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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al adjuncts are a major element in research article introductions (RAIs) to realize interper-
sonal metafunction. The aim of this paper was to compare the different uses of modal adjuncts in 
RAIs between Chinese EFL and English L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personal metafunction of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SFG), by examining their lexical realization including lexical density, 
lexical variety and lexical position. 52,035 data of computer science RAIs of both English L1 and 
Chinese EFL were collected and labeled. Results showed that modality, intensity, temporality and 
comment could realize interpersonal metafunction, and differences occurred in virtually all cases 
of lexical realization of modal adjuncts between English L1 and Chinese EFL RAIs. Though pub-
lished in the same journals, English L1 RAIs used more modal adjuncts, more kinds of adjuncts and 
more positions than Chinese EFL RAIs significantly. The lexical density analysis revealed the strong 
preference for intensity adjuncts in both Chinese EFL and English L1 RAIs. Sufficient vocabulary 
resulted in higher lexical variety of English L1 RAIs. Although both Chinese EFL and English L1 
writers preferred the neutral position, Chinese EFL RAIs presented an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in 
terms of the lexical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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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情态附加语是学术论文中实现人际功能的一种重要手段。本文从系统功能语法的角度出发，通过词汇密

度、词汇多样性、位置三个维度，对比分析了中国英语二语作者和国外英语一语作者所写学术论文引言

中情态附加语的使用情况异同以及规律并揭示了产生差异的原因。除此之外，本文根据四类情态附加语

的高频词探讨了其在文中实现的人际功能。结果表明，中国英语二语和国外英语一语引言中的情态附加

语使用情况在三个维度中都存在差异。尽管发表在相同的期刊上，但是相比于中国二语作者而言，国外

英语一语作者使用了更多数量，种类和位置的情态附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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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术论文作为一种传播学术观点的重要途径，其作者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不仅使得论文更容易被期

刊接收，而且更容易说服读者接受其研究成果，以使得论文获得更强的传播力。作为作者和读者间对话

重要的语言元素之一，很多学者都对附加语的形式、位置以及功能进行了研究，比如说附加语外置([1], p. 
215-248)和分裂形式([2], p. 142-174)、附加语右移位置([3], p. 227-267)和附加语孤岛效应([4], p. 424-458)、
构造([5], p. 257-321)以及后置控制功能([6], p. 99-159)。 

系统功能语法是韩礼德提出的一种语法描述形式，从语言如何实现三种元功能的角度为文本分析提供

了新的视角。例如 Liu & Wang ([7], p. 123-126)从系统功能语法的角度对“noun that”结构在各学科之间学

术论文结论部分的频率进行了对比分析。Pessoa ([8], p. 42-55)对学生写作中的论证部分进行了研究。根据

韩礼德[9]的定义，将作者(讲话者)与读者(听众)间的对话形式看作是三种元功能之一：人际功能的实现，

而情态附加语作为承载人际功能的载体之一，在学术论文，尤其是起到介绍个人研究内容的引言部分中就

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引言的写作过程中，可以使用不同的情态附加语使自己的话语更具说服性。 
因此，本文以计算机科学领域内学术论文中的引言部分为例，以情态附加语的时间、情态、强度和

评价四个维度[10]为框架，通过中国英语二语和外国英语一语作者的词汇密度、词汇多样性、位置和典型

词汇四个标准对其情态附加语的实现形式以及典型词汇对人际功能的异同进行了对比分析，并试图揭示

造成差异的原因。以期对英语二语学术写作教学有所启示。 

2. 研究方法 

2.1. 语料收集及标注 

本文选取了计算机科学领域内五本 SCI 检索高影响因子期刊 ACM COMPUT SURV、BIOINFOR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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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 T EVOLUT COMPUT、IEEE T PATTERN ANAL 和 MED IMAGE ANAL，并从中选取了英语二语

的中国作者和英语母语的英美作者所撰写的论文各 25 篇，共计 100 篇。从中截取出引言部分，共 52,035
词参与到了语料标注工作当中。本文根据韩礼德构建的情态附加语和词汇位置框架，人工筛选标注并分

类了语料中的情态附加语以及词汇位置。 

2.2. 计算方法 

为了能够对标注的语料进行定量分析，本文选取了词汇密度、词汇多样性、位置和典型词汇四个计

算标准对比分析了中国英语二语和国外英语一语作者使用情态附加语情况的异同。计算公式如(1)、(2)、
(3)和(4)所示。此外，本文还采取了 t 检验，使用 SPSS 25.0 版计算了 p 值以判定中国英语二语和国外英

语一语学术论文中的情态附加语是否存在差异。 

100%= ×词汇密度 包含情态附加语的句子数量 句子总数量                      (1) 

100%= ×词汇多样性 情态附加语类符数量 情态附加语形符数量                    (2) 

100%= ×位置 情态附加语每种词汇位置数量 情态附加语总数量                    (3) 

( )1* 2* 3*= + +权重位置 句首位置数量 句中位置数量 句尾位置数量 情态附加语所有位置总数量     (4) 

3. 结果和讨论 

3.1. 词汇密度 

从表 1 可以看出，在学术引言当中，英语一语作者使用的情态附加语明显多于中国英语二语作者(P = 
0.032 < 0.05)。根据 Pan, Reppen & Biber, D ([11], p. 60-71)的结论，二语作者似乎不太注重引导作者加强

理解。尤其是评论附加语，一语和二语作者之间的密度差值最大(2.08%)。在 Xu & Nesi ([12], p. 121-134)
的研究当中，这种差异被解释为英语作为一门外语，中国作者可能无法获得与一语作者等同的词汇资源

所导致的。此外，我们还发现，在英语一语(14.57%)和二语(14.56%)引言当中，强度附加语出现的频率最

高，并且其间的差别可以忽略不计(0.01%)。我们认为，在计算机学科当中，作者需要利用强度类附加语

展示一些统计结果并且树立客观的形象，所以强度附加语和我们所分析的论文引言所属学科所导致了两

类引言中强度附加语使用频率的相同。 
 
Table 1. Statistic results of lexical density 
表 1. 词汇密度结果 

 中国英语二语引言 英语一语引言 

情态 3.10% 4.21% 

强度 14.56% 14.57% 

时间 3.90% 5.13% 

评论 9.00% 11.08% 

总体 27.14% 29.62% 

3.2. 词汇多样性 

关于词汇多样性，中国英语二语和英语一语引言当中同样存在差异(P = 0.0001 < 0.05)。表 2 表明英

语一语引言作者(20.72%)比中国英语二语作者(16.69%)使用了更多种类的情态附加语。相同的是，中外作

者都使用了更多的评论类附加语。但是，这两种引言之间的评论类附加语密度差值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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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tatistic results of lexical variety  
表 2. 词汇多样性结果 

 中国英语二语引言 英语一语引言 

情态 12.79% 16.28% 

强度 11.57% 15.14% 

时间 18.45% 21.21% 

评论 26.14% 30.18% 

总体 16.69% 20.72% 

3.3. 位置 

从表 3 词汇位置的权重结果可以看出，英语二语的中国作者和英语母语的外国作者虽然都偏向于在

句中的位置使用情态附加语，但是两者间还是存在显著差异(P = 0.0222 < 0.05)。 
 
Table 3. Statistic results of weight position 
表 3. 位置权重结果 

 中国英语二语引言 英语一语引言 

强度 1.9012 2.0920 

时间 1.6667 1.8349 

情态 2.1047 2.1647 

评论 1.2388 1.2714 

总体 1.7303 1.8305 

 
从表 4 的位置总体结果可以看出中国英语二语作者使用情态附加语位置频率最高的是句中(44.82%)，

最低的是句尾(14.11%)。而英语一语作者的情态附加语出现最频繁的位置是句首(41.17%)，最低的同样是

句尾(24.22%)。但是中国英语二语引言之间位置占比最高和最低的差值(30.71%)比英语一语引言的差值

(16.95%)高，说明英语一语作者使用情态附加语的位置比中国英语二语作者的位置更为均衡。中国作者

更为倾向于使用句首和句中的位置，尤其是评论和时间类附加语，可能是因为中国的作者习惯于先表达

时间和态度，所以在句尾的位置出现的频率就比较低。 
 
Table 4. Statistic results of position 
表 4. 位置结果 

 词汇位置 中国英语二语引言 英语一语引言 

强度 

句首 26.75% 23.81% 

句中 56.38% 43.17% 

句尾 16.87% 33.02% 

时间 

句首 49.50% 38.84% 

句中 34.34% 38.84% 

句尾 16.16 % 22.32% 

情态 

句首 6.98% 16.47% 

句中 75.58% 50.59% 

句尾 17.44% 3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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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评论 

句首 81.09% 80.40% 

句中 12.94% 12.06% 

句尾 5.97% 7.54% 

总体 

句首 41.07% 41.17% 

句中 44.82% 34.61% 

句尾 14.11% 24.22% 

3.4. 典型词汇的人际功能 

第一类实现人际功能的是强度类附加语，强度类附加语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程度和与期望相反两类。例如例

句【1】中的“even”表示了反期望中的超出，例句【2】中的“only”表示了限制。但是，在典型词汇中没有

找到表示程度的强度类附加语。在检索了非典型词汇后，只发现了例句【3】中的“widely”一词表示了程度。 
【1】These texture-less objects are even characterized by their contour structure 
【2】the 2014 MITOSIS dataset that only labels the center of mitosis 
【3】that is widely used in current clinical diagnosi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because of its ability to reveal 

the 3D internal structures of objects 
第二种人际功能的实现载体是评论类附加语，包括命题性和言语功能性两类。言语功能性的评论附

加语只有例句【4】中的“generally”一词。而命题性的附加语，例如例句【5】中的“unfortunately”，

不仅表示了作者遗憾的态度，并且表明可能在自己的研究中会填补先前研究中的空白部分。 
【4】Generally, EP data are sparse 
【5】Unfortunately, some important aspects of disaster management research 
时间类附加语是第三类实现人际功能的情态附加语，其中包括与现在相关和与期望相关两种时间状

态。在引言中文献综述的部分，两种时间状态都可以帮助作者度前人的研究进行总结，例如与例句【6】
中与现在相关的“recently”一词，表明了近期研究的动向。而例句【7】中的“still”则与期望相关，点

明了先前研究中的遗漏部分。 
【6】Recently, researchers have attempted to learn 
【7】Worse still, flash memory can only be erased in blocks 
最后一类是可以分为概率和频率两类的情态类附加语。频率中的“usually”和“often”都是中国英

语二语和英语一语引言中的常用词，例如例句【8】和【9】。不同的是，在英语一语引言中，作者会使

用概率类别中的“likely”给读者留下了反对作者观点的空间，例如例句【10】。但是在中国英语二语引

言中，并没有找到概率类别的情态类附加语。 
【8】Because smoother signals usually lead to sparser representation 
【9】whereas MLC flash is often used in consumer products 
【10】but the case and the names involved will most likely differ 

4. 结论 

本文从系统功能语法的视角出发，根据词汇密度、词汇多样性和位置三个标准比较了计算机科学领

域内中国英语二语和国外英语一语论文引言中情态附加语的使用情况。并且根据典型词汇对比了两种引

言中人际功能的异同。 
研究发现，中国英语二语和英语一语作者使用的四类情态附加语在词汇密度、词汇多样性和位置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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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差异。虽然本文所研究的学术论文发表在相同的期刊，但是英语一语作者所写的引言比中国英语二

语作者的引言中使用了数量更多，种类更多和位置更为均衡的情态附加语。从词汇密度来看，由于学科

原因，英语一语和二语作者都使用了大量的强度类的附加语。但是相比英语一语作者而言，中国英语二

语作者使用四种情态附加语的频率并不均衡，尤其是使用了少量的评论类附加语。在词汇多样性方面，

由于充足的词汇量，英语一语引言中比中国英语二语引言出现了更多种类的附加语。关于情态附加语的

使用位置。关于情态附加语的位置，尽管英语一语和二语作者都倾向于在句中使用情态附加语，但是中

国人特有的表达习惯造成了情态附加语三种位置的不均衡分布，尤其是在评论和时间附加语的位置上，

中国英语二语作者更倾向于句首的位置。除此之外，本文还通过四种情态附加语的典型词汇对比了两类

引言中人际功能的异同。我们发现，中国英语二语和国外英语一语引言的人际功能的主要实现载体是强

度类的反预期、时间类与现在相关和情态类的频率附加语。但是与国外英语一语作者所写的引言相比，

中国英语二语作者使用了较少的情态类概率和评论性附加语。 
我们认为，本研究对如何能够在引言当中更好地使用情态附加语并以此来实现人际功能有一些启示。

为了能够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者的立场和态度使读者和作者间更顺畅的交流。中国英语二语作者应该注

意评论类附加语的使用，掌握一些常规用法。并且在使用情态附加语时的位置更为均衡。 
系统功能语法为情态附加语和其人际功能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情态附

加语在中国英语二语和国外英语二语引言中的使用情况和其实现人际功能的差异。我们认为未来的研究

可以从认知视角入手，更为深入地对这些差异的产生原因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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