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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调与语义焦点实验

1. 实验人员：2020 级汉基 2 班王一凡
2. 实验名称：声调与语义焦点实验
3. 实验目的：研究北京话的所有声调以及语义焦点同发音时长的关系
4. 实验步骤：

a) 确定北京话的四组音调 16 个例字：开梯工温，题皮白除，品把舔可，具换段义。
b) 确定一句带有两个语义焦点的句子：我在图书馆看书
c) 进行录音并做好相应标记
d) 用脚本提取数据，并在 Excel 中进行整理
e) 得出结论

5. 实验数据记录：
a)

Content Point1 Point2 Point3 Point4 Point5 Point6
我 107 103 100 97 95 92
在图书馆看书 125 94 96 120 102 80
我在图书馆看 91 116 122 204 106 126
书 128 124 122 121 120 119

上声 110 102 97 92 88 86
阴平 133 132 131 131 130 130

b)Content
Point1 Point2 Point3 Point4 Point5 Point6

1a 129 129 129 128 127 127
1a 141 138 137 137 135 135
1a 127 126 125 126 127 128
1a 136 136 134 133 132 131
阴平 133 132 131 131 130 130

1b 94 96 97 99 102 105
1b 99 101 104 107 111 116
1b 100 100 100 100 100 101
1b 96 95 94 95 96 97
阳平 97 98 99 100 102 105

2 112 101 97 93 89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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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5 100 96 91 87 84
2 113 103 97 91 87 86
2 110 104 97 92 89 89
上声 110 102 97 92 88 86

3 166 161 155 144 133 115
3 159 152 140 130 120 110
3 170 166 161 154 144 132
3 173 167 161 147 137 122
去声 167 162 154 144 133 120

阴平 133 132 131 131 130 130
阳平 97 98 99 100 102 105
上声 110 102 97 92 88 86
去声 167 162 154 144 133 120

0.0 35.7 71.4 107.1 142.8 178.5
阴平 3.45 3.40 3.35 3.35 3.30 3.30
阳平 1.31 1.38 1.45 1.52 1.65
上声 2.16 1.65 1.31 0.95 0.65 0.49
去声 5.00 4.79 4.45 3.99 3.45 2.75

6. 实验结论：
a) 在“我在图书馆读书”中，无论上声还是阴平作为语义焦点，其发音时长都短于单字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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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长。
b) 在“开梯工温，题皮白除，品把舔可，具换段义”四组 16 个例字中得出，北京话单字调五

度值分别为：阴平 44，阳平 22，上声 312，去声 53



4

语言学实验报告

2020级汉基 2 班王赫

一、前期准备

1、观看一遍教学视频，大致了解如何操作运行 praat。

2、确定研究目标—普通话的声调。

二、实验过程

1、利用 praat进行录音，录音内容分为单字调和句子。

句子.wav 单字调.wav

2、将单字调.wav导入 praat，转成 TextGrid格式，多选单字调.wav以及单字调.praat，

对录音进行标注并保存。句子.wav同理。

单字调.TextGrid 句子.TextGrid

3、将单字调.wav的音高部分提取出来，左侧列表获得单字调.Pitch文件，点击该文件，

将其转化成单字调.PitchTier并保存。句子.wav同理。

单字调.PitchTier 句子.PitchTier

4、清空 praat列表，重新导入单字调.wav、单字调.PitchTier、单字调.TextGrid三个文

件，打开脚本，开始运行。运行后的脚本保存在 C盘的 temp文件中，分别为单字调

_Pitch.txt，句子_Pitch.txt。

单字调_Pitch.txt 句子_Pitch.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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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建 excel 表格，导入数据，选择单字调_Pitch.txt，设置好选项后导出数据作为初

始版，再次新建表格精简数据，用折线图检查无误后进行分析。

6、算出每个声调的平均值，利用函数=((LOG10(当前值)-LOG10(最小值)/((LOG10(最大

值)-LOG10(最小值))*5)))计算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四种声调。单字调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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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表格 1、表格 2）

表格.xlsx

7、打开 praat，导入句子.wav和句子.TextGrid 并打开，导出音强数据后保存，新建 Excel

表格，导入音强数据，对不同语义的句子的重音处进行分析。分析得出句子的重音的

音强是整句的音强中数值最大的部分。（表格 3）

表格.xlsx

8、整理所有数据并保存，实验结束。

三、实验结论

1、根据实验获得的最终结果，总结出普通话语调中阴平的声调大概为 55，阳平声调

大概为 35，上声音调大概为 214，去声音调大概为 51。

2、焦点句中由于句子的重音位置不同导致句子的语义不同，且重音部分的词语音强

高于其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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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学实验报告

2020 级汉基 2班舒小康

一、实验目的
普通话是中国的国家官方语言，也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普通话以北方官话为基础，发源

于河北滦平，吸收了滦平话直接、清晰、明确的特点。到目前为止，中国仍有大部分人只能局限
于听懂的单向交流。因此，本次实验以普通话为基础，利用·praat 等语音实验软件重新构建普通
话声调模型。
二、实验过程
（一）单子调实验
1.准备工作

首先是确认并制作字表。
为了节省挑选字的时间，故在此采用了刘新中老师所给出的例子作为研究对象，并录取自己

的声音作为音源。
字表如下：

阴平 湾 高 昏 黑

阳平 完 穷 鹅 毒

上声 晚 苦 五 笔

入声 万 近 菜 力

该次实验所用到的软件有 praat，excal 等
2.声音录制

接下来便是录制自己的声音。由于电脑的收音存在一些问题，故录音是通过手机软件录制，
再通过 praat 软件打开所得到的音频软件。由于受录音设备与录音环境的影响，最开始录音版本
效 果 很 差 ， 几 经 录 制 后 才 得 到 现 在 这 个 稍 微 好 一 点 的 版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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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步骤
A．首先给该录音音频进行标注（annotate），并选择 silences 版本
B．将空白区域部分的标注移去，并为有音源的部分标上记号，在所列表格中，阴平标记为

1a；阳平标记为 1b；上声标记为 2；去声标记为 3。生成 tier 并保存得到 TextGrid 文件。

C． 将音频文件使用默认参数转换为音高文件 pitch，并再一次转换得到 pitchtier 文件。

D. 第四部则用老师所提供的脚本数据，运行脚本，提取数据，生成 pitch 文档，并将数据
导入 excel。得到如下图的原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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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对得到的数据进行处理，首先是剔除无用的几项数据，只保留所记录的十一个点的数据
以及总时长 duration 的数据，在此我将他们全部放入了第二个表格，便于作比较。然后便是对四
声调各组数据分别作求平均值处理。结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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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将这十一个点分别放入时间轴上得到最后的结果：

（二）焦点句实验
在该部分使用的例句为“我在家看书”。针对不同的提问，有不同的回答重点，一种提问方法

为：“你在哪看书？”“我在家看书”故此回答中“在家”为语义焦点；在第二种提问中，“你在家干什
么？”“我在家看书”，此时的看书为语义焦点。实验步骤与前一部分基本无异，再次省略，仅列出
最后的结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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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 T 值，并通过焦点比较得，句子中的语义焦点得时长比非焦点得情况下时长更明显；同时
音强也更高一点。

在第一答句中，“在家”的时长为 480ms，而在第二句中为 470ms；而“看书”一词的时长比较则
更为明显，在第一句中有 670ms，而在第二句中仅为 480ms。
三、实验结论

在（一）单字调实验中，由最后得到的声调图可以清晰的看到我的实验结果与已有的结论存
在一定的误差，首先是阴平的部分，按照已有的结论，阴平的调值位于 55 区间，而在我的此次
实验中，阴平的调值为 33，甚至还不到，这可能与我的发声与录音设备存在一定的关系；其次便
是上声的问题，在已有的结论中，上声是 214，而在我的这次实验中，上声调值为 312，并未能
达到理想效果。而阳平、去声与结论基本无异。

至于焦点句的实验，我个人觉得并未真正掌握方法，甚至有些步骤存在一定的操作失误。但
总的而言，处于焦点的字词的时长和音高都要远高于非焦点的字词的。

通过本次的实验，我对于 praat 的声音分析软件的使用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时也感受到了新
文科的与时俱进于魅力，对语言学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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