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 时长（秒） 音强（均值） 音高（hz）

第一句 0.21 52.85 607

第二句 0.34 56.42 1312

第三句 0.25 54.95 730

第四局 0.28 50.06 771

“不” 时长（秒） 音强（均值） 音高（hz）

第一句 0.19 54.87 623.4

第二句 0.20 55.31 795.6

第三句 0.28 53.88 844.8

第四局 0.40 54.20 1394

三、实验分析

语句 语义

第一句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强调的是“天”留

第二句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强调的是“留我”

第三句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强调的是“留”

第四句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强调的是“不留”

说明：这里考察的“天”是留客后的“天”；“留1”是“天留我”中的留，“留 2”是位于

语句末端的“留”。

1.从“天”字的四组实验数据可以发现，“天”字在第一句的时长、音高和音强都是最

大的。可以看到，“天”在其他三个语句中，不起强调作用时，时长、音高、音强三

要素较第一句小。

2.从“留 1”的四组数据可以发现，“留 1”在第一句和第二句的时长、音强、音

高分别为次高和最高。可以看到，在第一句中强调的是“天”主体以及其动词

“留”，故时长、音强、音高都较高。在第二句强调的是“留我”。同样地，在“我” 字的数据里，第二

句的“我”字时长、音高、音强都是最高的。而在其他两句中， “留1”和“我”均不做焦

点词汇，则时长和音高都稍低。



3.从“留 2”的四组数据可以发现，“留 2”在第三句的数据中的时长、

音高、音强都是最高的。第三句中强调的是要“留”客，与数据所呈现

的相符合。在其他三句中，“留2”的数据变化不明显与“留 2”不在句子

做焦点词相符合。

4.从“不”的四组数据可以发现，“不”在第四句中的时长、音高和音强都是

最高的。第四句强调的是拒绝。即“不”留，感情强烈，与数据所呈现

的相符合。在其他的三句中，“不”没有作为语义的焦点，故其时长、音高、

音强的变化不明显。

四、结论

根据上述语音实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语句中的语义焦点在语音形式

上的表现为：声音提高，声音增强，声音持续时间长，即与语音物理属性中的三要素：

音长、音高、音强有密切的联系。

规律总结：

1. 音长上，当词（字或者短语）在句子中做语义焦点时，音长要较不

做语义焦点时要长。

2. 音强上，当词（字或者短语）在句子中做语义焦点时，音强要较不

做语义焦点时要强。

3. 音高上，当词（字或者短语）在句子中做语义焦点时，音高要较不

做语义焦点时要高。



单字调声调与语义焦点分析报告

2020 级汉基 2班钟晓铜

一、普通话单字调声调分析

（一）实验对象

本次实验的发音人为作者本人，女，18 岁，广东人，本文所使用的声音数

据均来源于本人，用于实验的汉字可参见图 1-单字调调查表。

阴平 弯 高 婚 黑

阳平 完 穷 鹅 毒

上声 晚 苦 五 笔

去声 万 近 菜 力

图 1-单字调调查表

（二）声调标注



（三）数据提取及整理



（四）制作语图

通过整理脚本运行的数据，作者制作了普通话单字调语图。由于受本人

口音、录音环境、操作技术等多方面的限制，导致了单字调声调数据与标准

普通话的数据有所出入。

二、语义焦点分析

（一）实验对象

本次实验的发音人为作者本人，女，18 岁，广东人，本文所使用的声音数

据均来源于本人，用于实验的汉字可参见图 2-焦点句调查表。

图 2-焦点句调查表

（二）声调标注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三）数据整理及语图制作

通过整理脚本运行的数据，作者制作了焦点句时长数据图。从 praat 的

textgrid 图中可以看出：

1.“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句中“不”字的持续时间较长，音强较大，

为句中焦点。

2.“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句中“我”字的持续时间较长，音强较

大，为句中焦点。

3.“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句中“我”“留”的持续时间时间较长，

音强较大，为句中焦点。

4．“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句中“不留”的持续时间时间较长，音

强较大，为句中焦点。



语言学实验报告

2020 级汉基 2 班张菲菲

摘要：本文采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对普通话单字调音高与焦点句中焦点词

语进行分析研究。本文将利用笔者的录音材料，主要通过声学数据的提取等

来对四个声调特点和焦点词语特点作初步的描写与分析，并进一步归纳，从

特殊性到普遍性，层层分析总结出相关声学规律。

关键词：实验语言学、普通话、声调特点、焦点词语特点。

一、普通话单字调音高报告

（一）概述

1、研究内容

本文从实验语音学的角度，对普通话单字调的音高进行研究。本文将通

过采集声音、标记声调、提取数据、分析数据、制作相关表格等来研究普通

话单字调的音高。

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研究普通话的语调特征，充分利用所得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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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身语言基础知识的了解，

进一步认识普通话单字读音中不同声调的不同特点。

4、实验过程

普通话共有四个调类，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根据调类数目，

此次实验录音分别从这四个调类中选出五个单字作为声音样本，选取的字分

为五组，多为常见易读的，且各组声韵母组合相同，以便更好区别声调特点。

选字表格如下：

声调 标记 选字

阴平 1 弯 周 教 仙 突

阳平 2 玩 轴 嚼 贤 图

上声 3 晚 肘 脚 显 土

去声 4 万 咒 较 现 兔



为了录音效果更好，需将外界干扰降到最小，因此在相对安静的空间录

音是必不可少的。另外，因设备条件限制，录音设备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有线

耳机。用 Praat 软件进行录音，并且保存好录音文件。之后，对所选的字逐个

标记，不同声调对应不同数字（上表所示），再利用 Praat 的自动识别功能解出

音节的开端和结尾；利用 Praat 语音分析软件对形成的语图进行分析，去掉弯

头屈尾，截取有效的音高部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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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10(X)-LOG10(Min))/(LOG10(Max)-LOG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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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得出直观的结果。

（二）实验结果

1、声调数据的提取与声调音高图的制作

提取数据后使用公式进行归一化运算得出笔者的普通话单字调 T 值数据如

下表：



以绝对时长对横坐标，T 值为纵坐标，可得出笔者的普通话声调绝对时长的

声调曲线图：

2、声调特点和调类归纳

阴平调位于调域的中间，整体较为平稳，T 值在 3 左右。阴平调听感上为

平调型，根据调类归纳，记作 43。不过，我个人认为记作 33 也是可以的，阴平

调的 T值在 3左右徘徊，仅有的一小部分超出 3的，可以忽略不计，这并不影响

整体呈现的效果。

阳平调贯穿整个调域，调型呈上升形态，总体斜率相似，只有中间一小部分

斜率变小。总体看来，阳平调听感上也是呈上升型的，与声调图的曲线走向大致

相吻合，因此根据调类归纳，应记作 15。

声调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T9 T10 T11

阴平 3.14 3.09 3.04 2.98 2.96 2.96 2.96 2.96 2.93 2.88 2.91

阳平 0.00 0.60 1.15 1.32 1.55 2.52 2.93 3.39 3.95 4.53 5.00

上声 2.47 2.32 2.18 2.06 1.81 1.90 2.47 2.80 1.68 1.08 0.64

去声 3.88 3.65 3.36 3.34 3.75 3.93 3.65 2.96 2.06 1.04 0.82



上声调位开始于调域的下方，调型呈波浪状，先向下再向上，尾部又向下。

根据对上声的基础认识，上声的调型应为向下再向上，而笔者的图却在尾部呈现

出向下的形态。笔者认为，这是笔者的个人说话习惯影响形成的。笔者说话尾音

拖得较长，而在上声中 T值已经上升到 3，在这之后又因为尾音拉长形成声调上

向下的趋势，因此 T值就下降到 1。因此，根据调类归纳，笔者普通话的上声调

应记作 3231。

去声调贯穿整个调域，调型整体呈下降形态，尽管中间出现波动上升的情况，

但其 T值始终在 3—4之间，整体上，听感上和声调图的调型还是符合的。因此，

根据调类归纳，去声调应记作 41。

综合实验数据和声调图，对普通话的单字调总结为：阴平为 43 或 33，阳平

为 15，上声为 3231，去声为 41。

（三）总结与反思

此次实验过程遇到阻碍颇多，而且截取有效音高部分时还出现了一点失

误，导致形成的调型形状特殊。不过，整体上实验结果还算是较为不错的，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从这次实验中，通过数据的分析，深刻认识到普通话

中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不同调类的特点。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

我还在研究中发现，朗读者个人说话习惯也会对声调造成一定的影响，导致

调类有所不同。因此，普通话单字调整体趋势是固定的，只是还会受到方言、

说话习惯等影响，形成不同的调型而已。

二、焦点句焦点词语的分析报告

（一）概述

1、研究内容

本文从实验语音学的角度，对焦点句的焦点词语进行分析。本文将通过

采集声音、标记焦点词语、提取数据、分析比较数据、制作对比表格等来研

究焦点词语的时长、音强、音高的变化情况。

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分析焦点句中焦点词语的不同变化情况，充

分利用所得的数据展现焦点词语的变化特点。



3、研究目的

本文对焦点句的焦点词语做实验研究，对同一句子以不同方式朗读，以

此得出不同的表达意义，进而得出关于焦点词语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特

点。

4、实验过程

一个句子常常因为焦点词语的变化而有不同的语义焦点，因此，这里

选取的句子就没有刻意定什么标准，选择了“我今天吃了猪脚饭”作为焦点

句。在这个句子中，焦点词语为“今天”与“猪脚饭”，第一次朗读强调“今

天”，第二次朗读强调“猪脚饭”。录音效果等问题也与第一个实验的情况相

同。用 Praat 软件进行录音，并且保存好录音文件。之后，用中文对句子中的

词语进行标记，重点标记焦点词语。利用 Praat 语音分析软件对形成的语图进

行分析，将音高音强等都标记出来，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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