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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语实验语音学研究》

内容概要

《蒙古语实验语音学研究》是研究蒙古语语音学的学术著作，由声学分析和电子腭位仪分析两部分组
成。《蒙古语实验语音学研究》进行了一种声学参数对照，其目的是从声学角度对蒙古语诸方言土语
语音进行比较，从而探讨其内在发展规律。《蒙古语实验语音学研究》的整个方言土语语音的声学分
析方案由白音门德制定。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丛书·蒙古学研究丛书：蒙古语实验语音学研究》主要内容是：
这项研究得到教育部优秀年轻教师基金项目“蒙古语诸方言语音声学分析”（批准号：200011）、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向人机对话的蒙古语辅音声学模型研究”（批准号：10064001）和教育部重
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面向语音合成的蒙古语语音数据库”（2009JJD740013）的支持。由于三个项目
所使用的研究设备和方法不同，我们这个研究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声学分析部分，第二部分
为电子腭位仪分析部分。从第一章到第六章为声学分析部分，第七章到第十章为电子腭位仪分析部分
。
在“蒙古语诸方言语音声学分析”和“面向语音合成的蒙古语语音数据库”项目进行过程当中课题组
对蒙古语内蒙古方言的察哈尔土语、巴林土语、科尔沁土语、鄂尔多斯土语、土默特次土语、阿拉善
土语，乌珠穆沁次土语①，巴尔虎一布里亚特方言的陈巴尔虎土语、布里亚特土语，卫拉特方言，肃
北土语②、青海土语、郭尔罗斯次土语，咯尔喀方言以及俄罗斯境内的布里亚特语、蒙古国境内的布
里亚特方言进行了实地调查，按照统一的调查大纲在标准录音室录制了实验材料，利用这些第一手材
料对蒙古语诸方言土语音进行声学分析，并根据这些声学数据在各个方言土语之间进行了声学比较。
我们这里所进行的不是历史比较语言学上所说的比较，也许说对照更为确切，是一种声学参数的对照
。我们的目的就是从声学角度对蒙古语诸方言土语语音进行比较，从而探讨其内在发展规律。当然共
时的很多变化实际上就是历时变化的结果，所以从这些共时结果也可以看出一些历时变化的规律。
整个方言土语语音的声学分析方案由白音门德制定，课题组成员根据所承担的任务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工作，首先建立了由二十几个子库组成的“蒙古语诸方言土语语音声学数据库”，利用这些数据库对
蒙古语诸方言土语语音进行了声学分析，完成了相关学位论文。由于在我们立项之前察哈尔土语语音
的声学分析工作已经由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确精扎布教授和呼和博士完成，后来博士生山丹利
用课题组制定的统一大纲从标准音角度又对察哈尔土语语音进行了声学分析，本文中考虑到整体研究
的系统性主要利用了山丹的分析结果。巴林土语和科尔沁土语的语音声学分析由白音门德完成，鄂尔
多斯土语语音声学分析由查娜完成，阿拉山土语语音声学分析由白梦璇完成，乌珠穆沁次土语语音声
学分析由其布热完成，土默特次土语语音声学分析由明柱完成，陈巴尔虎土语语音声学分析由哈斯其
木格完成，布里亚特土语和霍里布里亚特方言语音声学分析由阿拉坦完成，卫拉特方言语音声学分析
由哈斯其木格和图雅完成，苏北土语由敖敏，青海土语由王玉兰，郭尔罗斯土语由娜仁高娃，喀尔喀
方言语音声学分析由李惠英和玉梅完成，蒙古国境内阿嘎布里亚特方言语音声学分析由敖登其木格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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