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句子 1是在问题①“你讨厌吃什么？”的设问语境下进行的，发音者有意将焦点

落在“茄子”来回答“讨厌吃‘什么’”，拉长“茄子 A”的持续时长以表示强调。

按理“茄子 A”的音高和音强也应该有所提高，但由于发音人自身发音习惯问题

以及中气不足，往往是在句子开头第一个字“我”，增强音强，后面渐弱。

句子 2是在问题②“你为什么不吃茄子？”的设问语境下进行的，发音者有意将

焦点落在“讨厌”来回答“‘为什么’不吃茄子?”,但呈现出来的效果确实无论

是时长、音强都是“茄子 B”更加焦点，仅是在音高上“讨厌 B”要略胜一筹。

总得来看，在两种问题的设定下，发音人有意识地聚焦在特定问题下应该聚焦的

焦点词，得出的录音数据，与实验出发点有较大出入。实验本意想要得出“在特

定的设问下，焦点词的时长、音高、音强会随着设问有特定的延长增加。”而事

实却是，发音人在两个不同设问条件下读出的句子里却同时将焦点放在“茄子”

上，发音人现实是非常讨厌茄子以及超过十年不吃茄子了。

从这个角度看，该实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语义焦点具备表现发音人心理真切想法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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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粤语口音的普通话单字调音高报告

摘要：本文采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对普通话单字调音高进行分析研究。本文将

利用一位带有粤语口音发音人的录音材料，主要通过声学数据的提取、语图的制

作等来对其声调特点作初步的描写与分析，并把得出的结论与标准普通话的声调

特点作初步比较，试探其带有粤语口音的普通话的声调特点。

关键词：普通话；单字调；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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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带有粤语口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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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语图等来研究带有粤语口音的

普通话单字调的音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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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高特点。

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研究肇庆话的语音特征，充分利用所得的声学数

据来展现带有粤语口音的普通话单字调的音高特点。

3.研究目的

本文对带有粤语口音的普通话单字调的音高做实验研究，借鉴传统研究材

料的基础上有所补充，为日后带有粤语口音的普通话

的声调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二）发音人情况及实验过程

普通话共有四个调类，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根据普通话声调类型的数

目，本次调查录音分别从这四个调类中选取了十六个单字作为声音样本，选字原

则为：选取常见、易于提取声调的音节，选择声韵组合相同或相近、有区别意义

的音节，有音无字的用囗表示，多音字和注释用小一号的字标注说明。选字表格

如下：

阴平 弯 高 婚 黑

阳平 完 穷 鹅 毒

上声 晚 苦 五 笔

去声 万 近 菜 力

发音人为生长于粤西地区的男性，所持语言为带有粤语口音的普通话，

年龄为 21 岁。本文所采用的声音材料来自这位发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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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求把噪

音减到最低，录音设施采用 M-AUDIƆ 外置声卡、FastTrack 耳麦、EGG 电子声

门仪等，录音软件为 Pra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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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段，即提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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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肇庆话单元音语音特征简述

（一）声调数据的提取及语图制作

以绝对时长对横坐标，T 值为纵坐标，可得出发音人声调绝对时长的声调带有

粤 语 口 音 的 普 通 话 曲 线 图 ：



（二）、声调特点及调类归纳

阴平位于图标下方，始端 T 值为 1.2，末端为 0.9，总体位于 0＜T≤1 与 1＜T

≤2，所以五度值为 21。

阳平与阴平大体相似，始端 T 值为 1.2，末端为 0.9，总体位于 0＜T≤1 与 1

＜T≤2，所以五度值为 21。

上声位于图标上方，有明显的曲折，始端 T 值为 1.50，最高处为 1.41，末端

为 1.59，总体位于 1＜T≤2，所以五度值为 2。

去声大体存在明显下降趋势，始端 T 值为 1.70，最低处为 1.45，末端为 1.39，

总体位于 1＜T≤2，所以五度值为 2。

三、 带有粤语口音的普通话与标准普通话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

1.测试者为土生土长的广东人，带有较重的粤语口音，在某些声母韵母发音

与标准普通话存在较大差异，如翘舌音，前鼻音，后鼻音。读音不真准，这是主



要原因。

2.环境噪音较大。通过听录音文件可以知道，环境噪音比较大，对声音的录

入，分析造成了比较大的难度。



焦点句语音试验报告

摘要：本文采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对焦点句语音进行分析研究。本文将利用一

位带有粤语口音发音人的录音材料，主要通过声学数据的提取、语图的制作等来

对其声调特点作初步的描写与分析，试探焦点句语音声调特点。

关键词：焦点句；音长；音高；音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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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焦点句语音进行描写。本文将通过声音采集、

声音标注、提取数据、分析语图等来研究焦点句语音的音高，音强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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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高特点。

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研究肇庆话的语音特征，充分利用所得的声学数

据来展现带有粤语口音的普通话单字调的音高特点。

3.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于研究不同焦点语句不同焦点的音长，音强，音高差别。

（二） 实验过程

本次录音选择两个不同焦点语句，①我在家看书（强调的是主语我）；

②我在家看书（强调表语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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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求把噪

音减到最低，录音设施采用 M-AUDIƆ 外置声卡、FastTrack 耳麦、EGG 电子声

门仪等，录音软件为 Praat。用 Praat 软件对所选的字逐个标注，



第一层为汉字层，将“我”标注为 a,将“看书”标注为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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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段，即提取 11 个测量点的基频数据。

二、 焦点句语音特征简述

1、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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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音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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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音强



三、 归纳及结论

1、 音长。第一句强调“我”时用时 28 毫秒，第二句不强调“我”时用时 18

毫秒；第一句不强调“看书”时用时 52 毫秒，第二句强调“看书”时用时

61 毫秒。

2、 音强。第一句强调“我”时平均音强为 50.7dB，第二句不强调“我”时平

均音强为 49.3dB；第一句不强调“看书”时平均音强为 46.4dB，第二句

强调“看书”时平均音强为 46.4dB。

3、 音高。由曲线图可知，第一句强调“我”的音高曲线总体在第二句不强

调“我”的音高曲线之上。第二句强调“看书”的音高曲线总体在第一句

不强调“看书”的音高曲线之上。

结论：当突出焦点时，音高、音强都会比较强，高。音长用时也会比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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