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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边界信息在句中的分布
‘ , ‘

杨玉芳 孙 健
中国 科 学 院 心 理 研 究 所

,

北 京 ,

摘 要

用经过删除的语音歧义句作材料
,

研究了词边界信息在句中的分布
。

结果说明
,

在歧义句

中歧义音节是最重要的切分线索 向歧义音节的前后过渡也对词切分有贡献 歧义音节和过

渡以外的部分在一定条件下对切分有帮助
。

关键词 词切分 语音歧义句
,

歧义音节
,

过渡
。

引 言

词切分问题在言语加工中占有重要地位
。

在过去二十年中
,

对与知觉相关的 词 边 界

声学语音学线索已作了不少探讨和研究
。

这些研究中
,

大部分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音位或音节随其相对于边界的位置
,

在音段和

超音段层面上发生的声学语音学变化
。 〔’〕根据前人的研究结果

,

把词边界声学 语

音学线索分成三类
。

一是边界音段
,

如喉塞音和词首元音的喉化 二是频谱现象
,

边界可

能引起音位变体和协同发音程度的变化 三是时长现象
,

音段时
一

长会随其相对于边界的位

置发生变化
。

这三类线索的表现形式和对切分的相对重要性在各种语言中是不 同的
。

他研

究了荷兰语中处于 和 位置的元音和辅音在时长上的变化
,

发现边

界前元音的衰减时间
、

辅音时
一

长和边界后元音的上升时间有系统变化
。

知觉实验 研 究证
明

,

其中辅音时长对词切分有显著影响
。

等 〔“ 〕研究了英语词音联知觉线索在短

语中的位置
,

发现词音联总是位于词 的起始部分
,

偶尔也在词尾出现
。

许毅 〔 研究了 由相

同音位系列构成的二字组内部和字组之间由于音联等级不同而造成的对立
,

指 出 对 立 的

主要表现是起首音位在二字组前字里比在后字里辅音性增强
。

还有一些研究涉及到句子的分布特征
, 〔 〕用除去一切音段信息

、

保 留原句韵

律学特征的无意义重复句作实验材料
,

证明话语的重音分布模式和节奏是词切分 的 重 要

线索
。

等 〔 】用信噪比为一 的六音节话 语研究类似的问题
,

结果证明
,

听者可以

有效地利用音节时长分布确定词边界的位置
。

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是
,

汉语普通话的词边界信息在句中的分布
。

具体地说
,

要探讨词

边界前后音节
、

音节间的过渡以及语句的其它部分刘
一

词 切分的影响
。

犷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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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语音材料

为探讨 上述问题
,

设计了二十七个语音歧义句
。

每句 由相同的音节序列构成
。

因切分

方式不同
,

可 以有两种读法
,

形成两个意义不同的语句
。

称其为语音歧义句是为有别于书

面语切分研究中使用的文 字歧义句
。

句 中既能与前面音节
,

也能与后面音节搭配 成 词 的

音节
,

称为歧义音节
。

下面是几个例句及它们的两种读法
,

其中的歧义音节用下标圆点标

出
。

昂 贵 的 书 包 装 是 饰 很 美
。、夕了、,产、产,咨,

发 展 中 国 家 电 的 问 题 急 待 解 决
。

一一 一 一

一乒 乓 球 拍 卖 完 了
。

一 一 一—一 一栽 种 牡 丹 花 费 时 间
。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尊 贡 人 才 是 最 亚 要 的

。

一一 一荔 枝 果 真 甜
。

— — 一

—一根据歧义音节构成的词类
,

这些歧义句大致可 以分成三类
。

第一类
,

如
、

句
,

造成

歧义的音节构成两个名词的一部分 第二类
,

如
、

句
,

歧义音节构成一个名词 和一个动

词的一部分 第三类
,

如
、

句
,

歧义音节构成一个名词 和一个连词或一 个副词 的一部分
。

每类共有九句
。

歧义句由发音人用两种读法读出
。

要求读得 自然
,

中速
,

无逻辑重音
。

本实验仅用一

名男发音人的语音样本
。

为研究句子各部分对词 切分的影响
,

将其中一些部分删除
。

有五种删除方法
。

删除歧义音节及其前音节的后半部分和后音节前半部分
,

观察歧义音 节和 过 渡

以外部分对切分的影响

删除歧义音节
,

观察相邻音节过渡部分对切分的贡献

如果通过删除方法 得到的语句对切分没有影响
,

则从每对句子中选出一个 ,

作为框架
,

然后把原句中歧义音节移入框架中
, 观察歧义音节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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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方法 得到 的 语句中歧义音节的后半部分删除
,
观察歧义音节前过渡的作

用
将方法 得到的语句中歧义音节的前半部分删除

,

观察歧义音节后过渡的作
用

。

在作上述删除后
,

对空 白时长稍作调 整
,

使各对语句的空白等于两句空 白时长的平均
值

。

每个语句语音样本的采集和删除都是通过 软件进行操作的
。

本实验的实验逻辑是
,

比较未作删除的语句 称为原句 和经过删除的语句的切分正

确率
,

确定知觉相关的词边界信息在句中的分布
,

以及各部分信息的相对重要性
。

实验程序

实验中原句和用五种方法作过删除的语句分别在六个实验模块中呈现
,

称为六 种 实

验条件
。

在每个模块中
,

各个歧义句产生的语句以随机顺序出现
,

每句重复 四次
,

各句之

间间隔为三秒
,

侮个实验模块问问隔五分钟
。

实验前
,

对侮位听者指出每个歧义句的两种读法和要求作的区分
。

实验中原句总是在

第一个实验模块中出现
。

这样
,

可以使听者熟悉实验所使用的语句
,

还可以确定原句正确

切分的百分数
,

作为与其它实验条件对
一

比的基线
。

删除了歧义音节和前后音节一半的框架句在第二个实验模块中出现
。

第二个模块完

成之后
,

对其中每个句子的切分正确率作统计显著性检验
,

看正确率是否与随机水平有显

著差异
。

根据检验结果找出正确率与随机水平无差异的框架句
。

其中的一部分用作第三

至六模块中的实验材料
。

这后面 四个实验条件的出现在听者中做到顺序平衡
。

实验 由一台 微机进行控制
。

语句回放出的同时
,

显示器屏幕 上出现歧义句

的两种读法
。

显示的读法包括歧义音节和前后几个音节及词界的位置
。

两种读法分别标

记为 和
。

听者的任务是判断听到的语句的读法
,

即切分方式
。

通过按数字键 或 作

二择一的反应
。

听者的反应由计算机 自动记录
。

实验在隔声室进行
,

背景噪声不大于
。

有十五名听者参加实验
,

他们讲标准的普

通话
,

无听力问题和耳疾
。

实验结果

首先分析条件一和二
,

即用未经删除的自然语句和删除了歧义音节及前后过 渡 的 语

句得到的实验结呆
。

在每种条件下
,

有三种歧义句类型 分别用
, ,

表示
,

每类有

九句
,

每句有两种读法
。

因此每种条件下有二十七个歧义句
、

即五十四个语句
。

在计算词

表 实验条件一和二的词切分正确率 拓

类 型 条件一 条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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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分正确率时
,

以歧义句为单位
,

取对两种读法的切分正确率的平均 险
。

表 给 出在条件

一和二下三类歧义句词切分正确率
。

从表 可以看出
,

未作删除的语句
,

平均切 分正确率达到 肠
。

三种类型间正确率

存在差别
。

第一类语句切分正确率最低
,

为 肠 其它两类正确率相近
。

删除了歧义音

节和前后过渡的语句
,

切分正确率平均为 帕
,

三类语句间差异不大
。

对于条件一和二结果的 分析说明
,

条件的作用显著
, 二 ,

,

类型 间差 异 显 著
, , ,

句 子 差 异 也 显 著
, , 二 ,

条件和句子
,

条件不类型间交互作用不 显 著 分 别 为
, 。

对条件二的各歧义句切分正确率作统计显著性检验
。

在条件二 下
,

正 确 率 最 高 为

帕
,

最低的为 肠
,

平均为 务
。

对每句的反应水平作二项分布检验
,

看其是否

与随机猜测有显著差异
。

检验结果是
,

有三句反应水平与随机水平差异显著 。 ,

还有一句几乎达到显著 二 。
。

根据对条件二的分析结果
,

从每类中选出在条件一中正确率较高
,

在条件二 中正确率

为随机水平的五个歧义句
,

作为其它实验条件下使用的语音材料
。

因此在条件三至六中
,

有十五个歧义句
,

即三十个语句
。

表 给 出条件三至六的实验结果
,

为便于对比和统计分析
,

同时列出了条件一和二下

相应的三十个语句的结果
。

表 六种实验条件下词切分正确率 拓

类 型 条件一 条件二 条件三 条件四 条件五 条 件六

平均

。

。

。

。

。

。

。

。

。

。

。

。

。

。

。

。

。

丁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结果的 分析说明
,

条件的作用显著
, 。。 ,

句子类型 的

作用显著
, ,

句子的作用不 显著
, ,

条件和类型间

交互作用显著
,

条件和句子间作用不显著
。

下面分析每种条件的

情况
。

条件三为删除了歧义音节的语句
,

与条件二 相比
,

保存了前后音节向歧义音节过渡的

部分
。

条件三的切分正确率平均为 帕
,

明显高于条件二
。 。。 检验结果说明

,

二

者差异显著
。

在三类语句中
,

第二
、

三类正确 率 高 于 第 一 类
,

且 差 异 显著
。

这一结果说明
,

前后过渡对词切分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

特别是当歧义音节成

为一个名词和一个动词的一部分
,

或成为一个名词和一个连词 的一部分时
。

条件四为删除了过渡部分的语句
。

与条件二相比
,

保存了歧义音节
。

条件四的切分正

确率为 肠
,

明显高于条件二
,

也高于条件三
。

检验结果说明
,

条件二三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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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三 四间差异显著 二 。

这说明歧义音节对于切分是极其重要的
。

在条件四中
,

第

二
、

三类语句的正确率明显高于第一类
,

且差异显著
。

条件五中的语句保 留了歧义音节的前半部分
,

切分正确率为 帕
。

检验结

果说明
,

条件五 与条件三之间无显著差异 二 , 了 ,

与其它几种条件间差异

均显著
。

与其它条件不 同的是
,

在条件五中
,

第一类语句的正确率高于二
、

三

类
,

其中第一类与第三类间差异显著 二 ,

第一与第二
,

第二与第三类间差异不显

著
。

这说明
,

歧义音节的前半部分也为切分提供了有用信息
,

特另是 当歧义音

节构成两个名词的一部分时
。

条件六保留了歧义音节的后半部分
,

切分正确率为 肠
。

检验结果说明
,

条件六与其他几种条件间差异均极为显著
。

对于条件六
,

第二
、

三类语句正确

率明显高于第一类语句
,

且差异显著
。

讨 论

本文的 目的是用语音歧义句作材料
,

用删除法研究词边界信息在语句中的分布
。

所考

察的语句部分包括歧义音节
、

歧义音节的前后音节向歧义音节的过渡部分
,

以及歧义音节

和前后过渡以外的部分
。

得到的主要结果是
,

对于歧义句而言
,

切分的最重要线索是歧义

音节本身 歧义音节的后半部又比前半部更重要 , 前后音节的过渡也对切分提供了重要信

息 句子的其余部分有时也对切分有帮助
。

但它们对于不同类型语句切分的相 对重 要性

是有差别的
。

本实验结果表明
,

仅凭歧义音节
,

词切分正确率平均可达 肠
。

其原因可以从对歧义

音节的分析中找到
。

我们已 对六名发音人所读的语句中的歧义音节作了声学语音学分析
。

发现一个音节处于词首和词尾时
,

在音节时长
、

能量分布和基频 曲线的音域和形状方面
,

常常有显著差另
。

处于词首时
,

音节时长较短
,

辅音时长较长
,

能量极值在音节中较靠后
,

基频 曲线音域较高
。

这些因素的变化结合起来
,

可以使歧义音节在切分中占有重要地位
。

在歧义音节中
,

音节的后半部分
,

总起来说
,

比前半部分重要
,

其间的差异在统计上是

极显著的
。

这点与 “ 用英语所作的研究结果不同
。

在英语中词边界线索
,

除了

以 和 结尾的词外
,

都是在紧靠边界的词首
,

其中词首的喉塞音和元音的喉化最为重

要
。

造成差异的原因可能是
,

在汉语中
,

音节处于词首和词尾时
,

不但音段的某些特征发

生变化
,

在超音段层面上分布在音节中的声调 曲线形状和音域等也发生变化
。

而且
,

在语

流中
,

声调的连读变调模式可能比音段的变化更稳定更可靠
。

这一点
,

可以从语音学研究

中得到证砂
。

歧义音节前后音节的过渡部分对词切分也是有贡献的
。

就是说
,

前音节的结 束 和 后

音节的开始方式上的变化
,

为词切分提供了线索
。

仅靠过渡部分提供的信息
,

切分正确率

可达 帕
。

语句中除歧义音节和过渡以外的部分
,

在 口 语词切分问题上没有作过单独研究
。

本实

验结果说明
,

这些部分有时也对切分有帮助
。

在条件二使用的二十七个歧义句中
,

有三句的

切分正确率与随机猜测水平有显著差异
,

占 肠
。

正确率高于错误率但统计上差异不 显

著的有二十一句
。

语句的这些部分中究竟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
,

暂不作仔细探究
。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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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理由是
,

人的发音活动是有高度计划性和组织性的
。

因此
,

词切分线索可能不仅仅

集中在边界两侧的音节中
。

还有一点值得讨论的是
,

语句的这些部位对于不同类型语句的切分来说
,

相对贡献是

不 同的
。

当歧义音节构成一个名词和一个动词或连词一部分时
,

歧义音节和前后 过 渡 的

作用大于其成为两个名词一部分的情况
。

这可能是 由于在前一种情况下
,

歧义音 节 相 邻

的不仅是词界
,

同时还是词组或短语边界
。

但歧义音节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相 对 重 要

性与语句类型的关系却是相反的
,

前半部分对第一类语句切分贡献大
,

后半部分对第二类

语句贡献大
。

对此
,

尚未找到适当的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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