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句 2的语气更为强烈，其关键词的音强也普遍高于句1关键词的音强；
（2）句 2的音高波动要比句1的音高波动大，句 1关键词的音高更为平稳；
（3）在用时长短方面，句 2的关键词之间的时间差要大于句1关键词之间的时间差；
（4）综上，在不同的语义下，关键词的音高、音强、用时都存在较大差异。

三、小结反思
实验是跟着老师的视频完成的，是前所未有的体验。第一次接触这种实验，碰了不少

壁，遇到了很多难题，都是一边摸索一边在互联网上查找方法解决问题的，也询问了一
些学姐，很感谢她们的帮助。当然，因我本人水平原因，实验也存在很多不足，样本收
集不够丰富，实验精确度不够，以及一些结论下得很武断。

但这次实验也让我对语音实验学和新文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文学不是我们刻板印象
中的抄抄写写而已，在当今时代下，文学也有其创新发展。我相信这次语音实验的经历
对我日后的学习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端州话单字调与焦点句研究的实验报告
2020 级汉基 1班李嘉杰

摘要：本文以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对粤方言肇庆话中的端州话进行单字调与焦点句的研究。本次实验

的录音材料来自笔者本人，研究主要通过提取声学数据、制作调型图与制作表格等方法，以确定端州

话的声调调值，探究句子语义同时长、音强和音高的联系。

关键词：端州话；单字调；焦点句分析

1 关于单字调的调型图制作与调值确定的实验

肇庆话中的端州话主要分为八个调类，分别为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

去、阴入与阳入。根据端州话的声调分类，本次实验从八个不同调类中各确定十个单字

作为研究样本，并由笔者本人（20 岁肇庆端州本地人）录音进行语料收集。八十个选字

多参考自《粤方言肇庆话单字调的音高报告》，个别选字根据笔者语感有所调整，选字

原则为：选择声韵组合相同或相近的音节。选字表格如下：

声调 选字

阴平 巴 煎 康 车 推 梯 悲 穿 初 音

阳平 爸 钱 寒 斜 颓 提 皮 全 锄 淫

阴上 把 剪 罕 扯 腿 睇 比 转 楚 饮

阳上 马 兔 昂 野 拒 蚁 被 远 坐 舅

阴去 霸 箭 汉 借 退 替 屁 串 错 暗

阳去 罢 贱 汗 夜 队 第 喺 攰 座 耐

阴入 黑 织 叻 福 得 逼 厾 剥 揖 七

阳入 白 节 学 席 服 特 觅 绝 作 入

录音软件为 Praat，整个录音过程在安静的房间进行，在录音结束后，使用 Praat

对选字进行标注。标注共分为两层，第一层为汉字层，第二层是调类层，“1a”为阴平，

“1b”为阳平，以此类推。标注过程中，还对每个选字进行了区域划分，去掉音调曲线

的弯头屈尾，保留较为平整的音调曲线。具体工作如下图所示：



标注工作完成后，再利用提取音高数据的脚本，得到录音中每个字的音高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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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数据后将数据导入 Excel 文件中，算出八十个选字各自的音调平均值，如下表：

接着使用公式 T=(lgx-lgmin)/(lgmax-lgmin)×5，把基频数据转换成相对应的 对数值，

将所得对数值保留两位小数后放入相应时间段中，得表：

最后利用 Excel 自带功能画图，并根据五度标记法得出八个调类的调值。五度标记

法原则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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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调型与调值图如下：



2 焦点句语义焦点与时长、音高、音强关系的研究

在焦点句的研究中，前期准备工作同单字调的录音与标注大体相同，在此不过多赘

述。特别的是，在本次实验中，通过 Praat 自带功能，提取了句子中“被强调词组”的

音高与音强，并在 Excel 文档中求出其平均值以支持后期的比较研究。句子中“被强调

词组”的时长与音强、音高的平均值如下表所示：

2.1 实验结果分析

笔者以例句“我今晚出去吃饭”为例，将句子分为“我”、“今晚”、“出去”与

“吃饭”四个词组，以突出人物、时间、地点与动作四类句子中常出现的语义重点。

通过分别强调四个词组，并联系实验所得数据，笔者得知在在句子中强调特定意义

时，承载这部分意义的词组往往呈现出时长增加的特点。从图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单字词

“我”，还是双字词“今晚”、“出去”、“吃饭”都明显与未被强调时所用时间更长。

其中以单字词“我”最为明显，通过被说话者强调，原本所需时间应短于双字词的“我”

声调类型 T1a-阴平 T1b-阳平 T2a-阴上 T2b-阳上 T3a-阴去 T3b-阳去 T4a-阴入 T4b-阳入
调值 44 31 214 23 33 51 55 43



时长被明显加强，不仅超过同一句中的不同词组，还远超于另外三个强调句中的“我”

字所占时长。这表明人们习惯以拉长词语时长的形式凸显会话中的语义焦点。另外在音

强方面，被强调的词组也同样显示出明显增强的趋势，这也同样表明说话者习惯增强重

点字词的音强以引起听话人的关注。

但在音高方面，我们较难看出被强调词组呈现出音高升高的趋势，例句一中的“我”

音高为 131.9194 Hz，不及同句中的“今晚”与“出去”二词组的音高值；例句四中的

“吃饭”也同样不及同句中的“今晚”与“出去”二词组的音高值。虽然被强调的词组

在不同例句同词组的横向比较中音高明显升高，但未能在高于同句子内的其它词组，在

相对音高方面没有突出。这表明，音高因素在突出语义焦点时虽能单独起到作用，但还

需与时长、音强两因素一起构成明显突出的作用，即音高在突出语义焦点中起次要作用，

时长与音强起首要作用。



语言学实验报告

2020 级汉基 1班陈艺丹

粤方言新兴话单字调音高报告
摘要：本文采用实验语音学的办法，对粤方言新兴话单字调音高进行分析研

究。由于本文作者系新兴本地人，文中语音材料皆由本人录音完成，意图通

过声学数据的提取、语图的制作来对其声调特点作初步得描写与分析，并把

得出的结论与广州话的声调特点作比较，试得出新兴话的声调特点。

关键词：新兴话；单字调；音高；方言；语言实验

一、概述

（一）新兴话单字调音高的传统研究

云浮市新兴县毗邻珠江三角洲，东佛山市高明区、江门市鹤山区交界，

东南与江门开平市接壤，南临江门恩平市，西南接阳江阳春市，西北为云浮

市云安县、云浮市云城区，东北接肇庆高要市。新兴县内主要有两种方言：

一种是新兴话，属粤方言中广府片，广府片以广州话为代表，使用人数较多；

另一种是客家话，使用人数较少，主要分布在西部簕竹镇西部和河头镇东部，

使用人口约 3 万。在《广东粤方言概要》（詹伯慧）和《粤西十县市粤方言

调查报告》（詹伯慧、邵宜、伍巍）中均涉及粤西范围内的方言或者新兴方

言，但更注重通过各种方言声调对比概括出粤方言整体特征，对某种特定方

言的介绍较少。因此本文运用实验语音学的办法，尝试对新兴话单字调的音

高进行描写。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新兴话的相关研究实在太少，资料严重匮

乏，能参考的资料非常有限，因此完成过程中遇到了较大困难，许多问题无

法找到答案。假若在研究报告中有什么纰漏之处，衷心感谢老师能赐教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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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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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语图等来研究新兴话的真谛的音高，

结合所得出的市场数据分析各调类的基频数值，通过语图来进一步展现新兴

话的音高特征。

2、研究方法

利用现代先进的语音研究软件记录声学数据，结合图表描写新兴话的音

高特征。

3、研究目的

出于对家乡的一点责任感，希望对日后新兴话研究的提供一些参考作用。

（三）发音人情况及实验过程

新兴话共有八个调类，平、去声分阴阳，入声有三个，与广州话相同，

古上声清音声母字今归上声。作者参考有代表性的广州话调类和字表，根据

新兴话声调类型的实际情况，本次调查录音分别从这八个调类中选取了四个

单字作为声音样本，选字原则为：选取生活中常用字或常见字、存在的字、

韵母相同或相近但能区别意义的字。选字表格如下：

声调 选字

阴平 基 碑 哩 生

阳平 我 你 渠 驼

上声 苦 楚 裸 嫂

阴去 降 贡 拢 彷

阳去 人 时 文 坟

阴入 吸 促 七 动

中入 作 郭 硕 葬

阳入 落 网 藏 狂

发音人即本文作者，女性，20 周岁，所持语言为新兴话。录音环境在



录音人家的卧室中，关闭门窗，连续读出单字。录音设备是手提电脑自带的

录音设备，未用耳麦，实验全程所用软件为 Praat。录音音量保持在适中范

围内，录音完毕之后将 32 个字的录音材料保存为 WAV 文件，以便后期处理。

随后将录音材料以每个单字为单位逐一标记，建立标记层共两层。第一

层为汉字层，将语图显示方式调整为宽带图显示后，对语图进行分析。加入

分割线，对每个单字语图细化分割，去掉弯头曲尾，截取有效的音高部分。

如下图：



再利用提取音高数据的脚本，提取录音中各单字的音高数据，将每个音

节的基频曲线等间隔分为 10 段，即提取 11 个测量点的基频数据，再使用公

式 T=[lg(x)-lg(min)]/[lg(max)-lg(min)]�5，把基频数据转化为相应的 T

值。T 值对应的五度标记法如下图：



如此进行归一化运算之后，能得出直观的结果。

二、新兴话单元音语音特征简述

（一）声调数据的提取及语图制作

使用公式得出新兴话单字调 T 值数据如下表：

声调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T9 T10 T11

阴平 3.57 3.57 3.61 3.70 3.82 3.97 4.17 4.39 4.58 4.75 5.00

阳平 1.54 1.22 1.06 0.95 0.84 0.66 0.55 0.37 0.25 0.12 0.06

上声 0.43 0.31 0.19 0.19 0.31 0.55 0.95 1.65 2.76 3.89 4.50

阴去 2.05 1.80 1.54 1.33 1.22 1.17 1.12 1.06 1.06 1.06 1.17

阳去 1.44 1.22 1.06 0.95 0.78 0.66 0.61 0.49 0.37 0.25 0.06

阴入 4.93 4.79 4.68 4.61 4.50 4.43 4.39 4.32 4.32 4.28 4.20

中入 4.24 3.97 3.15 2.53 2.15 1.85 1.60 1.44 1.39 1.28 1.17

阳入 2.34 2.05 1.60 1.33 1.17 0.95 0.72 0.49 0.31 0.19 0.00

以绝对时长为横坐标，T 值为纵坐标，可分别得出发音人的新兴话声调

绝对时长的声调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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