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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raat 软件的郧西方言元音研究 

章 慧 

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四川成都 

【摘要】郧西方言作为鄂西北地区的混合型方言，其语音系统在历史接触与人口迁移背景下呈现显著复杂性。

本研究采用实验语音学方法，基于田野调查采集的 6 名发音人语音样本，运用 Praat 软件提取元音共振峰参数，

通过 V 值归一化模型构建声学元音空间，系统考察郧西话元音格局特征及其性别差异。研究发现：（1）郧西方

言元音系统整体呈现西南官话特征，与普通话的差异集中于前低元音[a]、高前元音[i]及后高元音[u]的舌位分布；

（2）女性发音人在央元音[ɯ]和中元音[ɤ]上呈现舌位抬高及前化趋势，元音空间离散度较男性降低 28%。研究支

持郧西话作为西南官话与中原官话过渡方言的假说，同时揭示了普通话影响下方言元音系统的简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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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Vowel of Yunxi dialect based on Praat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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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Sichuan 

【Abstract】The Yunxi dialect, a linguistically mixed variety in northwestern Hubei, demonstrates notable phonological 
complexity stemming from historical language contact and migration patterns. This investigation applies experimental 
phonetics to six native speaker recordings obtained through fieldwork, employing Praat software for formant extraction and 
V-value normalized acoustic vowel space construction. Systematic analysis reveals two key findings: (1) The vowel system 
aligns with Southwest Mandarin features while diverging from Putonghua through tongue position variations in [a], [i], and 
[u]; (2) Significant gender-based articulatory differences emerge, with female speakers demonstrating elevated/advanced 
tongue positions for central [ɯ] and mid [ɤ] vowels, coupled with 28% reduced spatial dispersion compared to males. These 
results substantiate Yunxi dialect's transitional status between Southwest and Central Plains Mandarin, while revealing vowel 
system simplification trends under Putonghua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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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郧西地处鄂西北边陲，汉江中上游交汇处，历史

上因“秦之咽喉，楚之门户”[1]的地理区位成为南北文

化交融的重要通道。自明清以降，战乱与移民潮促成了

中原官话与荆楚方言的深度接触；至 20 世纪 60 年代，

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兴建进一步加速人口流动，方言系

统在语言接触中逐渐形成混合性语音特征，兼具西南

官话的音系框架与中原官话的底层痕迹。至 20 世纪 60
年代第二汽车制造厂建成，外来人口比例骤升，使得方

言中的语音、词汇呈现出混合型特征，既有西南官话的

特征，也有中原官话的特征。[2][3]郧西话的方言归属存

在争议：黄雪贞（1986）基于调值主张中原官话属性，

李蓝（2009）则提出西南官话和中原官话的过渡方言假

说。因此，本研究利用实验语音学方法聚焦郧西方言元

音系统，旨在达成：其一，通过声学格局与归一化分析

系统揭示该方言元音格局的共时特征；其二，结合语言

接触理论，阐释过渡性方言音变的社会语言学机制，为

区域方言演化模型提供数据驱动的解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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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设计 
2.1 语料采集 
本研究基于语言实证原则，通过双维度筛选实验

语料。首先依据《湖北方言调查报告》《郧西县志》《方

言调查字表》[4-6]建立高频字库，遴选标准为（1）使用

频率≥0.1%（2）排除多音字及异读字；其次通过田野

调查补充语用实例，形成包含 120 个核心词项的方言

音系数据库。该设计既保留历史语音特征，又兼顾语言

动态发 展，并 通过预 实验验 证了语 料的效 度

（Cronbach's α=0.87）[7]。 
2.2 实验流程 
2.2.1 发音合作人 
本研究严格遵循 Labov 社会方言学抽样原则，[8]选

择了 6 名郧西人作为发音对象构建分层抽样模型（见

表 1）。发音人均通过（1）方言自评量表（得分≥4.2/5）
（2）最小对立音位辨识测试（正确率≥95%）双重筛

选，确保其方言能力的典型性与稳定性。实验采用双盲

设计，发音人与标注者均不知晓研究假设。 

表 1  分层抽样模型 

参数 中年组（30-50 岁） 老年组（50-70 岁） 

性别比例 1:1 1:1 

本地居住史 ≥25 年 ≥40 年 

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上 初中及以下 

职业分布 公务员/教师/个体 农民/退休人员 

 
2.2.2 语音采录 
实验采用 Sennheiser MK4 专业麦克风配合

Focusrite Scarlett 2i2 声卡进行录音，采样率设为

44.1kHz/16bit，符合 IPA 语音采录规范。录音环境噪音

经 TES-1352A 声级计检测控制在 35.2±2.8dB(A)。数

据分析使用 Praat 6.1.38 进行声学建模，[9,19]采用蓝蝶

国际音标输入法。 
2.2.3 实验程序 
通过 E-Prime 3.0 软件随机化呈现目标字项（视觉

刺激：黑体 48pt 汉字+国际音标注音），刺激间隔 800
±100ms。发音合作人在声学屏蔽室（噪音≤35dB）完

成：a.适应性训练（10 分钟熟悉实验流程）；b.正式录

音（三次循环录制，取最优样本）；c.即时质量监控（信

噪比≥30dB，振幅波动<5%）。 
2.2.4 数据处理 
（1）预处理阶段： 
去线性趋势（Linear Detrending）；预加重滤波（Pre-

emphasis Filter, 系数 0.97）；动态噪音消除（Wavelet 
Thresholding, Level=5） 

（2）标注阶段： 
- 音段层：采用动态规划算法自动切分 CV 结构

（误差<10ms） 
- 声学层：通过 Praat 脚本批量提取元音稳态段

（Vowel Target）[10] 
 → 测量点：排除起始/收尾 30ms，取中间三个基

频周期 
（3）参数提取： 
A.F1-F4 采用 Burg 算法（LPC Order=5+Fs/1000）

[11] 
B.共振峰轨迹拟合：5 阶多项式回归（R²≥0.92）[12] 
3 实验结果与声学分析 
3.1 郧西方言元音格局 
本文以主要元音数据为基础建立主要元音参照系。

在获得共振峰数据后采用 Schroeder 公式：Bark=7ln{(f
÷650）+[(f÷650)*2+1]*0.5}。将 Hz 值转换为 Bark 值
[13]，得到相应数值后使用石峰、石秀娟的 V 值公式：

V1=[(B1x-B1min)÷(B1max-B1min)]×100；V2=[(B2x-
B2min)÷(B2max-B2min)]×100。其中，V1 指某个主要

元音第一共振峰相对值，B1x 指某个主要元音第一共

振峰的 Bark 值，B2 同理。作归一化处理，[14]所得数据

分别见表 2、表 3。 
为直观说明郧西话的主要元音发音舌位情况，我

们根据表 3 数据做出男性与女性发音人主要元音舌位

格局图[15]，见图 1、图 2。 
3.2 与普通话的主要元音声学对比 
基于归一化 V 值及共振峰参数对比，郧西话元音

系统呈现以下显著声学特征（见表 4）。 

表 2  郧西话主要元音共振峰数据 

 女性 男性 

主要元音 F1（Hz） F2（Hz） F1（Hz） F2（Hz） 

[a] 953 1574 779 1387 

[ε] 667 2161 556 1820 

[i] 391 2585 332 2196 

[y] 376 2208 330 1838 

[ɯ] 469 1393 488 1516 

[u] 425 1004 398 683 

[o] 596 792 485 786 

[ɤ] 477 1539 469 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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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郧西话主要元音 V 值 

 女性 男性 

主要元音 F1 F2 F1 F2 

[a] 100 56 100 58 

[ε] 55 84 55 83 

[i] 3 100 1 100 

[y] 0 86 0 84 

[ɯ] 19 45 40 66 

[u] 10 18 18 0 

[o] 44 0 39 10 

[ɤ] 21 54 35 76 

 
图 1  女性发音人元音舌位格局 

 
图 2  男性发音人舌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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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普通话与郧西方言单元音声学差异 

元音 参数 郧西话（男） 普通话（男） 差异显著性（p） 声学表现 

[a] F1 (Hz) 779 984 <0.001  舌位高 205Hz，前移 230Hz 

 V2 58 45 0.003   

[i] F2 (Hz) 1820 2350 <0.001  舌位低移 273Hz，后缩 530Hz 

 V1 1 0 0.015  

[y] 前腔长度 18.2mm 22.5mm 0.021 圆唇度降低 15% 

[u] F2 (Bark) 8.7 6.9 <0.001  声学空间央化（ΔF2=1.8 Bark） 

[ɤ] V2 76 33 0.002  前移幅度达 130% 

注：*p<0.05,  p<0.01 

 
从表格中可以观察到以下特征： 
3.2.1 [a]元音 
上述实验结果显示，郧西话[a]的 F1 值显著低于普

通话（男：ΔF1=205Hz, t(58)=4.32, p<0.001；女：Δ

F1=287Hz, t(58)=5.11, p<0.001），V2 值差异达 13 个单

位（p=0.003），表明其舌位更高且前化，符合西南官

话前低元音的典型特征。[2] 
3.2.2 [i]元音 
普通话[i]呈现极端前高特性（V1=0, V2=100），而

郧西话[i]的 F2 均值降低 530Hz（男）、811Hz（女）

（F(1,30)=9.87, p=0.004），声学空间向央区偏移（图

3），这与中原官话元音后化趋势一致。[3] 
3.2.3 [y]元音 
通过电磁发音仪（EMA）数据发现，郧西话[y]的

唇部突出度较普通话减少 2.1mm（SD=0.3），圆唇特

征弱化（r=-0.72, p=0.019），导致其 V2 值降低 3 个单

位（84 vs. 87），印证过渡方言的声学混合性。 
3.2.4 [u]元音 
郧西话[u]的 F2 值（男 683Hz, 女 1004Hz）显著高

于普通话（504Hz）（Z=3.45, p=0.001），声学元音图

显示其分布靠近央元音区（ΔF2=179Hz），此现象与

语言接触导致的音系简化相关。[15] 
3.2.5 [ɤ]元音 
该元音的 V2 值差异最大（ΔV2=43），郧西话[ɤ]

前化程度接近前元音[e]（V2=76 vs. 82），而普通话[ɤ]
属典型央元音（V2=33），此特征可能源于中原官话的

底层影响[16]。  
3.3 性别变异视角下的元音声学差异 
3.3.1 生理-社会双维度差异模型 
通过混合效应模型分析（LMM），发现性别对元

音产出的影响存在显著主效应（β=0.67, p=0.002），其

作用机制包含： 
（1）生理因素：女性声道平均缩短 12.3%（r=-0.58, 

p=0.011），导致 F1 普遍提升 15-30Hz（Ohala, 1984）； 
（2）社会语言学因素：女性发音人更倾向使用“标

准变体”，元音空间离散度降低 28%（F_(1,30)=7.89, 
p=0.009）。 

3.3.2 主要元音的性别分化 
（1）[ɯ]元音的声学实现 
男性发音呈现典型央元音特征（V1=40），而女性

发音舌位高度显著提升（V1=19, Δ=52.6%），其 F1 值

降低 19Hz（ES=0.43），符合女性高元音产出偏好。 
 

元音 参数 男性发音人 女性发音人 差异幅度 显著性检验 

[ɯ] F1 (Hz) 488±21 469±18 Δ=19Hz t(58)=2.34, p=0.023* 

 V1 40 19 ΔV1=21  

[ɤ] F2 (Hz) 1689±45 1539±32 Δ=150Hz F(1,30)=9.12, p=0.005** 

 V2 76 54 ΔV2=22  

[a] 声学空间 椭圆面积=4.3B² 椭圆面积=3.1B² 紧缩 28% Hotelling's T²=6.78, p=0.013* 

注：B²为 Bark 平方单位；*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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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差异可能反映社会语言身份建构策略——女性

通过抬高舌位接近普通话标准。 
（2）[ɤ]元音的前化效应 
女性发音的 V2 值降低 22 单位（Δ=28.9%），F2

频率差值达 150Hz（d=1.12），声学表现趋近央元音[ə]
（V2=54 vs. 50）。这一现象与中原官话接触引发的音

系重组有关[16]，男性因社会网络封闭性更易保留方言

特征[17]。 
（3）[a]元音的空间压缩 
女性发音人的元音椭圆面积缩小 28%（图 4），离

散指数（DI）降低至 0.67（男=0.89），表明其元音产

出趋近标准变体的集中模式[18]，这种系统性紧缩可能

与推普政策下的语言态度相关。 
4 结语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声学实验与归一化建模，系统揭示了

郧西方言元音系统的声学特征及其社会变异规律，主

要发现如下： 
4.1 方言元音的声学定位 
4.1.1 与普通话对比：郧西话元音格局整体呈现西

南官话特征，与普通话差异集中于特定音位： 
（1）前低元音[a]：舌位较普通话高 205Hz（男）、

287Hz（女），前移 230Hz（男）、210Hz（女）（V1=100 
vs. 85; V2=58 vs. 45）； 

（2）高前元音[i]：舌位低移 273Hz（男）、80Hz
（女），后缩 530Hz（男）、811Hz（女）（V1=1 vs. 
0; V2=100 vs. 87）； 

（3）后高元音[u]：舌位低移 8 Bark 单位（V1=18 
vs. 10），声学空间向央区收缩（F2=683Hz vs. 504Hz）。 

4.1.2 性别变异：发音人性别对元音实现产生显著

影响（ICC=0.89, p<0.01）。具体表现：第一，在央元

音[ɯ]：女性发音舌位高度提升 29%（F1=469Hz→
330Hz）；第二，中元音[ɤ]：男性发音前移幅度达 42%
（V2=76 vs. 54） 

4.2 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4.2.1 方言归属争议：实验数据支持李蓝（2009）

的过渡方言假说，郧西话元音系统兼具西南官话（如 a
前化）与中原官话（如 ɤ 央化）特征，为方言分区提供

声学证据。 
4.2.2 语言接触研究：普通话影响导致方言元音空

间压缩（见图 1-2），印证"推普-方言"竞争模型中音系

简化的普遍规律。 
4.2.3 应用价值：发现方言者习得普通话的典型偏

误源（如 i 后移导致"衣-鱼"混淆），可为方言区语音教

学提供干预靶点。 
4.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几点研究局限：第一，样本覆盖范

围限于县城核心区，未来需扩展至乡村发音人；第二，

动态元音（如双元音/鼻化元音）未纳入分析；第三，

可以进一步结合 MRI 发音生理监测，建立方言音系的

多模态数据库。 
本研究首次运用实验语音学方法系统描写郧西方

言元音，填补鄂北方言声学研究空白。研究结果不仅为

方言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其方法论框架（分层抽样-标
准化采录-归一化建模）亦可推广至其他濒危方言的实

证研究。 

参考文献 

[1] 郧西县人民政府. 郧西县情简介[EB/OL]. 郧西县人民

政府网, 2024-05-28 [2024-09-01]. http://www.yunxi.gov. 

cn/zjyx/yxgk_40182/202003/t20200312_1949021.shtml. 

[2] 李蓝.西南官话的分区(稿)[J].方言,2009(1):16. 

[3] 黄雪贞.西南官话的分区(稿)[J].方言,1986(4):11. 

[4] 赵元任.湖北方言调查报告[M].商务印书馆,1948. 

[5] 郧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郧西县志[M].武汉:武汉测绘

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调查字表[M].商务印

书馆,1981. 

[7] Cronbach, L. J. Coefficient alpha 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ests. Psychometrika, 1951.16(3), 297-334. 

[8] Labov, W.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1966. 

[9] Boersma, P., & Weenink, D. Praat: Doing Phonetics by 

Computer (Version 6.3.09) [Computer software].2023. 

http://www.praat.org/. 

[10] Hillenbrand, J., Getty, L. A., Clark, M. J., & Wheeler, 

K.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of American English Vowels.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95.97(5), 

3099-3111. https://doi.org/10.1121/1.411872. 

[11] Makhoul, J. Linear Prediction: A Tutorial Review.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1975. 63(4), 561-580. 

https://doi.org/10.1109/PROC.1975.9792. 

[12] Haykin, S.Adaptive Filter Theory (5th ed.). Pearson. 2013.  



章慧                                                                         基于 Praat 软件的郧西方言元音研究 

- 85 - 

[13] Fastl, H., & Zwicker, E. Psychoacoustics: Facts and Models. 

Springer.2007. 

[14] 石锋,时秀娟.语音样品的选取和实验数据的分析[J].语

言科学,2007(2):23-33. 

[15] 时秀娟.汉语方言元音格局的系统性表现[J].方言,2006 

(4): 323-331. 

[16] 柯西钢.汉江上游鄂北片方言的地理格局及混合性特征

[J].方言,2010（01）:80-87. 

[17] Milroy, L. Language variation and social networks: A study 

of Belfast English[J].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1987, 

16(3): 1-25. 

[18] 时秀娟 .汉语方言的元音格局[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10:17 

[19] 贝先明,向柠.实验语音学的基本原理与 praat 软件操作

[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版权声明：©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
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2 实验设计
	2.1 语料采集
	2.2 实验流程

	3 实验结果与声学分析
	3.1 郧西方言元音格局
	3.2 与普通话的主要元音声学对比
	3.3 性别变异视角下的元音声学差异

	4 结语与展望
	4.1 方言元音的声学定位
	4.2 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4.3 研究局限与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