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区分词语之间的外延关系 

类比推理是各大考试中判断推理部分的常考题型，在很多考生看来，这种题

型在整个行测考试中，可以说是比较简单的一种,但这个模块看似简单，但题型

自身的特点经常使得很多考生在类比推理这个阴沟里翻船，更有甚者，这类题型

全凭感觉来蒙，正确率可想而知。 

很多考生正确率不高，归根到底还是不能正确判断题干词汇之间的关系，不

知道如何运用技巧正确区分不同关系，那么词与词之间到底有哪些关系，又如何

区分呢？纵观历年真题，题干中给出的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最常见的无非四种：外

延关系、内涵关系、语法关系、语义关系。本文主要给大家介绍外延关系的区分。 

所谓外延关系，也即概念间的集合关系，集合关系分为四种。 

第一种是全同关系，即两个概念完全相同，只是叫法或者名称不同，例如：

土豆和马铃薯，一个是通俗叫法，一个是书面名称。识别全同关系的关键在于积

累大量同义不同命的词汇； 

第二种外延关系是交叉关系，即两个概念之间有相同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

例如：学生与党员，二者之间有共同部分也有不同部分。这种关系的识别技巧就

是可以加“有的”这个词汇翻来覆去说，如果没问题那么就可以确定的交叉关系，

例如：有的学生是党员，有的党员是学生，也有的学生不是党员，有的党员不是

学生，这四句话没有任何问题，可以确定党员与学生是交叉关系； 

第三种外延关系是包容关系，即概念 A 包含概念 B，包含关系有两种：种属

关系和组成关系，例如：树与树叶，树叶是树的组成部分；再如：树与杨树，杨

树是树的一种。这两种关系在考试中通常会出现在同一道题目的不同选项中，需

要考生去区分，而区分种属关系和组成关系也是有方法和技巧的，可以给两个词



汇之间加“是”，如果成立，则一定是种属关系。例如：杨树 是 树，这个说法

没有任何问题，那么杨树和树一定是种属关系； 

第四种外延关系是并列关系，即两个概念之间完全不同，是同一大概念之下

的两个子概念。常考的并列关系主要有矛盾关系和反对关系两种，其中矛盾关系

即非此即彼的关系，除了彼此再没有别的情况存在，例如：生与死、战争与和平；

而反对关系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即除了彼此还有别的情况存在，例如：黑色与

白色，除了黑色与白色还有其他颜色存在，因此他们之间是反对关系。 

在考试中，外延关系的考查相对来说较多也较杂，通常是一道题目中涉及多

种外延关系，例如下面这道例题。 

【例 1】唐诗：七律 

A. 曲艺：越剧 B. 瓷器：茶杯 

C. 哺乳动物：老虎 D. 自行车：汽车 

【解析】题干唐诗和七律是交叉关系，即：有的唐诗是七律，也有的唐诗不

是七律（如绝句），而选项里面只有 B 是交叉关系，加“有的”判断即可，其

他选项则都属于种属关系，即加“是”都成立。因此，遇到外延关系的题目，最

关键的是区分清楚几种不同的外延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