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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维吾尔语母语者汉语陈述句语调音高的考察与实验分析，实验结果表明，维吾尔学习者的语

调呈现出了同母语者相近的音高下倾特征。相较母语者而言，维吾尔学习者的字调域过窄。在词调域中

表现为，句中词调域最小，句首词次之，句末词最大。维吾尔母语者的汉语语调又受到母语的影响，呈

现出句末词调域上线降幅较大，各个词调域起伏不定的特点。本文基于研究现状，沿用“语调格局”的
研究思路，从字调域、词调域和句调域三方面考察维吾尔语母语者的汉语语调习得情况，以期我国民族

语母语者的汉语语调习得研究有进一步拓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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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the pitch of Chinese declarative sentences 
by Uyghur native speaker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Uyghur learners exhibit a similar 
pitch downward inclination feature to their native speakers. However, compared to native speak-
ers, Uyghur learners have a narrower tone domain, with the smallest tone domain within the sen-
tence, followed by the first word, and the largest word at the end of the sentence. Due to the influ-
ence of one’s mother tongu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the online tone range at the end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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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ence, and various tone ranges fluctuate. Based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and the research 
idea of “intonation patter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hinese intonation acquisition of Uyghur 
native speakers from three aspects: word intonation domain, word intonation domain and sen-
tence intonation domain, in order to further expand and improve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intona-
tion acquisition of native speakers of ethnic languag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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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调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语调包括了整句话声音的所有要素：音高、快慢、音长、音强

上的变化。狭义的语调只指与音高有关。二者并不冲突，广义的语调包含着狭义语调[1]。 
在此基础之上，石锋(1999)提出“语调格局”的概念[2]。沿用“语调格局”的研究理念，汉语语调

习得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温宝莹、张子媛(2017)对美国学习者的无疑问词疑问句的音高、音强、音

长进行了分析，实验证明，在语音三要素中，音高是最难掌握的[3]。李宝贵、周甜甜(2019)对俄罗斯学

习者汉语习得的起伏度进行了考察[4]。易斌、张静(2021)对泰国学习者汉语陈述句语调音高发展进行了

考察和分析，认为泰国学习者在初级阶段发展较快，到中高级时发展迟滞，并认为其出现的偏误多为自

创特征，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较小[5]。可以看出，关于汉语语调习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外汉语教学方

面，在维吾尔语等民族语学习者的汉语习得方面较为薄弱。维吾尔族汉语习得研究的开展大多基于汉语

教师的教学经验，对汉语语音各要素发音的偏误进行了研究。周美妮、董广枫(1993)对元音和辅音的偏误

进行了研究[6]，顾英华(2003)对韵母和辅音进行了分析[7]。地里木拉提·吐尔逊(2011)考察了维吾尔语陈

述句的起伏度，刘岩(2006)、于丽(2007)和田静(2010)等研究者采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对学习者的语音

要素及一些语流进行了探讨[8]。维吾尔族汉语语音习得研究顺应了二语习得研究的新形势，并取得了一

定的发展，但其研究内容呈现出一定的不平衡性。具体则体现在研究内容主要是针对汉语单音节内部的

各语音要素，针对语流进行的研究很少[9]。 
本文基于研究现状，沿用“语调格局”的研究思路，从字调域、词调域和句调域三方面考察维吾尔

语母语者的汉语语调习得情况，以期我国民族语母语者的汉语语调习得研究有进一步拓展和进步。 

2. 试验方法 

2.1. 发音人 

实验组发音人为西北民族大学预科学院学生，一男一女，共两人，从小学(八岁)开始学习汉语，MHK
考试等级均为四级乙等(有一些词汇和语法错误，有一些口音，整体不影响他人理解。)。对照组发音人为

西北民族大学研究生，一男一女，普通话等级为二级甲等。 

2.2. 试验语料 

实验句均为主谓结构的自然焦点句，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同声调句各一句，共四句。实验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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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遵循“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占优势”的基本特点，并考察三音节词的语调模式，将韵律格式设定为

“2|2|3”，实验句如下： 

张菲|天天|吃香瓜。 

刘明|常常|学划船。 

小李|九点|买雨伞。 

赵政|六月|去鹤壁。 

每个实验句中，1~2 字为主语韵律词，3~4 字为状语韵律词，5~7 字为谓语韵律词。 

2.3. 试验过程 

录音过程采用的设备是 Adobe Audit CC 2018 软件，采样率 11,025 Hz，16 位，单声道。实验在西北

民族大学录音室进行。在录音开始前对被试进行简短的告知和培训，不进行领读环节，并要求每位被试

以自然的语气语调进行朗读发音，尽量避免感情和语气的干扰。要求被试朗读每个实验句三遍，每次朗

读间隔 2~3 秒，共产生 4 × 4 × 3 = 48 个样本句。 

2.4. 实验方法 

本实验的数据提取和分析采用 praat 和南开大学 Mini-Speech. Lab 语音软件，数据提取完毕后利用

Excel 完成由基频数据到半音值及百分比的转换，使用 Windows 画图软件作图。半音值的转化公式： 

( )12 2St lg f fr lg= ×  

“f”表示需要进行转换的数值(Hz)，“fr”表示参考频率，男性设为 55 Hz，女性设为 64 Hz。 
百分比数值由半音值计算得出：公式如下所示： 

( ) ( )100 min max minKi Gi S S S= × − −  

( ) ( )100 min max minKj Gj S S S= × − −  

Kr Ki Kj= −  

Gi 为词调域上线半音值，Gj 为词调域下线半音值；Smax 为句调域上线半音值，Smin 为句调域下线

半音值；Ki 为词调域上线百分比，Kj 为词调域下线百分比，Kr 词调域的百分比跨度[10]。 

3. 音高跨度分析 

实验组发音人共两名，男生女生各一名，均为维吾尔母语者，男生记作“WM”女生记作“WF”；

对照组发音人两名，均为汉语母语者，男生记作“HM”，女生记作“HF”。 
句调域是指句中上线与下线的差距。表 1 为汉维学生的句调域对比表，是以半音值为基础测算出的

音高值(st)。 
 
Table 1. Comparison table of sentence field between Chinese students and Uighur students 
表 1. 汉维学生句调域对比表 

发音人 句调域 发音人 句调域 

HM 5.5~17.1 WM 12~17.8 

HF 9.3~27 WF 17.3~26.3 
 
总体而言，维吾尔母语者人的音高跨度小于汉语母语者。汉语母语者的平均句调域半音值为 14.6，

维吾尔语母语者的平均半音值为 7.3，仅为汉语母语者的一半，相差 7.3 个半音。从句调域半音值的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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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来看，维吾尔语母语者的句子句调域上线为 22 个半音，与汉语母语者几乎没有区别；句调域下线 14.7
个半音，远远高于母语为汉语母语者的 7.4 个半音。由此可见，与汉语母语者相比，维吾尔族母语者的

调域范围相对较窄。基于维吾尔语母语者调域上下线的表现，可以确定它们的位置，制作出表 2 汉维学

生句调域上下线位置表。 
 
Table 2. The position table of the upper and lower lines of sentence field between Chinese students and Uighur students 
表 2. 汉维学生句调域上下线位置表 

发音人 句调域上线位置 句调域下线位置 发音人 句调域上线位置 句调域下线位置 

HM 句中词末字 句末词首字 WM 句首词首字 句末词末字 

HF 句首词首字 句末词末字 WF 句首词首字 句末词末字 
 
由表 2 可以看出，汉语母语者句调域上线都在句首词首字，句调域下线都在句末词末字，维吾尔母

语者女生与汉语母语者的情况与汉语母语者表现出一致性，男生则没有表现出一致的规律性。 

4. 陈述句起伏度分析 

音高起伏度是指句调型曲线的曲拱格式所表现的宽窄和高低的位置关系，是进行语调量化分析的重

要指标[10]。具体操作：提取发音人的音高赫兹值后将其转化为半音值。将转化的半音值进行归一，得到

百分比数值。找出 4 位发音人从句首词到句末词的最大值作为调域的上线和下线，可得出词调域和字调

域的音高跨度，如表 3 和表 4 所示： 
 
Table 3. Numerical table of the word domain between Chinese students and Uighur students 
表 3. 汉维学生字调域数值表 

发音人  句首词 句中词 句末词 

WM 
上线 94 100 76 
下线 12 26 0 
词调域 82 73 76 

WF 
上线 100 99 82 
下线 43 33 0 

词调域 57 66 82 

HM 
上线 100 95 93 
下线 25 11 0 
词调域 75 84 93 

HF 
上线 100 94 90 
下线 28 25 0 
词调域 72 69 90 

 
Table 4. Numerical table of the tone field between Chinese students and Uighur students 
表 4. 汉维学生字调域数值表 

发音人 
句首词 句中词 句末词 

首字 末字 首字 末字 首字 中字 末字 
HM 28~100 25~97 17~93 11~95 5~93 25~97 17~93 
WM 15~71 12~94 37~92 26~100 0~67 19~76 27~60 
HF 38~100 28~100 32~94 25~85 14~90 13~85 0~83 
WF 43~100 45~96 55~99 33~70 18~72 20~82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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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 3 和表 4 的百分比数值，可以作出汉语母语者和维吾尔母语者的语调音高格局图。 

4.1. 汉语母语者陈述句音高起伏度表现 

 
Figure 1. Chinese native speaker declarative sentence fluctuation 
图 1. 汉语母语者陈述句起伏度图 

 

图 1 为汉语母语者汉语陈述句语调起伏度，以此作为维吾尔语母语者的参考，其音高表现如下： 
第一，从句调域来看，两位发音人调域的上线和下线都呈逐渐下倾的趋势，并表现出一定的同构性。

调域都已达到最大音高跨度 100%。第二，从词调域来看，两位发音人的主语词调域上线为全句调域上线

(100%)，谓语词调域下线为全句调域下线(0%)。男性发音人的主语词调域上线为 100%，下线为 25%，词

调域跨度为 75%；状语词调域上线为 95%，下线为 11%，词调域跨度达到了 84%；谓语词调域上线为 93%，

下线为 0%，调域跨度为全句最大(93%)。女性发音人主语词调域上线 100%，词调域下线为 28%，调域

跨度为 72%；状语词调域上线为 94%，词调域下线为 25%，调域跨度为 69%；谓语词调域上线为 90%，

词调域下线为 0%，为全句调域跨度最大(90%)。男性发音人词调域变化趋势为：75% - 84% - 93%，女性

发音人词调域变化趋势为：72% - 69% - 90%。 
可以看出，男性发音人的词调域高于女性发音人。男性发音人的词调域呈现出逐渐扩大、延展的特

点，女性的状语词调域最小。在汉语语调基本模式中，句中词的调域是可增可减的，并不像句首词调域

和句末调域词一样具有决定分布位置和调域跨度的功能，只要符合“音高下倾”趋势即可。第三，从字

调域来看，男性发音人的字调域均在 70%以上，女性发音人均在 60%以上，调域跨度较宽。 

4.2. 维吾尔母语者陈述句音高起伏度表现 

 
Figure 2. Uyghur native speaker declarative sentence fluctuation 
图 2. 维吾尔语母语者陈述句起伏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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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为维吾尔语母语者汉语陈述句起伏度图。通过分析维吾尔族学习者的音高表征，可以得出以下

结论(为追求表达上的简洁经济，以下将维吾尔语母语者表述为“学习者”，汉语母语者表述为“母语者”)：
第一，从句调域来看，两位发音人的调域都达到了最大跨度(100%)男性维吾尔族学习者的调域上线和下

线呈现出低–高–低的趋势，未表现出汉语陈述句“音高下倾”的基本模式，女性学习者则表现出了和

母语者一致的调域走向。第二，从词调域来看，男性学习者的状语词调域上线为全句调域最高上线，与

汉语母语者的情况不同；女性学习者的主语词调域上线为全句调域最高上线，与母语者的情况保持一致。

男性学习者的主语词调域上线为 94%，词调域下线为 12%，词调域跨度为 82%；状语词调域上线为 100%，

词调域下线为 26%，调域跨度为 74%；谓语词调域上线为 76%，下线为 0%，词调域跨度为 76%，女性

学习者的主语词调域上线为 100%，词调域下线为 43%，词调域跨度为 57%；状语词调域上线为 99%，

词调域下线为 33%，调域跨度为 66%；谓语词调域上线为 82%，下线为 0%，词调域跨度为 82%，男性

发音人词调域变化趋势为：82% - 74% - 76%，女性发音人词调域变化趋势为：57% - 66% - 82%。可以看

出，男性学习者的词调域比女性学习者宽，但没有出现逐渐延展、扩大的趋势，上线和下线也没有体现

出还能汉语陈述句“音高下倾”的特点。女性学习者有着明显的下倾意识，除词调域过窄外，总体习得

情况较好。第三，从字调域来看，学习者的字调域总体窄于母语者。女性学习者在状语词调域的走向与

母语者大致相同，但字调域上有着明显差异：女性学习者的状语词的字调域分别为：首字 55%~99% (母
语者为 32%~94%)、末字 33%~70% (母语者为 25%~85%)，远小于母语者。谓语词的起伏模式与母语者不

同，前者为低–高–低，后者为高–低–低，这种差别说明维吾尔母语者在汉语语调习得中存在着较为

普遍的偏误，男性维吾尔母语者的谓语词下线最低为首字，其余三位发音人为末字，结合整体来看，这

可能表明男生学习第二语言时存在着一定的劣势。 
针对维吾尔母语者谓语词上线显著下降的问题，地里木拉提·吐尔逊(2011)考察了维吾尔语陈述句的

起伏度，研究结果显示，维吾尔语陈述句的句末词调域上线降幅分别为 20.9 (女)和 25.4 (男) [8]，本文的

两位维吾尔族发音人在汉语陈述句的句末词调域上线降幅分别为 17 (女)和 24 (男)。这表明维吾尔母语者

在汉语习得过程中表现出的语调特征可能受到了母语的影响。 

5. 结论 

通过实验考察了维吾尔语母语者在汉语陈述句的语调音高表征，从字调域、词调域、句调域三个方

面与汉语母语者进行对比，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音高跨度上，维吾尔母语者对比汉语母语者的句调

域明显偏窄，出现了显著的压缩。因为维吾尔语没有声调，各个音节内的音高没有汉语那么大，语调调

域也没有汉语语调那么宽[11]。调域上线除句末词外，基本与汉语母语者接近，句末词调域上线偏低的原

因可能是母语负迁移。第二，在全句起伏度变化趋势上，女性维吾尔母语者与两位汉语母语者一样，呈

现高–低–低的格局，上线、中线、下线也表现出一定的同构性，而男性维吾尔母语者呈现低–高–低

的格局，没有表现出同构性。这可能是由于个体差异的原因，但在现实生活中，女性维吾尔族学习者的

习得情况大多优于男性学习者，结合现实情况来看，更多的可能是由于两性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出现

的差异。 

6. 教学建议 

通过实验结论可以看出，维吾尔母语者在汉语语调习得过程中出现的偏误主要为字调域过窄、各个

词调域起伏度不定两个问题。维吾尔语是无声调语言，可能导致汉语声调的学习效果不理想，形成了维

吾尔语母语者字调域偏误。上声的习得最为困难。调域下线通常由上声决定(石林、温宝莹，2012)，声调

发音不充分、字调混淆和上声发音偏误可能是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学习者经过多年的学习，单字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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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已基本习得，但一进入语流中，由于不具备母语人的语感，就会常常出错，把“胡同”读作“护筒”、

“网络”读作“望啰”、“很远”读作“恨元”，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汉语教师除单字调外，应

该着眼于连读变调，通过普通话二字组和三字组的连调模式对学习者进行反复操练，纠正学习者的错误

发音，使其充分理解连读变调的规律。 
针对词调域起伏不定的问题，教师可通过欣赏课文朗读范例、朗诵、吟咏等方式，着重培养学习者

的语感。此外，由于文化差异，维吾尔族学生在课堂内外的互动主要是在本民族同学之间，很少与汉族

同学接触和交流。课堂上缺乏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学习和交流的氛围和机制，更容易形成互相隔离和封闭

的局面，这也相应地使维吾尔族学生更容易受到文化冲击和对汉语学习的不利适应[12]。因此，学校和教

师也应该组织和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创造语言环境，通过与其他民族同学的交流和生活，提高

汉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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