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言知识 

修改病句 

现代汉语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病句，我们在辨识句子时，就要疏理出句子的主干和枝叶，

看成分是否残缺或者赘余，看句子的主要成分即主、谓、宾之间，句子的枝叶即定、状、补

与中心语之间是否搭配，看是否有不同的句式混用，语序是否恰当，是否符合逻辑思维，表

意是否明确，否则就是病句。 

一、常见的语病类型 

（一）语序不当 

1.据媒体报道，中国将在 2017年左右实现月球软着陆探测自动巡视勘查，这为中国深

空探测的发展奠定进一步的技术基础。（语序不当，应为“进一步奠定技术基础”。） 

2.在休息室里许多老师昨天都同他热情的交谈。（多层状语语序不当，表对象的介宾短

语一般紧挨中心语，应改为“许多老师在休息室里都热情地同他交谈。”） 

3.文件对经济领域中的一些问题，从理论上和政策上作了详细的规定和深刻的说明。（词

语的前后顺序排列不当，“深刻说明”应照应“理论”，“详细的规定”应照应“政策”。） 

（二）搭配不当 

1.《野鸭子》最打动人的是对真善美的热情讴歌、透过剧情的审美体验，让人们信 了

一个事实、一条真理：世上还是好人多，人间自有真情在。(搭配不当，“透过”“体验”

无法搭配。) 

2.该厂狠抓生产质量，重视企业文化，十几年来凝聚了一批技术骨干，所生产的内衣产

量成为全国同行业销售额率先突破十亿大关的一个著名品牌。（“凝聚”和“骨干”不搭配，

“产量成为品牌”搭配不当，可改为“十几年来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所生产的内衣在全国

同行业销售额率先突破十亿大关，成为一个著名品牌”。） 

3.成千上万的亚运志愿者都在忙碌着，他们在共同努力，完成举办一次令亚洲乃至全世

界都瞩目的文明亚运的理想。（搭配不当。完成与理想，完成任务或实现理想。） 

   （三）成分残缺或赘余 

1.鲁迅先生在斗争中创造了杂文，成了文学艺术中的奇葩。（缺主语，将“创造了”改

为“创造的”） 

2.我国计划在 2011年向太空发射目标飞行器“天宫一号”的实验，这一消息引起世界

各国极大关注，被全球各大媒体争相报道。（成份赘余，删去“的实验”。） 

3.只要有勤奋、肯吃苦，什么样的难题都难不倒你。（缺宾语，在“肯吃苦”后加上“的

决心”） 

（四）结构混乱 

1.止咳祛痰片，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远志、桔梗、贝母、氯化铵等配制而成的。（应该

是“主要成分是……”或“是由……配制而成”，两种格式或选用一个） 

2.你可知道，要出版一本译作是要经过多少人的努力以后，才能与读者见面的。（把“要

出版……的努力”和“一本译作……见面的”两句话揉在一块儿说了，只能选一句说） 

（五）表意不明 



1.局长、副局长和其它局领导出席了这次表彰会。（其它局领导是本局领导还是别局的

领导，不明确） 

2.巴勒斯坦游击队对以色列的进攻是早有准备的。（是“巴勒斯坦游击队进攻以色列”，

还是“以色列进攻巴勒斯坦游击队”，不清楚） 

3.刘老先生热心支持家乡的教育、慈善等公益事业。他这次返乡，主动提出要与部分福

利院参加高考的孤儿合影留念。（表意不明，“部分”可为福利院，也可为孤儿。） 

（六） 不合逻辑 

1.他是多少个死难者中幸免的一个。（既然是“幸免”，就是没有死，怎么能说“死难

者”中的“一个”呢?） 

2.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虚假宣传似乎已经见怪不怪，相关行政执法部门本有查处之责，

怎可坐等媒体爆料，甚至在媒体努力推动之后仍不闻不问？（不合逻辑，应为“我们对于虚

假宣传已经见怪不怪”。） 

     二、常见的病句修改方法 

    （一）句中有多重限定或修饰成分，可考虑是否语序不当或赘余。 

    例：参加这次探险活动前他已写下遗嘱，万一若在探险中遇到不测，四个子女都能从他

的巨额遗产中按月领取固定数额的生活费。句中“万一”与“若”重复，属赘余。 

（二）句中有并列成分，当考虑它们同其他成分是否搭配或照应，它们是否存在从属关

系或交叉关系。 

  例 1：今年春节期间，这个市的消防车、三千多名消防官兵，放弃休假，始终坚持在各

自值勤的岗位上。句中并列主语中“消防车”同动词谓语“放弃休假”“坚持”不搭配。 

   例 2：许多穿裙子的妇女和青年正在那里拍照。句中的定语“穿裙子的”和中心语“青

年”不搭配：“青年”和“妇女”词义有交叉，不能并列。 

例 3：文件对经济领域中一些问题从理论上和政策上作了详细的规定和深刻的说明。句

中的“从理论上和政策上”与“详细的规定和深刻的说明”照应错位，应将后者的语序打个

颠倒，方可照应。 

例 4：采风小组搜集了近七百万字的民间故事、七百余首情歌和少量民歌。“情歌”与

“民歌”互有包容，二者是交叉关系，不能并列。 

（三）句中出现选择性判断词语，考虑可能存在一面与两面搭配不当的语病，但须注意，

有些句子“症状”明显，但并没有语病，辨识要小心，谨防掉入命题者的陷阱。 

    例 1：我们能不能培养出“四有”新人，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用的大事，也是

教育战线的根本任务。谓语部分只有一面：“是根本任务”，而主语部分却说了两面：“能不

能”，主谓不搭配。 

    例 2：储蓄所吸收储蓄额的高低对国家流动资金的增长有重要作用，因而动员城乡居

民参加储蓄是积累资金的重要手段。“高低”是两面，“增长”是一面，但由于储蓄额的高和

低都是增长，所以并不存在两面与一面不搭配的语病。 

  （四）否定、多重否定或否定加反问，应考虑句意是否明确。 

  例 1：睡眠有三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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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不可”双重否定，使意思反了。 

  例 2：雷锋精神当然要赋予新的内涵，但谁又能否认现在就不需要学习雷锋了呢？“否



认”“不”与反问语气构成三重否定，使意思反了。 

  （五）代词指代句中内容应考虑指代是否明确。 

  例 1：之华同志去世前，满心希望我能写一篇有关秋白同志文学活动的文章，就像他写

《序言》一样。句中“他”是指“之华”还是指“秋白”，不明确。 

  例 2：欣赏一首好诗不容易，创作一首好诗更不是简单的事，小王对诗歌情有独钟，因

此，他平时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努力。“这方面”是“欣赏”还是指“创作”，不明确。 

  （六）句中出现数字，可考虑数字说明是否前后矛盾或重复，是否有歧义等。 

  例 1：这个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据有关人员保守估计，直接损失至少在六千万元以上。

“至少”与“以上”矛盾。     

    例 2：这两年，不少名牌彩电的价格和前几年比，几乎下降了一倍。“下降”与“一倍”

不搭配。（“倍”仅表示增加。） 

    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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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一个学校的几

个领导，还是不同学校的几个领导？有歧义。 

  （七）句中有判断动词“是”，可考虑主语与宾语是否搭配。 

   例 1：东端有两座石碑，一座是乾隆题燕京八景之一“卢沟晓月”四个大字，碑的四周

有四根龙抱柱。“一座是”与“四个大字”搭配不当。 

   例 2：这种“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高风亮节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高风亮

节”与“榜样”不搭配。 

  （八）句中有介词或连词，可考虑其是否用得恰当。 

    例 1：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并没有消沉，而是在大家的信赖和关怀中得到力量，树

立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句中第二个介词“在”使用不当，应改为“从”。 

   例 2：3月 17日，6名委员因受贿丑闻被逐出国际奥委会，第二天，世界各大报纸关于

这起震惊国际体坛的事件都做了详细报道。“关于”应改为“对于”或“对”。 

   （九）句子是复句，应考虑分句顺序是否正确，关联词语是否恰当，分句关系是否符合

逻辑。 

   例 1：一个人有错误不加改正，如果是很小的错误，也可能会酿成大害。该句是让步关

系的假设复句，“如果”应改为“即使”。 

   例 2：《红楼梦》写了那么多的人，就是因为作者和他描写的对象长期相处，深深理解

了他们的一切。分句间没有因果关系。 

    (十）如果句子的“病状”不明显，可压缩句子的主干，看相关成分是否搭配、残缺，

或结构是否混乱等。 

  这是辨识病句最基本的方法，除辨识复句外，辨识单句，也必须以此为基础。在一时找

不到“病症”的情况下，适宜采用这种方法。 

   例 1：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科技知识的价值日益显现，人类已进入知识产权的归属和

利益的分成，并已开始向科技工作者倾斜。主干“进入”不能与“分成”搭配，即成分残缺，

需在“分成”之后补上中心语“的时代”，才通顺。 

   例 2：针对国际原油价格步步攀升，美国、印度等国家纷纷建立或增加了石油储备，我

国也必须尽快建立国家的石油战略储备体系。“针对”与“攀升”不搭配，状语“针对”的

中心语“的形势”残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