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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中国语言 

使用的国际音标及附加符号 

孙宏开 江 荻 

[提要]本文是作者依据多年民族语言研究和音标使用的经验，结合国际音标的特点 

以及计算机应用的现状，收集归纳的一套通用且基本完善的音标符号系统。 

国际音标是研究语言必不可少的工具。国际语音学会公布的国际音标符号，实际使用时 

经常不够用。根据它的设计原理和说明，各国可以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设计或增补适合调 

查记录本国语言使用的国际音标符号。 

近年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以及汉语方言研究持续深入，新调查发现的语言和方言不断 

增多，语言的描述也越来越精细，同时，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强，音标无论在数字图书馆 

的建设、还是网络中的运用，以及在不同技术要求的软件系统的应用中，都凸显出迫切的需 

求性。为此，根据中国诸语言实际读音，归纳一套完善的符合国际音标准则的音标符号是非 

常必要的。 

本文按照辅音、元音、声调／轻重音／语调几个方面归纳出一个基本音标方案，其原则是 

既简便，又全面，而且还考虑计算机处理应用。 

辅音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描述： 

1．送气音一般情况主要指清塞音和清塞擦音区分送气音与不送气音，有些语言浊音也有 

送气与不送气的区别。清送气通常用3种方法表示： 

(1)在辅音符号后面JJI{h]表示，如【ph]、【th]、【kh]等： 

(2)在辅音后面右上角加小n表示。如[p“]、【t“]、【kh]等： 

(3)在辅音后面右上角加向上的小撇表示。如【p‘]、【t‘]、【k‘]等。 

浊送气 (包括清音浊流)一般在辅音后面加[fi]或[ ]表示，方法同清送气。如[bfi]、[b丘]、 

[gfi]、[g丘]、[出fi]、[出 ]等。 

如果语言中有送气擦音，如[S“]／[S‘]等，则描述上有弱送气和强送气的差别，但不另设 

音标表示。 

2．清化符号既可以加在辅音上，也可以加在元音上。一般在辅音或元音下面加小圈表示， 

如哪、【n]、[d]等。由于部分国际音标较长，如【q]、旧]等，不便于在符号下面加圈，也可以 

在符号上面加圈，如哺]、【 ]。另外，由于国际音标符号有3种宽窄，如窄的[I】、[i]等，中等 

这个音标方案基本在我们设计的一个实用音标字库中实现，并且已应用于汉语方言、藏缅、苗瑶、 

壮侗、孟高棉、南岛语等 125种语言／方言的数据库检索软件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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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n】、【a】等，宽的【m】、【tu]等，因此在计算机的使用或设计时应该考虑设置在各种宽窄不同 

符号的居中位置，如【l】、【n]、【m]等。 

3．自成音节符号一般在音标下面加一个竖道表示。如【珥】、【}】、【Y】等。也可以加在音 

标的上面，如[m]、[ ]、[ ]。添加的符号也要考虑音标符号的宽窄。 

表 1：辅音表 

一 辅 音 

双 唇 齿 舌 舌 卷 舌 舌 舌 舌 小 喉 喉 

唇 齿 间 尖 尖 舌 叶 面 面 根 舌 壁 门 

立  立  立  由 立  立  由 立  立  立  立  曰 曰 曰 日U 曰 曰 日U 曰 曰 曰 曰 

发音方法 ＼  立 立 立 立 曰 曰 曰 曰 

塞 清 不送气 p t t t C k q 2 7 

送气 ph th 也 th ch kh qh 2h ?h 

立 浊 不送气 b d d d J g G 曰 

塞 清 不送气 pf t0 ts t tC c kx qx 

擦 送气 pill tOh tsh tsh tSh tch c h kxh qXh 

立 浊 不送气 bv d6 dz 电 d3 dz 毋 gY Glf 曰 

O O 鼻 音 清 m n J1 日 

浊 m 田 n n J1 日 N 白 

边擦音 清 } 

浊 b 

边 音 浊 l 【 工 } 

O o 颤 音 清 r 【 R 

浊 B r 【 R 

闪 音 r 

擦 音 清 f e S § C X h h 

浊 13／w V 6 Z 3 Z j(i) Y lf 6 

● 半元音 浊 W U J J III 

4．舌根化符号是在音标的腰部加浪纹[~】表示。如舌尖中边音上加的舌根化符号【}】。其 

长度应考虑音标本身的宽窄。 

5．挤喉音符号在音标右上角加向下的小弯表示，如【p’】、【t'】、【s’】等。 

6．内爆发音或称吸气音，一般都是浊音。国际语音学会制定的音标符号是【6】(唇)、【d】 

(齿)、【f】(腭)、【 】(舌根)、【‘=f】(小舌)。中国语言中这类音很少作为音位性音素，建议 

在音标符号右上角加一小撇表示。如【b，】、【d，】、【g，】、【St】等。 

7．搭嘴音符号有双唇部位的，如【o】、舌尖中部位的用倒写【t】表示，如【 】。 

8．喉门塞音的符号有【 【9】两个，通常用长的。喉门擦音分别用[h】(清)和[fi】(浊)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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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喉壁音又称咽喉音，通常用【h】、【 】表示喉壁擦音，前者为清音，后者为浊音。但清 

擦喉壁音也有用【H】表示的。另外也有用喉塞音中间加短横表示喉壁塞音的，如【2】。 

l0．舌尖前音和舌尖中音又可通称为齿龈音；卷舌音又称舌尖后音；舌叶音又称齿龈后 

音；舌面中音又称硬腭音；舌根音又称舌面后音、软腭音；喉壁音又称咽喉音；喉门音又称 

声门音；半元音又称通音；边音又称边通音。舌面中擦音的符号是【j】，但一般习惯写成【i】， 

这就需要注意与半元音[i]的区别。 

11．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里有丰富的塞擦音，习惯用分体双符号表示，如上表。也 

有用连体双符号表示的。甚至还有用分体双符号，然后在符号上面加连体符号表示，如【rt 】。 

音标上面的连体符号有时也用来表示双部位的辅音，如【( 】。卷舌塞擦音和舌面前塞擦音有 

用同部位的塞音和擦音组合的，如[IN、【塔h】、【 和 9】、 9h】、【 】。但通常用辅音表中简 

化的塞擦音表示：【t 】、【d 、 】、【 】、【蜘、[d3】等。 

l2．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里有丰富的腭化音 (硬腭化)和圆唇化音。通常在辅音符号后 

面或者右上角加【j1、【w】表示，如【151、啊】、【 】，或者【tj 1、【bJ】、[gJ 1表示腭化；【 1、【gw]、 

【1w】，或者【n 】、【k 】表示圆唇化。但也可以在辅音符号右下角加小弯【 】表示腭化，如 、 

[1】、 、[b】、[n2等；在辅音符号下面加小【 】表示圆唇化，如【n】、【k】等。根据这些特殊用 

法，计算机的应用字库设计也应该考虑多种可能的形式。 

l3．语音中的各类变化现象非常复杂，因此还可能需要更多的附加符号来表示常见的细 

小变化。就辅音来说，一般还有咽化、元音化、软腭化、清化、浊化、成音节等等。咽化通 

常的符号是在辅音后面加n，如【g 】；软腭化是在辅音后面加【 】，例如[b 】；元音化指在辅音 

上面或下面加自成音节符号，如【z】(带摩擦的i或 1)、【v】(带磨擦的唇齿元音)；清化是在 

浊辅音上面或下面加小圆圈，如【b】、【初、【叫；浊化是在清辅音下面加 ，如【s】、【k】。 

l4．语音中有些发音属于双部位音，但一般用主要发音部位描述。个别情况下为了强调 

指出发音的双部位性质，则可以用其他音标表示。如较常见的双唇部位与舌根部位形成的双 

部位音：清音【M】，浊音【w】(注意与摩擦较轻的半元音区别)。 

表 2：元音表 

二 元 音 

一  日U 央 后 和舌位高低＼＼、 展唇 圆唇 展唇 圆唇 展唇 圆唇 
高 (闭) l y l H m U 

次高 I(1) Y u(国) 

中高 (中闭) e a 9 e Y O 

由 E 3 Q 

中低 (中开) ￡ ∞ 3 8 A 3 

次低 茁 B (O 

低 (开) a 伍 A Q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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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音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描述： 

1．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里经常使用的舌尖元音共 4个：【1】、【 】、 】、 】。前面两 

个不圆唇，后面两个圆唇，而且第二个和第四个有卷舌性质。这四个符号在元音表中体现不 

出来，请参见元音图。 

2．在【o】与【3】之间有一个下面带一个小辫的【o】符号，即【Q】。在[3]和[D]之间有一个圆唇 

的[u]符号。 

3．【u】有两种写法，除[u】以外，还经常用【国】表示。【I】也有用【t】表示的。 

4．在阿尔泰系语言里，有用【 】、 】表示【i】、【廿】的。在其他语言里也有用【‘i】表示不 

圆唇的两个舌尖元音【1】、 ，用【 代表圆唇的两个舌尖元音 】、 】。 

元音舌位图(参见下页) 

1 

z 

{ 
j-y 

； {

I y { 
B' { 

． 

一  

。  

± 

0 

笆 

＼ 
一 A 

Ⅲ -U 

U(0) 

相关说明： 

1．部分民族语言里元音有松紧对立的现象，通常，在元音的下面加短横表示紧元音。如 

[a]、【9】、【u]等。 

2．部分民族语言里经常使用卷舌元音，几乎国际音标中所有的元音都可以带卷舌色彩， 

不少语言卷舌元音具有音位价值。过去少数民族语言里的卷舌元音有多种表示方法，有的在 

元音后面N[d，有的加[J]，还有的在元音右上角加【 】或倒【 】。由于少数民族语言里有[r]韵 

尾，因此用[r]表示卷舌元音肯定不恰当。汉语普通话里通常用【 】表示儿化韵，但在语言描写 

时也有用卷舌元音的情况。故建议用元音右上角加【 】或倒【 】的方法表示卷舌元音。 

3．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里有丰富的鼻化元音，通常在元音的上面加浪纹表示。如闻、【6】、 

嘲等。但考虑音标有高低和宽窄的区别，计算机使用应分别设计使用适合不同元音的浪纹形 

附加符号。如【i】，【6】，【斫】。 

4．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里有长短元音的区别，有时还有半长元音。通常在长元音后面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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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在半长元音后面加[，】表示。如长元音[a：u】、[ 】等，半长元音[u’i】、[o，i】等。也可以 

在元音上面加小钩表示该元音为短元音，以示区别。如[ [ [5】等。 

5．部分民族语言里辅音和元音都有齿化现象，通常在元音下面加 】表示。如【S】、[d】、 

[u】、[y】、[ 】等。 

6．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里为了描写元音的舌位状况，分别在元音下面加 ：】‘‘高化”、 】 

“低化”、 ‘ 】“前化”、[ f】“后化”等符号表示，如[a】、[a】、[a】、[a o 

7．有时候为了描写更精细，还可添加一些其他描写符号。表示圆唇程度较高在元音下面 

加向右的半圆，如[p】，圆唇程度减低则加向左的半圆，如[ 】。气嗓音 (包括辅音)在符 

号下面加双点，如[a】、 】；挤喉音在符号下面加波浪纹，如[a】、 】；央化元音是[9】，但是 

描述元音央化则在元音上面加双点，如【旬；非音节性元音可以在元音下面加一个向下的半圆 

弧 如【殳】。 

三 声调、重音和语调 

I．汉藏语系的语言里经常使用的声调符号，有多种表示方法。 

(I)传统汉语音韵学在汉字或音节的四周加 8个不同的符号[ 】、[ 】、[ 】、[ 】，分别表 

示平、上、去、入各分阴阳。如【 a】、【 a】、【 a】、 a】、【 】、【 】、【 】、【 】等。普 

通话的四声分别在主要元音上加附加符号表示。如d、 、a、 等。西方一些语言学家往往 

也在字母上加附加符号表示声调。但各家的表示方法都是自行其是，无非是横：[ 、挑：[6]、 

撇：[ ]、弯：[ ]、戴帽：[ ]等方法，没有统一的标调方法。 

(2)用竖线 (也称竖棍)及变换竖线上的刻度高低和形状表示声调，如 《方言》杂志目 

前的声调符号。但仍然不能包括所有实际语言里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例如罗常培的绩溪方 

言记音中，出现了双曲折调等等。如[1]44调、[J]22调、[J]l3调、[1]53调。 

(3)用音标右上角数字表示声调，也是目前比较通行的一种标调方法。如：a 、a2、a3、 
a4

、 a 、a 、a 、a 、a 、a 。这种方法既可以标调值，也可以表示调类。既可以标变调，也 

可以标轻声。有些情况下，还有调值和调类同时标的现象，如苗语右上方标调值，右下方标 

调类：[~hu35 】“站”。变调都标在右上方，本调和变调之间用一横杠或点分开，如拉珈语 

[kou nau41“犄角”。 

2．阿尔泰语言里的重音一般在音节前面加一个小竖撇表示。如 。sapo，lie。ro等。有时候， 
一 个音节中有两个重音，一个是重音，另一个是次重音。次重音往往在音节前面的下角加小 

竖撇表示。汉语方言的轻声表示方法是在音节前加一个小点，例如西安话，mu2~,thou“木头”。 

3．语调或句调。往往在句子末尾加表示上升或下降的语调符号。如上升语调为／，下降 

语调为＼等。 

四 其 他 

1．研究古代语言时使用的构拟符号是 “ ，往往加在构拟的词语音标前面。根据拟测时 

代的久远，有的加两个到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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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年来，古音的构拟中采用音类构拟的办法逐渐增多，这时候可以用大写字母表示音 

类。为此，需要将各种常用字母的大写形式设计到计算机中。但是，这样的构拟有可能与已 

经采用大写字母形式的音素冲突，因此使用时需要注意区别和说明。 

3．国际音标出现在行文中需要加括弧时，应该用方头括号。如【p】、【a】等。但在表示音 

类或者描述音位变体时，代表音位的音标符号要放在两条斜杠之间，如，p／、／a／。 

4．根据国际音标有时会出现在标题上，或其他场合的需要，同一字母可以设计多套计算 

机用的不同大小和风格的字体和字号，包括黑体、粗体、斜体、空心体或其他艺术体。 

5．计算机用的国际音标还要考虑与其他文字或字体的兼容性问题，包括多文种混用时的 

技术兼容性和字形大小、字距或者行距的兼容性。这也涉及排版、打印的美观和印刷体标准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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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set of IPA symbols which，based on the authors’experiences in minority 

language investigations and studies，is suitable to the minority languages in China．The propo sal 

includes some special usages of IPA symbols in computers according to the applying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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