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提取数据与绘图
利用提取声音数据的脚本，提取录音中各自的声调数据，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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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将这些数据导入 EXCEL 表格，对其
中的 11 个测量点的数据进行留两位小数点的处理，计算每个调类的平均值，以及整个声调
数据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然后使用公式 T=(lg（X）-lg（min）)/(lg（max）-lg（m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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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EXCEL 的
绘图功能生成呈现六大调类的曲线图。自此，得出兰山涯话的声调数值。

声调原始数据：



2.语义焦点分析
（1）确定焦点句与关键字
为了便于确定语义焦点，对于同一个焦点句，我们通过设置了三句问句提问，从而创

设了语境，关注了在不同提问的语境下，“我”、“屋家”、“看书”三个词与短语的时长、音强、音
高的变化情况，具体如下：
1.你在这做什么？——我在屋家看书。
2 你在哪里看书？——我在屋家看书。
3.谁在屋家看书？——我在屋家看书。

（2）声音录制
录音设备、软件同上。发音者穿戴好设备后，在房间里一次性录制了上面的三次问答以

及“我”、“屋家”、“看书”的声音，保存为一个 WAV 文件，名为“兰山客家话焦点句.WAV”。
（3）声音标注与处理
用 Praat 软件对所选的三次答句的“我在屋家看书”的“我”、“屋家”、“看书”进行逐个标注，

作为汉字层，同时利用 Praat 得出的他们的音高与音强。
标注例字：

（4）提取与分析数据
再次利用脚本提取数据，但我们只关注焦点句中“我”、“屋家”、“看书”的时长，同时联系上

一步的音高、音强，对不同提问语境下，同一焦点句的语意焦点进行分析。
焦点句的原始数据：



二·实验数据整理与分析

（一）声调数据的提取、语图制作以及数据分析
提取数据后，使用公式进行归一化运算得出的例字发音 T 值数据如下表：

时长 0 33 66 99 132 165 198 231 264 297 363

阴平 3.90 3.99 4.00 4.02 4.00 3.95 3.88 3.79 3.71 3.57 3.57

阳平 3.93 4.08 4.21 4.32 4.36 4.36 4.32 3.93 4.00 4.19 4.13

上声 2.67 2.46 2.30 2.19 2.03 1.86 1.63 1.45 1.21 1.02 0.89

去声 2.67 2.82 2.92 2.87 2.72 2.72 2.72 2.67 2.67 2.77 2.87

阴入 2.14 2.08 1.97 1.97 1.86 1.80 1.69 1.57 1.45 1.27 0.89

阳入 4.09 4.26 4.50 4.70 4.89 4.96 5.00 5.00 4.85 4.66 4.85

以绝对时长对横坐标，T 值为纵坐标，可分别得出发音者声调绝对时长的声调曲线图：



阴平调位于调域从上到下的第三条曲线，是一条深蓝色曲线，整体趋向平稳，T 值在 4
与 5 之间。阴平调听感上为平调型，与语图的反馈一致，记作 55；

阳平调位于调域从上到下的第二条曲线，是一条橙色曲线，调型开端的 T 值处于 3 到 4
之间，调型后部略有上升，T 值处于 4 到 5 之间，同时结合听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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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上声调位于调域从上到下的第五条曲线，是一条灰色曲线，整体趋于下降 T 值从开头的
2 到 3 之间，降为末尾的 1 到 2 之间。上声调听感上为降调型，与语图的反馈一致，应当记
为 31；

去声调位于调域从上到下的第四条曲线，是一条黄色曲线，整体趋向平缓，T 值在 3 上
下波动。去声调在听感上为平调型，但相对于阴平调值更低，这与语图曲线大致相符，记作
33；

阴入位于调域从上到下的第六条线，是一条浅蓝色曲线，整体趋向平稳，T 值处于 1 到
2 之间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入声短促，因此把阴入记作 2。

阳入位于调域从上到下的第一条线，是一条绿色曲线，整体微微上升，T 值处于 4 到 5
之间，而结合过往的研究成果及听感，入声短促，我们可以把阳入记作 5。

综合实验数据和声调图，我们对兰山涯话的声调总结为：阴平 55，阳平 45，上声 31，
去声 33，阴入 2，阳入 5；与一般认为的客家话声调相比，兰山涯话的阴平（55）、上声（31）、
去声（33）、阴入（5）的声调均与客家话相同，没有很大区别；但这里测得的兰山涯话的
阳平为 45，阴入为 3,而客家话的阳平 35，阴入为 5，相比之下，兰山涯话的阳平起调较高，
但阴入调值较低；这可能是地理环境的隔绝以及所其他语言影响的程度不同所导致的，也可
能是实验数据有偏差，或者是发音者自身的发音特点所导致。要探究具体原因，还需要做进
一步的精细研究，这已经超出了本报告的讨论范围，在此就不作赘述。
（二）焦点句数据整理与分析

从 Praat 中我们可提取出在三个提问情境下，同一焦点句中“我”、“屋家”、“看书”的时长，
音高，音强数据，其中“屋家”与“看书”是双音节词，为了便于比较，故每个词的音高、音强
取两个音节中的平均值，所有数值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具体如下：

问句 1.你在这做什么？ 2.你在哪看书？ 3.谁佬在屋家面看书？

回答 我 在 屋家 看书 我 在 屋家 看书 我 在 屋家 看书

音 高
（Hz）

122.5
7

173.1
7

127.5
9

116.6
8

133.6
0

129.9
2

124.5
8

131.9
0

129.0
5

音 强
（dB）

70.19 70.34 73.6 60.58 69.97 70.97 73.52 72.14 70.03

时长
（s）

0.24 0.52 0.73 0.30 0.58 0.74 0.54 0.37 0.61

考虑到本次实验的情况，在判断语义焦点时，我们以时长为主要标准，音高音强为辅助
标准。综合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见，在第一种提问情景中，提问者的关注点于在“做什
么“，我们自然会预设回答的焦点在”看书“，与另外两个提问情景相比，第一个答句中的”看
书“音高为 127.59Hz，居于最小，音强则为 73.6dB，居于最大，时长为 0.73s，与最长 0.74s
相近，印证了我们预设的判断，故可以判断在第一种提问情境中，“看书”即为本次答句的语
义焦点；在第二种提问情景中，提问者的关注点于在“在哪“，我们自然会预设回答的焦点在”
屋家“，而与另外两个提问情景相比，第二个答句中的“屋家”音高为 133.60Hz，居于第二，
音强为 69.97dB，居于最小，时长为 0.58s，居于最长，印证了我们的预设，故可以认为，
在第二种提问的情景中，“屋家”为本次答句的语义焦点；在第三种提问情景中，提问者的关



注点于在“谁佬“，我们自然会预设回答的焦点在”屋家“，而与另外两个提问情景相比，第二
个答句中的“屋家”音高为 124.58Hz，居于第一，音强为 73.52dB，居于第一，时长为 0.54s，
居于最长，印证了我们的预设，故可以认为，在第三种提问的情景中，“我”为本次答句的语
义焦点；

三·总结

在本次实验中，我们使用了许多数字化的手段对兰山涯话的声调以及一些例句的语义焦
点进行了较为初级的分析。从录音到数据整合，再到数据分析，整个过程虽然遇到了不少问
题，但我们也一一克服了。从结果来看，实验得出的数据比较可靠有效的，这也可以为我们
做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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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地区（以蕉城镇为例）客家话语音实验报告

2020 级汉基 2班何蕴玉

前言：客家话（客家语)是中原古汉语的“活化石”，保留中原地区许多古汉语词语与常用词

一些词语的发音特征。作为一个从小讲客家话的客家人，我对客家话一直有着很深的情感和

许多的好奇——它与古汉语的渊源、相近之处，它与普通话和其他地区的方言的相同点和不

同点等等，借着《语言学概论》这门课程布置语音实验任务的机会，我尝试对我的家乡——

梅州地区的客家话（以蕉城镇为例）进行了简单的单字语音音调、音高和句子焦点语音的实

验探究。

一. 实验目的

通过对客家话单字的语音音调、音高和句子中焦点词语的音高、音强进行分析，对客家

话以及句子中焦点词语的特点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二. 实验对象、材料和工具

1. 实验工具:Praat 软件

2. 实验对象

客家话语音地区差异较大，各地客语地方特色很强，几乎每个市的客语都有其各自特色。

我的家乡梅州地区所讲客家话属于四县腔（起源于广东梅州的梅县及附近的五华、兴宁、镇

平县、平远等四县），而梅州地区各个县、镇所讲客家话的语音也存在着一些差异，我选取

梅州市蕉岭县蕉城镇地区目前流行的客家话作为本次实验的对象

3. 实验材料

（1）我通过 praat 软件录音，获取本次实验材料。

（2）单字音调实验：综合查找的资料和日常说客家话的经验，总结出在梅州地区蕉城镇

流行的的客家话一共有六个音调：分别是阴平（44）、阳平（11）、上声（31）、去声（52）、

阴入（1）、阳入（5），下表是单字例字音调表：

调类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阴入 阳入

调值 44 11 31 52 1 5

例字 巴、夫、诗 爬、牙、时 把、可、史 怕、骂、事 八、福、识 辣、服、食

（3）句子焦点实验：选取一个句子中三个不同的词语作为句子的焦点词语，每一次录音

时突出焦点词语（下划线加粗字体词语为该句焦点词语）：

A. 我要去图书馆看书。

B. 我要去图书馆看书。

C. 我要去图书馆看书。

三．实验流程

（一）单字音调实验

1. 制作客家话单字音调表；

调类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阴入 阳入

调值 44 11 31 52 1 5

例字 巴、夫、诗 爬、牙、时 把、可、史 怕、骂、事 八、福、识 辣、服、食

2. 根据字表录音；

3. 为声音做标注；

4. 提取音高数据并检查；



阴平 234 229 227 227 226 225 224 222 220 656
阳平 235 232 232 233 232 233 232 233 226 520

上声 230 225 222 216 216 216 212 208 204 705

去声 208 212 211 206 200 197 194 192 187 500
阴入 197 234 234 274 296 312 331 300 208 809

阳入 214 227 228 225 222 216 209 202 196 527

5. 数据转成对数值(运用公式=((LOG10(某字某点音高数据值)-LOG10(音高数据最小

值))/(LOG10(音高数据最大值)-LOG10(音高数据最小值)))*5）并做图；

阴
平

1.8161
71389

1.6178
77233

1.5373
44589

1.5373
44589

1.4968
11797

1.4560
99258

1.4152
0537

1.3328
67038

1.2497
83552

阳
平

1.8553
21395

1.7373
66935

1.7373
66935

1.7768
53717

1.7373
66935

1.8161
71389

1.7373
66935

1.7768
53717

1.4968
11797

上
声

1.6578
80183

1.4560
99258

1.3328
67038

1.0813
26302

1.0813
26302

1.0813
26302

0.9097
20137

0.7348
45087

0.5565
74194

去
声

0.7348
45087

0.9097
20137

0.8663
12668

0.6461
42344

0.3747
72956

0.2360
19747

0.0951
37251

0
-0.242
247895

阴
入

0.2360
19747

1.8161
71389

1.8161
71389

3.2649
44119

3.9739
79061

4.4572
83413

5
4.0972
11281

0.7348
45087

阳
入

0.9959
24174

1.5373
44589

1.5776
99215

1.4560
99258

1.3328
67038

1.0813
26302

0.7788
77126

0.4661
23585

0.1892
98717

6. 总结你的声调调值。

（二）句子语音焦点实验

1. 对焦点词语不同的同一个句子进行分别录音（下划线加粗字体词语为该句焦点词语）：

A.我要去图书馆看书。

B.我要去图书馆看书。

C.我要去图书馆看书。

2.分别标注三个句子中的主要词语：我、图书馆、看书。

3.提取标注词语音高、时长、音强数据；

4.将标注词语音高数据转成对数值并做图；

5.通过数据图，将焦点词语与非焦点的同一词语的音高、音强、时长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总

结出句子中焦点词语语音的特点。

四．实验结果

(一) 单字音调实验



1. 阴平 2.阳平 3.上声 4.去声 5.阴入 6.阳入

（二）句子语音焦点实验

1.音高：

2. 时长：（1）我要去图书馆看书。

焦点词语“我”：0.581s

“图书馆”：0.103s

“看书”：0.120s

（2）我要去图书馆看书。

焦点词语“图书馆”：0.794s

“我”：0.341s

（3）我要去图书馆看书。

焦点词语“看书”：2.033s



五．实验结论

（一）句子语音焦点实验

1.句子中的焦点词语的时长会比非焦点词语要长，但焦点词语的时长与字数并不成正比，

例如焦点词语“看书”的时长为 2.033s，而焦点词语“图书馆”的时长为 0.794s，这可能

与焦点词语在句子中的位置有关，位于句尾的焦点词语的语音会为了突出强调而产生拖长。

2.句子中的焦点词语的音强总体比非焦点词语要强，一个句子中的音强最高峰往往出现

在焦点词语，同时焦点词语的音强的差值较大（如在焦点词语中同时出现句子音强最高值和

最低值）。

3.句子中的焦点词语的音高会比非焦点词语略高，同时比单字音高总体要高。

六．实验不足

由于实验人客家话不标准、数据处理有误、样本不足等等原因，单字音调数据与正常值有

较大出入；而在句子焦点实验中，处理的样本数据不足导致结果不够准确和有代表性。


	二·实验数据整理与分析
	三·总结
	四·参考资料
	梅州地区（以蕉城镇为例）客家话语音实验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