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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数字”包围了我们的生活 2010.9.17 

“请拿出数据来说明问题”，这个话的言外之意是没有数字支持的论点，我就不相信！ 

如今很多人盯着股市，那里的每个数字联系着很多人的神经。现在每年有近千万学生参

加高考，高考成绩的分数联系着多少家长的心。多少人要买东西，而商品价格的数据牵动着

顾客的心。确实，无论是医院提供的体格检查表、学校公布的考试成绩、打印的工资单、股

市的行情、气象台报的雨量、河流的水位、商品的价格、失业人数、GPD、CPI等等都是数

字，而这些有特定意义的数字我们特别关心！ 

在当代，“数字”包围了我们的生活，你要写一篇论文，可论文里没有一个数字，编辑

会认为你的文章不及格。现代的自然科学几乎被“数字”武装到了牙齿。玩数字玩到让你看

不懂，甚至是某些人故弄玄虚的“高明”。 

过去一种观点是只有自然科学里才普遍使用数字。社会现象里“数字”的用场就少。现

在看这个观点不对了。工资和物价的数字是老板、雇员、消费者的角力场，股票行情数字甚

至使人跳楼！武装力量的数字关系国家安危、选举票数关系着政治人物、甚至政党的浮沉。 

他为什么没有考上大学，考分不够，他为什么没有晋升，分数不够，他为什么没有…，

分数不够！“分数”在今天联系着多少人的命运？！ 

“请拿出数据来说话”，这个话的一层含义是没有数字支持的论点我不相信。确实，

有大量数据做后盾的论点，一般比较令人信服。于是处处都搞“量化”几乎是当代社

会生活的特点。问题是：抽象的“数”是如何在我们的物质世界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

位的？  

其实，“个体”概念是“量化”的起点；中文里大量的量词、科学里繁多的计量

单位都需要个体概念做基础。七个科学基本单位中的摩尔，其实是穿了洋装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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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数字”也仅是从 0到 9这十个符号，可它们为什么在不同场合有着这么大的影响

力呢？抽象的“数”是如何与具体的“物、事’粘到了一起，从而被人们特别关注？ 

我们今天无法阻止处处、事事都在“数字化”、“定量化”的潮流。但是，我们要问为什

么抽象的数在这个物质世界居然占据了如此高的地位？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理解“个体”概念就是认识量化问题的起点。 

3.2个体概念是量化的起点 2010-10-20 

上面谈到，无论是自然、社会科学或者生产、生活中，都尽量使用定量的数字来准确说

明问题，这几乎是一种潮流。现在我们说明“数”之所以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场合，其原因

是我们有了清晰的个体概念。或者说只有明确了什么是特定含义下的“一个”个体，才可能

引出清楚的两个个体、或者 5个个体、“N个”个体，这些数字与词的连接应用格式，而这

种格式的词组更精确地表示了事以及它联系的“量”。 

这里，我们引入（定义）“同类个体”一词。所谓同类个体就是指某一些彼此独立存在的

对象，其中的每个对象都符合个体的定义，而且它们的边界、内容有相对意义下的类似性。

这时，就认为这些对象是同类个体。 

“鸡蛋”，由于它存在清楚的边界和内容，所以它是（一种）个体。但是“此”鸡蛋之外，

还可以存在另外的，同类的（鸡蛋）个体，于是我们有了两个同类的个体，即两个鸡蛋。显

然只要明确什么是一个鸡蛋，我们就知道什么是 2个鸡蛋、8个鸡蛋或者 56个鸡蛋等等。 

这个司空见惯的例子说明这种个体含义清楚的物（鸡蛋），如果不只一个，而是同时存

在若干“同类个体”，那么简练描述它们的存在又精确的词语就是把数字与同类个体合起来

表述。而在中文里的一般格式是数字放到最前面，把该个体的名称放到最后，并且当中放一

个“个”字。“个”字在这里是计量鸡蛋这种物质的最小单位（体现着该物质的个体特征，

也就是科学界所谓的量纲）。 

于是我们看到：数与“个”这个字以及同类个体的名称三者的联合应用（如“8个鸡蛋”），

可以准确表达一批同类的“个体”或者说准确地表达特定的“它们”。此时，“数”，如 1,2,3,4,5

等，就成为刻画同类的个体们包含的“量”了。抽象的“数”就这样变成了（充当了）准确

刻画同类个体们的工具了。 

没有个体概念，也就没有好多的同类个体，“数”就没有办法与物连接起来，以表达同

类个体的准确（数量）情况。 

我们也可以沿着第1章提到的个体存在的量化表示思路来引入个体是量化起点的认识。 

猎人搬到这里之后就开始打猎，如果今天打到了猎物，就在树上画个横道，没有打到猎

物，不画横道。于是一个横道就表示一个个体（猎物）的存在。这些天来猎人已经在树上画

了很多横道，表示他打到了很多猎物。显然，这里他用树上横道“多”表示猎物的量大。但

是横道太多也难准确区分其差别，于是就出现了1,2,3,4,5等等这些新符号（称为数）分别

表示不同量的横道的好办法。这样就出现了数字（比记横道更抽象的符号）。所以，猎人为

了表示独立存在的若干同类个体的“量”，就用上了“数”。 

某个体独立存在，就用“1”表示（不用2,3，…表示，也不用0.2,0.003，…表示），

可以说这是我们无形中做的一个约定、定义。在此基础上，如果另外的个体（同类）存在，

就用另外的“1”表示。很多的“1”都存在，就是很多的“1”相加，于是配合关于数的加

法，就有了5个猎物、10个猎物、N个猎物这样的表示方法。 

所以清楚的个体概念是引入“数”的基础，也是“量化”的起点。中文语境下的“（数）

+（个）+（名称）”格式不仅描述了物，而且在注明物的最小计量单位是“个”（即一个个

体）的背景下，精确描述了同类个体的量。 



 

 3

3.3量词与单位 2010-9-24 

3.3.1量词 

前面我们在中文的语境下，说明“数”配合“个”字和物质词汇的连用（如“8个鸡蛋”）

可以准确表达同类“个体们”中含有的个体的量。 “8 个鸡蛋”、4 个苹果、3 个朋友、7

个湖泊、12个原子等等，都是同类的个体们的准确表达的例子。 

在上面的表达模式中，“个”的地位值得注意。它体现着鸡蛋、苹果、朋友、湖泊、原子

这些物质是如何被切成单个个体而存在，并且“个”是这些对应物质的（相对）最小单体（单

位、单元、量子）。或者说“个”这个字在中文里就是描述很多种个体的通用单位。“个”是

中文对科学计量的重要贡献的体现。这也说明，“单位”这个科学名词的最初雏形就是中文

里的“个”，或者说“单位”是“个”的等价词汇。 

在中文里，表示最小单位的词还有很多，“个”也仅是其中应用最广的一个。5架飞机、3

张桌子、2 条鱼、8 本书、5 盒礼物等等，据说常用的与“个”地位相同，但是被用于专门

名词中的所谓“量词”有 500多个。这体现了中文、汉语对个体概念、对单位概念的深刻认

识，也体现中文的词汇的丰富。 

我们前面针对“个”所谈论的这些认识和格式，原则也适用于与“个”的地位相同的其

他量词（架、张、条、本、盒…）。 

个体概念不仅包括物（如鸡蛋）也包括事、过程，如讲 3个故事，看 4次电影。次、回、

遍、趟、顿、番，这些量词就是经常用在描述过程（事）个体而特别设定的单位。去了 5

次、来了 3回、一天吃 3顿饭等等都是例子。 

3.3.2计量单位 

在我们周围，除了一眼就看清楚的个体以外，还有很多重要的存在对象，其边界不清楚。

例如漫无边际的空气，流动的河水以致时间、长度、面积、体积、力量等等。要使数字可以

用来表示这些存在对象的多少，就需要人为地为它们规定一种大家公认的“个体”。这种人

为规定的个体就是所谓的“计量单位”。计量单位是个体概念的重要扩展与科学化。计量时

用到的单位，由于对象不同其内在含义自然也不同，所以对于不同的对象就规定了不同的单

位，这类似中文里的量词。为了精确描述时间，人们就先有了“天”这个单位去计量时间。

我们还有了计量长度的单位（如米）、计量质量的单位（如千克）等很多的单位。这些单位

都是特点存在对象的相对的、人为规定的个体的特例。表 3.1综合了自然的个体和人工规定

的单位（单位）的一些例子。 

表 3.1 数字、单位与词联合刻画描述物、事、关系 

基本格式：数+单位+对应的名称（中文） 

含有数的词组 数 单位 对应词 说明 

8个鸡蛋 8 个 鸡蛋 个是个体的单位 

10个苹果 10 个 苹果 个是个体的单位 

6本书 6 本 书 “本”是“个”字的特例 

7颗星星 7 颗 星星 “颗”的“个”的特例 

2袋牛奶 2 袋 牛奶 “袋”使牛奶个体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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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 3次电话 3 次 来电话 这是事件个体的例子，“次’的地位与”个”相同 

2公斤牛奶 2 公斤 牛奶 公斤是计量牛奶的单位，它使牛奶个体化了 

5米白布 5 米 白布 米是计量长度的单位，它使白布个体化了 

2天没上课 2 天 没上课 天是计量时间的单位，“天”使时间个体化了 

气温摄氏 30度 30 度 气温 摄氏度是计量“热的程度”的单位 

5个公式 5 个 公式 公式是指一种抽象的关系，这是关系个体的例子 

本表中大多数都符合“数+单位（个，或者个的等价量词）+对应词”的格式，但是其他的排列格式（如

气温的例子）也达到了符合语法又准确表示了物、事、关系的目的 

这样我们就看到在人为定义的单位帮助下，也就是规定什么是公认的一个个体的情况下，

我们解决了连续性的存在对象，如时间、空间、质量等等的定量准确描述问题。而个体概念

是理解这些事情的核心环节，计量单位是人为定义的个体。从自然存在的个体到人为定义

的个体，是从定性描述事物到定量描述的事物的科学与技术进步。 

3.4计量学与个体 2010-10-2 

生活实践、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都要求把一些重要的而边界不明确的对象规定一种人为

的单位。这个工作的系统化就是计量学的重要内容。 

1. 北京离这里有多远？ 

2. 这东西有多重？ 

3. 今天白天有多长？ 

4. 从电灯泡里的“电”流动的有多快？ 

5. 吐鲁番有多热？ 

6. 杯子里的水究竟有多少分子？ 

7. 3楼房间里有多亮？ 

这些是计量学要考虑的 7个基础问题。 

对这些问题的具体回答就构成了对应问题的“1个”，即人为规定的个体是什么。表 3.2 就

是计量工作者給我们规定的特定的 1 个体单位的名称。它们就是科学界所谓的七个基本单

位。 

表 3.2 七个基本单位和两个辅助单位 

 对象名称 对象符号
⑴ 单位名称 单位符号 

1 长度 l，(L) 米 m 

2 质量，重量⑵ m 千克(公斤) kg 

3 时间 t 秒 s 

4 电流 I 安[培] A 

5 热力学温度 T 开[尔文] K 

6 物质的量 n 摩[尔] mol 

7 发光强度⑶ I，（Iv） 坎[德拉] cd 

辅助单位
⑷
 

8 平面角⑸ Α，α，β 弧度 rad 

9 立体角 Ω 球面度 sr 

 

对这些特定的单位的规定就成为国际计量组织的共同任务。而很多国家都逐步采用这一

套统一的基本计量单位（度量衡），就推进了贸易、工业和科学的发展。每个国家设立的计

量局负责者全国的度量衡的统一核定推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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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计量组织和国家计量局的存在说明计量工作的重要性，说明统一的量化工作的重要

性。而计量工作的核心说穿了就是规定什么是对应对象的一个“个体”。个体概念是概括计

量工作的基础概念。反过来讲，个体概念的重要性，可以从计量工作的重要性方面得到印证。 

表 3.2 提供的计量单位（规定的特定个体）显然是远远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的。例如这

里居然没有面积或者体积的单位、没有能量的单位…而这些问题都归入从基本单位引申出来

的单位（称为导出单位）问题里面了。例如面积的基本单位就是平方米，它是长度单位的平

方。这种扩展单位的应用，又发展了物理学中所谓的量纲概念。这些导出单位的数量很多，

它们的总量有数十个。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 

在具体的应用这些导出单位或者基本单位时，人们还遇到这些单位或者过小或者过大的

问题。例如我们有时用公里代替米以表示比较长的距离，此时的公里（km）就是另外一个

与米(m)乘固定倍率的新单位。而在表示很小的对象时，我们又把 1米的千分之一称为毫米，

把 1米的负 9次方称为纳米。绝大多数的更大或者更小的单位都保持着与原单位是 10倍或

者 10分之一的关系，即 10正、负一次方的的关系，或者 10的正负 3次方的关系。但是涉

及时间、角度的不同单位的倍率就比较特殊。例如把 8万 6千 400秒称为 1天。人们这种为

原单位的固定倍率另外取一个辅助名称的办法使单位的使用更为灵活、方便。但是这也使我

们使用的单位的数量增加了、使用技术复杂了（用幂表示的方法比较难以让一般公众理解）。

这些都属于计量学的工作范围。 

确实各种计量工作其实都是围绕着 “个体”而展开的，也就使我们认识到个体概念的基

础性和广泛性。 

3.5 “个”（ge）的地位和家族 2010-10-3 

在讨论到如何表达很多的同类个体的量的时候，我们看到中文里 5 个苹果，即（数字+

个+对象名称）的词组格式，的“个”字的地位十分突出。“个”具有“单位个体”、“一个

个体”的意义。我们指出中文里的所谓量词（架、张、条、本、盒…）也具有类似“个”的

含义。在把这个认识再延伸到时间、长度等这些个体形象含糊的对象时，我们又引入了人工

定义的一个个体是什么的问题。这就是计量学里所谓的单位、度量衡。在表 3.1 中，“个”

字的地位不仅与一些量词相同，而且与很多的所谓科学单位地位相同。 

事情已经分析到这个程度，不妨说“个”不仅是中文里通用性很强的单位，也是数百个

量词的等价词汇，而且也可以说以 1米、1公斤、1秒等为代表的科学度量衡的单位也仅是

“个”这个通用单位的特定对象面前的代用词汇。而“个”是一切单位之母。只要个体存在

（被明确），其自然单位就是“个”。在此基础上 

现在我们规定“个”是与通用的“个体”概念对应的单位的统称。并且在一些场合用

ge表示它。（大写的 Ge是一种化学元素的名称，这里的 ge都是小写英文字母）。这样就引

入了一个通用性很强的基本单位“个”，ge。而中文里的所有量词、科学领域的所有计量单

位都是“个”在特定对象情况下的异化（但是地位相当）表示词汇。 

在这样的理解下，“个”，ge，就是关于“1个单位”的大家族的核心概念(图 3.1)。 

于是 5个鸡蛋，也可以写为 8ge鸡蛋，6个苹果，也可以写为 6ge苹果等等（它们类似

2公斤大米、3米白布这些表示格式）。而这就把中文的“个”穿上了西装。这样做有利于把

它和量词、单位的知识统一起来看到，也使后面的摩尔单位的含义更明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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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个”的家族 

3.6 摩尔与“个”的关系（2010-10-6） 

3.6.1摩尔的含义 

当我们从个体概念出发，展开关于数量、量词、计量单位的讨论之后，再单独分析摩尔，

mol，在计量单位中的地位以及它与个的关系问题，就显得容易和准确了。 

“摩尔”，mol，是七个基本科学计量单位之一，主要应用于化学领域，用以表示分子、

原子等等粒子的数量。如果粒子的数量恰好是 6.0221367×1023 个 [注1]，就被称为 1 摩尔

（1mol）。 

以上的说明是在我们对什么是个体，什么是个做了大量的铺垫说明以后，对摩尔的解释。

这也突出了“摩尔”与“个”之间对应关系。它说明摩尔不过就是比“个”大很多很多（大

了 23个数量级，在 6.022后面加 23个 0）的单位。这十分类似我们一般使用“1米,m”作

为长度的基本单位，但是有时也使用“光年”作为长度的单位（用于天文学的科普领域）。

“光年”的含义是光线在 1年中走过的长度。1光年=9.46 × 1015m。米与光年都是长度个

体的单位，个与摩尔都是粒子个体的单位。米与光年是倍率关系，个与摩尔也是倍率关

系。所以摩尔与个的科学意义都是个体的单位，但是摩尔这个单位比“个”要大很多，

其具体的倍率是 6.0221367×1023（它是阿伏伽德罗常数 N）。 

显然，树立了清楚的个体概念以后，摩尔的含义变得十分简单清楚又准确。 

在一般科技书籍中，把摩尔说成为“物质的量”（来自英文）。但是这种解释显然并没有

把什么是摩尔说明白。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原因现在明确了：过去在科学领域没有明确的“个

                                                        
1 这个数值是所谓阿伏伽德罗常数 N，即 1克分子的物质具有的分子的数量。在解释物质的量，摩尔时，

引入这个常数自然把不同的知识混到了一起，使摩尔的含义更不容易把握。我们从 ge，“个”去解释摩尔，

就把阿伏伽德罗常数 N的出现放到倍率的从属地位上了。 

个体的单位在很多场合统称称为

“个，ge”。“个”具有表示通用的“单

位”的意义。 

 

在中文的语境下，还有

大量的所谓量词，它们

也具有与“个”类似的

表达特定“单位”的意

义。如 3张床、5条鱼、

2艘船、4场电影。 

“个”是中文里的众多

对象的通用单位，可以

直接应用于很多场合。 

如 3个苹果、5个鸡蛋、

2个电脑等。 

 

在科学技术领域使用着

7 个基本计量单位和数

十个由它们导出的所谓

导出单位。这些单位是

人为定义的特定对象的

“1个”的意思。 

摩尔(mol)是七个基本计量单位之一。1摩尔(mol)= 

N个（ge）。这里的 N是阿伏伽德罗阿伏伽德罗常

数，其数值=6.0221367×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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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概念做支撑。 

根据这些分析，可以说 ：“个”这个单位（量纲）早已经借着摩尔这个单位（与个是倍

率关系）而进入了科学领域，或者说摩尔是“个”在科学领域的一种替身。确实，化学家离

开了个体概念是不行的，可他们过去不使用这个词汇（他们有清楚的原子、分子概念，而个

体是原子、分子概念的泛化），于是就发明了摩尔这个词来补这个缺。今天我们从摩尔的含

义的角度更加看清楚：个体概念、ge（个）这个单位早该进入科学园地。化学家也不必为解

释什么是摩尔而绕口舌了。 

3.6.2用“个”代替摩尔的科学地位 

从上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出，个，ge，是比摩尔，mol，应用面更宽、含义更基础的清楚

一种单位。笔者建议：在 7个基础科学单位里，用 ge，“个”代替 mol，摩尔。并且补充说

明： 

“个”是各种个体（粒子）的通用单位。6.0221367×1023 个个体（粒子，如原子、分

子）称为 1mol，1摩尔。 

3.7重要社会对象的量化任重道远 2010-10-25 

我们已经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自然个体（如苹果）的量化讨论延伸到对抽象的自然对象

的人为定义个体的讨论。后者联系着“计量学”。是的，抽象对象（如时间、空间、力量、

质量等等）的公认“个体”的确立推进了自然科学的定量化，也极大地提高了自然科学的水

平。 

自然科学的定量化现在又推进着一切社会对象的定量化运动。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

对象的定量化的基础是清楚的个体概念。 

确实，发现原子、分子、电子的独立存在，这都是自然科学的非常重要的成就。现在看

这些发现就是对重要的特定个体的存在的认可。现在后续的重要问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是否

存在具有重要普遍适用意义的个体，如果有，它们是否已经被准确提炼出来了？ 

这个问题联系着社会现象中的量化表示。 

作者认为在社会现象中确实存在着热切量化的运动，但是对一些重要概念缺乏清楚的普

遍适用个体概念，依然是量化道路的大问题。 

这里作者提出两个在社会生活中已经普遍使用，但是存在基本缺陷的个体，它们就是“货

币”和“分数”。 

在早，美元与黄金挂钩，这虽然不很妥当，毕竟让人们对 1元（美元）的物质意义还比

较踏实。可后来美元与黄金脱钩，其他的货币也是如此。于是人们一方面把自己最关心的目

标与货币挂钩，可谁也不知道 1元代表什么。于是围绕货币的诈骗、危机可谓层出不穷。多

少人的血汗被某些金融家、骗子、政治家所玩弄。 

我们需要承认货币是人类的伟大发明，但是货币依然是存在巨大缺陷的发明。合理度量

劳动的价值（劳动的一个单位量值是什么）是人类还没有很好解决的大问题。 

现在再讨论“分数”。这包括给学生的考试打分，也包括另外一些类似的打分（考核，

聘用），例如人员的晋升、教授、研究员的评定，以致所谓民主选举投票等等。这些打分活

动存在于我们社会的很多场合。可什么是1分？为什么这样定义1分？这里的基础问题太多。

高分的学生不见得就工作好，低分的学生不见得没有开拓力。 

问题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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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没有清楚的、对应的个体概念是核心！不知道什么是 1 元的含义、不知道 1

分的含义，就开始印钞票，就开始打分使我们的社会在扭曲的计量下迈进。货币贬值或者打

分办法的报废等等都会引起不公平等种种社会问题。 

重要社会对象的科学计量，妥当地确定对应的量纲（单位），确定什么是对应的“1个”

个体，是良好社会的重要软条件。确实，重要社会对象的量化任重道远。 

3.8本章小结 2010-10-6 

我们现代的生活几乎被各种各样的数字包围。数字仅是一些抽象的符号，它何以对我们有

这么大的影响力？原来我们不宜用“苹果+苹果+苹果”来表示盘子里的苹果的量，而使用

（在中文里）了“数字+个+名称”的格式把它们表示为盘子里有“3 个苹果”。显然清楚的

个体概念是抽象的数可以与讨论的对象名称（如苹果）联合表示一批对象的基础，清晰的“个

体”概念是当代大量引入数字的起点。 

“个”是连接数和事物的中介，它是存在对象一般计量单位，而在中文里还有很多地位

与“个”类似的所谓“量词”（如 3“张”床、5“条”鱼），它们都是特定的对象的计量单

位。科学界为了表示个体边界的含义不大清楚的事物的量，如时间、长度、质量等，就人为

地定义了与“个”地位相当的所谓 1 个单位。1小时、1 米、1 公斤都是例子。对这些对象

的单位的统一规定是计量学的核心内容。计量学是可以横跨很多自然科学学科的所谓横断科

学的一部分。 

当我们认识到“个”ge 是通用的个体单位以后，很容易看清楚，科学界所谓的摩尔，其

实是穿西装的“个”， 6.0221367×1023个粒子（原子、分子）就是 1摩尔粒子。这个倍率

6.0221367×1023就是阿伏伽德罗常数 N。 

中文里对“个”字、对量词的广泛应用与现代科学计量单位的应用都从不同侧面体现了

个体概念的通用性。 

重要社会对象的个体化是社会对象定量化的基础。目前的货币、打分都是重要的社会对

象的量化（1元，1分）体现，但是它们依然存在重大缺陷，需要改进。重要社会对象的量

化任务任重道远。 

 

第 3章习题 2010-10-7 

1. 为什么说个体概念是量化的起点。 

2. 举例说明什么是同类个体，什么不是同类个体。 

3. 举例说明引入个体概念在解释、理解数、量问题上的好处或者不足。 

4. 计量单位对应的个体有什么特点？ 

5. 中文里的量词与科技领域的单位有什么不同？为什么？ 

6. 说明个、摩尔、阿伏伽德罗常数的关系。 

7. 把摩尔解释为物质的量有什么不妥当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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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附录：中文里的量词 2010-10-7  

下面把 2010年夏季在网上收集的一个资料放在这里，以说明中文的量词的丰富。 

资料来源：十峰中文网 主页 汉语要素 美国纽约长岛 十峰中文学校 编 

 

  汉语中量词很多，而且很多量词在英语中没有对应词。为了辅助在美国的中文教育，下

面搜集很多在英语中没有对应词的汉语量词．每个分别列出，就其用法加以归纳，并举例说

明．为了保持汉语体系的完整性，也搜集少数在英语中有对应词的汉语量词。 

个：“个”是应用最广的量词．主要用于没有专用量词的名称．有些名称除了专用量词之

外也能用“个”。 

１．用于人：一个人 两个小孩。 

２．用于人和动物的一些器官：一个脑子 一个鼻子 一个耳朵 一个舌头 一个下巴 

一个手指头  一个拳头。 

３．用于水果：一个苹果 一个橘子 一个柿子 一个梨 一个李子。 

４．用于星球：一个月亮 一个太阳。 

５．用于湖海：一个湖 一个海。 

６．用于事件、动作：一个事件 一个动作 洗个澡 敬个礼。 

７．用于日期、时间：一个小时 两个月 四个星期  

８．用于食品：一个馒头 一个面包 一个南瓜 一个冬瓜 一个蛋糕。   

９．用于用品：一个碗 一个盘子 一个瓶子 一个锅 一个镜框 一个枕头 一个盒

子 一个窗户 一个信封 一个壁橱 一个灯泡 一个书包 一个箱子 一个袋子。   

10．用于机构、组织：一个政府 一个机关 一个办公室 一个医院 一个工厂 一个

幼稚园 一个组织。 

11．用于会议：一个大会 一个讨论会 一个辩论会 一个委员会 三个议题 一个决

议 一个提案。  

12．用于理想、想法等：一个理想 一个想法 一个办法 一个主意 一个建议 一个

意见 一个念头 一个梦 一个诺言 一个设想 一个假设 一个惊喜。   

13．用于文体：一个谜语 两个故事 一个笑话 一个插曲。 

14．用于词语：一个字 一个词 一个句子。  

位：用于人（含敬意；非敬意场合用“个”）：一位同学 两位老师 三位客人。 

只：１．用于动物（多指飞禽走兽和昆虫，特别是不能用匹、头、峰、条等量词的动物）：

一只鸡 两只小鸟 三只老虎 一只狮子 四只蝴蝶。２．用于某些成对的东西中的一个：

两只手 两只耳朵 一只鞋 一只袜子。３．用于某些器具：一只箱子 一只口袋 一只书

包。４．用于船只：一只小船 一只游艇。 

匹：用于马骡等：一匹马 两匹骡子。 

头：１．用于牛驴骡羊等家畜：一头牛 两头骡子。２．用于蒜：一头蒜。３．用于亲

事（前面用“一”）：一头亲事。峰：用于骆驼：一峰骆驼。 

枚：跟“个”相近，多用于形体小的东西：一枚戒指 一枚五分的硬币 一枚邮票 一枚

纪录章 三枚奖章。 

具：１．用于棺材、尸体：一具棺材 一具尸体 。２．用于某些器物：一具钟。 

棵：用于植物：一棵树 一棵草 一棵牡丹。 

株：用于植物（同“棵”）：一株树 两株桃树。 

根：用于细长的东西：一根管子 两根筷子 一根火柴 一根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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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用于杆状的东西：一枝铅笔 两枝毛笔 三枝蜡烛 四枝枪 一枝箭。 

支：１．用于杆状的东西（同“枝”）：一支笔 一支箭 一支香烟。２．用于歌曲或乐

曲：一支曲子 一支歌。３．用于队伍和舰队：一支军队 一支抢险队 一支救火队 一支

舰队。  

管：用于细长圆筒形的东西：一管毛笔 一管牙膏。 

条：１．用于细、长、窄的东西：一条线 两条腿 三条鱼 四条黄瓜 一条床单。２．用

于江河街道：一条大河 一条大街。３．用于以固定数量合成的某些长条形的东西：一条肥

皂 一条香烟。４．用于分项目的事物：一条妙计 两条建议 三条新闻 四条办法。５．用

于人：一条好汉 一条人命。 

道：１．用于江河或某些长条形的东西（同“条”）：一道河 一道沟 一道擦痕 一道

缝儿 万道霞光。２．用于门、墙等：一道围墙 两道门 三道防线。３．用于命令、题目

等：一道命令 十道数学题。４．用于次数：一道手续 三道漆。５．用于膳食：一道汤 一

道甜点心 四道菜。 

面：用于扁平的东西：一面镜子 一面锣 一面鼓 两面旗子。 

片：１．用于成片的东西：一片面包 两片药 三片饼乾。２．用于地面和水面等：一

片草地 一片汪洋。３．用于景色、气象、声音、语言、心意等（前面用“一”）：一片新气

象 一片欢腾 一片脚步声 一片胡言 一片真心。 

张：１．用于纸、皮子等薄平的东西：一张纸 一张地图 两张画 三张木板 十张皮

子。 

２．用于床、桌子等有平面的家具：一张床 一张桌子。３．用于脸、嘴：一张脸 一

张嘴 

４．用于弓：一张弓。领：用于席：一领席。 

颗：多用于颗粒状的东西：一颗珠子 一颗黄豆 一颗子弹 一颗牙齿。 

粒：用于小圆珠形或小碎块形的东西（同“颗”）：一粒米 一粒珠子 一粒子弹 一粒

沙 一粒药丸 一粒盐。 

块：用于块状或某些片状的东西：一块桌布 两块香皂 三块手表  

方：用于方形的东西：一方手帕 三方图章 几方石碑。 

朵：用于花、云或类似行状的东西：两朵玫瑰 一朵白云 一朵浪花。 

轮：１．多用于红日、明月等：一轮红日 一轮明月。２．用于比赛、会谈：第一轮比

赛 新的一轮会谈。 

茎：用于长条形的东西：数茎小草 数茎白发。 

缕：用于细的东西：一缕麻 一缕头发 一缕烟。 

份：１．用于搭配成组的东西：一份饭 一份礼。２．用于报刊：一份报纸 一份杂志 

３．用于感情：一份情意。 

把：１．用于有把手的器具：一把刀 一把剪子 一把茶壶 一把扇子 一把椅子。２．一

手抓起的数量：一把米 一把花儿。３．用于某些抽象的意思：一把年龄 加把劲 有一把

力气 一把好手 帮他一把。 

部：１．用于书籍作品等：一部字典 一部影片。２．用于机器或车辆：一部机器 两

部汽车。 

台：１．用于戏剧：一台戏 一台话剧 一台歌舞。２．用于机器、仪器、电器：一台

机器 一台拖拉机 一台显微镜 一台电脑 一台电视机 一台收音机 一台洗衣机。 

出：用于戏剧：一出戏。 

堂：１．用于成套的家具：一堂家具。２．用于分节的课程：一堂课。 

节：１．用于分节的课程：三节课。２．用于分段的事物：两节车厢 三节电池 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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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 

盘：１．用于菜肴：四盘菜。２．用于磨：一盘磨。３．用于盘起来的东西：一盘录影

带 一盘录音带 一盘电线 一盘蚊香。４．用于体育比赛：两盘单打。 

贴：用于膏药（同“帖”）：一贴膏药。 

剂：用于若干味药配合起来的汤药：一剂药。 

服：用于中药（同“剂”）：一服药。 

味：用于中药：这个方子有八味药。 

付：用于中药：三付药。 

顶：用于有顶的东西：一顶帽子 一顶帐子。 

座：用于较大或固定的物体：一座山 一座高楼 一座水库 一座灯塔 一座桥 一座

铜像。 

栋：用于楼房：一栋房。 

幢：用于楼房：一幢房。 

扇：用于窗、门等：一扇门 两扇窗 一扇磨。 

堵：用于墙：一堵墙。 

间：用于房屋的最小单位：一间卧室 一间客厅 三间门面。 

处：１．用于住所：几处人家。２．用于文字错误：两处印刷错误 有几处笔误。 

所：１．用于住所：一所房屋。２．用于机构：一所医院 一所学校。 

辆：用于车辆：一辆汽车 三辆自行车 

架：１．用于有支柱或有机械的东西：一架照相机 一架飞机 一架钢琴。２．用于山，

相当于“座”：一架山。 

艘：用于船只：一艘远洋货轮 一艘大客船。 

趟：用于火车班次：一趟火车 最后一趟车 好几趟车。 

副：１．用于成套的东西：一副象棋 一副担子 全副武装。２．用于脸部表情：一副

笑容 一副庄严的面孔。 

爿：１．用于工厂、商店、旅舍等（同“家”）：一爿水果店 一爿店咖啡 一爿面粉厂。

２．用于田地（同“片”）：一爿地。 

手：用于技能、本领等：一手好字 一手好菜 一手绝活。 

件：１．用于衣物：一件衬衫。２．用于事情：一件大事。３．用于家具、行李：两件

家具 三件行李。 

桩：用于事情（同“件”）：一桩心事 一桩大事 一桩买卖。 

宗：用于事情（同“件”或“批”）：一宗心事 一宗事 大宗货物 大宗款项。 

项：用于事物：一项任务 三项纪律 第一项议题。 

笔：用于款项、生意：一笔钱 一笔账 一笔生意。 

通：用于动作：打了一通鼓 挨一通骂。 

顿：用于吃饭、斥责、劝说、打骂等行为的次数：三顿饭 一顿打 一顿骂。 

场：用于事情的经过：一场透雨 一场大雪 一场大战 一场大病 一场大干 一场大

哭。 

阵：表示事情或动作经过的段落：一阵风 几阵雨 一阵剧痛 一阵掌声。 

记：用于打的动作：一记耳光。 

喷：用于开花结实、成效收割的次数：头喷棉花 二喷豆角。 

则：用于分项或自成段落的文字的条数：三则试题 两则新闻 四则寓言。 

封：用于封起来的东西：一封信 一封电报。 

首：用于诗歌：一首诗 两首词 三首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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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用于文章：一篇论文 两篇报告。 

幅：１．用于图画：一幅画。２．用于布：一幅布。 

本：用于书籍、薄册：一本书 一本笔记本 一本日记 一本账 一本名册。 

发：用于枪弹、炮弹（同“颗”）：一发子弹 十发炮弹。 

门：１．用于大炮：一门大炮。２．用于功课、技术等：一门功课 两门技术。３．用

于亲事、亲戚等：一门亲事 一门亲戚。 

家：用于家庭或企业：一家人家 两家商店 三家饭店 四家银行 一家电影院。 

盏：用于灯：一盏灯。 

口：１．用于家庭人口：一家五口人。２．用于猪：一口猪。３．用于器物：一口锅 两

口井 三口缸 一口钟 一口钢刀。 

孔：用于窑洞：一孔土窑。 

尊：１．用于神佛塑像：一尊佛像，２．用于炮：五十尊大炮。 

股：１．用于成条的东西：一股线 两股道 一股泉水。２．用于气体、气味、力气等：

一股热气 一股香味 一股烟 一股劲。３．用于成批的人：一股敌军 两股土匪。 

席：用于谈话、酒席：一席话 一席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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