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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文化艺术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94）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学

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项阳、任方冰、张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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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简谱记谱规范 第 1 部分：歌曲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音乐简谱记谱的调号记法、拍号记法、速度与表情术语记法、声部记法、音符记法和

前奏、间奏、尾奏记法、反复记号的使用。

本文件适用于从事音乐创作、表演、教育、科研的团体和个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调号

为了建立新的宫系统而需用的变音记号，是按照一定的次序和位置记在谱号的后面的，这些记号叫

做调号。调号总是只用同类的变音记号，即升记号或降记号。

3.2

拍号

在乐谱中使用的节拍标记符号，用分数的形式来标画。每一个乐谱前面都有拍号，中间临时改变节

拍会标出改变后的拍号，拍号如同分数，如2/4、3/4等。

3.3

表情记号

常用于音乐乐曲当中，一般用于体现乐曲的情绪，能更好地体现乐曲的情感。

3.4

力度记号

全世界通用的音乐力度记号，是采用意大利文的缩写首字母做标记。

3.5

间奏

歌曲进行中间的乐器演奏部分，一般用于连接两段歌唱的就是间奏。

3.6

声部

四部和声的每一部叫做一个声部。器乐声部分高音、中音、次中音、低音；声乐声部分女高音、女

低音、男高音、男低音。

3.7

反复记号

音乐反复记号，是为了节省乐谱的空间，方便乐谱的书写而采取的省略方法的记录形式。主要分为

段落反复记号如 D.C. 记号，D.S. 记号（D.C.al Fine 记号等）和段落反复跳越记号“灯笼号”。应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98%E9%9F%B3%E8%AE%B0%E5%8F%B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0%B1%E5%8F%B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90%E8%B0%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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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属于基本乐理。

4 调号记法

4.1 调号记在曲谱开始处的左上方，应一律采用 1=
b
B、1=C、1=D......的记法。

4.2 从 1=A 开始，“1”以下的音用低音点记谱，1=
b
A、G、F......等依次类推。从 1=

b
B 开始，“1”

以上的音（包括“1”音在内）用高音点记谱，1=B、C、D……等依此类推。

4.3 歌曲在中间转调时，转调开始处应标记新调号。1=C 转 1=F 时，应记成 1=F（前 6=后 3）或（前

2=后 6）。

注：“1”的位置应对准转调后的第一个音，括号内所标高音可采用前调的末音或新调的首音，并避免出现升降号。

5 拍号记法

5.1 拍号一律写在曲首的调号之后，如 1=C 。

5.2 歌曲中临时改变节拍是，须在变换节拍处标出新拍号。

5.3 几种拍子在歌曲中有规律地或频繁变化出现时，可将几种拍号并列写于曲首的调号之后，如 1=C ，

而不是在变换节拍处再一一标出。

5.4 混合节拍的拍号，可在括弧内标明节拍结构，如 ，或用虚小节线表示。

5.5 歌曲中遇有节拍自由的段落，用“サ”标记。小节线用虚线标记。

5.6 多声部歌曲在改变节拍时，每个声部都要标出新节拍号。

6 速度与表情术语记法

6.1 基本速度（如快速或快板、中速或中板、慢速或慢板）和表情术语（如雄壮地、活泼地）应写在

曲首并位于调号、拍号之下。

6.2 速度术语应在前，表情术语应在后。二者并用时，中间稍空，不加顿号；同类术语并用时，中间

加顿号，如中速、豪迈、有力地。

6.3 临时速度术语可使用中文标记（如渐慢、渐快、原速）进行表示，而不用外文 rit、accel、atempo。

6.4 为表示音乐的准确速度，可用“每分钟=XX 拍”或“=XX”等标记。

6.5 歌曲中临时改变速度时，应注意其前后的变化关系。例如，一首歌曲按“中速—稍慢—原速—稍

慢”的速度变化进行时，如果歌谱中未将“原速”标出，则显然是一种疏漏和错误。

7 声部记法

7.1 声部名称用女高、女中、女低、男高、男中、男低、领、独、齐、合等标记，写在连谱号之前。

7.2 声部中需再分部时，可用Ⅰ、Ⅱ加以标明。

7.3 如果是女生合唱、女生重唱或者男声合唱、男声重唱，则可在曲名下方标明演唱形式，而不必在

连谱号之前再标记女高、女低或男高、男低。

7.4 歌曲如由中间分声部或变换声部时，应另行起排；如版面不允许，则将变换的声部名称分别写在

曲谱的上方。

7.5 声部名称写在歌词之前时，应加括号，以有别于歌词。

7.6 歌曲临时有单声部分为二声部时，可用“{ }”标记，歌曲结束处的“}”号可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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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多声部歌曲中的音符位置，应根据时值上下对齐，各声部的小节线应分开。

8 音符记法

8.1 每延长一拍（在一小节内以四分音符作一拍），用增时线“-”标记，写成“1-、1--、1---”。

8.2 休止符应逐个记出，可不用附点和增时线。

8.3 拍的时值线以小节为单位进行组合，不以八分音符为单位进行划分。

8.4 音值组合应根据不同节拍特点而定，如拍中的“1·1·”，不应记成“1--”。

9 前奏、间奏、尾奏记法

9.1 前奏、间奏、尾奏的开始和结束应加记括号。

9.2 间奏与唱腔同时进行时，间奏应置于唱腔的上方，用小一号音符排版。结尾处的小节线可省略；

但反复号不应省略。

9.3 当唱腔停止而间奏仍延续进行时，唱腔应用休止符标记，间奏仍置于歌谱上方，到歌谱转行后即

可将间奏移下。

9.4 前奏、间奏、尾奏不加连线和换气记号，特殊情况例外。

10 反复记号的使用

10.1 反复记号应注意前后呼应，有头有尾。

10.2 曲调自始至终完全相同的分节歌（多段词），不应加反复号，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0.3 两小节以内的反复号可不用，而应将歌谱再记一次。

10.4 从头反复的歌曲，曲首不应加记号，反复后的结尾应不同，用方括号（房子）标记。

10.5 同段歌词反复后，结尾不同的，应用罗马字标记。

10.6 反复后的歌曲段落较长，方括号（房子）可只划两小节，不应封口。

10.7 多声部歌曲，方括号（房子）应仅记在第一行，下面的声部不记。

10.8 歌曲如由三部分组成，且第三部分是第一部分的完全重复，则可在第二部分结束处用双细线并在

其下标记 D.C.（从头反复），在第一部分结束处用终止线并加写曲终表示。

10.9 如果第三部分重复时，不是从头开始，则在第二部分结束处用双细线并在其下标记 D.S.（从记

号处反复），在反复处开始处用双细线并在其上标记。

10.10 歌曲反复至中间结束时，如结束不同，应加“结束句”，予以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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