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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无从下手．唯一能提供给大家的帮助

，就是看到一些好帖子转给大家，希望能对大家的考试有所

帮助．不过如果你觉得是那么回事情，请给予支持，顶顶帖

子，叫我有发贴的热情，也许会有更多的帖子提供给大家． 

考生要提高"辨析并修改病句"的能力，除了按照《考试说明

》的要求，对语序不当、搭配不当、成分残缺或赘余、结构

混乱、表意不明、不合逻辑六种语病归类复习训练外，还要

了解一些诊断语病的切入点，以便快速准确地找出语病的症

结，做出正确的选择或修改。 下面，结合实例介绍八种诊断

语病的切入点： 一、并列短语来源：www.examda.com 并列短

语使句子结构复杂化，因而容易导致语病。 例1．侵略者攻

陷北京后，焚毁并洗劫了西郊的圆明园。 并列成分意义上往

往包含着内在的有机联系，有先后、主次、深浅、远近之分

，这些联系和差别相应地直接反映在排列顺序上，成为规律

性的约束，随意改动，便会产生排序不当。"洗劫"应在"焚毁"

之前，二者时间有先后，一切都"焚毁"了，还怎么"洗劫"呢？ 

例2．值得一提的是，扮演张学良的苏金榜同志和扮演蒋介石

的石荫昌同志把两个人物演得有血有肉。前者的正直、爽快

、威武和后者的狡诈、阴险、独裁，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并列短语要保持并列成分词性上的一致，而例2"狡诈、

阴险"是形容词，"独裁"是动词，并列在一起不协调，可改为"

专制"或"专横"。 例3．我们的报刊、杂志、电视和一切出版



物，更有责任作出表率，杜绝用字不规范现象，增强使用文

字的规范意识。 具有主从关系（如学生与中学生）、交叉关

系（如工人与青年、农民与妇女）的概念不能并列在一起；

否则，就会使概念之间的关系混淆不清。"报刊""杂志"是出版

物，"一切出版物"显然包括了"报刊""杂志"，所以三者不能并

列在一起。此外这个句子还有语序不当的毛病，最后两个句

子应该互换位置。 例4．水库和运河如同闪亮的镜子和一条

条衣带布满了原野和山谷。 一句话中包含两个充当不同成分

的并列短语时，两个并列短语的并列成分之间往往有一种前

后相应的关系，不恰当的排序就会带来对应关系的混乱。"水

库和运河"与 "原野和山谷"分别充当主语和宾语，实际情况应

是"水库布满山谷""运河布满原野"，而例句中二者对应关系不

当。应将"原野和山谷"改为"山谷和原野"。 二、数量短语 数

量短语的误用，主要表现在数量增减表示不当、语序不当、

前后矛盾、搭配不当等。 例5．上海公共汽车票价很低，与

曼谷普通公共汽车票价相比，便宜三倍。 表示数目减少（缩

短、降低、便宜）时不能用倍数，例5可改为"便宜四分之三"

或"只有曼谷普通公共汽车票价的四分之一"。 例6．局长嘱咐

几个学校的领导，新学期的工作一定要有新的起色。 数量短

语的位置不当，会造成句子的岐义，例5可以理解为"一个学

校的几位领导"也可以理解为"几所学校的几位领导"，应将"几

个"放在"领导"一词的前面。 例7．据统计，全省个人捐资办

学万元以上的将近400余人。来源：www.examda.com "将

近400"是"将要接近400"，说明还没有达到400，而"400余"

是"400还要多"，显然前后矛盾。 例8．据科学统计，蜜蜂每

酿一斤蜜，大约要采集50万朵的花粉。 与"朵"相配的是"花"，



而不是"粉"，因此去掉"粉"即可，也可以在"花"与"粉"之间加

上"的"，即为"50万朵花的粉"。 三、介词短语来源

：www.examda.com/STRONG> 误用介词短语，会造成句子主

语的残缺、主客体颠倒等语病；少用、滥用介词也会影响语

意的表达。 例9．经过老主任再三解释，才使他怒气逐渐平

息，最后脸上勉强露出了一丝笑容。 "经过"这个介词湮没了

主语，改法有两种：（1）去掉"经过"，让"老主任再三解释"

作主语；（2）删去"才使"，让"他"作主语。 例10、在这里，

他学到了化学、生物，特别是对他最感兴趣的畜牧学。 "他"

是主体，"畜牧学"是客体，是他对畜牧学感兴趣，不是畜牧

学对他感兴趣，正确的说法应是"特别是他最感兴趣的畜牧

学"。 例11．江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工作者展开了

热烈讨论。 "江北地区的新石哭时代文化"是考古工作者讨论

的对象，因此，应在它的前面加"对"。 例12．我们对于自己

的语文修养也要不断提高。 "我们自己"本是同位词组作定语

，没有必要再插进一个"对于"。 四、否定词来源

：www.examda.com 不、没有、否认、否则等否定词的重复出

现或多次出现，容易犯否定失误方面的语病。 例13．凡事要

三思而行，否则贸然行事，往往会好心办坏事。 "否则"意为"

如果不这样"，常用在假设复句中后一分句的开头，引出以否

定前一分句内容为条件而虚拟的结果。例13中，"否则"就是"

如果不三思而行"，因此，后面不能再接"贸然行事"，改法有

两种：（1）删除"贸然行事"；（2）将"否则"改为"如果"。 

例14．国务院台办新闻发言人指出：台湾当局对"XX功"邪教

组织利用设置在台湾的发射装置攻击鑫诺卫星事件应立即采

取措施予以查处，并杜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误用了双重否



定。"杜绝"和"不再"都是否定词，宜将"不再"改为"再次"。 

例15．近几年来，王芳几乎无时无刻不忘搜集、整理民歌，

积累了大量的资料。 "无时无刻不"等于说"时时刻刻都"，后面

又说"忘"，显然与"积累了大量的资料"矛盾，应将"无时无刻"

改为"每时每刻"或"时时刻刻"。 例16．睡眠三忌：一忌睡前不

可恼怒，二忌睡前不可饱食，三忌卧处不可当风。 "忌"其实

相当于否定词，意思是不能做的，句中重复使用后，又用了"

不可"，造成三复否定，语意费解。修改方法有两种：（1）

把"一忌"、"二忌"、"三忌"中的"忌"去掉；（2）把所有的"不"

去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