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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重庆方言辅音发育特征!为临床语音矫正提供评估和干预依据%方法
!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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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健康儿童语音

常模%以图片词汇法为评估工具!记录儿童自发性辅音发音%对记录结果进行分析!并将其与其他语音常模比较%结果
!

获重庆

方言区语音发育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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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儿童的辅音发育有地区性特点!应设定方言地区语音发育评估标准%

关键词#儿童&辅音&常模&构音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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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音错误)构音障碍儿童需接受语音评估甚至语音矫正#

但国内缺乏统一的语音发育常模#这导致目前的评估和训练标

准不一'目前汉语语音发育的研究主要见于语言学和特殊教

育领域#其对象大多是普通话#也涉及方言(

7&,

*

'本文研究重庆

方言地区儿童的辅音发育规律#为临床语音评估及构音问题的

干预治疗奠定基础'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择智力正常)无听力障碍及嗓音异常)并由

测试者检查口腔及舌系带结构确认无异常的健康儿童
,.-

人#

样本主要来源于
.--?

年
B

!

?

月重庆市渝中区与江北区
.

所

普通幼儿园的整群抽样#共
.?8

人#其余样本来源于
.--?

年
?

月至
.-7-

年
7.

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

体检合格的儿童#共
7..

人'家庭第一语言非重庆方言者除

外'年龄
.=;

!

;=;

岁#以每间隔
-=;

岁为
7

组#共
J

组#每组

男女各
3-

人'

A=B

!

研究方法
!

采用图片命名法进行语音测试'评估工具为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提供的辅音测试表(

;

*

#删去零声母部分'测

试者出示一套图片#引导被测儿童说出图中物体或动词的名

称#这些词语的词首包含了普通话的
.7

个辅音'若被测儿童

发音错误#测试者则以较慢语速给出标准普通话发音$不超过

.

次%#并要求其复述#复述正确则记为通过'被测儿童以普通

话应测#不会普通话者可以用方言代替'测试者记录其辅音发

音'元音错误者也需记录#所有测试由同一测试者完成'

A=C

!

记分
!

每个辅音发音正确记
7

分#错误记
-

分#共
.7

分'

错误表现分为替代)歪曲与省略'计算每个儿童所有辅音测试

的正确率)各年龄组各个辅音正确率及总辅音正确率'

B

!

结
!!

果

B=A

!

被测儿童人口学特征
!

被测
,.-

名儿童均为汉族'父亲

文化程度包括!小学$

7=.D

%)初中$

7,=;D

%)高中及中专

$

3;=8D

%)大学及大专$

,,=JD

%)硕士及以上$

3=8D

%'母亲文

化程度包括!文盲$

7=?D

%)小学$

-=BD

%)初中$

73=;D

%)高中

及中专$

,-=.D

%)大学及大专$

,3=.D

%)硕士$

-=BD

%'家庭结

构包括!无保姆的三代之家$

;-=-D

%)核心家庭$

33=7D

%)单亲

家庭$

,=,D

%)其他类型$

7.=;D

%'父母人均月收入所占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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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语言或

语音问题家族史的占
,=,D

#有特殊情况家族史$如学习困难

和精神疾病%的占
,=-D

'

B=B

!

元音错误与辅音错误的相关性
!

元音与辅音都正确者占

.3=3D

#元音错误而辅音正确者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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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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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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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元音错误儿童比例分别为
7?=-D

)

7,=8D

)

.7=.D

)

-

)

?=8D

)

-

)

,=-D

#上述各年龄组儿童辅音错误比例依

次为!

8;=JD

)

8;=.D

)

?3=?D

)

8J=8D

)

JB=;D

)

BB=JD

)

;.=-D

'

B=C

!

各年龄组辅音正确率得分
!

学龄前儿童辅音正确率随年

龄增长而提高#但到
;=;

岁时仍未完全成熟#通过率低于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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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

!

各年龄组辅音错误程度及类型分析
!

全部被测儿童中首

字辅音错误者所占比例由高到低分别为!错
.

个$

7?=;D

%)错

7

个$

7J=3D

%)错
3

个$

7,=3D

%)错
,

个$

77=3D

%)错
B

个

$

;=.D

%#错
7.

个$

-=,D

%#其他错误比例小于
;D

'首字辅音

错误儿童占总人数比例由高到低分别为!替代$

JB=.D

%)同时

出现替代和省略$

7J=BD

%)省略$

7,=JD

%)歪曲$

J=8D

%)同时

出现省略和歪曲$

.=JD

%'

B=E

!

各辅音
?-D

通过率所对应年龄
!

本研究中儿童语音发

育年龄$

?-D

通过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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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组辅音正确率结果&

D

'

年龄组 辅音正确率均值 辅音正确率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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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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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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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辅音常模样本组成的比较&

#

'

年龄组

本研究

.-7-

男 女

王南梅(

B

*

常模
7?8,

男 女

!LO

等(

?

*

常模
.---

合计

1E

等(

?

*

常模
7??8

男 女

7=;

岁
V V V V .7 V V

.=-

岁
V V V V ., 3- 3-

.=;

岁
3- 3- V V .7 3- 3-

3=-

岁
3- 3- 73 7. .B 3- 3-

3=;

岁
3- 3- 7B ? .B 3- 3-

,=-

岁
3- 3- 7. 73 77 3- 3-

,=;

岁
3- 3- 77 7, V 3- 3-

;=-

岁
3- 3- 7? B V 3- 3-

;=;

岁
3- 3- 7; 7- V 3- 3-

B=-

岁
V V V V V 3- 3-

B=;

岁
V V V V V 3- 3-

合计
.7- .7- 8B B, 7.? 3-- 3--

!!

V

!表示此项目无数据'

C

!

讨
!!

论

语音常模的早期研究常用个案纵向调查#后来常采用横断

面调查(

B&7-

*

'理想样本年龄应跨越整个语音习得过程#男女各

半'近年各个相关研究样本的年龄及性别构成比较见表
.

'

!LO

等(

?

*常模样本来自不同方言区$北京)上海)西安和成都%#

虽年龄和性别比例较好#但样本数不足!因
,

地区样本属分层

抽样#样本量应是单区样本量的
,

倍$至少
7--

人%#但其错误

地按普通抽样计算样本量#削弱了多地区采样优势&王南梅(

B

*

样本$台湾台北幼儿园%)

!LO

等(

?

*样本$北京幼儿园%均属地区

常模#前者代表性较好#但
3=;

岁及
;=-

岁组女样本较少&后者

包括了较小年龄儿童#未涉及较大儿童#亦未作性别说明'本

研究为横断面调查#虽缺更小年龄段样本#但每组样本数及年

龄跨度合理'

本研究无同期人口普查资料作比较#故样本的地区代表性

无从评价'但家庭条件分析显示家庭经济水平处于中等或中

下等水平#可代表一定的重庆方言儿童'

和元音错误相比#辅音错误更易出现#且持续时间较长#直

到
;=;

岁辅音仍处于逐渐成熟阶段#在此期间#不同辅音成熟

年龄不同#故明确辅音的具体发育年龄有助于制订语音评估及

干预标准'语言学对儿童语音发育的研究及发育儿科学对发

育迟缓的界定常采用+发育年龄,的概念#即!计算某年龄群体

儿童特定语音的正确率#常选用
J;=-D

和
?-=-D

为标准#若某

年龄组中有
J;=-D

儿童能正确发生特定语音#此年龄即所谓

该语音的+语音年龄,#

?-=-D

通过率对应的年龄为+年龄期限,

的上限'本文以
?-=-D

通过率的对应年龄为语音年龄标准'

虽语言学上把语音发育过程严格分为早期的+出现,阶段和后

期成熟的+习得,阶段#但横断面研究本身难以区分+出现,或

+习得,#故本文只采用+获得,概念#不对+出现,与+习得,进行

区分'

主要的同类研究的语音成熟年龄不完全一致#见表
3

'从

发音部位看#较一致的趋势是!唇音$"

<

")"

#

")"

N

")"

P

"%成熟

年龄比非唇音早#前辅音$"

[

")"

K

")"

H

"%成熟年龄比后辅音

$"

[P

")"

KP

")"

HP

"%早#但具体辅音成熟年龄不同'本研究中#

"

H

"出现较早#"

M

")"

Z

")"

I

"出现较晚#尤其是"
I

"'而"
[P

")

"

KP

")"

HP

"出现亦较晚#仅与王南梅(

B

*的研究发现一致'

究其原因#方言差异可能为首要因素!重庆方言为四川方

言#虽属北方语系#但无舌尖后音"
[P

")"

KP

")"

HP

")"

I

"#故其获

得难#成熟年龄最晚'既往刘兆吉等对重庆学前儿童语音发展

进行的研究#认为舌尖前音比舌尖后音更难#这与本研究结果

相反#可能与其样本量较少有关'因此#有必要制订方言区语

音常模#以指导临床语音评估标准的制订及语音干预时机的选

择#在评估及干预时考虑方言发育特点#以利于针对性训练#避

免过度治疗'

表
3

!!

辅音成熟年龄&

?-D

标准'研究的比较

年龄组 本研究 王南梅(

B

*研究
!LO

等(

?

*研究
1E

等(

?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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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 CN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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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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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Q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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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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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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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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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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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Z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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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V

G

V V

!!

V

!表示此项目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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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HQ$%I<TEQ

只能进行半定量检测#但是可以加入内参与

目的蛋白进行比较#这点
6@:1)

做不到'可以根据实验的需

要#选择适宜的蛋白检测方法'由于本实验标本含有血液#红

细胞破坏溶解时会释放有过氧化物酶活性的血红蛋白#在以辣

根过氧化物酶$

PE%H$%OCFHP

#

$%EWFCOH$

#

!Y/

%为标记的
6@:1)

检测过程中#会导致非特异性显色#干扰实验的检测结果(

7;

*

'

因此在进行标本研磨前#用磷酸盐缓冲溶液$

#

PEH

#

POQ$<LSS&

$%$CHETLQFEI

#

/01

%冲洗组织#以减少血凝块和红细胞对实验

结果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慢性心房颤动时人心房肌右心耳组织
1a.

蛋白表达量明显增加'基于
1a.

电流在心房组织和心室组织

的表达不同#

1a

蛋白的特异性阻滞剂提供了治疗心房颤动的

可能#这种药物直接针对心房肌细胞而不影响心室肌细胞的电

活动#这可以减少传统抗心律失常药物的不良反应#也为临床

新药的研发提供实验基础和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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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QEKZ$%+

#

/$CO%[OIF/=*FSS$%$IQFOTCFHQ%F<LQFEIESQ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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