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声调数据分析与声调图

（一）实验过程展示





（二）声调数据的提取及语图制作

提取数据后使用公式进行归一化运算得出的发音人单字调 T 值数据如下表：

声

调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T9 T10 T11 持续时

间（ms）

阴

平

3.88 3.50 3.43 3.40 3.43 3.43 3.43 3.43 3.43 3.40 3.43 535

阳

平

4.56 1.34 0.99 0.89 0.85 0.85 0.99 1.26 1.65 2.33 3.20 532

上

声

2.09 1.77 1.34 0.70 0.21 0.36 1.17 1.52 1.65 1.43 1.34 606

去

声

4.50 5.00 4.89 4.65 4.30 3.85 3.09 2.21 1.21 0.51 0.00 333

以绝对时长为横坐标，T值为纵坐标，可得出发音人声调绝对时长的声调曲

线图：



（三）声调特点和调类归纳

阴平调位于调域的中部偏上，整体趋向平稳，T 值在 3与 4之间。阴平调

听感上为平调型，与语图的反映一致，记作 44。

阳平调位于调域偏下部，调型前端有轻微下降，而后上升。发音人的 T 值

大致在 1与 3.5 之间。阳平调听感上有上升趋势，与声调图的曲线走向大致相吻

合，因此应记作 24。

上声调位于调域下方，调型先降后升。上声调听感与声调图的曲线走向相吻

合，因此记作 312。

去声调调型下降，听感上与声调图的曲线走向相吻合，记作 51。

（四）发音人声调与北京话声调的异同

北京话中阴平调值为 55，阳平为 35，上声为 214，去声为 51。而发音人只

有去声与北京话相同，阴平与阳平的调值都低于北京话。上声则是先高于北京话，

后低于北京话。

五、语义焦点

（一）焦点词语关键数据提取展示



（二）数据分析

在“雪糕不卖给你”一句中，“卖”的音高、音强与“给”的音高、音强相

差不多，而“给你”的音高与音强都比“雪糕不卖，给你”一句中“给你”的音

高与音强低，“给你”的时长比后者短。在“雪糕不卖，给你”一句中，焦点后

韵律词的音强与音高增大。音高、时长、音强三要素之间，音高占主导地位，音

强和音高成正相关；词的强调凸显焦点。

六、实验反思与收获

作者第一次做语音实验，遇到不少困难，例如软件使用不熟练、录音

环境不安静、数据标注不正确等，好在最终解决了所有阻碍，并完成了实

验报告。

作为发音人的作者一直认为自己讲的是标准普通话，字正腔圆。经过

本次实验才真正知道，自己的发音与普通话还是不一样的。与此同时，作

者在实验过程中屡次碰壁，多次重来，现在已经能脱离教学视频，较为熟

练地运用 Praat 软件进行标注与语图分析、数据提取。

本次实验是作者走进语音实验的第一步。作者期待未来能有机会在实

验语音学的大道上一路高歌一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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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地点：安静的房间 实验时间：2021.11.1
摘要：本实验采用了语音学的方法，用 Praat对普通话进行声音采集，并对采集

到的普通话单字调语音及焦点句进行分析。实验采用了北京人的普通话音频，通

过 Praat绘图并使用脚本获得音高数据，用 excel 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 T 值计算

并绘制折线图，以此探究普通话的音高特点，并结合笔者自己普通话发音了解普

通话发音难点。同时通过焦点句分析普通话的语句重音特点。

关键词：普通话；单字调；语句重音；音高

一、概述

（一）研究原因

由于北方方言区占地面积大，各省市之间语音察别差别小，故普通话是以北

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的通用语。在南北交流越发密切的今天，学好普通话有助于各地区尤其是南方不

同地域之间的交流，促进贸易和作。

（二）研究内容

实验采集了北京人和笔者自身的普通话单字调语音并进行数据处理，以北京

人的音频为标准，笔者的音频为示例，探究普通话与东北方言的细微差别以及说

好普通话的难点。同时录制了北京人的焦点句音频，探究普通话的语句重音特点。

（三）研究方法

实验使用 Praat 软件对音频进行采集并进行声音标注、数据提取。用 excel 对提

取到的数据进行整理、T值计算、绘制折线图，探究普通话的音高特点。

（四）研究目的

实验探究普通话的发音及语句重音的音高特点，旨在于帮助人们更好的了解

普通话。

二、实验程序

（一）选取文本

由于普通话以北京方言为基础，共四个调类，因而单字调表格采取了十六个

北京话例字，选字表格如下：

声调 例字

阴平 弯 高 昏 黑

阳平 完 穷 鹅 毒

上声 晚 苦 五 笔

去声 万 近 菜 力

（二）发音人介绍

普通话发音人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从小接受普通话教育，对普通话发音有

较准确的把握。对照发音人为东北人，从小也接受普通话教育，但由于东北方言

的部分影响，导致普通话发音与标准发音有出入。

（三）实验流程

由于语音收集对周围环境要求较高，本次录音在安静且较为狭小的房间内进

行。二人均利用 Praat 自带的录音功能进行录音，并将得到的音频文件存成 wav

格式。通过 Praat 软件的自动识别功能对音频进行处理，得到图像，在第一层标



注声音调值和所读汉字，第二层对每个单字发音进行处理，对采集到的音频进行

截取，仅保留中间具有音高特征的部分，去除头尾的弯曲。结果如图：

截取有效音频后，通过脚本导出有效数据，本实验将每个字截取 11 个点，

记录音高数据，并将采集到的数据导入 excel 表格并进行 T值计算，得到数据如

下：

（普通话调值）

（对照组调值）

收集到 T值数据后，用五度标记法对其进行标记，得到两组数据的调值，并

以发音最长时间为横轴最大值，以最高音调值 5为纵轴最大值得到两组数据的音

高折线图，结果如下：



（普通话音调）

（对照组音调）

由于语句中单个词语发音时间较短，因此在语句分析时并未采取单个字的数据，

而是将重点词语作为整体进行分析，得到数据表格如下：

三、数据分析

（一）普通话调值分析

通过对普通话表格的分析，普通话阴平调整体位于最上方，整体趋向平稳并

与 x轴趋于水平，本实验 T 值在 4.5左右，与普通话标准调值一致，调值为 55。
阳平调则从整体中间向上缓慢上升，T 值在 3~5之间，调值为 35。上声调较为复

杂，开始时即位于所有声调最下方并缓慢下降，降至小于一后调值又缓慢上升，

最终停留在 3、4 之间，因而调值为 214。去声调则一开始位于最高位，迅速下



降至 1以下。通过表格还可以看出去声的发音时间最短，阴平次之，阳平发音时

间较长而上声发音时间最长。

（二）对照分析

由于东北方言变调影响，导致对照组发音与标准普通话有出入。例如东北方

言中阴平调值为 33，普通话阴平调值为 33，而收到东北方言影响的普通话阴平

调值为 44，由此也可以看出由于地方话的影响，对该地区人说普通话也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也就是我们在说普通话时提到的“口音”问题。这类人说出的普通

话并非真正的普通话，而是方言与普通话交杂的产物。而通过对音高的提取，我

们恰好可以知道这些“塑料普通话”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并能进行针对性的指

导与提醒，这也对普通话的练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语句分析

通过两个不同的焦点句“无鸡鸭也可；无鱼肉也可；两碟小菜足矣。”和“无

鸡，鸭也可；无鱼，肉也可；两碟小菜，足矣。”二者着重强调不同，前者将“鸡

鸭”、“鱼肉”作为一个词表述，后者将“鸡鸭鱼肉”分作四个词语进行表述，词

与词之间存在停顿，因而后者发音时间较长。此外，两个句子由于表意不同，句

子停顿也存在明显差异，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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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及探究目的

语音是指人类通过发音器官发出来的、具有一定意义的、目的是用来进行社

会交际的声音。语言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语音

就是人类语言不可或缺的“物质外壳”。

我确定普通话作为实验研究的内容，意在从声音、发音生理、以及语音单位

的组合几个维度，对其声音频率表现极其声调调值进行分析，并通过不同声调的

单字、词语，并设计一个典型的句子将其拆解，分组表达所突出的焦点词句，并

对其进行标注，旨在表达其意义、情感在语音层面的外化。

我会通过列出例字、句表格，运用 praat 软件进行录音，对其进行分组分类

标注后作声调数据分析，做出声调图，强化其突出表现的既有的语言学结论及我

本身在实验中的发现和心得，做出报告。报告中的具体数据和补充部分将在附件

中体现（尤其 普通话单字.PitchTier、普通话单字.TextGrid、普通话单字.WAV、

普通话单字各声调数据分析.xlsx、普通话单字-音强列表.txt、普通话句

子.PitchTier、普通话句子.TextGrid、普通话句子.WAV、普通话句子_Pitch、

普通话单字_Pitch。）

综上便是我所有的报告内容，请老师检验、批评、指正。

二、正文

（一）第一部分：普通话中单字声调探究

我将通过 praat 软件对以上例字例句进行录音分析和数据导出，在表格一中

考察普通话中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语调，通过 16 个例字得出其音高、音

长、音强特征，予以归纳总结；

1、表格一：普通话中单字声调举例

序号 例字 汉语拼音 国际音标 调值 调型 调号

1 一 yī i 55 阴平 ˉ

2 天 tiān tiɛn 55 阴平 ˉ

3 冬 dōng tuŋ 55 阴平 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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