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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语系语⾔元⾳声学空间分布特征⽐较研究 

呼和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类学研究所 

本⽂⽴⾜“中国少数民族语⾔语⾳声学参数统⼀平台”，结合实验语⾔学、实验
⾳系学和统计学的理论和⽅法，采⽤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法，在⾳段（⾳
素）层⾯上，通过观察和⽐较蒙古、维吾尔和鄂温克等三种阿尔泰语系语⾔的元
⾳变体在声学空间中分布特征和变化规律，探讨了该三种语⾔元⾳变体在声学空
间中分布的差异性和共性；在⾳位层⾯上，通过分析和⽐较上述三种语⾔的⾳位
特点、⾳位范畴差异性和共性以及⾳位归纳规律，探讨了三种语⾔⾳位及其变体
在声学空间和感知空间中分布的差异性和共性，以及不同语⾔⾳位特征之间的关
联性、系统性和规则性等问题。如图 1 为蒙古语标准话词⾸⾳节短元⾳格局图（呼
和 b, 2016）。从图 1 中我们可以看到蒙古语标准话词⾸⾳节短元⾳⾳位及其变
体在声学空间中的分布特点和变化规律。 

本⽂的⺫标是从语⾳声学空间分布特征，探索语⾔之间的亲属关系，试图寻找实
证语⾔亲属关系的声学线索，为语⾳演变和语⾔亲属关系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和⽅

法，从⽽推动
语⾔亲属关系
特别是阿尔泰
语系语⾔亲属
关系研究。 

 

 

图1 蒙古语标准话词首音节短元音格局（国际音标标记位置为平均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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