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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每一个发展进程均得

益于一系列相关标准的支撑
。

仅 以汉字编码为

例
��� ����的问世

，

保证 了各种 ��� 中文 平

台及各类文书处理
、

情报检索
、

电子排版
、

机器

翻译等应用软件的正常发展
，

实现 了汉字信息

资 源 的交 换
、

共 享 和 相 关 设 备 的 连 网 ���

�����
�

�的问世
，

将保证更为广泛 的
、

全球性 的

世界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
。

本文结合

我国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情况
，

就汉字字

符集及其编码技术的标准化工作作一 总结
，

并

对某些尚无标准可循但又极其重要的方面提出

建议性的方案供读者参考
。

�
�

七位编码字符集
�� ����《信息处理 信息交换用七位编码

字符集 》是根据国际标准 ��� ���制定的
。

它规

定 了一个 由七位位组表示 的���个字符组成的

字符集及其编码表示
，

主要适用 于数据处理系

统与有关设备之间以及数据通信系统内的信息

交换
。

在已编码的���个字符中
，

按字符位置和功

能划分
，

可将它们分为下列三个部分
�

���由�列和 �列 的��个字符组成的控制字

符集
，

用作 ��集
。

���由�列 �不包括位于���的
“
间隔

”
字符�

至�列 �不包括位于 ����的
“
抹掉

”
字符�的��个

字符组成的图形字符集
，

用作 ��集
。

���
“
间隔

”
字符和

“
抹掉

”
字符

。

其中
“
间隔

”

字符既可视为图形字符
，

表示一个没有可视 图

形的图形符号 �亦可视为一个控制字符
，

具有格

式控制字符和信息分隔控制字符的功能
。 “
抹

掉
”
字符则为控制字符

，

它主要用于消除错误的

或不要的字符
。

�
�

八位编码字符集
�� �����《信息处理 信息交换用八位代

码结构和编码规则 》规定 了八位编码字符集的
代码 结 构 和 编 码 规 则

，

它 等 同采 用 了 ���

����
，

是在七位代码体系的基础上增加一位构

成的
。

在八位代码结构中
，

涉及的元素主要有 ��

集
、 “
间隔

”
字符

、

��集
、 “
抹掉

”
字符

、

��集
、

��

集
、

��集
、

��集
。

其 中 ��集 ������和 �����除

外 �
、 “
间 隔

”
字 符

、

��集
、 “
抹 掉

”
字 符 与 ��

����完全相同
。

其他元素的定义如下
�

��集
�

由位组为�����至�����表示 的最多

为��个控制字符组成的字符集
，

这些字符应为

��集以外的控制字符
。

��集
�

由位组 为 ����� 至 �����或 �����至

�����表示 的��个或��个 图形字符组成的字符

集
。

该集所含字符应为 ��集 以外的图形字符
。

��
、

��集
�

分别为 由��个或��个 图形字符

组成的字符集
。

其 中 ��集中的字符应为 ��集

和 ��集 以外 的图形字符
，
��集 中的字符应为

��集
、

��集和 ��集以外的图形字符
。

为便于处理
，
�� �����规定 了八位代码的

三 个嵌套等级
。

在等级 �中
，

只包括 ��集
、 “
间

隔
”
字符

、

��集
、 “
抹掉

”
字符

、

��集和 ��集
，

不

得使用移位功能
，

且假定将 ��集和 ��集永久

地分别调入第��至��列和第��至��列
。

等级�包

括等级�
，

并增加 了 ��集和 ��集
。

�
�

七位和八位代码的扩充方法

�� ����和 �� �����规定 了七位和八位编

码字符集
，

基本上满足 了小字符量或中字符量

的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需求
。

但是
，

对于字符数

量达数千乃至数万的文种而言
，

其编码空间远

远不够使用
。

为解决这一矛盾
，

同时又保持与原

有 的七位或八位代码体系的兼容
，

我 国于����

年根据国际标准 ��� ����制定了国家标准 ��

����《信息处理 七位和八位编码字符集 代

码扩充技术 》 ，

为七位或八位编码体系的代码扩

充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

在该标准中
，

代码的扩充方法分为两类
�
一

类为替代法
，

它利用类似 �� ����结构的代码

把其中的某些字符用另一些字符来代替
，

使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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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另外的一些应用需求
。

另一类为增大字符

总表法
，

相对复杂
。

在七位代码系中
，

可用移位功能扩充图形

字符集
，

还可用转义序列扩充代码
。

转义序列主

要提供非传输控制用的单个控制功能或控制功

能集
。

八位代码系是在七位代码的每一个位组上

增加一位得到的
，

与 �� �����规定的八位代码

具有相同的结构
。

为了使八位代码扩充技术与

七位代码扩充技术所用的技术兼容
，

在八位代

码中应严格的按与七位代码中相同的方式使用

转义字符来构成转义序列
，
并使其含意保持不

变
。

�
�

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 基

本集

按照 �� ����规定的代码扩充方法
，

我国

于����年制定了第一个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基

础性标准 �� ������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

集 基本集 》 。

该标准规定了汉字信息交换用的

基本图形字符及其代码表示
，

适用于一般汉字

处理系统之间和汉字通信系统的信息交换
。

�� ����采用 了双字节的编码方式
，

每个

字节使用了七位代码表中�至�列�位置���和��

��除外�的位组
，

因而形成 了总计有��个 区
、

每

区有 ��个位的编码空间
。

在该空间中
，

第�至��

区为拼音文字及符号 区
，

收人 了���个一般符

号
、

��个序号
、

��个数字
、

��个拉丁字母
、

���个

日文假名
、
��个希腊字母

、

“ 个俄文字母
、

��个

汉语拼音符号和��个汉语语音字母
，

总计���个

图形字符
。

第��至�� 区 为汉字字符 区
，

收人 了

����个汉字字符
，

其余的空间均作为进一步标

准化的区域
。

按照我 国����年进行的字频统计
，

汉字字

符覆盖率可达��
�

���
，

因而可 以基本满足我国

绝大多数汉字信息处理系统的需求
。

在综合考虑汉字频度的高低
、

构词能力的

强弱
、

实际用途的大小等要素的基础上
，

将汉字

分为常用字集和次常用字集
。

常用字集的总数

为����个
，

位于第��区至��区
。

次常用字集的总

数为����个
，

位于第��区至��区
。

为便于对代码

表中的汉字进行检索
，

常用字集的排列是按汉

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的
，

同音字按笔形横
、

竖
、

撤
、

点
、

折为序
，

若起笔相同则按第二笔
，

并依此

类推
。

次常用字集则按部首排列
。

�
�

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 辅

助集
�

��
�

�� ����中的����个汉字 已基本满足 了我

国汉字信息处理的应用需求
。

但是
，
在某些特定

的文字应用环境中
，
如辞书编纂

、

文献检索等
，

需要用到更多的
、

包括繁体字在 内的汉字
。

因

此
，
����年我国按照简体与繁体对应编码进行

汉字扩充的原则提出了制定另外五个信息交换

用汉字编码字符集的计划
，

并分别将其命名为

辅助集
、

第二辅助集
、

第三辅助集
、

第 四辅助集

和第五辅助集
。

已颁布的基本集和第二及第 四

辅助集为简化字集
，
辅助集

、

第三和第五辅助集

为繁体字集
。

而且
，
基本集与辅助集

、

第二辅助

集与第三辅助集
、

第四辅助集与第五辅助集分

别具有简繁体字一一对应的关系
。

目前
，
这五个

辅助集 已制定完成
，

它们的编码表示均采用双

字节方式
。

每个代码表分为��个 区
，

每 区��个

位
，

其中前巧个区保留未用�不包括辅助集�
，
后

��个区为汉字区
。

�
�

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

��年代 以来
，
多文种信息处理技术引起 了

国内外的广泛注意
。

如何把离散的
、

只适用于某

一地域或时域的各民族字符集集合为一个完整

的
、

全球共识的通用编码字符集
，

成为国际信息

社会急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

为此
，

从 ����年起
，

国际标准化组织 ������������便开展了相关

研究
，

并 于 ����年底 形 成 国 际标 准 �������

�����《信 息 技 术一通 用 多 八 位 编 码 字 符 集
�����第一 部分

�

体 系结构 与基本 多 文种 平

面 》 。

同年
，

与此对应的国家标准 �� �����
�

�也

通过国家标准审查
。

该标准以全新的编码格局
，

定义了世界范围内用于书面语言的各文种的主

要图形字符
，

适用于世界书面语言信息的表示
、

传输
、

交换
、

处理
、

存储
、

输人及显印
，

是一跨国

度
、

跨语种
、

跨行业的全新编码字符集
。

������的总体结构及编码特点

���是一个 由四维变量组
、

平面
、

行和位

构成的实体
。

它最多允许有 ���个组
，

每个组 由

���个平面组成
，

每个平面由���个行组成
，

每个

行又由���个位组成
。

七位和八位编码体系中的

控制字符位置也可用于 图形字符编码
，

因而形

成的编码空间高达���� ��� � ���� ���
。

在该

编码空 间中
，

��组中的��平面叫作基本多文种

平 面 �����
，

它包括字母文字
、

音节文字及表

意文字中通常使用 的字符及各种符号与数字
。

后续 的平 面称为辅助平 面
，

它用 于放置 ���

中尚未安排的图形字符
。
��组 中平面八位值为

��到 �� 的��个平面为专用平面
，

组八位值为

��至�� 的��个组为专用组
。

对于专用组和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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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中的字符内容
，
该标准未作任何形式的约

束
，

但除此以外的
、

尚未在该标准中安排字符的

代码位置不得用 于任何其他 目的
，

应留作将来

进一步标准化使用
。

���对字符的编码采用 了两种形式
。

一种

为正则形式
，

由四个八位表示
，

并相应地指定字

符所处的组
、

平面
、

行
、

和位
。

另一种为双八位的

���形式
，

由两个八位表示
，
基本多文种平面

可当作双八位编码字符集使用
。

���基本多文种平面

基本多文种平面被分为下列四个区
�

①�一 区 �

代码位里为�。 。�至 ����
，

用 于

安排字母文字
、

音节文字及各种符号
。

②�一 区 �

代码位置为����至����
，

用于安

排中国
、

日本和韩国�����统一的表意文字
。

③�一区 �

代码位置为 ����至 ����
，
供未

来的标准化使用
。

④�一 区 �

代码位置为 ����至 ����
，

用于

专用字符
、

变形显现字符�如阿拉伯文�以及为

了与现行标准兼容而收人的字符
。

目前
，

在 ��� 的 �区 中已收人�����个 中

国
、

日本和韩国的统一汉字
。

这些汉字源于中国

大陆的基本集
、

辅助集
、

第三辅助集
、

第五辅助

集
、

现代汉语通用字表
、

�� ������信息处理

文本通信用编码字符集 》 、

台湾省的 ��� ���

�����《中国台北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 》

第一字面
、

第二字面和第十四字面
、

日本的 ���

� ����《信息交换用 日文编码图形字符集 》 、

���

� ����《信息交换用 日文编码图形字符集 辅

助集 》 、

韩国的 ��� ����《信息交换用代码�朝
鲜文和朝鲜汉字�》

、
��� ����《信息交换用韩

国编码 图形 字符 集 辅助 集 》等
。

它 们 都 经

��� 三方按共同认可的编码原则
、

认 同原则
、

收字原则
、

排序规则等严格审查产生
。

������提供的子集

考虑到实际上存在的不同应用需求
，
���

引人了两种图形字符子集的概念供用户使用
。

一种是有限子集
，
它是为使用 ���字符集的系

统与使用现行字符集标准的系统之间交互运作

而规定的
，

通常由 ���中的若干个单个的字符

组成
。

另一种是选择子集
，

由 ��� 中定义的一

个或若干个字符汇集组成
。

������的交换格式

由于 ���是面向��位或��位编码的
，

不再

按字节保 留控制字符的位组
，

因而不能直接经

由对控制字符敏感的系统传送
。

为此
，
���使

用了一个交换格式 ���一 �
。

�
�

汉字内部码

汉字内部码是汉字在设备或系统内部处理

用的汉字代码
。

虽然汉字编码字符集大多是在 �� ����和

�� �����规定的七位和八位代码系的基础上
，

按 �� ����的规定进行扩充的双字节
、

有序性

的汉字集合
，
为一般汉字处理

、

汉字通信等系统

之间的信息交换打下坚实的基础
。

但是
，
在现有

软件 中
，
直接将汉字的这类代码用于设备或系

统内部处理
，

即把汉字交换码作为内部码使用
，

会导致过大的开发工作量
，
尤其是当它不加区

别地与单字节字符混合时
，

将产生一系列的重

大歧义
。

由于这个原因
，
汉字信息系统采用了若

干类别的汉字内部码
。

汉字内部码这种
“
多码并存

”
的现状

，

在单

机单用户的场合下问题不大
，

但随着计算机应

用水平的提高
，

从单机到网络
、

从单用户到多用

户的发展
，

各种规模的汉字信息处理系统所建

立 的资源会不能共享
，

不同内部码格局的系统

内部也会互不兼容
。

因此
，

汉字内部码的标准化

也是极其重要的
。

当前
，

我 国 尚无汉字 内部码方面的国家标

准
，

本文仅就 �� ����和 �� �����的现行内码

格局作一推荐性说明
。

����� ����的 内码格局

用于表示字符的两个八位位组的高位均设

为
“ �”

，

占用纵向由�����至�����
、

横向由�����

至 �����构成的方块
，

共����个编码位置
，

并与

�� ����的编码位置具有一一对应 的映射关

系
。

如果还需少量其他汉字
，

可采用动态再定义

的方法收人最后一行
。

����� �����的 内码格局

基于 �� �����的字符内码格局总体上采

用 ����一 ���� 的矩形 区域
，

剔除 ���� 一条

线
，

共�����个码位
。

汉字区 占其中的�����个码

位
。

�� ����汉字区为 ����一����
，

总计����

个汉字
，
����个码位

，

字序与 �� ����一致
。
��

�����中的其他 ��� 汉字
，

按 ���代码大小排

列 在 由����一 �����剔除 �����和 ����一

�����剔除 �����构成的两个矩形区域
。

用户

自定义 区 由 ����一����
、

����一���� 和

����一�����剔除 �����构成的三个矩形 区

域组成
，

共����个码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