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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盲文音乐符号是我国视力残疾人使用的触觉凸点文字的一部分，是以盲文形式记录音乐的符

号体系。

本标准中的常用音乐符号、声乐符号和西洋器乐符号是依据国际统一的盲文音乐符号而制定的，目

前在我国盲人中已经广泛使用。中国盲文音乐符号标准中的民族器乐符号是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组织

制定的《中国盲文民族器乐符号》方案基础上编制的，《中国盲文民族器乐符号》方案于1990年在香港召

开的第二届中国点字研讨会上被审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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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中国盲文音乐符号

本标准规定了盲文常用音乐符号、声乐符号、器乐符号和常用的几种记谱法等。

本标准适用于盲文音乐涉及的教育、出版等各个领域。

2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1643 1—2008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5720 中国盲文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中国盲文音乐符号china braille musical signs

中国盲文音乐符号是以盲文形式记录音乐的符号体系。

3．2

音符区分号distinction of values

区分盲文乐谱中，音符写法相同但时值不同的专用符号，又称为分点号。

3．3

小节未完号hyphen for unfinished measure

盲文乐谱中，表示一小节未写完，需换行或换段书写的符号，又称乐谱连接号。

3．4

音组符号music group

用于区分不同音组的盲文符号。

3．5

音程号tone

用于记录合声音程及和弦的盲文符号。

3．6

歌词转音号relationship of lyrics with note

用在歌词中表示某个字词与歌谱对应关系的符号。

3．7

直线记谱法linear notation

在记录和弦时，最低音用音符表示、上方各部音用音程号表示的记谱法。

3．8

逐节记谱法notation of section by section

在同一小节中，先写低音部、后写高音部的逐小节书写的记谱法。

3．9

对节记谱法notation of alignment section

低音部和高音部上下平行书写的记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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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音符式记谱法notation of note

最低音用原音符表示，上方各部音写作降位的八分音符的记谱法。

注1：盲符中的实心点为点位上有点，空心圈为点位上无点。

注2：盲符后括号中的阿拉伯数字为实心点的点序号，同一方内盲点的点序号按次序写在一起，不同方的点序号用

逗号分开。本文其他处均采用此标法，不另标注。

注3：方位参照符“；；’’是音符的象征性标记。凡写在符号前，即表示该符号用在音符后；凡写在符号后，即表示该符

号用在音符之前。

4盲文音乐符号的结构与参数

盲文音乐符号的结构与参数见GB／T 15720中相关章节。

5常用音乐符号

5．1基本音乐符号

5．1．1音符

5．1．1．1音符的写法

全音符(盲文十六分音符与全音符写法相同)

1—————— 2—————— 3—————— 4—————— 5—————— 6—————— 7——————

；!(13456)；!(1356) ；!(12346)ii(123456)ii(12356)；i(2346) ；!(23456)

二分音符(盲文三十二分音符与二分音符写法相同)

1 2 3 4～ 5 6一

；i(1345) ；i(135) ；i(1234) ；i(12345) ；i(1235) ii(234)

四分音符(盲文六十四分音符与四分音符写法相同)

1 2 3 4 5 6

；!(1456) ii(156) i；(1246) i[(12456) i!(1256) ；；(246)

八分音符(盲文一百二十八分音符与八分音符写法相同)

! ! 1 4。 ! !

i；(145) ；i(15) ij(124) ii(1245) ii(125) i；(24)

音名用拉丁字母书写

音名：C D E F G

ii ii(6，14)i；ii(6，145)i；ii(6，15)i；；i(6，124)；；ii(6，1245)

唱名：do re mi fa sol

1 2 3 4 5

ii(1456) ii(156) ii(1246) i；(12456) i!(1256)

5．1．1．2音符时值区分号(分点号)

a)写法

音符时值区分号

长时值区分号

短时值区分号

b)用法

(126，2)

i；(45，126，2)

；i(6，126，2)

；i(2345)

；；(2456)

王

i；(245)

A

i；；i(6，1)

la

：：(246)

B

i；；；(6，12)

：：(2456)

——在一般情况下，写法相同而时值不同的音符相遇时，为了避免发生混淆，使用音符时值区

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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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拍乐谱中，写法相同而时值不同的音符相遇时，为了区分不同长短时值的音符，用

长时值区分号表示后面音符是长时值音符，用短时值区分号表示后面音符是短时值音符。

5．1．1．3音符简写法(音符分组记法)

a)在四分音符为一拍的节拍里，每拍的叫个十六分音符，第一个按实际时值书写，其余的三个可

简写成八分音符，但在八分音符之前，或者不在一拍里的十六分音符不能简写。

b)在八分音符为一拍的节拍里，三十二分音符可以使用上述简写法，但一百二十八分音符不能

简写，因为它与八分音符写法相同。

c)在网分附点音符为一拍(复拍子)的节拍里，可以用六个十六分音符为一组简写。如果是三十

二分音符，则仍可用四个一组的方法简写。

d) 遇有休止符时不能简写。

5．1．2休止符

全休止符0 ：：(134) (盲文十六分休止符与全休止符写法相同)

二分休止符0 ii(136) (盲文三十二分休止符与二分休止符写法相同)

四分休止符0 i；(1236) (盲文六十四分休止符与四分休止符写法相同)

八分休止符0 ；；(1346) (盲文一百二十八分休止符与八分休止符写法相同)

整小节的休止时，使用全休止符。
注：盲符前面的符号为明眼人使用的音乐符号。

5．1．3附点

附点 · ii(3)

复附点·· ；i；i(3，3)
注：加附点的音符实际时值为延长本音符的1／2，加复附点的音符实际时值为延长本音符的3／4。

5．1．4音组符号

5．1．4．1音组符号写法

大字二组

大字一组

大字组(低低音音组号)

小字组(低音音组号)

小字一组(中音音组号)

小宇二组(高音音组号)

小字三组(高高音音组号)

小字四组

小字五组

i；i；(4，4)

；； (4)

；i (45)

；i(456)

ii (5)

i； (46)

ii (56)

i； (6)

i；；；(6，6)

示例： ：写作：

示例： ÷写作：

示例： ；写作：

示例： ；写作：

示例：4写作：

示例： 6写作：

示例： j写作：

示例： ；写作：

示例： i写作：

i；i；i；(4，4，246)

ii i； (4，1456)

i；ii(45，156)

；i i；(456，1246)

强；i (5，12456)

；；i；(46，1256)

ii!；(56，246)

；；i； (6，2456)

i；；；i；(6，6，1456)

5．1．4．2音组符号用法

乐谱或乐段的第一个音符前面必须加音组号；

——音组号和音符之间不能问隔其他符号；

同音组两个相邻的音符，在五度之内的不加音组号；在六度或六度以上的加音组号；

不同音组两个相邻的音符，在三度之内的不加音组号；在四度或四度以上的加音组号。

5．1．5小节号与终止号

5．1．5．1 小节号与终止号的写法

小节线号 l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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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节未完号(乐谱连接号) “o o

虚小节线号 i ：：

全曲终止号 lI ：：·o。o

乐段终止号(半终止号) || 。o．o：：：：

5．1．5．2小节号与终止号的用法

盲文乐谱中，一般用空一方表示小节线

谱中，用虚小节线号表示虚小节线；

在逐节记谱法中，用小节线号表示小节线；在自由拍乐

一 盲文乐谱中，表示一小节未完需换行或换段书写时，要在行末加小节未完号；

——在全曲结束时，使用全曲终止号；在乐段结束时，使用乐段终止号。

5．1，6拍号

拍号一般用盲文的分数表示。如四分之二拍2／4，用；；ii善(3456，12，256)表示；八分之六拍6／8用

；；i；i；(3456，124，236)表示。但四分之匹拍4／4也可写作c，用iiii(46·14)表示；二分之二2／2也可用

i；；；(456，14)表示。

5．1．7变化音记号(临时记号)

5．1．7．1变化音记号写法

升号 # ；；(1 46)

重升号 × i；i；(146，146)

降号 b ii(126)

重降号 bb ；；i；(126，126)

还原号 j；(1 6)

5．1．7．2变化音记号用法

升号、降号、还原号写在音符前面，表示临时升、降半音。每个升、降号在一小节内对同音名音有效，

当同一小节某音不升、降的时候，要在该音符之前加还原号。

5．1．8调号

调号：通过七个音名以及升降号表示调的主音高度。

示例：

l—C；i ii i；；；(1456，2356，6，14)

1=bB；；：o：o：o：o：0：o；；(1466，2356，126，5，12)

在表示五线谱固定调号时，用拍号前加若干升、降号来表示。

5．1．9连线

5．1．9．1连线符号的写法

连线(弧线) ，一 ii (¨)

大连线
7一、 ；i；i⋯；i (14，14⋯⋯14)

同音连线(延音线) 7一 嚣；； (4，14)

复连线 8 ；；ii(46，14)

乐句弧线 “：o：o ii⋯ii：o：o(56，12⋯⋯45，23)

5．1．9．2连线的用法

连接二至四个音符，使用连线；

示例：一25佥写作：ii ii ii；；i；；；iii；

一连接五个或五个以上的音符，使用大连线；
一连线、大连线跨两小节的时候，小节之间要空一方；

4

3m地
)6

6㈣m㈣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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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相同音高音符时，使用同音连线；

两个或两个以J二相同的音程(或和弦)相连时，使用复连线；

用乐句弧线连起来的音，要求奏唱得圆滑连贯不要断开，多用于器乐曲中。

5．1．10连音符

5．1．10．1连音符写法

二连音／2、 i；；i嚣(456，23，3)

三连音／3、 ；；；；ii(456，25，3)或i；(23)

五连音／，5、 i；i；；；(456，26，3)

六连音／6、 ；；；；嚣(455，235，3)

七连音／，7、 ；；；；嚣(456，2356，3)

5．1．10．2连音符用法

连音符有二连音、三连音、五连音等，其写法是在“；!(456)”后用不加数号的降位数字表示。末

尾加“ii(3)”；

连音符记号写在每组连音符的前面，最常用的三连音一般写作“ii(23)”。

5．2效果符号

5．2．1顿音、保持音和强音

5．2．1．1 顿音、保持音和强音的写法

顿音 · ；；(236)

促顿音丫 銎；；(6，236)

次顿音一 ii；；(5，236)

保持音一 ii：o：o(456，236)

强音 ) ；；i；(46，236)

特强音； ；；i；(56，236)

5．2．1．2顿音、保持音和强音符号用法

顿音也叫跳音，特强音也叫重青。顿音、促顿音、次顿音、保持音、特强音这五种符号都写在音

符的前面；

——连续四个或更多的顿音、保持音、特强音等出现的时候，使用省略写法，其写法是在第一个音符

前面写两个符号，在最后一个音符前面再写一个符号。

5．2．2延长号和换气号

5 2．2．1延长号和换气号的写法

延长号 m i；；i (126，123)

换气号 V ii；；(345，2)
m

自由延长号l i；；；；i(456，126，123)

5．2．2．2延长号和换气号的用法

——延长号一般写在音符或休止符后面，表示该音符或休止符可自由延长时值；

延长号与终止号连用时，表示反复乐段到此结束；

——五线谱延长号写在小节线上时，盲文用自由延长号，记在小节的末尾；

换气号也叫呼吸号，写在音符后面。

5．2．3装饰音

5．2．3．1装饰音符号写法

倚音 _[ ii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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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行号

顺波音(上颤音)

逆波音(下颤音)

颤音

颤音(乐器用)

长顺波音

长逆波音

前上滑音

前下滑音

后上滑音

后下滑音

5．2．3．2装饰音符号用法

倚音也叫碎音，盲文一般用十六分音符表示。音符前加倚音号，并且和本音用连线连接

示例：66写作：i；i；；；iii；

颤音、上颤音、下颤音这三个符号都写在音符的前面；

——乐器用的颤音号tr相当于颤音ii(235)；

——前上滑音和前下滑音的符号标在音符前面，后上滑音和后下滑音的符号标在音符后面；

——滑行号写在两音之间。

5．2．4力度、速度、表情术语及其简写

5．2．4．1力度

a)力度写法

最弱PPP

很弱PP

弱P

中弱 mp

中强 mf

强 ，

很强 ，，

最强 f{f

特强 s，

特强后弱 sip

渐强后弱

特别强奏 ^

突强 s／k

渐强 <
渐弱 >
b)力度符号用法

(345，1234，1234，1234，3)

(345，1234，1234，3)

(345，1234，3)

(345，134，1234，3)

(345，134，124，3)

(345，124，3)

(345，124，124，3)

(345，124，124，124，3)

(345，234，124，3)

(345，234，124，1234，3)

(16，3)

(345，124，1356，3)

(345，234，124，1356，3)

(345，14，3⋯⋯345，25，3)

(345，145，3⋯⋯345，256，3)

——最弱、很弱、弱、中弱、中强、强、很强、最强、特强、特别强奏、突强、特强后弱、渐强后弱这

13个符号标在音符前面；

渐强符号、渐弱符号写在音符的开始和末尾。

)3，532

)

)

l

3

3

，

2

2

5

1

；，)

)

，

3

5

5

)4

)

5

5

2

3

3

4

1

2

)

)3

3)，2

Z：1

1

2

l，，，6，，

，

，

，3

4

6

6

6

5

4

4

4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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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2速度

壮板(1=40) Grave

广板(1—44)

循板(1—52)

慢板(1—56)

小广板(1—60)

行板(1—66)

小行板(1=69)

Largo

Lento

Ldagio

Larghetto

nndhnte

Andantino

中板(1—88) Moderato

小快板(1—109) Allegretto

快板(1—132) Allegro

速板(1—152) Vivo

速板(1—160) Vivace

急板(1—189)Presto

极急板(1=210)Prestiss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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蒌ii；i；；；i；；(6，1245，1235，1，1236，15)ii i；；；ji ii(1456，2356，

3456，145，245)(以四分音符为一拍，每分钟40拍)

表示极慢沉重

；；；i ii ii ii；；(6，123，1，1235，1245，135)表示缓慢宽广

i；ii ii；i；i；k6，123，15，1345，2345，135)表示徐缓

iiiiiiii；ii；；i(6，123，145，1，1245，24，135)表示慢

i；ii ii ii ii ii ii ii i；ii(6，123，1，1235，1245，125，15，2345，2345，135)

表示稍缓慢

i；；i；i ii i；；；；i；i(6，1345，145，125，1345，234，15)表示行速不匆忙

i；；i；i；；；i；；i；；；；；；；(6，1，1345，145，1，1345，2345，24，1345，135)

表示行速

i；；iiiii；iiiii；i；i(6，134，135，145，15，1235，I，2345，1 35)表示

适中

i；iiiiiiii；iii iiiiii；i(6，l，123，123，15，1245，1235，15，2345，

2345，135)表示稍快活泼

ii ii ii i；ii ii ii；i(6，1，123，123，15，1245，1235，135)表示快速

；；；；ii i；；i(6，1236，24，1236，135)表示很快有生气

ii；；i；j；；i；；ik6，1236，24，1236，1，14，15)表示更快有生气

i；；；；i；i ij；!；i(6，1234，1235，15，234，2345，135)表示急速

ii ii；i筻ii ii ii ii i；；i；i：i(6，1234，1235，15，234，2345，24，234，

234，24，134，135)表示非常快

注：括号中推荐的拍数为参考拍数。

5．2．4．3表情

歌唱般地 Cantabile

激烈地 Agitato

活泼地 Animato

光辉灿烂地 Brillante[缩写Bril[．

安静地 Commo

兴奋地 Con Anima

柔情地 Espressivo

柔美地Dolce

哀痛地Dolente

连贯地、圆滑地Lagato[缩写为L．]

不过分地 Non Troppo

ii i；ii；i；i ii ii ii；i ii(6，14，1，1345，2345，1，12，24，123，15)

i；i；；ii；i；；；ii；；(6，1，1245，24，2345，1，2345，135)

i；ii；；i；；；ii ii；k6，1，1345，24，134，1，2345，135)

]；i ii ii ii iiji；}(345，12，1235，24，123，123，3)

i；ii；i；强i象6，14，135，134，134，135)

；；i；；i；iii；iii；i嚣；；；k6，14，135，1345，i；，6，l，1345，

24，134，1)

i；iiiiii；iii；；iiii i；；；(6，15，234，1234，1235，15，234，

234，24，1236，135)

i；；；；；；；；；；k6，145，135，123，14，15)

；；ji；i ii i；；i ii；i(6，145，135，123，15，1345，2345，15)

ii ii ii(345，123，3)

ii；i；；；；；；i；iiii；i；；i；i；(6，1345，135，1345，ii，6，2345

1235，135，1234，1234，135)

5．2．4．4用法

a) 力度、速度、表情术语用法中的辅助记号

简写字号 ；i(34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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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点号 ii (3)

文字用括号ii；； ；i i；(56，36⋯⋯36，56)

b) 力度、速度、表情术语的用法

在简谱乐谱乐曲中，音乐术语通常直接用汉字表示，为了避免混淆，要用括号括起来。由于前

奏、间奏以及歌词里的变化部分使用了一般的括号：o：o：o：o⋯：o：o：o：o(66，3⋯⋯6，23)，这里使用

；i；；⋯i；：o：o(56，36⋯⋯36，23)以示区别；

外文的音乐术语常用缩写字，缩写字前面要加简写字号“ii(346)”，其后加略点号“；；(3)”；音乐

术语后面第一个音符前要加音组号；

——有些术语需用延伸线表示开始和结束的范围，盲文用“i；ii(3，3)”写在音乐术语后，表示延伸

范围的开始，用“；i ii(345，3)”写在音乐术语所达到范围的最后一个音符之后，表示延伸范围

的结束；

如果第一个音乐术语延伸范围尚未结束，又出现第二个音乐术语及延伸线，卣文用“ii；；(36，

36)，，记在音乐术语后，表示第二个延伸范围开始；用“ii；i(345，36)”记在音乐术语所达到范围

的最后一个音符之后，表示第二个延伸范围结束。

5．3省略记号

5．3．1重复号

5．3．1．1重复号写法

重复号ii(2356)

5．3．1．2重复号用法

重复号写在小节号之后表示重复整个小节；

整小节两次重复时，仍用重复号表示，其问空方，但三次或三次以上者用重复号后加数字表示；

如果在其他音组．E重复该小节，可在重复号前加音组号；

重复号也可用在小节内，表示重复前半小节、一拍或半拍，但必须符合拍子的规律，不能乱用；

如果半小节的重复号与一拍或半拍重复号相遇，它们之问必须加“ii(3)”，将其隔开。

5．3．2数宇省略记法

——如果后面的几个小节与前几小节完全相同，可把重复的这几个小节用盲文数字表示；

如果是在其他音组上重复奏、唱前几小节，可在数字前加音组号；

如果重复时只奏、唱上面若干小节的开始几小节，可用数字省NigN表示，例如：ii ii；；ii

(3456，145，3456，12)，表示重复前面四小节的前两小节；如所重复的需移到其他音组上时，则

在重复的数号前加音组号，例如：；；；；；；ii；i(3456，145，46，3456，12)，表示高音组上重复前面

四小节的前两小节；

如果按作品小节数重复第几小节，可用降位数字表示，例如：；；ii(3456，35)，表示重复第九小

节；i；ii；；；!(3456，2，36，236)，表示重复一至八小节(连号后的数字，省略数号)；

使用数字省略记法后的第一个音符前要加音组号。

5．3．3反复号

5．3．3．1反复号写法

反复起止号 m 嚣i；；!⋯；；：o：o：o：o(126，2356⋯⋯126，23)

任意反复起止号 ／，”、 ：o：o：o：o o：o：：o：o⋯：o：oi；：o：o；o：o(126，2356，123⋯⋯456，126，23)

注：ii在本标准中表示空一方。

5．3．3．2反复号用法

各种反复号后的第一个音符都要加音组号；

8



——反复部分末尾不同时，在不同的部分用降位数字区分，降位数字如与后面的符号混淆时，需加

“ii(3)”隔开。

／——＼。／——＼

示例：旷 旷 ||写作：i；ii；iiii；；iii；；i；i；i；

5．3．4隔段反复

5．3．4．1隔段反复符号写法

从头反复号D．C． ；i；i；；；i嚣；i(345，145，14，3)

中途反复号 D．s． ii；i；i；；；；；；(345，145，234，3)

隔段反复起止号·g ii；；⋯i；i；(346，⋯⋯16)

返始号 形 ；i ii；；i；(5，346)

复唱(奏)次序号1⋯、2⋯、3⋯ii；；弱ii(346，1)、ii；；iii；(346，12)、ii；；；iii(346，14)

曲终y- Fine i；i；iiii；；iiii(6，124，24，1345，15，256)[或；；ii(16)]

反复乐段终止号J J ；；；；；；；；；；(126，13，3，126，123)

反复省略记号 书 嚣；；；i i； ii；；i；i；；i i；；i；i(346，123，⋯⋯345，145，234，3，

346，123)

5．3．4．2隔段反复号用法

隔段反复号在盲文乐谱里用它来节省篇幅，乐谱里反复作用的部分都用“i； ⋯；i”(346⋯⋯

16)标出，下一次使用的时候，用返始号“ii；"15，346)”表示；

为了区别复唱部分，还可以使用“；；；i(346，1)”、“；；；i(346，12)”、“；；；i(346，14)”和与之相应

的“i；i；；i(5，346，1)”、“ii；；ii(5，346，12)”、“；；；；i；(5，346，14)”表示复唱(奏)次序；

从头反复用；i i；ii；i(345，145，14，3)表示；

中途反复用；；；；i；；i(345，145，234，3)表示。

5．3．5音的分割记号

5．3．5．1音的分割记号写法

四分音符时值分割号 ：01；i(45，1) 双写为；i；；i； ．iii；(45，1，1⋯⋯45，1)

八分音符时值分割号 ii i；(45，12) 双写为i；ii ii ⋯ii ii(45，12，12⋯⋯45，12)

十六分音符时值分割号 ii ii(45，123)双写为；i；i i；⋯．；i；；(45，123，123⋯⋯45，123)

三十二分音符时值分割号 i；ii(45，2) 双写为ii ii ii⋯iiii(45，2，2⋯⋯45，2)

六十四分音符时值分割号 ；；；j(45，13) 双写为；i；i；；⋯．ii i；(45，13，13⋯⋯45，13)

一百二十八分音符时值分割号；i；i(45，3) 双写为；i；i；；⋯．；i；i(45，3，3⋯⋯45，3)

5．3．5．2音的分割记号用法

长时值音符后加分割记号，表示把该音符分割成符号所示的短时值音符；

——连续三个以上的音符分割时，可用双写法，即在第一个音符后用双写起号，在最后一个音符后

用双写止号。

5．3．6震音记号

5．3．6．1震音记号写法

八分音符时值震音号 ／ ；；；i(46，12)

十六分音符时值震音号 夕 i；；i(46，123)

三十二分音符时值震音号 矽 i；ii(46，2)

六十四分音符时值震音号 钐 ii ii(46，1)

一百二十八分音符时值震音号钐 ；i；i(46，3)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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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2震音记号用法

符号记在两个音或两个和弦之问，表示这两个音或和弦应按符号所示时值迅速均匀地交替重复演

奏(演唱)，其总时值相当于原乐谱中两个音或和弦的其中之一。

5．4节奏时值号

全时值 ×一一一 7．-；!(456，3)

二分时值 × ii；i(456，13)

四分时值 × ；i ii(456，1)

八分时值 苎 ；i；i(455，12)

十六分时值 垒 i；；；(456，123)

三十二分时值 兰 ；；ii(45G，2)

5．5音程号

5．5．1音程号写法

l度音程号(同度号)ii(1 23)

2度音程号 i；(34)

3度音程号 ；i(346)

4度音程号 i；(3456)

5度音程号 ii(35)

6度音程号 ；；(356)

7度音程号 ii(25)

8度音程号 i；(36)

5．5．2音程号用法

一音程一般自下向上计算度数。在分声部记谱时，低音部由下向上计算度数；高音部由上向下计

算度数；

一音程号写在音符之后。音程号前如果加写音组号，表示9度以上的复音程。
6声乐符号

6．1歌谱和歌词的表达

6．1．1歌谱号与歌词号

歌谱号 i；ii(6，3)

歌词号 ii ii(56，23)

6．1．2歌谱号与歌词号用法

以上两个符号都写在歌谱或歌词的开始处，后面不空方。

6．2歌词的省略

6．2．1歌词省略号

歌词省略起号、歌词省略止号 ；i ．；i(35⋯⋯35)。

6．2．2歌词省略号用法

歌词省略起号与后面歌词连写，歌词省略止号与前面歌词连写，遇标点时，写在标点之前；

表示符号内括起的歌词反复一次。若反复两次或三次可在反复部分前写两个“；i(35)”或三个

“；i(35)”；超过四次以上的，在“；i(35)’’前加数字表示；

一歌词也可用隔段反复号“；；⋯；；(346⋯⋯16)”，但它们后面应空两方写歌词，隔段止号“；；
(16)”应写在标点后。

1 0



6．3歌词转音

6．3．1歌词转音号

歌词转音号 ii(6)

6．3．2歌词转音号用法

歌词转音号写在歌词后面，在配唱歌谱时，即表示多配一个歌谱。歌词转音号超过四个以上者，在

转音号后加数字表示。

6．4变动节奏记法

——在某段歌词中，如果有节奏变化，可在变动节奏的歌词后用节奏时值表示；

用括号括起来的歌词，即表示将某音符平均分成若干个时值相同的音符。

6．5前奏、间奏和副歌号

6．5．1前奏、间奏

用括号括起来的音符，即表示前奏或间奏。

6．5．2副歌号

副歌号 ；i ii(3456，2356)

6．6声部符号

6．6．1声部符号写法

女高音 s． ；i；；；i(345，234，3)

女低音 A， ；；；i；i(345，1，3)

男高音 T． ；i ii；；(345，2345，3)

男低音 B． ；i ii；i(345，12，3)

6．6．2声部符号用法

合唱歌曲里同时演唱的四个声部女高、女低、男高、男低用简写号分别加S．、A．、T．、B．及略点

号表示，歌谱和歌词使用统一的声部符号；

——二部合唱歌曲，不论这两部是男声、女声，或是男女声，均用s．、^．表示；

～声部符号与后面的词、谱连写。

6．7分部符号

6．7．1分部符号写法

分部号 !i；i(126，345)或ii；ks，2)

分界号 i；：；(46，1 3)

6．7．2分部符号用法

—～分部号表示前后的两部分(包括多声部)的乐谱同时演奏，这两部分(包括多声部)之间不空方；

如果全小节的分部和小节内一部分的分部同时出现的时候，全小节的分部用“i；；i(126，345)”

表示，小节内一部分的分部用“ii ii(5，2)”表示；

在一小节内，一部分需分部书写而另一部分不需分部书写时，用分界号将这两部分分开；

分部号和分界号后的第一个音符前要加音组号，写在行末时，小节未完号可略去。

7器乐符号

7．1西洋器乐符号

7．1．1钢琴专用符号

7．1．1．1指法记号

a)写法：

第一指(拇指) j ii(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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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指(食指) 2 ；i(12)

第三指(中指) 3 ；；(123)

第四指(无名指)4 ；k2)

第五指(小指) 5 ；；(13)

同音换指号(写在两指之间)ii(14)

省去前一套指法的某个指号ii(6)

省去后一套指法的某个指号ii(3)

b)用法：

指号写在符号之后；

音符之后连写两个指号时，可任选一种指法；

——两个相邻的和声音标有相同指号时，表示用一个手指同时弹奏这两个音。

7．1．1．2左右手记号

a)写法：

左手记号 L H． ；i；i(456，345)

右手记号 R．H． ii；i(46，345)

b)用法：

左右手记号记在音符之前；

左右手记号连写的第一个音符需加音组号；

左右手记号后面的符号，若含有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应加“；i(3)”隔开。

7．1．1．3踏板记号

a)写法：

延音踏板踏下Ped ii ii (126，14)

延音踏板提起 * ；；；；(16，14)

弱音踏板踏下 Una Corda ；i；i；i ii i；(345，136，3，14，3)

弱音踏板提起 TreCord“ ；i；i；iiiii(345，2345，3，14，3)

b)用法：

“踏下”写在音符之前，“提起”写在音符之后；

两个踏板记号连续使用时，前者的提起号可以省略；

在终止号前的提起号可省略；

——踏板符号一般写在低音部，若低音部是长音或休止时，可写在高音部。

7．1．1．4琶音记号

短琶音

反方向短琶音

长琶音

反方向长琶音

琶音记号写在音符之前。

7，1．1．5专用连线记号

集合琶音连线

用于不同声部的连线

用于不同谱表之间的连线

7．1．2管风琴专用符号

管风琴踏板号

1 2

∞，m

∞m
m
m¨叫{笔粥㈣㈣㈣㈣

D

M，叫‰m弧弧孙器∞器¨船～



左脚趾号

左脚跟号

右脚趾号

右脚跟号

趾与脚跟的交换

左脚趾换到右脚趾

左脚跟换到右脚跟

没有指定的脚趾或脚跟的交换号

两脚前交叉

两脚后交叉

7．1．3电子琴专用符号

7．1．3．1调音杆

a)上层键盘号

起奏音之长度

起奏，触及

双簧管

弦乐器

管乐器

b)下层键盘号

(1)

(12)

(123)

(2)

(14)

(1，14，123)

(12，14，2)

(6，36，3)

(5，25)

(25，2)

ATTAcK LENGTH

ATTACK

OBOE

sTRING

BRASS

(345，1，123，3)

(345，1，Z345，3)

(345，13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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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45，234，2345，1235，3)

(345，12，1235，3)

风琴基本音栓，人声DIAPASON ；；iii；；iii：o：o(345，145，24，1，1234，3)

自动节奏 RHYTHMIC WAH：o：o：o：o：o：o：o go(345，1235，2456，3)

c)脚踏键盘号

低的，低音的 BASS ：o：o：o：oii：o：o(345，12，1，3)

低音吉他(六弦琴) BASSGUITAR ；；；i；；iiiiii；i(345，12，1，1245，136，24，3)

7．1．3．2特殊域组乐器按键

钢琴PIANO ；i；i；；；；；i(345，1234，24，1345，3)

大键琴 HARPsIcHoRD嚣i；iii；：o：o(345，125，1，1235，3)

吉他 GUITAR ：o：o；；：o：o i；嚣(345，1245，136，24，3)

打击乐器(一种舞蹈专用的美国鼓)VIBRAPHONE i；；；iii；；i；i(345，1236，24，12，125，3)

班卓琴(五弦琴) BANJO ：o：o：o：o：o：o；i：o：o(345，12，1，1345，3)

振音，颤音TREMOLO ：o：o：o：o；i：o：o(345，2345，1235，3)

7．1．3．3特定组合音的调音杆

润音、颤音；轻微的振动音

滞留，停滞

延伸，深度

使声音反射，回声

拨上调音杆

拨下调音杆

音质的调整

下层键盘的声音必须加强

w上{RATO

DELAY

DEPTH

REvERB

oN LEvER

OFF LEVER

BRlLLIANCER

BoARD LoWER

；i；；i；ii；；(345，1236，24，12，3)

；；；i；i；i；i(345，145，15，123，3)

；i i；ii；；；i(345，145，15，1234，3)

；i iiii：o：o(345，1235，15，3)

；；；；；；：o：o(345，135，1345，3)

；；；；；；o：o；(345，135，124，3)

；i ii ji：o：o(345，12，1，3)

ii ii；；i；(345，12，123，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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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各键盘的声音保持均衡 BALANCE i；；；；；：o：o(345，12，1345，3)

上层键盘的声音必须加强 BOARD UPPER ；i ii；i；i(345，12，1235，3)

将平衡器右转，至使上层键盘的声音加强BALANCEuPPER i；；；；；：o：o(345，12，136，3)

使声音渐渐消失 FADEOUT ；；；；；i：o：o(345，124，135，3)

从音域的一端滑奏到另一端 GLISSANDO i；iiii；；(345，1245，123，3)

乐曲终止时的节奏LAST ；i i；ii：o：o(345，123，l，3)

下层键盘的代号LOWER KEYBOARD：o：o ii；；：o o：(345，123，13，3)

两手都弹奏下层键盘LOWERMANUALE；i；；i；；i(345，123，134，3)

脚踏键盘代号PEDALSKEYBOARD：：：：：：：：(345，1234，13，3)

上下层键盘都具有反射音(回声) REVERB ；；；；；i ii(345，1235，12，3)

反射音(回声)的延长 REVERB SUSTAIN ；i ii；；：o：o(345，1235，234，3)

使反射音(回声)得以持续 REVERB ．0：：：：：：：(345，1235，15，3)

当手离键时仍有声音残留(延长) SUSTAIN ；；；；；i：o：o(345，234，2345，3)

无伴奏的TACE ii；；i；：o：o(345，2345，1，3)

上层键盘的代号 uPPER KEYBOARD；j；；；i：o：o(345，136，13，3)

右手回E层键盘弹奏 UPPER MANCA ；i ii；；：o：o(345，136，134，3)

音量，声量 VOLUME ；；；；；i ii(345，1236，1 35，3)

7．1．3．4和弦名称

脚踏键盘和弦 i；i；(45，345)

大调音程 ；； (13456)

小调音程 ；；；i (13456，13)

增音程 ；；；；ii；； (13456，3456，26，1 5)

减音程 i；；；：o：o (13456，3456，2356)

挂流音 ；；；；ii (13456，3456，145)

六和弦 ；；；；ii (13456，3456，124)

七和弦 ；；；；ii (13456，3456，1245)

减五和弦 ；i i；ii ii (13456，3456，56，1 5)

大调减五属七 ；；；；ii ii；i (13456，3456，1245，56，15)

小调减五属七 i；；i；；ii i；ii(13456，13，3456，1245，56，15)

和弦简记法有如下规定：大调不标符号，d'N,N“；；(1 3)’’表示，增音程用“；；；；ii(3456，26，15)”表

示，减音程以“；i；i(3456，2356)”表示，和弦前用“ii；；(6，36)”作为标记号。

7．1．4手风琴专用符号

7．1．4．1手风琴专用符号写法

高音键盘号 i；；i(46，345)

低音键盘号 i；；； (6，345)

低音贝司独奏譬 ；；；；；；：o：o(345，12，234，3)

八度齐奏号 ；i；i：o：o(345，1235，3)

非八度号 ；i ii；i：o：o(345，234，1235，3)

辅助低音 (一) ii (4)

基础低音 B．S． i； (45)

1 4



大三和弦 大或M i；

小三和弦 小或m ii

属七和弦 7。 i；

减七和弦 7。或d ii

风箱左推 一 ii ii

风箱右推 一 i；嚣

7．1．4．2手风琴专用符号用法

GB／T 16431—2008

以上各符号均记在音符之前。

一如低音与同音名和弦合奏，可在音符后连写和弦号与八度音程号。如：基础低音c音与C大

三和弦合奏，写作“；i；；ii i；(45，1456，456，36)”。

如低音与不同音名和弦合奏，可在音符后连写和弦号再加低音与和弦根音对应的音程号。如：

基础低音E音与a小三和弦合奏，写作“iii；；i；i(45，1246，5，3456)”。

基础低音(第二排)或辅助低音(第一排)如果连续进行，第一个音符前要加排号标记，其余可省写。

俄罗斯手风琴记谱法见附录A资料性附录。

7．1．5吉他专用符号

7．1．5．1用于音符前的符号

a)弦序记号

第一弦 ① ；；；；(146，1)

第二弦 ② ；；；；(146，12)

第三弦 ③ i；ii(146，123)

第四弦 ④ ；iii(146，2)

第五弦 ⑤ ii；；(146，13)

第六弦 ⑥ ；；；i(146，23)

如果连续在一根弦上演奏，弦序号可双写，如连用第三弦应写作“；；i；ii⋯ ；；；i(146，123，

123⋯⋯146，123)”．

b)把位记号

第一把位 C．j

第二把位 C．2

第三把位 C．3

第四把位 c．4

第五把位 C．5

第六把位 C．6

第七把位 C．7

第八把位 c．8

第九把位 C．9

第十把位 C．10

第十一一把位 c．jj

第十二把位 C．12

第十三把位 C．13

第_卜四把位 C．14

半把位

(345，345)

(345，34)

(345，346)

(345，3456)

(345，35)

(345，356)

(345，25)

(345，36)

(345，36，34)

(345，36，346)

(345，36，3456)

(345，36，35)

(345，36，356)

(345，36，25)

(345，345，34)

)

2)

1

3

)

，

，

；6
6

5)6

i
d^1
1

1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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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连续在一个把位上演奏，可在第一个音符前写把位号，之后连写“；；ii(3，3)”，在最后一个音符

号前写“ii ii(345，3)”，则可省略中间的把位号。

c) 品位号

品位号 ；i(345)

后面加数字表示品位。

d)泛音号

自然泛音Harm． ：o：o：o：o(16，123)

人工泛音 Arm．oct．i； (4)

连续演奏的自然泛音可双写，人工泛音一般不双写。

e)拨弦号

上拨号 ；；：o：o (126，3)

下拨号 i；：oo；(126，12)

右手拨弦号pizz ：o：o；j i；；i；；：o：o(345，1 234，24，1356，1356，3)

左手拨弦号 ii；；(456，345)

f)拇指位置号

拇指在第一弦上 ；；：o：o嚣(16，13，1)

拇指在第二弦上 i；；i：o；o(16，13，12)

拇指在第三弦上 ；；；i；i(16，13，123)

7．1．5．2用于音符后的符号

a)左手指号

第一指(食指) J ；i(1)

第二指(中指) 2 ii(12)

第三指(无名指) 3 ii(123)

第四指(小指)4 i；(2)

空弦号0；；(13)

按指板 ；；(3)

放指板 ；；(6)

自然泛音也可用空弦号表示，写完指号后写空弦号。

b)右手指号

第一指P ii；i(6，1)

第二指 i ii；i(6，12)

第三指 m ；；i；(6，123)

第四指 n ；；ii(6，2)

第五指 曲 ii；；(6，13)

c)按弦号

左手指全按 ；；(456)

左手食指半按 ii(45)

左手食指按小部分 i；(4)

d)和弦记法符号

1)写法：

小三和弦 ；i (13)

1 6



大七和弦

增三和弦

增七和弦

2)用法：

(3456，

ii(3456，

ii(3456，

1245)

26，15)

134，1245)

GB／T 16431—2008

音符后不加符号的是大三和弦；

其他和弦记号见7．1．3．4；

——吉他乐谱记法是：先写--／b节青符，再写破折号和该小节的和弦标记，如此逐节书写

和弦标记的音符前不加音组号。

7．1．6弦乐器专用符号

7．1．6．1用在音符前的符号

a)弦序号

第一弦 ① ；；ii(1 46，1)

第二弦 ② ；；ii(146，12)

第三弦 ③ ii；；(146，123)

第四弦 ④ i；i；(146，2)

第五弦 ⑤ ii；；(146，13)

第六弦 ⑥ i；；；(146，23)

第七弦 i；：o：o(146，3)

b)把位符号

把位符号与吉他相同，见7．1．5．1b)。

c)弓法号

下弓

上弓

用弓拉奏al‘co

全弓 w．B

上半弓 u．B．

中弓 M．B

下半弓 L．B．

弓根 N．

弓中 M．

弓尖Pt．

d)综合部分

右手拨弦

左手拨弦

人工泛音

滑奏号

pzzz

+

◇

隔一音滑奏号 ；i；i；；

隔二音滑奏号 ；；；ii；；i

7．1．6．2用在音符后的符号

空弦或自然泛音号 ；；(13)

指序号与吉他左手符号相同。

(126，

(126，

(345，

(345，

(345，

(345，

(345，

(345，

(345，

(345，

12)

3)

1，1235，14，135，3)

2456，12，3)

136，12，3)

134，12，3)

123，12，3)

1345，3)

134，3)

1234，2345，3)

(345，1234

(456，345)

(4)

(4，1)

(4，1，2)

(4，l，2，2)

24，1 356，1356，3)

按音阶从一音滑奏到另一音。

以三度跳进的形式从一音滑奏到另一音。

以四度跳进的形式从一音滑奏到另一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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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鼓和其他打击乐器专用符号

7．1．7．1 鼓和其他打击乐器专用符号写法

鼓的滚奏号 ii：o：o(45，2)或；i；i(45，123)

节奏标号 i；(456)

左手记号 ；i (1)

右手记号 ；i (123)

7．1．7．2鼓和其他打击乐器专业符号用法

低音鼓，用大字组A表示；

大鼓，用小字组e表示；

其他打击乐器，如：镣、三角铁、响板等用小字组c和e表示。在乐曲开始处，用文字说明它们

的代号；

打击乐器记谱法有两种：一种用对节法记谱，一般是由高向低依次书写，因此，低音鼓排在最后

一行；另一种是把所有的打击乐器写在一行内，用分部号把它们连起来，先写低音鼓，然后依次

向上写其他打击乐器符号；

鼓的左右手记号都写在音符后面。遇有滚奏号和连音号时，应先写左右手号，然后写滚奏号和

连音线号；

——打击乐器的节奏若全都相同，可用节奏号表示，其写法是：每拍的第一个音符前加写节奏标号，

其他可以省略。

示例：4／4。。￡)。。。。‘念。
写作：；!iiii嚣iiii；i；；；iiii；嚣iiii；iii；iii；；!；ii；；；ii；iiii；；iiij嚣

7．2民族乐器符号

7．2．1拉弦乐器专用符号

包括：高胡、板胡、二胡、京胡等。

7．2．1．1弦号

空弦号 o ；i；； (13)

内弦号 内 iiiii； (146，12)

外弦号 外 ；；；；；； (146，1)

7．2．1．2弓法符号

拉弓，又称出弓、外弓
1 i；ii；；(126，12) 全弓从左向右拉。

拉弓根号(拉右弓)
_1 N ；；；；；；；；(126，12，1)

拉中弓号 一M ；；：o：o：o：o；；(126，12，2)

拉弓尖号(拉左弓) 一8p i；；i；；；；(126，12，3)

推弓，又称进弓、里弓 v i；；；；；(126，3) 全弓从右向左推。

推弓根号(推右弓) V N i；；i；i；；(126，3，1)

推中弓号 v M ；；：o：o；；；i(126，3，2)

推弓尖号(推左弓) v sp ；；；；；；；；(126，3，3)

连弓 “ ；；；；；； (1d)

两个以上之间用弧线连起来的音，要一弓奏完。用一弓拉(或推)一音的叫分弓。 一弓奏四个音以

上的，连弓可双写。

例如：2／4—1234—5432}1写作：；iiii；i；；iij；；i；；ii；；i；ii；；ijijiii；"(3466，12，256，；i，5，13456，14，
14，15，124，1245，12356，1245，124，15，14，甄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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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弓号

顿弓(跳弓)号

促顿弓(促跳弓)号

三十二分音符颤弓号

抛弓号

垫弓号，又称小抖弓、甩弓号弓 ；i；i；；；；；i

击弓号

断弓号

弓杆击琴筒号 f i；ii；i

GB／T 16431—2008

(56，12，⋯⋯，45，23)若某乐句需用两种以

上弓法演奏时，可采用大、小连弓号。

(236)音要奏得短促，并富有弹性。

(6，236)音要奏得更加短促，富有弹性。

(45，2)双写为：；；ii ii i；⋯．；；i；ii(45，2，

2⋯⋯45，2)。

(345，1234，235，3)系跳弓一类的弓法。演

奏时，将弓提起，趁势向下一抛，利用弓的弹

力惯性，奏出几个极短的跳音。

(345，145，146，3)演奏时右手要菲常灵活

放松，趁第一个音快完时，将手腕轻轻⋯甩就

成垫弓。

(345，1245，24，3) 用弓毛击琴弦(连击带

拉)，发出时值最短的跳音。

(5，236) 用弓短促、有力。连线以内的断音

用一弓演奏，连断弓写作：；；ii；ii；i；(14，5，

236)

(46。16)

民族拉弦乐器中的一些弓法符号也可参照西洋弦乐器的弓法符号书写。

7．2．1．3指法符号

一指(食指)

二指(中指)

三指(无名指)

四指(小指)

弹弦号

勾弦号

泛音号

人工泛音号

擞音号

打音号

带起音号

四

十

勺

o

◇

，

丁

吟音号 ◆

音前上滑音

音前大上滑音

(1)

(12)

(123)

(2)

(5，1)左手指向外弹弦。

(4，23)左手指往里拨弦。

(16，123) 左手指浮按泛音点，同时用

弓拉弦。

(5，16，123)

(16，1)左手指尖搔弦得音。

(4，16) 用中指或无名指在上方二度或

三度、四度的音位上急速地在

弦上一打，然后立即离弦。

(1 6，12) 左手按指在离弦时，将弦一一

搔，带起空弦的音；或在较高

音位上的按指带起较低音位

上的音。

(16，2)按弦并在音位上左右摇动，发

出波音效果。

(46，14) 由低音滑向高音。

(6，46，14)超过三度的上滑音。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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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前下滑音

音前大下滑音

音后上滑音

音后大上滑音

音后下滑音

音后大下滑音

滑行号，又称连线滑音

垫指上滑音

垫指下滑音

√

厂．、

上回转滑音 厂、

下回转滑音 √
上波音

下波音

压弦

压揉，又称扣揉。

不揉弦

右手拨弦号

右手指滚奏号

勾拉打号

娃娃腔

7．2．1．4把位符号

第一把位 一

第二把位 二

第三把位 三

第四把位 四

第五把位 五

第六把位 六

第七把位 七

第八把位 八

第九把位 九

第十把位 十

第十一把位 十一

20

⋯7
，、加
●

ⅣL

∽

Pizz

或

钐
勺广1丁

(345，345)

(345，34)

(345，346)

(345，3456)

(345，35)

(345，356)

(345，25)

(345，36)

(345，36，34)

(345，36，346)

(345，36，3456)

(456，14) 由高音滑向低音。

(6，456，14)超过三度的下滑音。

(14，12)

(6，14，12)

(14，1)

(6，14，1)

(4，1)用同一手指(不换指)，在一弓之

内由一音滑到另一音。

(5，46，14)用两个或三个手指联合做

下滑音的动作。

(5，456，14) 用两个或三个手指联合做

上滑音的动作。

(6，235) 由本音向上方音滑奏，再滑回

到本音。

(6，235，123) 由本音向F方音滑奏，再

滑回到本音。

(5，235)

(5，235，123)

(4，235)按音指用力压弦，使音升高。

(4，235，2)手指压揉琴弦。

(45，16，2)

(46，345)

(345，1234，24，1356，1356，3)

(4，12)

(4，16，3) 演奏时，左手勾弦，右手拉

音，用弓杆敲打琴筒，三者

密切配合。

(46，146，13)

戥：：：：：：：：

或；ii；；i嚣i；

或；；i；i；；j；；；；

或i；i；；i嚣i；

马E：：：：：：：：

或；i；iii；i；i

或；iiiiiijii；i

或；i；；i；iiii；ii；

或

或

或

(345，24，3)

(345，24，24，3)

(345，24，24，24，3)

(345，24，1236，3)

(345，1236，3)

(345，1236，24，3)

(345，1236，24，24，3)

(345，1236，24，24，24，3)

(345，24，1346，3)

(345，1346，3)

(345，1346，24，3)

甘＼’、／、＼八



7．2．2弹拨乐器专用符号

7．2．2．1琵琶、柳琴、阮、三弦、月琴等符号

a)弦序符号

b)左手指序符号

一指(食指) 一

二指(中指) 二

三指(无名指)三

四指(小指) 四

大拇指 五

c)把位符号

项把位 。

第一把位 I

第二把位 Ⅱ

第三把位 Ⅲ

第四把位 Ⅳ

第五把位 V

第六把位 Ⅵ

第七把位 Ⅶ

第八把位 Ⅷ

第九把位 Ⅸ

d)右手指法符号

弹

双弹

扫

小扫

夫扫

抹

双抹

挂

挑

双挑

拂

(345，135)

(345，345)

(345，346)

(345，34)

(345，3456)

(345，35)

(345，356)

(6，345，25)

(345，36)

(345，36，34)

GB／T i643 i一2008

(5，1)食指自右向左弹弦。

(5，1，12)食指同时弹相邻两条弦，如一声。

(46，345)食指自右向左同时弹四条弦，如一声。

(56，345)动作同扫，同时弹三条弦，如一声。

(6，345)小指、无名指、中指、食指同时自右向左疾

速扫四条弦。

(56，1)食指自左向右抹弦得声。

(56，1，12)食指、中指同时抹，得双音。

(345，13) 柳琴称划。食指从四弦至一弦依次慢

弹，得四声，如琶音。

(4，2)大指自左向右挑弦得声。

(4，2，12)大指挑相邻两条弦，如一声。

(5，345)大指自左向右疾速挑四条弦，如一声。

21

)5

1)，3

)2

2)}●●
，

，

，

，

)6

6

6

6

3

4

4

4

4

；l
l|((0一i三×^^^)弦弦弦弦子中老蝉弦弦弦弦弦

空一

二三四

)3

)

1

)3

，

)2

2)6

i
9_1；((

＼心‰～％

，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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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拂

大拂

幺1

临

22

剔

中指抹

分

摭

扣

倒分

夹弹

分双

扣双

弹剔双

三分

三摭

三扣

摇指

滚

三指轮

四指轮

四指长轮

全轮

长轮

轮双

|C ：o：oiiii

夕 ：o：oji；；

★ ：：：：：：

★⋯ ：：：：：：：：

7汐 ：：：：：：：：

(56，345)动作同拂，挑相邻三条弦，如一声。

(4，345)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四指自左向右疾

速撇四条弦。

(4，23)大指自右向左弦勾得声。

(345，13，13) 大指自一弦至四弦依次慢挑，得叫

声，如琴声。

(5，3)中指自右向左弹弦得声。

(45，3)中指自左向右抹弦得声。

(4，13)食指弹、大指挑，同时发声，得双音。

(5，13)食指抹、大指勾，同时发声，得双音。

(d，123)食指弹、大指勾，同时发声，得双音。

(45，13)大指挑外弦，中指剔里弦，得双音。

(5，12，2)食指、大指有节奏地弹挑。

(4，13，12)大指挑、食指双弹，三条弦同时发声。

(4，123，12)大指勾、食指双弹，三条弦同时发声。

(5，123，12)食指弹、中指剔，得双音。

(4，13，123) 大指挑、食指弹、中指剔，三条弦同时

发声。

(5，13，123)大指勾、食指抹、中指抹，三条弦同时

发声。

(4，123，1 23)大指勾、食指弹、中指剔，三条弦同时

发声。

(6，12)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均可用指尖偏锋

或侧锋疾速来回拨弦，如滚奏。

(5，12)食指、大指连续疾速弹挑，发音密集连贯。

(6，123)又称小轮。食指、中指、犬指依次连续循

环做轮。

(6，2) 又称半轮或代轮。四指轮分上出轮和下出

轮。上出轮为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依次

弹弦，得四声；下出轮为小指、无名指、中指、

食指依次弹弦，得四声。

(6，6，2⋯⋯6，2)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依次弹

弦，连续循环做轮。

(6，3) 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依次弹弦，大指挑

弦，连得五声为一轮；亦有小指、无名指、中

指、食指、大指依次做轮，为下出轮。

(6，6，3⋯·．-6，3)五个手指循环做全轮，连续不断，

发音圆满。

(6，3，12)同时在两条弦上做全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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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轮双

满轮

弹挑轮

挑轮

勾轮

扣轮

轮带双

轮带扫

轮带拂

拍

提

摘

上

≯

，
)『<

L

K

弹面板 h ；；ii

轮板 土 i；；i

人工泛音仓 i；i；i；；；

注：凡在“轮”前加“长”字的，一一律在记号前多加

e)左手指法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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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2) 同时在两条弦上做四指轮。

(6，1 3)同时轮三条或四条弦。

(5，16，3)食指弹、大指挑，紧接全轮共得七声。

(4，26，3)大指先挑里弦，紧接在外弦做轮。

(4，236，3)大指先勾里弦，紧接在外弦做轮。

(4，1236，3)大指、食指先做扣，紧接在外弦做轮。

(45，6，3)起轮时，食指双弹。

(46，345，6，3)轮前加扫。

(5，345，6，3)轮前拂。

(46，16)[三弦称搬(用左手)]将弦勾起即放，重声

如断弦，轻声呈乐音。

(456，16)大指、食指将一条弦提起即放，重声如断

弦，轻声呈乐音。

(1) (休止符后加第一点)大指抵住近细弦处的弦，

食指或中指在下面弹出如“摘”得声音，用于休

止符处。如：；；ji(1346，1)、i；；i(1236，1)。

[柳琴专用] 手指或拨子弹弦

时位置上移。

[柳琴专用] 手指或拨子弹弦

时位置下移。

(12) 休止符后加第一点、第二点。食指或大指用

力弹击面板。

(123)休止符后加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小指、

无名指、中指、食指依次在面板上做轮。

(5，16，123) 左手按音位，右手用小指外侧虚按在

有效弦长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处，

食指同时弹弦得泛音；也可用大指外

侧虚按在泛音上，食指弹弦得声。

个第六点。

(16，123)左手指虚按泛音位，同时右手弹弦。

(16，z) 又称揉音。按音指在音位上摇动，发出揉弦

效果。

(1 6，23) 按音指左手摇动，比“吟音”幅度大。

(16，12)一个音符奏完后，按音指带起发音。

(4，16) 又称“捺”。左手指尖打击音位发音。

(16，1)又称“搔”或“抓”，三弦称“粘”。有两种解释：

一是左手指尖搔弦得声，二是带音连续进行。

(6，235)又称推挽。按弦向右推进为“推”，按弦向左

23

汐。协瞅瞅蔓￡艺火

渤

哪

|曼

Ⅲ

㈨

Ⅲ

5

5

㈣

㈣

。|一}『)1

音音

音音音音

拉

泛吟

摆带打擞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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绰、注

虚绰、虚注

压

埋

勒

虚按

煞

绞弦

～{’

——‘

)
，

X

n

_L

K，|{j：，湖

拉出为“拉”，使弦音升高，造成滑音。右手

须标明指法，不标者为虚音。

(56，14) 又称进、退。绰，是从低的倚音沿弦急滑到

较高和本音，同时右手弹得一个绰音。注，

是从较高的倚音沿弦急滑到较低的本音，同

时右手弹得一个注音。绰、注符号后须标明

右手指法。

(45，14) 只绰不弹或只注不弹，得一虚音。

(4，235)手指用力压弦，使音升高，再回复本位音。

(45，235)手指推或拉弦，使音升高，再回复本位音。

(46，235)左手两个手指夹弦滑动，右手弹弦得声。

(45，236)左手指虚按琴弦，即不实按音位，同时右手

弹奏，发出的不是纯乐音。

(2)[三弦称虚垫，休止符后加“；；(2)”]左手指甲抵

弦身，右手弹奏得“煞”声。

(45，26)左手将几条弦相互交绞，右手弹奏非乐音。

绞三条弦写作：i；i；ii(45，26，123)，

绞四条弦写作：；i ii ii(45，26，2)。

并弦 ][，Ⅲ，川[ ii ii i；(46，26)左手将几条弦并在一起，右手弹奏非乐音。

并三条弦写作：嚣ii；i(46，26，123)，

并四条弦写作：；；i；；i(46，26，2)。

同轮板 臼 ii ii；；(56，26) 右手做某种弹奏时，左手同时用小指、无名

指、中指、食指尖依次弹击音板，如马蹄声。

伏 一 ；；；ii；(456，345)【月琴称收煞】按音符时值演奏后，用左手

将弦身按住，使音戛然而止。

7．2．2．2扬琴符号

左竹

右竹

左竹法

右竹法

轮音

双轮

连轮

左弹轮

右弹轮

双弹轮

1

f

1『

『1

痧

(456，345)用左手琴竹击弦。

(46，345)用右手琴竹击弦。

(456，46，345)先左后右交替演奏。

(46，456，345)先右后左交替演奏。

(6，3) 又称轮竹或颤竹。双竹快速交替演奏

产生的碎音。

(46，3)又称和音轮。

骚；iii (6，6，3⋯⋯6，3)从起到止全用轮音演奏。

(456，36，3)用左竹奏弹轮。弹轮是用琴竹在

弦上急速颤动，奏出短时值碎音。

(46，36，3)用右竹奏弹轮。

(46，456，36)又称滚竹。用双竹同时细密地

颤动琴弦，一般常用左竹颤动，

右竹单打音头。



长弹轮 丰 i；iii；ii

左单轮

右单轮

双弦音

齐竹

1矽

阿

()或[]

叉

连齐竹 叉⋯。叉；iiii；；；；；⋯；；ii：O：oi；

上滑弹

下滑弹

指套上滑音

指套下滑音

指套回滑音

指肚滑音

吟音

鼓音

木音

勾弦

反竹

闷竹

击板

摘音

摇拨

勺

×

K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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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6，3)又称浪竹。用左竹压在琴弦上的

柱裤一触一离，使竹头不停地在

琴弦上发出连续弹轮的效果。

(456，6，3)左竹单手做轮。

(46，6，3)右竹单手做轮。

(45，26)一琴竹同时奏两个音。

(456，345，36) 又称八度双音。两手琴竹同

时击弦，若音符记有该符号，

则加奏低八度和音。

(456，345，36，36⋯⋯456，345，36)从起到II二

全用齐竹

演奏。

(46，14) 由低音滑向高音。

(456，14) 由高音滑向低音。

(5，46，14) 右竹击弦后，左手戴金属指套在

两音问由低音滑向高音。

(5，456，14) 由高音滑向低音。

(5，256，3)在两音问作一次性的来回滑动。

(16，13，14)用拇指肚由下向上滑动。

(16，2)又称压音或揉音。在击弦的同时，用

另一只手的中指和无名指在该弦码

的另一端压弦颤动。

(345，1245，136，3)一手中指按在琴码上，另

一手弹奏该弦，发音类似

鼓鸣。

(345，134，136，3) 一个指头按在琴弦上，另

一只手弹奏该弦，类似

“木”音。

(4，23)用左手中指(不用指甲)勾弦，发出圆

润柔和之音。

(6，345，3，3⋯⋯6，345，3)从起到止用竹头

的背面击弦。

(16，236) 击弦后即用竹头闷压琴弦直至余音。

双写为：ii；i；i；；．；；iiii(16，

236，236⋯16，236)。

(12)休止符后加第一点、第二点。用竹头敲

击琴板。

(1) 休止符后加第一点，用左手的拇指和食

指捏紧某音琴弦，用右竹尾拨奏该弦。

(6，12) 用竹尾或附属物在琴弦上急速摇拨

而发出清脆的碎音。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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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尾拨弦 十

竹尾上滑拨／
竹尾下滑拨＼

竹尾上下滑拨×
指甲拨弦 广．

指甲上滑拨／

指甲下滑拨 ＼

指甲一卜下滑拨叉
第一位音

第二位音 Il

制音踏板 厶

才音【∑

抓音

泛音 0

琶音 {

7．2．2．3筝符号

a)右手符号

托 L

双托 世

劈 ]

双劈 ]l

抹 ＼

双抹 飞

挑 ／

双挑 ∥

勾 一

剔 u

打 V

摘 ^

撮 b

26

(56，1)用琴竹尾端拨弦。

双写为：iii；；i；；⋯ii；；ii(56，1，

4⋯56，1)。

(56，14，12)用竹尾自下而上地滑拨。

(56，14，1)用竹尾自上而下的滑拨。

(56，14，123)两手用竹尾同时上下交替滑拨。

(5，1) 用指甲拨弦。一般单音用食指，双音

用食指和拇指。

(5，14，12)用指甲自下而上地滑拨。

(5，14，1)用指甲自上而F地滑拨。

(5，14，123)两手用指甲同时上下交替滑拨。

(345，345) 遇有同音异位时，左码左边的为

第一位音。

(345，34)遇有同音异位时，位于第一位音右

边的为第二位音。

(126，16，14)踩下扬琴制音器的踏板后立即

放开。

(126，236) 用反竹在某音上敲挤发出“才”的

声音。

(5，13)摹仿其他弹拨乐，用手指抓奏。

(1 6，123)一手击弦或拨弦后，另一手迅速在

琴弦若干分之一处轻触，使之发出

虚弱之音。

(345，13)依次演奏按和声规律排列起来的音。

(5，1)大指向外拨弦。

(5，1，1B)大指向外拨两条弦。

(4，2)大指向里拨弦。

(5，3，12)大指向里拨两条弦。

(56，1)食指向里拨弦。

(56，l，1B)食指向里拨两条弦。

(4，23)食指向外拨弦。

(4，23，12)食指向外拨两条弦。

(6，2)中指向里拨弦。

(5，3)中指向外拨弦。

(56，2)无名指向里拨弦。

(5，23)无名指向外拨弦。

(4，13)大指用托、中指用勾，在两根弦上同时拨弦。



反撮

剔撮

劈撮

小撮

反小撮

重撮

反重撮

食指摇

拇指摇

八度摇

双指摇

扫弦

剔挑

勾抹

重勾

重勾劈托

E历音

下历音

打圆

近撮

滚

捻

o ：：：：：：

r心 ；iii：i

俗、：O：O iii；ii

圃iiiii；ij

区习

b)左手符号

颤音

揉弦 ～
按音 。

双按音

扇

扫 ～

扭

柱外刮奏

连线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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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大指用劈、中指用剔，在两根弦上同时拨弦。

(45，13)大指用托、中指用剔，在两根弦上同时拨弦。

(56，13)大指用劈、中指用勾，在两根弦上同时拨弦。

(6，13)大指用托、食指用抹，在两根弦上同时拨弦。

(26，13)大指用劈、食指用挑，在两根弦上同时拨弦。

(4，123)大指用托、食指用抹、中指用勾，在三根弦上同时拨弦。

(5，123)大指用劈、食指用挑、中指用剔，在三根弦上同时拨弦。

(6，12)食指用抹和挑，连续交替向里向外快速拨弦。

(6，1) 大指用劈和托，连续交替向里向外快速拨弦。

(6，1，123)大指和中指在八度和音的两根弦上，用劈撮和剔撮

连续交替快速拨弦。

(6，12，123)食指和中指同时向里向外连续交替快速拨弦。

(46，345)右手或左手手指向外快速拨奏相邻的几根弦。

(4，26) 中指用剔、食指用挑，在两根弦上同时拨弦。

(46，26) 中指用勾、食指用抹，在两根弦上同时拨弦。

(6，2，12) 中指向里快速拨奏相邻的两根弦。

(6，2，123)重勾和两次劈托的综合拨弦。

(46，36)顺着弦序，用右手或左手自下而上连续快速拨弦。

(456，36)顺着弦序，用右手或左手自上而下连续快速拨弦。

(4，13，36)大指用托、中指用勾，托勾或勾托连续反复拨奏成八

度的两个音。

大指用托、中指用勾，先托后勾或先勾后托，托与勾的

间隔时间甚短。

(5，23)食指用挑、大指用劈，在同一根弦上依次快速连续拨奏。

(5，12)食指用挑、大指用劈，依次快速交替连续拨奏相邻的两

根弦。

(16，2) 左手食指、中指在弦段上做轻微的颤动。

(1 6，23)左手食指、中指在弦段上做轻快而有规则的连续揉动。

(5，26)左手食指、中指按弦，使音升高小二度、大二度或小三

度，如ii ii；i i；ii i；(5，26，5，124，14，1256)，“5”音是由

“3”音的琴弦经按音而实现。

(45，26)左手两个手指在两根弦上同时按音。

(456，345，1)左手大指以极快的速度顺弦序连续拨弦。

(456，345) 左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向外扫弹相邻的三、四根

弦，出音如同一声。

(46，16)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紧一根琴弦，用力扭放出声。

(345，26，1 3)左手在码外弦段上，使用历音的指法拨弦。

(4，1) 表示从第一个音符依次滑奏到最后一个音符。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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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左右手配合符号

扣摇 与

柱 。

轮抹

三勾轮抹

轮撮

上滑音

下滑音

(16，6，12)右手用摇指时，左手拇指紧压在发音弦段上(紧

扣弦)，并由近码处逐渐向右移动，而后移回(有

时仅作向右移动)。

(16，136)左手食指轻按在筝柱上端的弦上，右手拨弦使弦

发出浑厚、含蓄如鼓鸣之声。

(56，16)左右手用抹的指法快速交替拨弦，拨弦顺序一般是

先右后左。

ii；；ii：o：o(56，16，123)综合指法：第一，右手用三勾；第二，左手用抹；第

三，右手用抹；第四，左手用抹。快速交替拨弦。

(6，34，1 3)左右手用撮的指法交替拨弦，顺序一般是先右后左。

(46，14)左手拨弦后，左手按弦，使音产生滑动。

上回转滑音) i；iii；

F回转滑音√ ；；ii；ii!

走

压

双手琶音

双手柱外刮奏

点 V

7．2．3吹管乐器专用符号

7．2．3．1笛、箫类符号

28

第一笛孔

第二笛孔

第三笛孔 =

第四笛孔 ×

第五笛孔 v

第六笛孔 ∑

第七笛孔

第八笛孔

半孔

堕音 天
颤音 tr

飞指颤音 飞

膜孔颤音 tr土 ；ii!；；

(6．235)

左手先按弦，然后右手拨弦，随即左手抬起，产生

下滑音。

右手拨弦后，左手将本音按高小二度至小三度，然

后再放本音。

(6，235，123)左手先将音按高小二度至小三度，然后右手拨

弦，随即左手放开再按下，按至原按音音高。

(456，16，2)右手连续拨弦，左手边揉边向后岳山移动。

(456，16，23)右手快速弹奏出级进的散音音阶时，左手手掌

边压边揉弦，使音高在整音与半音之间。

(5，345，13)

(345，26，35，13)左右手交替进行柱外刮奏。

(16，236) 右手按弦时，左手同时触弦。触弦要轻快而急速

地一碰即离。

(1)

(12)

(123)

(2)

(13)

(6，13)

(5，13)

(4，13)

(26) 写在笛孔号前，表示按半孔。

(26，14) 又称诵音、到音。由高音至低音的急速滑音。

(345，2345，1235，3)是由原音与其邻近音迅速均匀地交替演奏。

(345，124，2346，3) 上手或下手在笛子上三孔或下三孔快速

左右连续移动所奏出的乐音。

(256，235)吹出的声音明暗有规律的交替。



本位虚指颤音@ ii；；i；；i (5，16，z)

泛音

打音

叠音

顿音

促顿音

换气号

循环换气号

花舌

喉音

轮指

腹震音

连奏号

七历音

下历音

上波音

下波音

吐音

双吐

三吐

碎吐

音前上滑音

音前下滑音

下上滑音

上下滑音

回转小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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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指振音。手指按在音孔约一半的位置上快速

煽动。

(16，123)使气息控制在平吹和超吹之间，风门更加缩小，口

风更为集中，便得泛音。

(4，16)在后一个同度音刚要吹之前，将本音的按指迅速地在

指孔上虚打---F，立即抬起。

(6，16)在后一个同度音刚要吹之前，将按在上方临孔或上方

音位的按指迅速向上一抬立即按下。

(236)不用舌打，只用气吹奏的短促音。

(6，236)

(345，2)又称吸气号。

(345，23) 在鼻吸气的同时，口腔后部收缩将气吹出，使笛音

不断。

(6，3) 又称“嘟噜”。用气冲击舌尖迅速颤动，便发出碎音效果。

(46，3)又称打小花舌。用气冲击小舌，使之快速而均匀地抖

动，产生“呼呼”声，与笛声同时发出。

(6，12)二指和三指此起彼落，快速交替开按音孔。

(16，z)又称气振音。依靠腹肌有弹性的微微颤动，气流呈波

纹状呼出，笛音即产生一种以所奏音的高音为中心的

对称性音波。

(14)用弧线连起来的音，要奏得圆润流利。

(46，36)从某音起向上快速演奏的级进装饰音。

(456，36)从某音起向下快速演奏的级进装饰音。

(5，235)

(5，235，123)

(345，2345，3) 又称单吐。舌尖顶在上颚上，依靠气息的冲

击，发出一个“突”的乐音。

；i ii；i i；ii(345，2345，13，3)舌尖、舌根交替发出“突库”的乐音。

ii；iiiii：o：oi。：(345，2345，2345，13，3)舌尖与舌根依次发出“突突库”的字

下余音 ⑧ ；iii ii

音来。

用双吐的方法快速吐音，类似二胡的抖弓、

三弦的滚奏。

(46，14)又称流音。

(456，14)又称注音。

(456，14，13)奏出下滑音后，继而转上滑音。

(46，14，123)奏出上滑音后，继而转下滑音。

(6，14，3)表示笛身略微向内转动，使音的末尾大约降低半音

的一种吹法。

(345，134)表示在某音末尾，将原来所开放的全部音孔同时

急促地按没的一种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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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余音 o iii；；i

关闭膜孔 上 ii；i；；

膜孔开放 f ；ii；；；

7．2．3．2唢呐管子类符号

顿音 · ；；；i

吐音 T． ；iiiii；；

双吐音 TK． ii；i；；；iii

连音 厂、 ；；；；i；

30

弹舌

三弹舌

五弹舌

花舌

唇压音

唇颤音

指颤音

指揉音

指颤音 ＼／

堕音 瓦
单打音 丁

双打音

叠音 J又

借孔音 借

上波音～
下波音吖～

上滑音 么
下滑音弋、

箫音 箫

腹震音 ～
气冲音

气拱音 ]或勺

气顶音 ①

(345，346)表示在某音的末尾，将原来所按的音孔全部同时

地开放的一种技法。

(5，23)将膜孔键按上，关闭膜孔(改革笛装有膜孔键)。

(56，2)打开膜孔键。

(236)

(345，2345，3)又称单吐音。

(345，2345，13，3)

(14)连线以内的音，除第一个音用“吐”奏外，其他

的音要求奏得连贯。

(3d5，2345，123，3) 用“吐噜”的舌尖动作，使气冲

入哨片而得两音。

(345，2345，2345，123，3)

(345，2345，125，123，3)

(6，3)叉称“嘟噜”。

(56，16，12)

(56，16，2)

(345，2345，1235，3)

(16，23)用指头在本音上方音孔处作均匀的半空

揉动，使本音产生波状似的滑音效果。

(5，16，1)手指在本音孔上快速地颤动一下，产生

双音。

(26，14)用多指由上至下快速同时按孔得音。

(4，1 6)在本音的下方音孔打孔得音。

(45，16) 用双指有弹性地扇打本音孔和下方一音孔。

(6，1 6)在本音的上方打孔的音。

(4，1 6，123)本音不在原位音孔吹出，而是借用其

他音孔用气息控制吹出。

(5，235)

(5，235，123)

(46，14) 由低音滑向高音。

(456，14) 由高音滑向低音。

；；；i；；(345，125，345，3，3⋯，345，3)从起到至，上唇触哨

根，下唇触哨面，吹

气而发箫音。

(16，2)气息控制柔音。

(46，16，1)借有弹性的腹部气和口腔气冲击发音。

(46，16，12)又称气断音。在唢呐上模拟人的笑声

或类似笑声的技法。

(46，16，3)在指定的音孔上，主要依靠唇肌和气息

L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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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色音 ◇

三弦音

循环换气

泛音

臂颤

口颤

齿音

垫音

喉音

水嘟噜

下把位

上把位

溜音

涮音

弹
^
V

o

止或@

o

7．2．3．3笙符号

右手大拇指号

右手食指号

右手中指号

右手小指号

左手大拇指号

左手食指号

左手中指号

连线 厂、

保持音

强音 >

换气号 V

软单舌厂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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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发出比本音孔高或低半音至一

个小三度的音程。

(345，12，146，3)将本音和本音下一音孔开放，其

余音孔全关闭，使音色改变。

(345，2345，1236，3)用唢呐模拟弹奏三弦的声音。

(345，23)是在用鼻吸气的同时，口腔排气，循环往

复，使气息不中断。

(16，123)筒音和第一孔音的高八度超吹。

(45，235) 以小臂的力量带动手指做颤音。

(46，235)两唇轻轻颤动哨片，产生颤音，也是吟音

的一种。

(345，12345，3)上牙轻轻颤动哨片，使之发出颤音。

(26，3)在奏本音的同时，根据指法的方便，急速启

放一下本音上方一音孔或第八音孔。

(46，3)用小腹肌的扩张与收缩，使气息急速地向外

冲出，直压喉头，使声带震动发出“吼”声。

(26，6，3)舌尖自然放松，在哨口下方急速弹打哨

口发出“嘟噜”的乐音。

(345，345)

(345，34)

(456，14，13)根据指法方便，结合气息由本音向低

音方向至第八音孔急速奏一个回转，

从而产生大幅度的气指滑音的效果。

(6，14) (管子专用)嘴唇放松，用右手拇指带动管

身来回运动，使管哨在口中作大幅度吞吐

动作，配合气息，奏出滑音效果。

(1)

(12)

(123)

(13)

(236，1)

(236，12)

(236，123)

(14)连线以内的音要吹得连贯圆滑。

(456，236)奏出的音要充分保持时值。

(46，236)音要特别加强地吹奏。

(345，2)

(345，2345，l，3) 舌尖顶在上颚上，依靠气息的冲击舌尖自然

伸开，结合声音发出一个“冷”字音来的快速

连续的舌尖运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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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双舌

中单舌

中双舌

硬单舌

硬双舌

呼舌

花舌

指颤

颤音

上历音

下历音

上抹音

下抹音

打音

锯气

；i；i；i ii ii i；(345，2345，13，1，3)用舌尖和舌腰的动作，发出“冷根”的乐音。

；i；i；i；i(345，2345，3) 舌尖顶在上牙和上牙床的位置上，依靠气息的

冲击，舌尖突然伸开，结合声音发出一个“打”的

乐音。

vv iiii；；；；i；(345，2345，13，3) 吹奏发出中单舌动作后，随着舌尖离开，紧

接着又发出“嘎”的乐音，类似“打嘎”。

V ；；i；；；；iii(345，2345，12，3)舌尖用力顶在上牙和下牙中问，将横隔膜提

起，用足气，依靠气息的冲击，舌尖突然伸

开，结合声音发出“邓”的乐音。

VV；i；iiiii；；；；(345，2345，13，12，3)吹奏做出硬单舌动作后，舌腰与上颚贴

拢，依靠气流与舌的弹性，发出“更”的乐

音来。

)

丁

锯气

(45，2)吹奏时用鼻呼吸，舌尽量往回缩，用舌根带动整个舌来

回地悬空抽动，使笙发出柔和而均匀的碎声。

(6，3)利用呼出和吸进的气流对舌的冲击，使舌尖、舌边及舌

的前半部在口腔内震动，造成某一音的快、慢、轻、重等

碎音。

(345，2345，1235，3)手指在按孔上做快速的开闭，形成颤音。

(16，2)利用喉、舌以及腹部的运动激起强弱均匀的气流震动

簧片而发出的柔音效果。笙的颤音分喉颤音、舌颤音、

腹颤音。

(46，36)从一个音急速地向上连续级进的装饰音。

(456，36)从一个音急速地向下连续级进的装饰音。

(13，14)靠手指在按孔上的逐渐开放和逐渐闭合的连贯动作，

使该音孔的音，由本音逐渐升高，又逐渐返回本音。

(456，14)

(4，16)在本音出现的同时，根据指法的方便，用其他几个音来

衬托本音。

(345，1245，346，3) 一吹一吸，吹吸交替，发出“嗖”的乐音，其

效果近似拉锯声。

钝气 触气；i；i ii；i；i(345，145，25，3) 用下巴的弹动而吹奏的一种技巧，其效果近

似“单吐”，但比“单吐”力度要大。

剁气 剁气；；；i；i；i；；(345，145，135，3)演奏效果近似双吐，但比双吐更火暴。

单 单 ；i；i；；；i；；(345，145，1236，3)单音。

和 和 ；；；；；；嚣；；(345，125，26，3)传统和声。

单和 单和；iiiiii；；i(345，145，125，3)单音与声结合。

注：在标记笙的指序符号时，应先右手、后左手。

7．2．4打击乐器专用符号

全音符

二分音符

四分音符

32

×

×

× "n”

6

6

6㈨㈤㈦



GB／T 16431—2008

八分音符 基 i；：o：o(456，12)

十六分音符 兰 ：o：o；i(456，123)

三十二分音符圣 ii：o：o(456，2)

一般无固定音高的单件乐器，用节奏号记谱。

我国民族民间音乐和戏曲音乐中的打击乐谱(俗称锣鼓经)，是根据各种打击乐器的多种组合方式

以及不同的演奏力度所产生的各种不同音响，采用模拟谐音字加节奏时值记号记谱的。大段谱可采用

双写法，以便读谱。

现以京剧锣鼓经口念谱所用谐音字谱及其奏法为例，见附录B(资料性附录)。

8常见的几种盲文记谱法

8．1直线记谱法

以最低音作为基础写作原音符，上方各部音用音程号表示。
3

示例： 6的和弦在直线法中写作
1

8．2逐节记谱法

先写一小节(或不完全小节)的低音部(左手)的乐谱，再写一小节(或不完全小节)的高音部(右手)

乐谱，继而前后空方写小节线“；；(1 23)”，接着再继续写下一叫、节的低、高音部乐谱和小节线。如此逐节

地写下去，直到一个乐段或整首乐曲结束。

8．3对节记谱法

这是一种类似五线谱高、低音谱表(右、左手)上下平行书写记谱的方法。上、下第一个音符号要对

齐。高、低音谱表只能写在一页上，不能拆开换页。

8．4音符式记谱法

低音部和高音部都以最低音为基础，写作原音符，上方各部音都写作降位的“八分音符”。用这种方

法记谱有很多符号需要调整，否则就会发生混淆。

调整的符号如下：

倚音： ii (34)

音前顺回音： ij：o：o(456，34)

音前逆回音： ：o：o ii：o：o(456，34，1 23)

音后顺回音： ii；； (56，34)

音后逆回音： ；i；；ii(56，34，123)

重复号： ij(346)

连音符标记号： ii(3456)

顿音、次顿音、促顿音依次是： ；i(36)、；i ii(6，36)、ii；；(56，36)

强音号，特强号、保持音依次是：i；；；(46，36)、i；ii(56，36)、；iii(123，36)

颤音、顺波音、逆波音依次是： ii；iii(25，5，25)、；；ii(5，25)、iiii；i(5，25，123)

以上调整的符号都写在音符前。

8．5管弦乐队总谱记法

管弦乐队总谱的记法，一般采用对节法记谱。各种乐器依次逐行、对节记谱，小节数字应写在每页

的首行，并与该小节第一个音符的符号对齐。乐器的名称都采用简写。

8．5．1各种乐器的简符号

短笛 Piccozo ii ii i；；i(345，1234，14，3)

长笛 FI“t8 ；i ij；i：o：o(345，124，123，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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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簧管 Oboe

英国管 English horn

单簧管 Clarinet

低音单簧管Bass clarinet

巴松管 Bassoon

低音巴松管Double bassoon

法国号管Horn

小号Trumpet

长号Trumbone

大号Tuba

低音大号 Bass tuba

三角铁Triangle

镲，铙，钹 Cymbals

边鼓 Sidedrum

低音鼓 Bass drum

定音鼓 Kettledrum

竖琴Harp

第一小提琴Violin 1

第二小提琴Violin口

中提琴 Viola

大提琴 Violoncello

低音提琴Doublebass

8．5．2各种乐器简写符号用法

f345，135，3)

(345，15，125，3)

(345，14，123，3)

(345，12，14，123，3)

(345，12，3)

(345，12，12，3)

(345，125，1345，3)

(345，2345，1234，3)

(345，2345，12，3)

(345，2345，136，3)

(345，12，2345，136，3)

(345，2345，1 23，24，3)

(345，14，13456，134，3)

(345，234，145，1235，3)

(345，12，145，1235，3)

(345，145，1235，3)

(345，125，3)

(345，1236，2，3)

(345，1236，23，3)

(345，1236，123，3)

(345，1236，14，3)

(345，145，12，3)

如果某种乐器的曲谱标有凋号，可同乐器的简写字连写，中问不空方；

每种乐器第--d'节的开始音，需加音组号。其他小节的开始音，只需与其他乐器的开始音上下

对齐，不必加音组号。



A．1高音键盘号

A．2低音键盘号

A．3八度齐奏号

A．4非八度奏号

A．5低音键盘第一排辅助低音号

A．6低音键盘第三排大三和弦号

A．7低音键盘第四排小三和弦号

A．8低音键盘第五排属七和弦号

A．9低音键盘第六排减七和弦号

A．10低音与和弦合奏号

附录A

(资料性附录)

俄罗斯手风琴记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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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蔷
Ez警
B．3

p啪a

E 4嚣
B．5

z喳hi、呓yi

B．6
16隆ng、布bt]

B7“翟9

B．s。掣苫絮9岔9
B．9。a仓ng

B．10
q磬mg

B11“芸9

B12“罢9
川s 9喜9
B．!一茗
B．15。?‘

爿一

B．16耍
气

川，笠I：1岩、口

B．18巢l
酬。l紫
B．20

p噗u

附录B

(资料性附录)

戏曲锣鼓经记法

单皮鼓单键重击。

单皮鼓单键轻击。

单皮鼓双键同时重击或左手单键重击。

单皮鼓双键滚击。

板单击。

鼓或堂鼓、花盆鼓轻击(隆咚连奏可带两声轻击)。

鼓或堂鼓、花盆鼓重击。

鼓或堂鼓、花盆鼓单键轻滚击。

大锣、铙钹、小锣同时重击。

大锣、铙钹、小锣同时轻击。

大锣重击，放长音。

大锣轻击，放长音。

大锣、铙钹、小锣同时击闷音。

大锣、铙钹、小锣同时击哑音。

铙钹、小锣同时重击。

铙钹、单击或铙钹、小锣同时击。

小锣重击。

小锣稍重击。

小锣轻击。

铙钹闷击。

B．21抑yl
休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