。

经过分析，上述四句为同一个句子，但在说话的过程中则可通过突出焦点

词来回答有关的四个不同的问题。

二、数据呈现及分析

1. 我吃一口饭。

该句子中突出“我”，可回答的问题是“谁吃了一口饭？”通过 Praat 软件

录音分析，该句的相关数据如图一所示。由该句的相关数据表格（见表一）我

们可以得知该句的以下特点：

时长上，读完该句用时约 5.49 秒。其中焦点字“我”用时约为 0.35 秒，在

句子中每个字的用时时长排第二。

音强上，该句中的音强最高约为 69.4dB，出现在读“我”字的过程中，整

字的音强大致相近且大都比其他字的音强要强。

音高上，该句的最高音高约为 208.64，“我”字的音高约为 113.63，音高排

名第四。



图一

2. 我吃一口饭。

该句子中突出“吃”，可回答的问题是“你怎么了一口饭？”通过 Praat 软件录音分

析，该句的相关数据如图二所示。由该句的相关数据表格（见表一）我们可以得知该句

的以下特点：

时长上，读完该句用时约为 4.87 秒。其中焦点字“吃”用时约为 0.32 秒，在句子中

每个字的用时时长排第一。

音强上，该句中的音强最高约为 74dB，出现在读“吃”字的过程中，整字的音强大

致相近且都比其他字的音强要强。

音高上，该句的最高音高约为 142.88，“吃”字的音高约为 142.88，音高排名第一。



图 二

3.我吃一口饭。

该句子中突出“一”，可回答的问题是“你吃了几口饭？”通过 Praat 软件录音分析，

该句的相关数据如图一所示。由该句的相关数据表格（见表一）我们可以得知该句的以

下特点：

时长上，读完该句用时约 4.57 秒。其中焦点字“一”用时约为 0.34 秒，在句子中每

个字的用时时长排第一。

音强上，该句中的音强最高约为 71.7dB，出现在读“一”字的过程中，整字的音强

大致相近且都比其他字的音强要强。

音高上，该句的最高音高约为 153.75，“我”字的音高约为 153.75，音高排名第一。



图三

4.我吃一口饭。

该句子中突出“饭”，可回答的问题是“你吃一口什么？”通过 Praat 软件录音分析，

该句的相关数据如图一所示。由该句的相关数据表格（见表一）我们可以得知该句的以

下特点：

时长上，读完该句用时约 4.55 秒。其中焦点字“我”用时约为 0.52 秒，在句子中每

个字的用时时长排第一。

音强上，该句中的音强最高约为 74dB，出现在读“饭”字的过程中，整字的音强大

致相近且都比其他字的音强要强。

音高上，该句的最高音高约为 141.62，“我”字的音高约为 125.19，音高排名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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