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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绝对时长为横坐标，T 值为纵坐标，可得到录音的普通话单字音高

曲线图

（三）实验结果分析

通过观察本录音样本的音高曲线图可以大致对本录音样本的音高、

调值与普通话标准音高、调值进行对比。

阴平调 T 值集中在 3.5—4.5 之间，调值可归纳为 44，而标准普通

话发音中阴平调值为 55，由此可以大致看出，本录音样本阴平音高相对

较低，但整体看来仍接近标准音高。

阳平调值在前半段基本保持在 2.5——3.5 之间，调型呈逐渐增长

型，在后半段由 2.5 升到 4左右，调至可归纳为 24，而普通话票准调值

为 35，故本录音样本相对标准音高而言，音高较低

上声主要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调型，前半段由2-3区间逐渐降至0-1

区间内，在达到最低点后，逐渐上升至 2-3 区间内，调值可归纳为 313，

普通话标准调值为 214，所以本录音样本在朗读上声的四个单字样本时，

发音前强后弱，与普通话标准音高有所差异

去声调值整体为下降调型，且发音时长短于其他三类声调，由 4-5

区间下降至 0-1 区间内，调值归纳为 51，与标准调值相同。

由此，可看出，本录音样本录制者，在练习普通话时，应注重阴平、

阳平、音高的准确性，以及上声音高前后的变化。

二、句子的语义焦点分析

（一）、例句选取

1、无断句：杨帆和董卓练球你去不去

2、语义焦点的四类情况

（1）杨帆和董卓练球,你去不去?

（2）杨帆和董卓练球,你去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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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帆,和董卓练球,你去不去?

（4）杨帆,和董卓练球,你去不?”“去!”

（二）实验数据分析

 第一种情况：杨帆和董卓练球,你去不去?

此种情况下，主要为一人对另一人进行询问，是单方提出疑问，语

气为同学之间正常的询问，音高没有过度的起伏，在发出疑问时，

音高相对增强，时长正常。

 第二种情况：（2）杨帆和董卓练球,你去不?”“去!”

在这种情况下，为两人对话，有问有答，前为疑问句，后为陈述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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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疑问时，“你“音高上升；另一人进行回答时，肯定语气，且

“去”属于四种声调种的去声，根据第一个实验可知，去声相较于

其他声调较为短促，所以在带有肯定意的本句中，音高上升，且时

长较为短促。

 第三种情况：（3）杨帆,和董卓练球,你去不去?

在这种情况下，说话对象相较于前两种有所更改，有具体的询问对

象“杨帆”，无对方回答内容。句子语义焦点集中在“董卓”上，

主要针对练球对象进行谈话与询问，所以，相较于前两种，在图中

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和董卓”这部分的音高上升，提出疑问，且

在强调练球对象的部分，时长增加，从而进行突出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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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种情况：（4）杨帆,和董卓练球,你去不?”“去!”

在这种情况下，句子有具体的询问对象“杨帆”，且有对方回答内

容。可看作二、三种情况的结合，在“董卓”处音高上升，时长增

长；“杨帆”在回答时，为肯定语气，且带有一些激动，再结合单

字的声调特点，故“去”字的音高上升，时长较为短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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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结

1、时长：在不同情况下，同一词语在疑问句种时长会拖长，疑问句中强调内容即句

中焦点的变化，也会引起时长的变化，一般而言，在强调、突出时，时长会增长。

而在肯定句中，则要具体根据回答单字或句子以及字的声调特点进行针对分析，如

在本实验中，用“去声字”表示肯定，表停顿的时长相对较短。

2、音高：在句中，句子需要强调的语义焦点的音高相对较高，而在疑问句中，音高

起伏比陈述句更大。

3、音强：在表强烈肯定的句子中，音强变大。但疑问句的结尾尾音音强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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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调与语义焦点实验报告

2020级汉基2班乔颖凤

摘要：本文采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对普通话单字调音高和语义焦点进行分析研究。本

文将利用普通话的录音材料，主要通过声学数据的提取，语图的制作等来分析研究普

通话声调以及语义焦点问题。

关键词：普通话，声调，语义焦点

一，概述

（一）普通话单字调高音与语义焦点的传统研究

汉语的语调研究从赵元任先生开始，在几十年里，许多学者都进行了坚持不

懈的探索。音高是语音的基频心理对应物，即基频的知觉相关物。频率越高， 音高

也越高。但它们的关系是非线性的。［1］

焦点是语句的语义中心，是说话者期望传达的核心内容。焦点可以通过句

法，语义以及语用方面来体现。徐烈烔指出“英语和许多其他印欧语都以语音

为表现焦点的主要手段；根据语言自身的特点把某个音读的重一些，长一些或者用

语调的升降变化使某一个音显得突出，或者既重之长又有语调的升降变化。”［2］

（二）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研究目的1、

研究内容

从本文实验语音学的角度，对普通话单字调声高以及特定语句中的语义焦

点进行实验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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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话单字调音高和语义焦点。

2、研究方法

通过收集录音材料并利用 praat 软件进行标注。充分利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

研究普通话单字调音高及语义焦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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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目的

通过实验来获得原始数据，了解实验语言学的方法，培养独立思考能力。

（三）实验过程

本次调查录音，选择 16 单字作为声音样本，选字表格如下。

录音在安静的室内进行，所以不易受到其他噪音的干扰。录音软件选用 Praat 软

件，并利用 Praat 软件对所选字逐个进行标注。第一层为汉字层，利用 Praat 将

音频进行截取，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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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标注数据后，利用提取音高数据的脚本，提取录音中各自的音高数据，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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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数据后，求出平均值，并利用公式 T＝（lgx-lgmin）/（lgmax-lgmin）*5 求

出对应 T 值，求出四组 T 值后，我们将每组 T 值对应的时间数分成十等份，然

后标注对应的 T 值数值，间隔部分填入相应区间的数据，之后生成折线图，如下图:

由折线图可以看出，阴平调位于调域最上方，整体来看，呈现一条直线；阳平呈现出

缓慢上升的趋势；上声呈现向下弯曲状，去声在刚开始位于调域最上方，之后逐渐降

低，到声域最下方。

三、语义焦点

选取焦点句如下：

•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 下雨天留客，留我不?留。

•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利用 praat 软件录音，录音后显示音高折线图，生成音高数据，观察音高，音强和

时长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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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据比较，我们可以得出：

在句子中，语义焦点的音高会高于句子中的其他成分，焦点成分会被重读，音高图也会

形成一个峰状；焦点的时长也会长于句子中其他成分；焦点成分的音强相比其他成分要

强；总之，在焦点句中，人们会通过说话的语气，持续时间的长短 或是声音强度来

强调某一关键字或关键词在句子中是重点，正是因为有语义焦点，才不会产生不

必要的歧义和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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