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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珸学刃者的日悟二逹元音没音特征研究

一以「アイ」和6Gai''力例一

北京ﾘ市萢大学雅林lm.Zlang@bnu.edu.cn

摘要

日珸的二逹元音弓双珸的夏餉母呈有相似之赴，但性辰各昇。本文以

「アイ」与60ai''方例，比較了中介珸匂母悟、目的珸的声学特征。母珸

弓目的悟的共振峰軌迩及共振峰在吋同域上的斜率変化存在明星差昇，中

介珸怠体上介干両者之同，表明学刃者在「アイ」的芦出泣程中，受到了

64ai''的影ﾛ向，但井非完全用6dai''代替。此外，初、中、高三十級別的学

刃者的刃得水平息体上呈現出U友展的趙勢。

美鍵同：二逹元音夏釣母声学特征珸音刃得

日珸毎十音拍（促音、披音除外）中通常只有一十元音，在自然珸流

中，位子同一珸素中的両小相郭元音有吋会超越単純的前后夛列美奈，杓

成近似夏合元音的音朕，日珸中将迭稗現象称之方“二逹元音"･不是所有

相郭元音都能杓成二逹元音,“所渭二逹元音,是指ｲ氏元音[a]、半高元音[o]

后面逹接高元音[i][m],或后元音[m]逹接前元音[i]的音朕｡即:/ai"au"oi/hli/
等達鋲的元音中的[-i][-m]的舌位由原来的位置向中央皐挽，音色比原来模
糊,在所感上較接近夏合元音"(朱2008)｡例如はいﾛ唖]､サウス[s旦LLIsm]

等。

在教学中，我ｲi]姪常没現学刃者没的「アイ」明起来不太自然，甚至

有点像沢珸的夏鈎母/ai/･沢珸的夏鈎母/ai/是夏合元音,且所感上与日悟｢ア

イ」有一定的相似之赴，学刃者在二連元音的刃得上根可能受了母珸的影
ﾛ向｡那公，学刃者的母珸、中介珸、目的珸的笈音特征之同存在什公朕系？

不同水平的学刃者的没音特征之伺有何差昇？本文以「アイ」弓4@ai''｣"
例，通泣比較母悟、中介珸、目的珸的声学特征，考察中国日珸学刃者的

日珸二逹元音刃得状況。

】力了便子区分,本文将日悟二連元音/ai/妃方｢アイ｣,沢悟夏駒母/ai/妃方G3ai'',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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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アイ」匂"ai"的声学特征

「アイ」弓d6ai'',圦音括杓成上看,両者的前部音素都属干低元音，

后部音素都友生不同程度的央化，両者在所感上有相似之赴。但圦声学特

征上看,両者存在着恨大差別：“日珸中的アイ中，ア匂イ前后的函ｲ､元音

互不干抗,中同有明晶的界銭｡Fl､F2圦原来的聚一下子就到了散的位置，

中同辻渡扱短，几乎是突変的。双悟的ai,也是[al和[i]的結合，但宮圦[a]

升始逐漸向[i]的方向滑功，整介泣程就是一介滑劫泣渡的泣程，看不出明
晶的突然結変的界限，而且最后的落点井不在[i]的位置上而是接近前央元

音[E}''(朱1981)｡
迭里提到的"聚"和"散"是指Fl与F2的同距，単元音[a]的Fl、F2的

同距較小，而[i]的Fl、F2的同距較大。我ｲi]取得的最音祥本中，日本人
的「アイ」和中国人的60ai''所表現出Fl、F2軌迩，与上述描述是基本

相同的。如圏l所示：「アイ」的共振峰FI、F2表現出明晶的特征“媛一

急-暖”的走勢,Fl、F2圦[qJ急居り的滑向[i]的方向，而G6ai''是圦[a]平穏
的滑向[i]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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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没音人

中国日悟学刃者(下文筒称CNS):北京某大学日珸考並的本科女生，
自幼生活在北京,元1年以上国外生活経厨｡父母至少有一方也是北京人。

根据学刃日珸年限分力三俎，毎姐5人：初扱俎（下文筒称CI)、中級蛆

（下文筒称CML)和高扱俎(下文筒称CSL),学刃日珸年限分別力1年、

2年、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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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珸者(下文筒称川s):末京某大学本科女生，自幼生活在末京，不
会悦沢珸，元1年以上国外生活竪厨。父母至少有一方也是末京人。

2.2悟料

所逸珸料除了零補音音措外，述逸取了部分非零補音音捕。考慮到元

音匂補音的坊同友音、以及声凋差昇可能会対元音的声学特征芦生一定影

ﾛ向，商科珸吉音枯中的補音、声凋尽可能相似2．具体如下：
表1実醗悟料表

2.3実醗泣程

毎十音措清友音人按正常珸速朗瑛4iE,CNS分別漠双珸和日珸珸料，

川S只漢日梧珸料。通泣麦克凡和外冒声-辰輸入屯脳，采祥率44.llmlz,

以wav格式存緒，逸取第2、3通没音用干珸音分析。最音后，使用珸音

分析軟件PIaat測量共振峰的叛率値，提取姪辻吋同旧一化赴理后的20+

測量点的第一共振峰(Fl)、第二共振峰(F2)的数据。数据銃汁、作團

在、Excel中遊行。

3実醗詰果

3.1初級姐学刃者(CI)的笈音特征

圦團l中我ｲi]已姪看到：「アイ」与GGai''在圦前部音素向后部音素滑

劫的泣程中，泣渡段的“緩急”程度有較大的区別。因此，下面将圦共振

峰滑功軌迩的差昇,即Fl､F2在吋同域上表現出的変化激烈程度,対<6JNS-

アイ"、6dCI-アイ，'及G4C几-ai''遊行考察。

首先，測定井汁算吋同旧一化后毎介測量点上Fl、F2的平均値，用

毎介測量点上F1、F2的均値禁制出上述三者在吋同域上的共振峰模式圏

2在遊行本実醗之前，筆者用自己的没音倣了准各実醗。実醗珸料力：双悟一

z(ai)/哀(ai),日珸－愛(失高型)/哀(平板型)。笑強表明，声凋対沢珸或日

悟的共振峰F1、F2的瀕率値均没有明晶影ﾛ向。但考虐到沢珸的第一声、第四

声分別-弓日悟的平板型、失高型声凋在音高変化上有一定的相似之赴，本章的

珸料尽量碗保了官ｲ｢]之同的対匝美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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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圏2)。

圦團2可以看

到:JNS-アイ弓

CJL-ai除在起止瀕率

上存 在差昇外，

C几-ai在滑劫軌迩上

也要平媛的多；而

C几-アイ的F1、F2,

元陀在起止顔率述是

滑功軌迩的緩急程度

上，基本都赴干上述

両者的之同。

由此不唯看出，

C几在アイ的没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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圏2JNS-アイ、C几-アイ、ai的共振峰模式圏

一定程度的受到了来自母珸的影ﾛ向。迭稗影ﾛ向主要来自両十方面：第一，

在俎成「アイ｣、@6ai''的前后函令単元音音素的舌位特征上，沢珸弓日珸

存在差昇；第二，二逹元音与夏合元音（夏餉母）在共振峰的変化特征上

存在差昇。

曹(1994)利用共振峰在吋同域上的斜率変化，分析了双珸夏合元音

(/ao/和/u/)之同在功志特性上的微呪差昇，没現共振峰斜率変化在吋伺

域上的分布対干夏合元音的区別有重要作用。本文中的「アイ」弓6Gai''

的共振峰軌迩既然存在“媛急”的差昇，那久官ｲ｢]的共振峰在吋同域上的

斜率変化也将有所不同。因此，我ｲi]首先根据毎姐Fl、F2値和音若的平

均吋-Kg,分別汁算出毎姐F1、F2軌迩的“怠体斜率"。即：

思体斜率=頻率怠体変化量(共振峰最大償共振峰最小値)坪均吋伝

然后，求出同一条共振峰軌迩上毎↑測量点相対子前一介測量点的之

同的“点同斜率",及其与慈体斜率之同的斜率萬差。由子実醗中毎条共振

峰軌迩取了20十吋同旧一化的刈測点,所以汁算点同斜率吋,相郭西十刈

測点之同的吋任皮力:音請的平均吋俟除以19十分段｡毎条共振峰軌迩上

位子起始位置的測量点前面没有弓之相比較的数据，因而圦第二小測量点

升始汁算点向斜率（即：2コ､IE20)。即：

点同斜率F1=第N-1十測量点的共振峰値-第N小測量点的振峰値／

（平均吋一長/19）

点同斜率F2=第Nイ､測量点的共振峰値-第N-1十測量点的振峰値／
（平均吋一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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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率高差=点同斜率-怠体斜率

当点同斜率与愚体斜率的高差三0吋，表明相令晒小測量点之同的叛

率変化幅度大子或等干整体的平均変化幅度；当点同斜率与忌体斜率的差

く0吋，表明相祁両十測量点之同的頻率変化幅度小干整体的平均変化幅

度。

力了遊一歩考察mS-アイ､C几-アイ及CI-ai的共振峰叛率在吋同域

上的姑杓特征，我ｲi]将三蛆F1、F2的“斜率寓差”数据分別作圏3a、3b

（鍬袖上的零刻度表示怠体斜率所在位置),可以看出:三者在吋同域上的

共振峰変化趙勢有着明晶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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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a(左)、圏3b(右)F1、F2的斜率寓差在吋伺域上的分布

Fl:

三姐数据圦起始測量点到第7十測量点之伺的斜率高差都是負偵，即

点同斜率小子息体斜率。迭悦明元陀是「アイ」述是66ai'',在初始防段

舌位高ｲ氏状志都是相対稔定的。

圦第7十測量点升始到第15令測量点,JNS-アイ的斜率萬差上升方正

値，且在迭一区同友生了急居り変化，部分区同的点伺斜率近近超泣愚体斜

率。第15今測量点之后，其斜率萬差回落至負偵，悦明舌位高低変化再次

遊人相対平穏的状志｡因而圦愚体上看,JNS-アイ的舌位高ｲ氏変化在吋同域

上表現出明晶的“暖-急-暖”詰杓。

弓之相比,C几-アイ、C几-ai的Fl的点同斜率呈然圦第8小測量点

升始超泣了怠体斜率，但在前后音素的協同没音区同（由/a/向/i/結変）的

変化量都近近小干mS-アイ｡在第8小測量点之后的F1軌迩変化泣程中，

両者的点同斜率始鍵保持着高子或接近子怠体斜率的状志,悦明在整十F1

幼志詰杓中，両者在舌位的高ｲ氏方面除了起始防段較力平穏以外，其他区

同一亘赴子滑功変化状志。迭商者在吋同域上的変化量分布逸没有J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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アイ那公集中,共振峰軌迩的恩体拮杓相対媛和,5JNS-アイ有明品区別。

F2:

与F1相似,三俎数据圦起始測量点到第7ｲ､測量点之同(愚体的30%

左右）的点同斜率均小子息体斜率，悦明元捻是「アイ」述是G6ai'',在

起始I介段的舌位前后状志都是相対稔定的。

JNS-アイ的点同斜率友生急居I変化的区同位子第7～16ｲ､測量点之同，

第9～13小測量点伺的点同斜率高迭怠体斜率的2倍｡第16十測量点之后，

斜率萬差回落至負値，舌位的前后変化再次遊人相対平穏的状志。弓F1

的情況相似,JNS-アイ的舌位前后変化在吋同域上也表現出明晶的“媛一

急-媛”的詰杓。

再来看看C几-アイ,F2的変化泣程中，点同斜率大子怠体斜率的区

同位子第7～17十測量点之同｡圦第17十測量点起,斜率高差回落至負値，

在吋同域上的怠体姑杓上呈現出"暖-急-暖"的趙勢｡但与JNS-アイ相比，

在共振峰変化較急的区同(斜率高差>0),CJL-アイ的斜率高差相対偏小，

即F2値的上升超勢没有JNS-アイ明星；而在整ｲ､泣程的后期，共振峰変

化較媛的区同（斜率高差≦0吋),CI-アイ的斜率高差却相対偏大,F2

値的平媛程度不如mS-アイ明星。

C几-ai的F2的変化趙勢与其F1也非常相似，起始防段的較力平稔区

同位子第7十測量点之前。圦第7小測量点升始的F2変化泣程中，点同

斜率始葵高干或接近干怠体斜率。也就是悦，在整十泣程中，舌位的前后

変化除起始I介段較力平穏以外，其他区同一亘赴干滑劫変化状志。里然團

3b中C几-ai的F2斜率高差数据銭也表現出中同高、両端低的走勢，但宮

的峰値較小，因而C几-ai的舌位前后変化在吋同域上没有出現大幅波劫。

迭弓JNS-アイ、C几-アイ在前后音素的坊同没音防段共振峰没生急居り変化，

而起始防段和結尾防段相対平媛的“媛一急-暖，，状志之伺存在一定差昇。

3.2中級姐学刃者(Cnm』）的笈音特征

与3.1中相同，我ｲi]先測定井汁算吋同旧一化后毎↑測量点上F1、F2

的平均値，用毎ｲ､測量点的F1、F2均値絵制出上述三者在吋同域上的共

振峰模式圏（圏4)。

圦圏4可以看到：①共振峰滑功的起止叛率方面，中介珸CML-アイ

的F1、F2都更接近母珸CMJ-ai;②圦軌迩的走勢上看,CML-アイ、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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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JNS-アイ平媛得

多。可児,CML的没

音不仮在起止舌位上

弓其母珸更力相似，

在吋同域上的顔率変

化分布状況身mS有

恨大不同。

因此可以推測，

母珸対CML-アイ没

音的影ﾛ向是客刈存在

的｡利用60mS-アイ”

GdCML-アイ”閨4JNS-アイ、CML-アイ、ai的共振峰模式圏
66CMI-ai''的共振峰値和平均吋俟，我ｲi]分別汁算出毎俎数据在Fl、F2

上的恩体斜率、点同斜率及斜率高差。将三俎F1、F2的“斜率萬差”数

据分別制圏5a、5b,可以看出:JNS-アイ与CML-アイ、CM"-ai在吋同域

上的共振峰変化趙勢有着明星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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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a(左)、團5b(右)F1、F2的斜率萬差在吋同域上的分布

F1:

JNS-アイ在吋同域上的共振峰変化趙勢已在3.1若中遊行了分析，迭

里不再重夏。下面主要分析CML-アイ匂CM"-ai,以及mS-アイ三者之

同的失系。在起始防段,CMJ-アイ的斜率高差呈然圦第8十測量点起升

方正値，但亘到第11十測量点迭一数値都未没生較大的波劫。在此之后，

斜率萬差的増幅較力明星。身之相近,CML-ai的斜率萬差在第10十測量
点升方正値后，圦第12点升始オ有了較力明星的増幅。可児，元姶是「ア

イ」述是Gdai'',呈然在初始防段舌位高ｲ氏状志都是相対穂定，但C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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アイ､ai的相対稔定区伺都占到了整体的50%以上,大子mS-アイ(30%)。

CML-アイ、ai的点伺斜率超泣,慈体斜率后,斜率高差在整体上也呈現

出“先増后減”的趙勢。但官1i]的最大増幅逸不及川S-アイ，且在吋伺域

上，高差方正値吋的跨度也要大子mS-アイ。脱明CML-アイ与ai前后音

素泣渡区同的頻率変化比較平媛，而川S-アイ在迭一区伺就比較急居り，前

両者与后者存在較大不同。

再看看斜率萬差変化的后期,CML-アイ的萬差圦第18十測量点之后

回落到負値，而CM"-ai始葵保持着正数偵状杏，悦明CML-アイ的舌位

高ｲ氏変化在整ｲ､幼志姑杓的后期又歩入了較方平穏的防段。然而，迭十区

同在吋同域上持禁較短，且与JNS在迭一区同的萬差数値有一定差距，因

此不能以此来礁定CML-アイ后部悟素上表現出典型的二逹元音特征。
F2:

与Fl基本相似,JNS-アイ、CML-アイ、CML-ai在起始附段的変化

量差依次由負値結方正値｡在点同斜率高子愚体斜率的区同,CML-アイ、

CMJ-ai的斜率萬差的増幅明晶小干JNS-アイ。在吋同域上,CML-アイ、

CM"-ai的斜率萬差方正値吋的区伺跨度也要大子mS-アイ。悦明CM"-

アイ、ai在前后音素辻渡区同的舌位前后変化没有川S-アイ急居り。

在斜率萬差変化的后期,CML-アイ的F2同祥也是圦第18小測量点

之后回落到負値，顔率増幅減小，悦明舌位前后変化在整小幼志詰杓的后

期又歩入了較力平媛的防段。但是，官弓JNS-アイ的萬差数値偶有較大差

昇,悦明CML-アイ后部音素在舌位前后変化的稔定程度上不及JNS-アイ。

33高級姐学刃者(C肌）的没音特征

与3.1中相同，

測算出66JNS-アイ”

<GCSL-アイ”

64CSL-ai''共振峰軌

迩上吋同旧一化后毎

介測量点Fl、F2的

平均値，用毎十測量

点上F1、F2的均値

絵制出上述三者在吋

同域上的共振峰模式

圏（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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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6JNS-アイ、CSL-アイ、ai的共振峰模式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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圦圏6可以看到：①共振峰滑劫的起止顔率方面,CSL-アイ更接近

JNS-アイ｡②圦共振峰軌迩的走勢上看,CSL-アイ整体也更接近mS-アイ。

CSL-アイ出現了弓JNS-アイ相似的、明晶的“暖-急-暖”趙勢,CSL-ai

的整体変化依然是比較平媛的。

用6GJNS-アイ''G<CSI-アイ''@6CSL-ai''的共振峰値和平均吋任，我ｲi]

分別汁算出毎俎数据在F1、F2上的,慈体斜率、点金斜率及斜率萬差。将

三俎数据F1、F2的“斜率萬差”制成團7a、7b,通辻團中折銭的走勢，

分析JNS-アイ、CSL-アイ、CSL-ai三者的共振峰瀕率変化在吋同域上的

錯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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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鎖）象．

g7a(左)、闇7b(右)F1、F2的斜率萬差在吋同域上的分布

F1:

在起始防段,CSL-アイ的萬差轄方正値后，出現了較明星的増幅，萬

差在整体上也呈現出"先増后減"的趙勢｡但是,宮的最大増幅値小干JNS-

アイ。男一方面,CSL-ai的高差呈然也圦第7介刈測点升始升方正値，但

亘到第15小測量点之前都没有較明星的変化。即便是在CSL-ai増幅最力
明晶的区同（第lll8刈測点),官的峰値也明晶小子CSL-アイ的峰値。

圦上圏可以推断:CSI-アイ弓mS-アイ前后音素泣渡区伺的頻率変化比較

急居り，而CSL-ai在迭一区伺相当平媛，前両者与后者存在較大不同。

在整十変化泣程的后期,CSL-アイ的斜率萬差圦第17十測量点之后

回落到負値，而CSL-ai始葵保持着正数値状志，悦明CSL-アイ的舌位高

ｲ氏変化在后期又歩入了較力相対平穏的附段,而CSL-ai価然保持者不断変

化趙勢。

圦整体上看,呈然CSL-アイ在前后音素泣渡区伺的顔率変化不及JNS-

アイ急居り，但一定程度上也表現出了“暖-急-暖”的変化造勢。相比之下，

CSL-アイ在整体走勢上弓mS-アイ比較接近，而与CSL-ai有較大不同。

悦明CSL在「アイ」的舌位高ｲ氏変化上受母珸的影ﾛ向較小，已姪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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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掌握了「アイ」的舌位高低変化特征。

F2:

在起始防段,CSL-ai、CSL-アイ、mS-アイ的斜率萬差都錘厨了由負

値轄方正偵的泣程｡在前后音素的泣渡区同，呈然CSL-アイ的最大増幅不

及mS-アイ，但両者都表現出了明星的提升泣程，而CSL-ai在迭一防段

的提升幅度小干前両者。在吋同域上，正値区同跨度表現力CSL-ai>CSL-

アイ>JNS-アイ，悦明三者的舌位前后変化急居り程度在迭一区同依次逸増。

在整介変化泣程的后期,CSL-アイ弓mS-アイ的F2都是圦第17↑測

量点之后回落到負値，顔率増幅減小，悦明舌位前后変化在整介辻程的后

期又歩入了較力平穏的I介段。

4付捻

4.1「アイ」匂"ai"的共振峰分布特征

朱(1981)提到“日珸中的アイ中,ア弓イ前后的西十元音互不干抗，

中同有明晶的界銭。Fl、F2圦原来的聚一下子就到了散的位置，中伺辻渡

扱短，几乎是突変的｡”在團l上,JNS-アイ的前后西ｲ､音素也礁実表現

出了相対平穏的共振峰分布特征。

但是，在対「アイ」和G6ai''的幼志詰杓特征遊行考察后没現：元陀

是mS-アイ、CNS-アイ，逐是CNS-ai,在整ｲ､友音泣程中，共振峰(Fl、

F2)井不存在美似単元音那祥“平亘”的共振峰区同，而是圦没音的起始

防段就逐漸的下降(Fl)或上升(F2)。迭也正悦明日珸的アイ井非前后

両ｲ､音素（音拍）的筒単排列，ア和イ在坊同友音失系下杓成一十緊密街

接的整体。圦迭一意又上垪，「アイ」弓d$ai''是相似的。

同吋，在3.l至3.3的実職結果中我ｲi]也看到：「アイ」与Gdai''的共

振峰数値呈然整体上都赴干不断変化当中，但是両者的叛率変化在吋伺域

上的分布存在根大差昇。「アイ」（包括部分CNS的「アイ｣）在起始、結

尾両ｲ､区伺的叛率変化幅度較小，最明星的変化都集中在前后西介音素的

辻渡区同，迭一区同的吋伺跨度釣占整十変化泣程的40-50％；与之相対，

@4ai''的Fl、F2在姪泣了起始防段的叛率小幅変化区同后，没有出現アイ

那祥集中、大幅度的瀕率変化，而是一頁在以高子或接近平均変化量的幅

度向/"的方向推移。

由此可児，「アイ」弓$0ai''既有相似之赴，在吋同域上的共振峰叛率

分布上又有根本性的不同。対CNS-アイ的没音的相共考察，也正是囹焼

迭両者的上述特征遊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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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CNS-アイ的共同特征

除了圦「アイ｣、C4ai''的前后函十音素的舌位差昇（起止叛率）上考

察了三者的昇同外，我ｲi]述着重対三者在吋同域上共振峰分布特征遊行了

微刈分析｡分析晶示:在起始防段,CNS-アイ身JNS-アイ、CNS-ai美似，

有一介相対平穏的変化区同,咳区伺内共振峰的変化幅度較小之后,CNS-

アイ的共振峰轄入一十変化幅度較大的辻渡区同。在迭一区同中，中介珸

CNS-アイ的共振峰数値的変化比母珸CNS-ai急居り，但却比目的梧JNS-ア

イ平媛，吋伺域上的跨度基本上也赴在母珸弓目的珸之同；在結尾研段，

CNS-アイ的共振峰顔率変化再次出現減媛的造勢,-JNS在迭一附段的特

征美似，而CNS-ai(除CSL-ai的F2外）則一亘保持着較力活妖的変化。

CNS-アイ的減媛的幅度、吋同域上的跨度要小干JNS-アイ，基本上也赴

在JNS-アイ弓CNS-ai両者之同。

由此可児:CNS呈然対日珸的二逹元音有一定叺沢，没有完全用沢珸

的ai来代替アイ，但由干受到母悟影ﾛ向,CNS在アイ的没音上身JNSiZ

有一定差距。

4.3CNS-アイ的姐同差昇

(1)起止舌位

WJNS-アイ和

CNS-アイ的起始､鍵止

測量点数据絵制舌位示

意圏（圏8)，井根据各

点的Fl､F2値汁算CNS

5JNS的距萬（表2)。

拮果表明：在起始

点（ア）方面，随着学

刃錘厨的増加,CNS到

川s的距萬越来越短，

悦明学刃姪厨対ア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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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舌位的掌握有促遊團8JNS-アイ、CNS-アイ的起止点舌位示意圏
作用而在笑止点(イ)，

学刃姪厨的増加没有鏥短CNS到JNS的距萬,CML的舌位与JNS有恨大

差距，圦C几到CSL表現出U型的没展追勢｡“沢珸ai的舌位滑幼中，最

后的落点井不在[i]的位置上而是接近前央元音[E]''(朱1981)｡[E]的舌位比
[i]ｲ氏，在團8中，側S的落点舌位均比JNSｲ氏，可児CNS的没音在一定
程度上受到了母珸的影ﾛ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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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后音素泣渡

段的共振峰変化幅度、

泣渡段跨度（吋任）

実強結果晶示：

JNS-アイ与CNS-アイ

在泣渡段的共振峰変化

的幅度上有恨大不同，

而各蛆CNS之伺的変

化幅度基本上赴干同一

萢囿。例如：在測量点

表2CNS起止点到JNS起止点的同距

起始点同 隻止点同

ア イ

CJL到JNS 155 44

CⅣ皿到JNS 101 252

CSL到JNS 93 67

的点同斜率匂忌体斜率的高差方面,JNS的Fl､F2最高吋分別送到了3.09,

4.73,而三俎CNS則均未超泣2.0(F1)和3.0(F2),F1、F2在迭一I介段

的変化程度近不及JNS･在泣渡段跨度方面,圦アイ的変化量差曲銭圏(圏

3ab、5ab、7ab)中可以看出:JNS大子零的区伺釣占,怠功程的45%左右，

而CNS的迭一区同釣占,慈幼程的55%,且俎同差昇不大。

mS与CNS在泣渡段的差昇表明:CNS在二逹元音（アイ）的前后

両小音素的街接方面,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沢珸的影ﾛ向｡而CNS的姐同差昇

較小也悦明：二逹元音的刃得井未因学刃吋同的増加而友生明品改善。

（3）后期平穏段

共振峰在JNS-アイ的后部音素上表現出比較明晶的平媛段,迭一区同

的任短意味着二逹元音的后部音素（イ）的特征是否稔定。CNS的平媛段

的吋K二除了在怠体上小干mS外,各俎之同也表現出一定的不同｡F1的平

穏段吋任随学刃錘厨的増加而増加，而F2方面,CML相対C几、CSL略

短一些，弓婆止点的舌位一祥表現出了U型的茂展趙勢。

5小結

本文通泣没音実醗首先考察了日悟二逹元音｢アイ｣弓沢珸夏釣母66ai''

的在声学特征上的昇同，在此基朏上将学刃者所没的「アイ」与上述両者

相比較，圦共振峰叛率的整体分布、和吋同域上的劫志変化西小方面分析

了学刃者在咳友音上的特征,及与沢珸、日珸的共系,可旧納方以下几点：

l.圦共振峰珸圏的整体来看，「アイ」的前后両↑音素的共振峰相対

平穏、前后音素之同的界限比較明星，而G$ai''的前后音素之同没有明晶

的界限，迭与先行研究的結陀是相同的。需要ﾈﾄ充悦明的是，圦共振峰在

吋同域上的分布特征上看，元洽是「アイ」述是6@ai'',圦音枯一升始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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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力圦“聚”向“散”的方向不断ケ雅的超勢，前后丙十音素在整↑音苓

中都是相互影ﾛ向的，不同的是「アイ」与G6ai''在前后丙音素的泣渡吋所

表現出的頻率変化前者急居り，后者平媛。

2.圦共振峰軌迩上看，学刃者的「アイ」表現出弓母珸者相似的“媛一

急-緩”的特征，但在前后音素辻渡段的変化幅度逸没有母珸者大，変化幅

度的最大値匂36ai''変化泣程中的最大値相近。可児，学刃者呈然対日珸

的二逹元音有一定叺沢，没有用双珸的<dai''来代替「アイ｣。但由干受到

母珸影ﾛ向，学刃者在「アイ」的没音上弓母珸者述有一定差距。

3.初、中、高級学刃者在「アイ」的友音特征上表現出一定差昇。即：

在没音起始点的舌位上，学刃者与母珸者的差距随着学刃吋伺的増加而鏥

小；在没音葵止点的舌位上，則未能体現出明星改善，呈現中級低干初、

高級的U型没展現象。U型没展現象述出現在了「アイ」的后期平穏段的

持禁吋任上。男一方面，在前后音素的泣渡段的変化幅度上，学刃者未因

学刃姪厨的増加而没生明品改善。

参考文献

曹金ﾘ芥.1994.普通活餉母/ao/与/Ou/的吋叛坊変対比分析,匝用声学

[J].1994/02期,21-27
昊宗済，林茂仙主編.1989.実聡珸音学概要Ⅳ]・高等教育出版社
朱川.1981.双日珸音対比実強研究，珸吉教学与研究[刀.第1期,42-56.

朱春妖.2008.悟音洋解[M]・外珸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窪薗晴夫、本間猛.2002.音節とモーラmm.研究社

本文力“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並各費寺頭賢金資助"(SuWortedby@Gthe

Fm伽entalResearchFundsfbrtheCentlalUniversities")(探題名称:中国日悟

学刃者的日珸没音特征研究,SKZZX2013067),@C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一般頭目”（裸題名称：日悟珸音教学系銃研制,12YJA740103)成果的

一部分。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