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大。由此可见，语言学中表明，使用普通话的人们在日常口语表达中的语

义着重体现在句子发声的声调变化，即音长、音强、音高中。

一、结论

总体来看，实验数据表明，普通话发声中阴阳上去四声调与音高、音长、音强因

素密切相关，除此之外还受性别、说话人个体差异与环境因素等方面影响。总体

上，四个声调的调型有明显的区别，一平、二升、三曲、四降。除阴平外，其他

三个声调升降的幅度都比较大，所以普通话听起来抑扬交错，音乐性很强。

普通话中高音成分较多，标准调值下，阴、阳、去声都有最高度 5，上声末

尾也到 4，所以普通话在发音层面显得比较高昂。

四个声调的长度有一定的比例，上声最长，阳平次长，去声最短，阴平次短，

在词语中交错出现。

二、使用软件：praat

三、文件

文件夹 te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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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老师：刘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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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对普通话单字调音高以及语义焦点进行分析研究，本次
实验使用 Praat（6.1.53 版本）软件进行录音以及声音标注，获得第一手实验资料。本实验
通过采录一名主要生活在北方地区的成年男性（即笔者）的声音进行分析研究，通过数据、
语图的制作分析，并结合所学知识，得出对于笔者普通话音高数据的初步结论。除此之外，
还对因断句、重音等因素导致的句意不同的同一句字进行分析，综合比较语义焦点的音强、
音长，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关键词：普通话、单字调、音高、语义焦点

一、 概述

（一）普通话单字调音高研究
普通话，即狭义的现代汉语，其定义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

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作为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
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外国人学习汉语的首选语言。截至 2015 年，中国 70%的
人具有普通话应用能力，因此研究普通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尽管学界对于普通话的研
究已经较为成熟，本次实验也并无在该领域有任何开创性的意义，但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
本科学生来说，仍具有非常重大的教育意义。

（二）研究内容、方法以及研究目的
1、研究内容
本次实验主要通过 Praat 软件，对普通话的字调进行分析。本文从实验语音学的角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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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的语音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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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高做实验研究，在借鉴传统研究材料的基础上有所补充，并将

实验结果与现有学界观点做对比。
（三）发音人情况及实验过程
普通话共有 4 个调值，分别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调值分别为 55、35、213、51。

本次实验根据普通话声调类型的数目，调查录音分别从这四个调类中选取了四个单字作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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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有区别
意义的音节。选字表格如下

声调 选字

阴平 弯 高 婚 黑

阳平 完 穷 鹅 毒

上声 晚 苦 五 笔



去声 万 备 到 布

录音对象为笔者本人，男性，19 岁，甘肃兰州人，父亲为辽宁人，母亲为山东人，本
人不掌握任何一门方言。本文采用的所有声音材料均来自本发音人。

本次实验录音在面积大约 30 平米的密闭房间内进行，录音时间为深夜，力求将外界环
境的干扰降到最低。为求进一步提高录音质量，本次实验录音设备为 SENNHEISER HD4.30
有线版耳麦，录音软件和声音标注软件为 Praat(6.1.53 版本)。第一层为声音标注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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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取出有效的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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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 使 用 公 式 T=
（(lgx-lgmin)/(lgmax-lgmin)×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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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单元音语音特征简述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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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通话单字调 T 值数据，如下



表：

以相对时长为横坐标，T值为纵坐标，系列一为阴平，系列二为阳平，系列三为上声，

系列四为去声，可得出发音人的普通话声调相对时长的声调曲线图：

阴平调位于调域的最上方，调形整体趋于平稳，T 值在 4.0 左右，换算后所对应的五度
值为 5，记为 55。根据所学，符合普通话阴平调值

阳平涉及调域较广，调形呈上升趋势，T 值在 1.0 到 4.5 之间，记为 25。标准的普通话
阳平调为 35，听感上为中升调，实验数据与标准值存在一定差异，即起始调值偏低，但总
体上是符合阳平调特征的。

上声调值主要集中于调域的下部，调型总体上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图像呈下凹型，其

声调 时长（ms）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T9 T10 T11

阴平
317

4.21 4.01 4.00 4.01 4.03 4.01 3.99 4.00 4.02 3.93 3.94

阳平
303 1.30 1.31 1.39 1.59 1.93 2.37 2.85 3.52 4.02 4.41 4.20

上声
514 2.58 1.89 1.35 0.71 0.19 -0.02 0.03 0.22 0.48 1.08 1.83

去声
213 4.98 4.55 4.31 4.03 3.71 3.20 2.56 1.98 1.18 0.64 0.08



起始调值为 2.6 左右，最低点为 0 左右，终止点 T 值为 1.9 左右，换算为五度值为 312，标
准普通话的上声调为 214，实验语音的起始调值偏高，而终止调值偏低，但总体上符合上声
调特征。

去声调几乎涉及整个调域，调型总体上为下降趋势，T 值在 5 到 0 之间，换算为五度值
为 51，符合标准普通话的调值。

综上所述，根据实验数据，我们可以得到本次实验普通话的单字调分别为：阴平 55，
阳平 25，上声 312，去声 51。

二、 句子中语义焦点分析

（一） 确定焦点句以及语义焦点
本次实验选取的语句为“我去超市买水果”，该句针对三种不同的提问，将会有三种不同

的强调和理解，分别为：“谁去超市买东西？”、“你去哪里买东西？”、“你去超市干什么？”，其
对应的语义焦点分别为：“我”、“去超市”、“买水果”

（二） 数据录音与收集
本次实验录音在面积大约 30 平米的密闭房间内进行，录音时间为深夜，力求将外界环

境的干扰降到最低。为求进一步提高录音质量，本次实验录音设备为 SENNHEISER HD4.30
有线版耳麦，录音软件和声音标注软件为 Praat(6.1.53 版本)。用 praat 软件对句子中的每个
单字进行标注（如图 1），并且利用 intensity listing 功能对每个句子中的“我”、“去超市”、“买水
果”四个词语进行音强数据的提取，再计算出这四个词在每个句子中的平均音强。音长和音
高最大值可在 praat 软件中直观得出。



总 结
后 的

结果如下表

音强最大值 焦点：我 焦点：去超市 焦点：买水果

我 73.890399 73.054091 73.270772

去超市 69.136788 75.503666 78.32788

买水果 59.314092 68.545283 80.484746

（三）数据分析
根据所得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当回答问题：“谁去超市买水果？”“你去哪里买水果”时，其

对应的语义焦点词分别为“我”、“超市”，此时的音强平均值皆为句中语义点中最大，而在回答
问题：“你去超市买什么？”时，该句语义焦点的平均值为句中最小，当在分析所有句子的音
强最大值时，无一例外，每一句的语义焦点都为该句中的最大值，据此可以推测，音强可以
在句中起到分化句意的作用，这也就导致了最大值都出现在语义焦点，但受于音节本身的限
制，会导致在一个句子中，音强平均值的最大值可能不会出现在语义焦点。此外通过分析比
对音长的区别，我们也可以发现，每一句中相对而言的音长最大值，都出现在的语义焦点，
如回答问题：“谁去超市买水果？”，此时的语义焦点为“我”，同时也是本句中音长最长的。

（四）规律总结
音强：根据每一句中音强的最大值往往为语义焦点，我们得出推论，句中语义的分化于

音强有关，同时音强又可具象为，日常生活中常说的重音，故重音往往可以分化句意。
音长：根据每一句中音长的最大值往往为语义焦点，我们得出推论，句中语义的分化与

音长有关，同时音长又可具象为，日常生活中的断句、长音，故断句与长音往往可以分化句
意。

音强平均

值

焦点：我 焦点：去超市 焦点：买水果

我 66.23240913 65.393492

去超市 59.28847315 67.14277033 70.2129023

买水果 51.60219369 61.59940513 69.15844274

音长 焦点：我 焦点：去超市 焦点：买水果

我 0.592 0.408 0.141217966
去 超

市

0.357255208 0.856 0.744271781

买 水

果

0.513008142 0.6 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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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目的：重新构建自己语音声调模型；寻找与普通话的差

异，具体体会语义焦点对语音时长的影响，

实验工具：praat，Excel，Word

一．声调实验

1.前期准备

a.本次语音学实验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具有东北口音特点的普

通话，或者称为东北土话。

b.根据刘老师的 PPT，我选取的例字表如下：

阴平 弯 高 昏 黑

阳平 穷 鹅 完 毒

上声 晚 苦 五 笔

去声 万 近 菜 力

2.实验过程

A. 使用 praat 单声道录音，将单字调与句子录入同一文件，

生成 WAV 文件，随后生成 textgrid 文件

B. 选择两份文件，点击编辑：将阴平标为 1，阳平标为 2，

上声标为 3，去声标为 4；然后生成底部 tier；放大至每一

个声调，修剪选取的部分。结果如下：



C. 将上述文件保存为 textgrid，然后根据 wav文件生成 pitchtier

文件：将普通话 WAV，普通话 textgrid，普通话 pitchtier放置在

名为“temp”的文件夹，然后运行脚本，生成普通话.pitch,txt

文件，将提取的数据导入 Excel，原始数据如下图：

D.对数据进行整理，删掉不需要的部分，留下 11 个位点 point

和一个时长 duration的数据，对数据进行规范。然后求取各声调

四个例字位点的平均值，如下图所示：



然后将各个音调的位点平均值整合，使用公式求取 T 值：

将最长的 duration：找到 400毫秒与三百毫秒的最小公倍数为 10，

故切分为 40个点，将原始数据放在相应的平均位置，中间空缺

存在导致无法形成折线图，而只是点的分配，故将中间空缺部分

以两侧平均数补齐。根据一次函数的关系，我们可以知道平均数

的点位于左右两侧点形成的线上，并非是捏造数据。生成折线图：

据图，可以得知：



结论：我的普通话阴平调值为“4-4”，阳平调值为“2-5”，上

声调值为“3-1-2”，去声调值为“5-2”。因此看来正常与人在实

际使用普通话的时和标准的普通话调值，存在出入。

二．语义焦点实验

1. 前期准备

A.目标句子为“我叫他出去玩”将“我”“他”“出去”和“玩”

作为两个焦点词；在问题①“谁叫他出去玩？”与问题②“你

叫谁出去玩？”问题③“你叫他去哪玩？”问题④“你叫他

出去干什么？”四个设问的语境之下，录得音频。

B.重复一.中的步骤，将句子的数据导入 Excel：

这里我将数据用声调实验的方法取 T 值，制表，如下图显示：


	普通话单字调的音高和语义焦点实验报告
	语言学实验报告——声调与语义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