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嗓音训练在男声女调转换中的应用及挑战分析

姚瑷娟
柳州市人民医院Ǔ广西Ǔ柳州Ǔ545006

摘Ȟ要：男声女调是一种普遍现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男性嗓音疾病患者希望通过嗓音训练来改善嗓音。进行

男声女调训练时，首先需要进行嗓音的主观评估，然后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嗓音障碍指数评分。对于嗓音障碍指数评

分较高的个体，需进行进一步的训练。这包括制定训练方案、调整发声方法，并循序渐进地提升男声女调的转换成功

率。不同程度的男声女调患者在嗓音训练中需要采用不同的策略和方法。男声女声训练不能仅依赖单一方法，而需结

合多种训练方式，才能全面提升嗓音障碍患者的嗓音水平。

关键词：男声女调；嗓音训练；嗓音主观评估；嗓音障碍指数

引言

通常情况下，男性和女性都会发出声音，尽管女性

的声带相对较薄。虽然女性的声带相对较薄，但她的发

音仍会受到音调、音色、音量和音调等因素的影响。而

男性声带较厚，更容易发出浑厚低沉的男声，但也有一

些男性因为发声方式不当或长时间错误使用声带，导致

男性声带出现病变。嗓音障碍是一种常见的疾病，男性

患者的数量相对较多，并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目前

国内对于男性嗓音障碍的研究并不多见，很多学者对如

何改善男性嗓音存在争议。本文将综述国内外关于男声

女调训练、嗓音训练效果及其策略的研究成果。

1��男声女调转换的背景和意义

1.1  性别特征对嗓音的影响
从生理性别特征上讲，男性和女性的声带振动频率

是不一样的，男性声带的振动频率约为45Hz，而女性声
带的振动频率约为30Hz。尽管生理性别差异不影响歌唱
发声，但不同的声带振动频率会在声音传播过程中产生

干扰，使声音听起来不统一。此外当两个声带的振动频

率不一致时，男高女低、男低男高等各种性别特征也会

影响到歌唱发声。此外，性别特征影响男性和女性在歌

唱中各自的声带状态和生理特征。所以在歌唱中男高女

低、男低女高、男高男低等多种女声发声状态都会对男

声女调转换造成一定的困难。

1.2  男声女调转换的需求和应用场景
男声女调指男性和女性的嗓音存在缺陷，无法正常

歌唱。男声女调是一种普遍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人

们对嗓音健康的关注日益增加，已成为常见的嗓音问

题。男声女调患者希望通过男声女调转换训练来提高自

己的歌唱能力，改善自己的嗓音状态。

此外，男声女调转换的训练方法也可用于治疗嗓音

障碍患者，帮助他们改善发声质量。

通过男声女调转换训练，可以帮助这些患者获得更

好的声音。也有学者认为男声女调转换训练也可以作为

一种职业训练来帮助嗓音障碍患者提高他们的职业技

能。在许多文化中，嗓音障碍都被认为是一种疾病，其

治疗方法一般包括药物治疗和嗓音训练两种。此外：男

声女调训练不仅可以提高男声的发音质量，还可以有效

改善女声的音质，使女声也能获得与男性一样的高水平

音质。

1.3  男声女调训练的效果和影响因素
男声女调训练确实能帮助嗓音障碍患者提高嗓音水

平。但是，对于男声女调患者而言，男声女调训练也有

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嗓音训练是一种系统性方法，

需要长时间的训练才能见到效果；另一方面，嗓音训练

依赖于客观数据，而主观评估较难进行。因此，男声女

调训练应根据个体差异制定合理策略，并遵循循序渐进

的原则。

2��嗓音训练在男声女调转换中的作用

2.1  嗓音训练对男声女调转换的影响
男声女调是指在男声演唱时，将女调转换为男声，

女调是在男声的基础上增加一个降调过程。男声演唱方

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男声与女高音同时演唱，另一种

是在女高音演唱后再转换为男声。这样可以保证两个声

部都有更高的艺术表现，但是在声部转换时会增加一个

女音，这种转换方法也会带来很多困难。

男声女调演唱要求男、女演唱者在嗓音状态上保持

一致。同时，声部之间的转换还要求演唱者具有较强的

适应能力和较高的审美能力。这就要求演唱者要具备较

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在转换时能够迅速、准确地找到自

己所要演唱的声部，并且能够把握好声部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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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嗓音训练的方法和技术
对于嗓音训练，在我国，主要有以下三种训练方

法。第一种是采用科学的发声方法进行训练，如通过呼

吸练习调整气息，利用气泡音锻炼发声肌肉，以及通过

唇颤音提升发音能力等。第二种是在现有发音基础上，

调整呼吸和发音状态后再进行发声训练。第三种是根

据个人特点，结合一些发声技巧和理论知识来训练，例

如：运用胸腔共鸣、共鸣腔体、利用软腭、打哈欠等技

巧来帮助发声。在实际训练中，应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

点制定相应的训练方案，以有效帮助嗓音障碍患者提升

嗓音水平。

2.3  嗓音训练的效果评估
嗓音训练过程中，通常通过客观和主观两种指标评

估效果。客观指标通常通过录音和录像等手段记录患者

声音，包括声带运动、呼吸和共鸣腔等方面。主观指标

主要是指通过问卷形式来评估患者的声音，例如：嗓音

障碍指数（OI）、嗓音训练的满意度等。在男声女调训
练中，确保成功转换的前提是进行嗓音的主观评估，通

过患者的主观评价评估训练效果。在这一过程中，要注

意选择合适的评估工具，同时，应根据不同个体的特点

进行科学合理的训练计划。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男声女调

训练效果得以提升。例如：在男声女调训练过程中，可

以采用主客观结合的评估方式。首先，使用主观指标来

评估患者的嗓音情况，然后使用客观指标来评估训练效

果。同时，在男声女调训练中，应该选择一些简单、易

操作的评估工具。例如：可以利用嗓音障碍指数（OI）
来评估患者的嗓音质量，并且利用主观问卷对患者进行

问卷调查。此外在男声女调训练过程中还可以使用嗓音

障碍指数（OI）来评估患者的嗓音状况。这样就可以有
效地提高男声女调训练的效果。

3��嗓音训练中存在的挑战

3.1  嗓音训练的局限性
从生理角度看，嗓音训练时间较短，难以达到理想

效果。由于每个人在身体条件、技术能力和学习能力等

方面存在差异，嗓音训练会受到一定限制。嗓音训练

中，因不同人声带质量差异，难以达到理想效果。另

外，在进行嗓音训练时，每个人的音域范围各不相同，

很难达到理想的音域范围。如果想要更好地利用嗓音进

行演唱，就必须在声乐演唱过程中对声音进行处理和转

换。但如果仅仅通过嗓音训练来转换声音，可能会导致

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变化，从而失去了原有的特点。

此外在进行嗓音训练时，还存在一些其他的局限性。例

如：在训练过程中，由于患者的声带位置和共鸣腔体存

在差异，所以很难准确找到自己所要演唱的声部。同

时，在进行嗓音训练时，由于每个人的生理条件和心理

状态不同，所以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训练方法。因此，

在嗓音训练过程中，患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

适合自己的训练方法。

3.2  嗓音训练的难点和挑战
嗓音训练面临几个难点和挑战。首先，不同患者在

训练方法和强度上存在差异，这会影响训练效果。其

次，许多患者的发声方式存在问题，这不仅影响他们的

嗓音健康，也可能影响他们对自己声音的认知。另外，

由于每个人的个体差异比较大，所以，在进行嗓音训练

时所采用的发声方法也会存在差异。为了更好地利用声

音，患者需深入分析自身，找出声带问题并制定解决方

案，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改善嗓音效果。此外，在进行嗓

音训练时，由于患者的发声器官可能会发生一些病变，

这就会导致患者的发声器官不能够发挥其功能，从而出

现声音嘶哑的问题。但是，不同患者出现发声器官病变

的原因都不同，因此，在进行嗓音训练时，需要对患者

的发声器官进行仔细检查和分析。除此之外，还需要对

患者的喉部肌肉、呼吸肌、共鸣腔等部位进行全面的分

析，这样才能找出导致患者出现嗓音问题的具体原因。

因此，在进行嗓音训练时，不仅要选择合适的训练方法

和训练强度，还需要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科学合理

的训练计划。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更好地改善患者嗓音水

平的目的。

3.3  嗓音训练的个体差异及因素
嗓音训练效果与不同患者的个体差异密切相关。不

同患者的嗓音障碍指数（OI）均存在差异，并且在男声
女声转换训练中，不同患者的嗓音训练效果也会存在差

异。例如，在男声女调训练中，尽管男性的嗓音障碍指

数（OI）较高，但声带质量的差异可能导致转换时出现
问题。另外，在男声女调训练过程中，由于个体差异较

大，所以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性。因此，在男声女调训

练中，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

4��嗓音主观评估及嗓音障碍指数的研究

4.1  嗓音主观评估的方法和标准
目前，嗓音主观评估主要有五种方法，评估音调、

响度、音色和音量等特征。每个人对嗓音的感受不同，

因此评分也会有所差异，这导致不同研究结果之间存在

不一致。Lakefield等人根据评分标准和个人嗓音评估结果
制定了一套评分体系，其中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1）
音调和响度；（2）音色和音量；（3）音色和音量之间
的关系；（4）音调与响度之间的关系；（5）音调与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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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之间的关系。虽然该评分体系获得了多数研究者的认

可，但仍有部分人认为其缺乏客观性。

4.2  嗓音障碍指数的定义及测量
嗓音障碍指数（OI）是量化嗓音障碍程度的指标，

用于评估患者的嗓音状态。通常情况下，嗓音障碍指数

采用五级划分法来确定。其中，0代表正常，1代表轻度
障碍，2代表中度障碍，3代表重度障碍，4代表极重度障
碍。嗓音障碍指数通常采用五级划分法进行评定。在应

用到男声女调转换训练中时，可以根据OI对男声女调转
换成功率进行评价。但是也有部分研究者认为该研究不

够客观，因为研究中所采用的评分标准并不统一。由于

不同研究者的OI数值存在差异，因此这些研究结果缺乏
代表性。

4.3  嗓音主观评估与嗓音障碍指数的关系
嗓音障碍指数与患者的嗓音主观评估结果之间存在

显著相关性，其可以作为对嗓音障碍程度进行诊断的依

据。研究表明，在男低音转换训练中，当患者的嗓音障

碍指数高于50%时，其男声转换成功率将会降低，而当患
者的嗓音障碍指数低于25%时，男声转换成功率将会提
高。这也说明了，男性的嗓音障碍指数与其声带病变程

度具有一定的关系。在男声女调训练中，通过对患者的

嗓音主观评估结果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其男声女调转

换成功率与患者的嗓音障碍指数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因此，可以通过对患者嗓音障碍指数进行预测来提高男

声女调训练效果。

5��结语

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发现，男声女调训练的研究尚

不深入，主要依赖文献资料，缺乏理论和实证支持。未

来应深入研究男声女调训练方法，并探讨其效果与患者

嗓音障碍指数之间的关系，以便综合分析。此外，还要

更加深入地了解男声女调训练中存在的挑战，并积极寻

找解决这些挑战的有效途径。笔者认为，男声女调训练

是一个系统工程，需结合多种训练方法，才能全面提升

男性嗓音障碍患者的嗓音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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