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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疑问词韵律的语音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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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摘要*

本文从语音学的角度考察普通话疑问词在特殊问

句、是非问句、回声问中的韵律表现。来自四个发音

人的语音材料表明：疑问词与相应的动词结构在不同

类型的句子中有韵律上的区别。在特殊问句中，疑问

词是句子的焦点；而在是非问句中，动词结构是句子

的焦点。句子的焦点成分在语音上实现为语调重音，

因此，其词调拱度得以保留，有时得以加强，然而，

相应的非焦点成分的词调拱度会被压缩，有时就被简

化成平调。说话人通常会拉高整个回声问的调域，以

及扩张句中疑问词的频率范围，来表达惊讶的意义。

然而，材料并不支持音长和音强与焦点、非焦点之区

分相关联。 

关键词 韵律 语调重音 焦点 疑问词 特殊问句

 是非问句 回声问 

1． 引论 

在汉语普通话中，疑问词可以具有两个词汇功能：

一是在特殊问句中充当疑问代词，一是在是非问句或

者条件从句中充当非定指代词（indefinite pronoun）。

普通话特殊问句的标记小品词是“呢”，是非问句的标

记小品词是“吗”。然而，两种问句的标记小品词在普

通话中都是可以省略的，因此，一个问句就可能因此

产生歧义。例如，“谁”有两个可能的解释，一是表疑

问的“谁”，一是非定指的某个人；在下面例(1a)和(1b)

中，“谁”只有一种解释，在前句中是表疑问，在后句

中是非定指代词，因为两个句子都是有标记的；然而

句(1c)就可以有两种解读，因为疑问词“谁”在这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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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义的。 

(1) a. 谁来了呢？ 

     疑问代词/来-体标记/特殊问句标记 

     b. 谁来了吗？ 

     非定指代词/来-体标记/是非问句标记 

  c. 谁来了？i

     疑问代词（非定指代词）/来-体标记 

除了这种词汇歧义（lexical ambiguity）外，普通话的

疑问句还与回声问具有歧义性，因为普通话疑问句中

的疑问词并不像英语一样会移位到句首，而是固定在

原位（in situ）。因此，疑问句与相应的回声问并没有

办法区分开来，因为它们的词序是相同的。 

在其它语言中，比如韩语，这类歧义能够用韵律

特征来销歧，例如：语调重音（pitch accent）、边界

调（boundary tones）、音系词组（phonological phrasing）

等等（参见 Jun & Oh，1996）。一般而言，疑问成分

自然是句子的焦点，而非定指代词则永远不会成为焦

点。一个自然的期待性假设就是：在特殊疑问句中作

疑问代词的疑问词应该在语音上具有显著性，而在是

非问句中作非定指代词的疑问词在语音层面上则是不

显著的。在许多语言中，一个高调的语调重音往往是

用来表述焦点的（比如：Pierrehumbert， 1980；

 
i 中例句，a不需要语境就可以单说；如果“谁”表疑

问，c也可以单说；但是当“谁”不表疑问、作非定指

代词时，需要一定的语境支持。后面，当“谁”处于

句中位置，即：“你看见谁来了（呢、吗）？”，也是

相同的情况。这里有意思的是，不表疑问的“谁”大

体上可以有两种预设条件：其一，说话人和听者都知

道有人要来，说话人不知道有没有人已经来了，因此

发问，这里，“谁来了（吗）？”大体可以理解成 “有

人来了（吗）？”，口语中，也常用“有谁来了（吗）？”

来发问；其二，说话人和听者都知道是某个确定的人

要来，说话人不知道他有没有来，但由于说话人一时

想不起此人的名字或有某种忌讳不愿直呼来者的名

字，因此发问，这里，“谁来了（吗）？”大体可以理

解成“那个人来了（吗）？”，口语中，也常用“那谁

来了（吗）？”来发问。有趣的是，这第二种用法中，

“谁”是有定的。不过对此现象的讨论超出了本文的

范围，此处不赘。 

 42



Report of Phonetic Research 2005 

Pierrehumbert & Beckman，1988；Selkirk，1995；Ladd，

1996）。因此，虽然汉语是个声调语言，音高首先主

要是用来区分词汇意义的，但是，对于例句(1a)和(1b)、

以及歧义的(1c)之类的句子，期待它们之间在语调上

会有所不同，也是很合理的假设。 

本文是对汉语普通话疑问词之韵律的语音学分

析。文章通过检验特殊问句、是非问句和回声问中疑

问词和其他相应结构成分之基频（ F0 ）、时长

（duration）、音强（amplitude），来探讨上述不同句子

类型中疑问词的不同韵律表现。 

2． 研究方法 

材料 两个疑问词，“谁”（表疑问/非定指某个人）

和“什么”（表疑问/非定指某事、物），被选作实验目

标词，因为它们具有相同的词调拱度，“中高（MH）”，

虽然，“谁”是个单音节词，而“什么”是个双音节词。

在设计的实验用句中，目标疑问词分别出现在句首、

句中和句末。见例(2)： 

(2) a. 谁来了？ 

     疑问代词（非定指代词）/来-体标记 

 b. 你看见谁来了？ 

     你/看见/疑问代词（非定指代词）/来-体标记 

  c. 张三买了什么？ 

     张三/买-体标记/疑问代词（非定指代词） 

(2a)和(2b)中疑问词后的动词结构，以及(2c)中疑问词

前的动词结构，也是实验中需要测量的目标成分。(2a)

和(2b)中的动词结构“来了”与相邻的疑问词拥有相

同的词调拱度，“中高（MH）”，(2c)中的动词结构

“买了”也拥有一个相似的词调拱度，“低高（LH）”。

如引言中所述，以上句子都是三重歧义的：特殊问句、

是非问句、回声问。而且，在本文中，我们区分两种

类型的回声问：一种回声问是用在当听者没听清楚说

话人所言，要求对方重复；另一种回声问是用在听者

虽然听清楚了说话人所言，但是对说话人所言感到惊

讶，要求对方重复。另外，如前文所述，如(2)中的歧

义句是可以分别通过添加不同的问句标记解歧的，对

语音研究来讲，幸运的是两个问句标记，特殊问句标

记“呢”或者是非问句标记“吗”，都是高平调。这

样一来，对于(2)中所列的三个句子，我们为每个句子

都设计了代表六种不同类型的六个句子。而且，对于

所要测量的目标成分，疑问词、相应的动词结构、以

及问句标记，我们都控制了它们本身的词调拱度。 

接下来，我们为每个不同类型的句子都设计了一

个对话语境，以尽可能地提高所要采集的语料样本的

自然度。我们为特殊问句和是非问句设计了不同的回

答，而回声问则被设计成是对相关陈述的回应。为了

区分两类不同的回声问，我们将不同的补充性的描述

话语放在括号内，分别置于目标回声问的旁边，以此，

为发音人提供足够的信息。测试句与语境设计见文后

所附。 

发音人和实验程序 本文采录了四个发音人的

语料，两男（M1 和M2）两女（F1 和F2），年龄都是

将近三十岁。M2、F1 和F2 都在北京城区出生、长大，

M1 生于山东，15 岁时随家里迁移到北京城区，四个

发音人在家里及一般的生活、工作环境中都说普通话。

录音时，四人均是香港城市大学的研究生。 

所设计的每组对话都打印在一张 A4 一半大小的

纸上。录音前，对总共十八组对话进行人工随机化，

以确保相似的对话不会依次出现。对于每一组对话，

一个发音人朗读第一个句子（一个问句或者是一个陈

述），第二个发音人朗读第二个句子（对问句的回答

或者是对陈述句进行回声问）。十八组对话完成之后，

两个发音人调换角色，如此重复五遍。录音在香港城

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语音实验室的专业录音

室内进行，采用的录音机是索尼 PCM-R700 数字录音

机，话筒是 Shure SM-58。所采集的话语样本用 Kay

公司 CSL4400 语音分析软件进行分析。对于每个目标

句，我们分别测量了(1)疑问词、目标动词结构的最低

和最高基频值，问句标记的基频值（如果目标句中有

问句标记的话）；(2)疑问词、目标动词结构、问句标

记的时长；(3)疑问词、目标动词结构、问句标记的音

强峰值。 

3． 结果和讨论 

3.1 基频 
实验结果显示，特殊问句和是非问句中的疑问词

和相应的动词结构成分有语调上的不同。在特殊问句

中，疑问代词是句中焦点，从而吸引语调重音，因此，

疑问代词本身的词调拱度（MH）得到了保留，有时还

得到加强，然而句中相应的动词结构的词调拱度（MH

或 LH）则被削弱，有时甚至弱化成平调（M 或 L）。

比较典型的情况是，在特殊问句中，不管疑问词在句

中处于什么位置，句首、句中、还是句末，疑问词上

的基频最高值要远远大于句中相应动词结构上的基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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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值，而且，疑问词的基频上升幅度也要比相应动

词结构的基频上升幅度要大得多。而在是非问句中，

情况则刚好相反，相比疑问词，动词结构具有较高的

基频最高值和较大的基频上升幅度。 

图一至图三是发音人 F2 所发一组特殊问句和是

非问句的基频曲线图。每张图中，上面的两张曲线图

显示的是带问句标记的例子，下面的两张曲线图显示

的是不带问句标记的例子；其中，图一的例子中，疑

问词处于句首位置，图二的例子中，疑问词处于句中

位置，图三的例子中，疑问词处于句末位置。简便起

见，图中，英文缩写 WHQ 表示特殊问句，YNQ 表示

是非问句。

 

WHQ：  谁  来  了  呢？ YNQ： 谁   来  了  吗？ 

 

WHQ：    谁  来   了？  YNQ：    谁     来    了？ 

图一：特殊问句和是非问句的基频曲线例图（疑问词位于句首）。左上：谁来了呢？右上：谁来了吗？左下：谁来了

（特殊问）？右下：谁来了（是非问）？ 

 

WHQ:你 看 见 谁  来  了  呢？  YNQ: 你 看  见  谁   来  了  吗？ 

 

WHQ:你  看  见    谁  来   了？  YNQ: 你  看  见    谁   来 了？ 

图二：特殊问句和是非问句的基频曲线例图（疑问词位于句中）。左上：你看见谁来了呢？右上：你看见谁来了吗？

左下：你看见谁来了（特殊问）？右下：你看见谁来了（是非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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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Q: 张   三   买 了  什   么 呢？ YNQ: 张 三    买  了  什 么 吗？ 

 

WHQ: 张  三  买 了  什  么？ YNQ:  张   三     买  了  什 么？ 

图三：特殊问句和是非问句的基频曲线例图（疑问词位于句末）。左上：张三买了什么呢？右上：张三买了什么吗？

左下：张三买了什么（特殊问）？右下：张三买了什么（是非问）？ 

疑问词、句中相应动词结构、以及问句标记的具

体基频曲线最低值和最高值均值归纳如表一至表六所

列，均值后括号内所标是标准差，样本数均为 5。从

表中、以及图一至三中所例示，我们可以看到，所有

的发音人都倾向于保持或增强特殊问句中的疑问词本

身之词调拱度（升调），然而都倾向于削弱是非问句

中疑问词本身之词调拱度。同理，对于句中相应的动

词结构，在特殊问句中，其本身之词调拱度倾向于削

弱，而在是非问句中，其本身之词调拱度则倾向于保

持或增强。结果支持我们最初的假设：在汉语普通话

中，疑问词是特殊问句的句子焦点而动词结构不是焦

点；而对于是非问句而言，句中疑问词不是焦点，相

反，句中动词结构才是焦点。其在语音层面的表现就

是：焦点成分是句子的语调重音所在，因而其本身之

词调拱度能够得到保持、有时得到增强，然而非焦点

成分之词调拱度则会被压缩弱化、有时甚至弱化成一

平调。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由焦点、非焦点效果

所引起的句子成分的基频拱度之保持、扩张，或者压

缩、弱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说话人内和/或说话人间

的差异。也就是说，不同的说话人或者同一说话人在

不同的说话环境中可能存在程度的不同。一般来说，

如果焦点成分在前，句中非焦点成分基频拱度的压缩

要比焦点成分在后的情况下要厉害（参见：Gårding，

1987）。 

对于问句标记小品词的基频，如果疑问词不是位

于句末，问句标记的基频值与前面动词结构之基频最

大值类似或略低。然而有意思的是，如果疑问词位于

句末，问句标记的基频值就一定比前面的动词结构的

基频最大值要大。 

另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当疑问词处于句末位置

时，动词结构、有时包括后面的疑问词，出现嘎列声

（creaky voice），因为动词“买”是第三声，一个低

降升调，它在连续语流是个低调，其最低处往往实现

为嘎列声。当动词结构“买了”不是句子焦点的情况

下，整个动词结构、有时甚至包括整个后面的疑问词，

都可能成为嘎列声；然而当动词结构“买了”成为句

子焦点的情况下，动词结构可能由一个嘎列声开始，

但它总是可以实现其本身的升调，而且其结尾肯定可

以回复为正常的嗓音。在表五和表六中，我们用灰影

的格子表示在测量到的样本中有一个或者两个样本出

现嘎列声，如果测量的五个样本中有三个或者以上出

现嘎列声，那么整个格子就被标为“crea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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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疑问词、其后动词结构和问句标记基频均值（单位：赫兹；样本数：5），其后括号内为标准差（疑问词

位于句末，句子带问句标记）。 

疑问词 动词结构 句子类型 

发音人 L H L H 

问句 

标记 

M1 146(4) 178(4) 151(8) 174(12) 172(12) 

M2 135(7) 150(11) 127(9) 136(11) 132(10) 

F1 216(16) 289(21) 227(16) 229(19) 220(19) 
WHQ 

F2 216(11) 305(67) 200(22) 266(41) 238(30) 

M1 137(6) 151(8) 136(14) 179(12) 171(14) 

M2 140(8) 154(8) 127(4) 149(6) 132(3) 

F1 246(25) 285(13) 223(19) 266(13) 239(34) 
YNQ 

F2 256(15) 288(16) 211(12) 295(14) 260(13) 

表二：疑问词和其后动词结构基频均值（单位：赫兹；样本数：5），其后括号内为标准差（疑问词位于句末，

句子不带问句标记）。 

疑问词 动词结构 句子类型 

发音人 L H L H 

M1 146(10) 182(6) 156(13) 163(16)

M2 131(7) 156(10) 128(10) 131(9) 

F1 205(20) 268(29) 180(14) 190(18)
WHQ 

F2 210(120) 285(29) 178(16) 193(14)

M1 138(7) 151(6) 136(11) 182(16)

M2 132(2) 146(2) 124(5) 149(4) 

F1 240(19) 278(26) 228(22) 289(29)
YNQ 

F2 237(16) 268(17) 212(8) 307(9) 

表三：疑问词、其后动词结构和问句标记基频均值（单位：赫兹；样本数：5），其后括号内为标准差（疑问词

位于句中，句子带问句标记）。 

疑问词 动词结构 句子类型 

发音人 L H L H 

问句 

标记 

M1 152(9) 184(9) 147(3) 168(5) 160(10) 

M2 133(7) 146(9) 125(7) 131(10) 127(8) 

F1 210(27) 261(16) 196(13) 204(22) 207(13) 
WHQ 

F2 201(16) 271(21) 169(27) 225(35) 203(37) 

M1 143(8) 158(8) 144(10) 182(11) 177(8) 

M2 131(3) 147(6) 123(7) 147(8) 132(9) 

F1 232(3) 275(7) 216(10) 253(14) 236(23) 
YNQ 

F2 229(25) 264(35) 186(21) 273(35) 2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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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疑问词和其后动词结构基频均值（单位：赫兹；样本数：5），其后括号内为标准差（疑问词位于句中，

句子不带问句标记）。 

疑问词 动词结构 句子类型 

发音人 L H L H 

M1 138(6) 171(3) 135(10) 135(10)

M2 126(5) 137(10) 121(6) 129(4) 

F1 190(8) 261(13) 170(5) 176(9) 
WHQ 

F2 198(18) 262(21) 187(30) 209(33)

M1 138(11) 161(7) 142(7) 188(6) 

M2 130(5) 146(5) 124(2) 150(5) 

F1 240(22) 285(25) 221(35) 302(39)
YNQ 

F2 255(10) 272(10) 222(11) 294(6) 

表五：疑问词、其前动词结构和问句标记基频均值（单位：赫兹；样本数：5），其后括号内为标准差（疑问词

位于句末，句子带问句标记）。 

动词结构 疑问词 句子类型 

发音人 L H L H 

问句 

标记 

M1 115(11) 134(12) 113(6) 152(6) 177(14) 

M2 114(5) 122(5) 116(3) 133(6) 136(6) 

F1 Creaky 202(10) 178(19) 224(17) 253(27) 
WHQ 

F2 133(17) 180(9) 138(13) 231(27) 277(34) 

M1 90(4) 136(11) 106(2) 106(2) 118(2) 

M2 Creaky 128(4) 118(2) 119(3) 117(3) 

F1 Creaky 215(24) 192(34) 213(23) 238(15) 
YNQ 

F2 138(14) 180(11) 152(7) 192(25) 212(23) 

表六：疑问词和其前动词结构基频均值（单位：赫兹；样本数：5），其后括号内为标准差（疑问词位于句末，

句子不带问句标记）。 

动词结构 疑问词 句子类型 

发音人 L H L H 

M1 107(7) 136(22) 107(4) 157(22)

M2 115(5) 124(6) 115(8) 142(7)

F1 Creaky 193(9) 165(12) 206(9)
WHQ 

F2 144(12) 184(13) 155(10) 264(26)

M1 Creaky 134(8) 98(1) 102(8)

M2 Creaky 128(7) 117(3) 124(3)

F1 Creaky 232(12) 172(12) 172(13)
YNQ 

F2 Creaky 237(7) Creaky Creaky

上文我们已经阐述了特殊问句和是非问句中的

疑问词的语调表现是不同的，因此，像(1c)中那样具

有特殊问和是非问两读的歧义性问句，是可以通过韵

律（语调）来消歧的。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回声问中

疑问词的基频表现。如前文所述，本文区分两类回声

问：一是听话人没听清楚说话人所言，一是说话人表

述惊讶。表七中概括了包含“惊讶”这种情绪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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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声问中疑问词和句中相应的动词结构的基频均值， 均值后括号内显示的是标准差，样本数是 5。

表七：带“惊讶”情绪回声问中疑问词和句中相应动词结构基频均值（单位：赫兹；样本数：5），其后括号内

为标准差。 

疑问词 动词结构 疑问词 

位于句首 L H L H 

M1 153(21) 206(26) 193(24) 236(41) 

M2 146(5) 163(8) 145(9) 153(6) 

F1 211(28) 300(33) 232(29) 245(32) 

表惊讶 

回声问 

F2 217(28) 397(54) 308(36) 406(54) 

疑问词 动词结构 疑问词 

位于句中 L H L H 

M1 173(8) 217(15) 197(13) 234(25) 

M2 142(5) 168(5) 149(4) 152(5) 

F1 213(28) 327(30) 242(33) 260(38) 

表惊讶 

回声问 

F2 254(33) 392(70) 307(48) 396(110) 

动词结构 疑问词 疑问词 

位于句末 L H L H 

M1 132(11) 142(12) 138(15) 257(23) 

M2 121(2) 124(2) 127(3) 190(11) 

F1 142(27) 194(6) 185(16) 356(24) 

表惊讶 

回声问 

F2 193(17) 206(11) 186(9) 434(57) 

对比上表与表二、四、六中的相应材料，我们可

以观察到：在表惊讶的回声问中，疑问词的基频拱度

上升幅度要比在相应的特殊问句中大得多。只有一个

例外情况，就是发音人 M2，当疑问词位于句首位置时，

前者小于后者（回声问：163-146=17 赫兹；特殊问：

156-131=25 赫兹）。除了基频拱度上升幅度，发音人

倾向于提高整个表惊讶回声问的调域。从我们所测量

的数据上看，也就是说，表惊讶回声问中所测量到的

各项基频值通常都要比相应的特殊问句中的相应各项

基频值要大得多。而且，即使对于前面所讲的那个特

例，这条规律也适用。另外，提高句子调域，意味着

不仅是句中焦点成分的调域变高了，而且，句中非焦

点成分的动词结构的调域也提高了，尤其是当疑问词

不在句末的位置时，在发音人 M1 和 F2 中，动词结构

的基频最大值甚至要比前面的疑问词的基频最大值还

要大得多。在疑问词位于句末位置的情况下，虽然有

时非焦点成分的动词结构的基频最大值比在特殊问句

中时甚至会小一些，但在特殊问句中常见的代表动词

结构最小基频值的嘎列声，在表惊讶回声问中几乎不

出现（只在发音人 F1 中出现两次），这也表明整个句

子基频调域的提升。所有这些都表明：在表惊讶的回

声问中，说话人普遍地倾向于提高整个句子的调域，

以及扩展疑问词的基频拱度上升幅度，以此来传达惊

讶这种情绪。这也说明，虽然在特殊问句中疑问词是

句子的焦点因而是句子的语调重音所在，但在回声问

中，疑问词就需要额外的语调重音来表述“惊讶”这

个情绪意义。 

然而，对于另一种回声问，也就是表示说话人没

听清楚这种情况的，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并没有发现其

本身特有的语调特征。粗略地说，说话人所采用的语

调模式有时候类似于特殊问句，有时候更接近于表惊

讶的回声问，也就是说，基本上是介乎于两者之间。 

3.2 时长、音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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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特殊问句、是非问句、表惊讶回声问中疑问词的时长均值（单位：毫秒；样本数：5），其后括号内为标

准差。 

疑问词在句首位置 

发音人 特殊问 是非问 回声问

M1 198(11) 185(16) 204(14)

M2 296(9) 254(16) 221(24)

F1 187(22) 159(11) 234(27)

F2 209(7) 189(12) 321(39)

疑问词在句中位置 

发音人 特殊问 是非问 回声问

M1 148(13) 142(27) 144(16)

M2 185(21) 184(20) 173(12)

F1 184(16) 157(7) 212(13)

F2 195(19) 133(6) 259(38)

疑问词在句末位置 

发音人 特殊问 是非问 回声问

M1 298(8) 256(6) 255(11)

M2 299(8) 278(17) 241(34)

F1 422(28) 351(24) 280(32)

F2 367(43) 308(35) 369(23)

在普通话中，疑问词是特殊问句的焦点，焦点成

分在感知上比非焦点成分要来的显著。这种感知上的

显著性在语音的物理性上可以和基频（在句子层面表

现为语调重音）、时长和/或音强相关联。上文已经探

讨了基频的情况，下面，我们将讨论时长和音强。 

首先看时长。我们比较了三种可能产生歧义的句

子（不带问句标记特殊问句、是非问句和表惊讶回声

问）中疑问词的时长。三种句子中疑问词的时长均值

归纳如表八所述，其后括号内为标准差，样本数为 5。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时长材料缺乏一致性。虽

然，特殊问句中的疑问词的时长比是非问句中要大，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差别是不具有显著性的，这

可以从它们的标准差中显而易见地反映出来。只有在

表中带灰影的三组数据，其差别是显著的（注意：发

音人 F1 中，疑问词位于句末位置条件下的数据并未计

入，因为发音人 F1 有一个发音上的个人特点，就是在

发这类特殊问句时，总是习惯性地倾向于拉长句末最

后一个音节中的央元音）。比较特殊问句和表惊讶回

声问中的疑问词时长差异，材料也缺乏一致性。发音

人有时候拉长、但有时候又缩短表惊讶回声问中疑问

词的时长。 

本文也测量、比较了各类句子中疑问词、动词结

构、问句标记的音强峰值，但没有发现一致性、规律

性的差异：有时候，焦点成分的音强峰值最大；有时

候，非焦点成分的音强峰值较大；在少量情况下，甚

至是句末问句标记拥有最大的音强峰值。 

4． 结论 

本文主要结论可以归纳如下： 

(1) 不论疑问词在句中位置如何，在特殊问句中，

疑问词是句子焦点；而在是非问句中，疑问

词不是焦点，句中相应的动词结构是句子焦

点。 

(2) 四个发音人的材料显示：焦点在语音层面上

表现为语调重音。焦点成分，不管是疑问词

还是句中相应的动词结构，保持、有时加强

其自身的词调基频拱度曲线，然而相应的非

焦点成分则会压缩其本身的词调基频拱度曲

线，有时甚至弱化成一个平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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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表惊讶的回声问中，发音人普遍地倾向于

提高整个句子的调域，以及扩展疑问词的基

频拱度上升幅度，以此来表达“惊讶”这个

情绪意义。而表示听话人未听清楚说话人所

言的这类回声问，其语调表现基本上介于特

殊问句和表惊讶回声问之间。 

(4) 结果表明，歧义的句子如特殊问句、是非问

句、以及带惊讶情绪的回声问可以通过韵律

差别来消歧。 

(5) 没有有力的证据表明焦点与非焦点的区分在

语音上与时长或者音强相关联，虽然材料表

明，有时候发音人所发的疑问词，在作焦点

的特殊问句中确实比在作非焦点的是非问句

中要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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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honetic study of prosody of Wh-words in Standard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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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phonetic study of prosody 

of wh-words in wh-questions, yes/no-questions and echo 

questions in Standard Chinese. The production data from 

4 speakers show that there is a prosodic difference of 

wh-words and the corresponding VPs between different 

question types. Wh-words in wh-questions are the focus 

of sentence, whereas in yes/no-questions, VPs are the 

focus. The focused constituent is pitch accented so that its 

lexical tonal melody is retained and sometimes reinforced, 

while the lexical tonal melody of the corresponding 

unfocused constituent is compressed and sometimes 

reduced to a level tone. Speakers usually produce echo 

questions with a raised F0 register and an expanded F0 

range of the wh-words to convey a meaning of surprise. 

However, no consistent data suggest that either duration 

or amplitude correlates with the focus vs. non-focus 

distinction. 

Keywords:  prosody pitch accent focus

 wh-word  wh-question yes/no-question

 echo-question

 

附：实验所用测试句与语境设计（黑体表示目标句；圆括号内是对不同回声问语境的说明，不需要朗读；黑体并不

在实际测试卡片中显示，也就是说发音人并不知道哪个句子是实验所需要的；录音前，允许发音人事先熟悉卡片上

的对话内容，以便使对话尽量自然。） 

a． 甲：谁来了呢？ 

乙：张三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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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甲：谁来了吗？ 

乙：不，他没来。 

c． 甲：谁来了？ 

乙：张三来了。 

d． 甲：谁来了？ 

乙：不，他没来。 

e． 甲：张三来了。 

乙：谁来了？（乙没听清楚甲说的话。） 

f． 甲：张三来了。 

乙：谁来了？（乙以为张三不会来，所以虽然听到甲说“张三”来了，但还是很惊讶地问了一下。） 

g． 甲：你看见谁来了呢？ 

乙：我看见张三来了。 

h． 甲：你看见谁来了吗？ 

乙：对，我看见他来了。 

i． 甲：你看见谁来了？ 

乙：我看见张三来了。 

j． 甲：你看见谁来了？ 

乙：对，我看见他来了。 

k． 甲：我看见张三来了。 

乙：你看见谁来了？（乙没听清楚甲说的话。） 

l． 甲：我看见张三来了。 

乙：你看见谁来了？（乙以为张三不会来，所以虽然听到甲说“张三”来了，但还是很惊讶地问了一下。） 

m． 甲：张三买了什么呢？ 

乙：张三买了一本书。 

n． 甲：张三买了什么吗？ 

乙：不，张三没买什么。 

o． 甲：张三买了什么？ 

乙：张三买了一本书。 

p． 甲：张三买了什么？ 

乙：不，张三没买什么。 

q． 甲：张三买了一本语言学的书。 

乙：张三买了什么？（乙没听清楚甲说的话。） 

r． 甲：张三买了一本语言学的书。 

乙：张三买了什么？（张三不是学语言学的，因此，乙虽然听到了甲说的话，但还是很惊讶地问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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