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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中文包括汉字、蒙文、藏文、彝文等多种文字，其中汉字使用最为广泛。中文信息处

理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本书中的中文信息处理特指用计算机对汉字的音、形、义等信息

进行加工和操作的技术与过程。

中文信息处理可以泛指在字符层和内容层两个方面的研究。字符层主要解决中文

在计算机中的表示、存储、输入和输出，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涌现

出大量的成熟技术和产品。内容层的最终目的是试图理解文本的语义，从而在文本内容

上进行高质量的分析和处理。这一层次需求极多，在信息检索、信息过滤、信息抽取、机

器翻译、文本情感分析、舆情分析等研究领域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离完美应用尚

有很大的差距，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具有极大的商业和实用价值。

中文信息处理是计算机科学和语言文字学的交叉学科，它需要综合使用语言文字

学、计算机技术、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数学等多种理论和技术。本教程旨在利用计算机

对中文信息处理中的一些实用问题进行实验。

本书共分十四个实验，前八个实验主要训练字符层文本信息处理的相关技术，从实

验九开始立足内容层进行文本信息处理。

本书是在总结多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汲取了中文信息处理研究领域的新技术和新

成果，是在多届学生使用的实验教程讲义基础上修改完成的。本书实验所需要的电子文

档和数据可在如下网址下载：ｈｔｔｐ：／／ｐａｎ．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１ｏ８２Ｂｍ２ｍ，也可以联系ｘｉａｏｘｚｈｕ＠

ｓｕｄａ．ｅｄｕ．ｃｎ索取。

本书由朱晓旭主编，由朱巧明主审，刁红军参与了实验数据的设计和整理。在此，衷

心感谢李培峰、吴娴、赵雷、杨季文等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的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６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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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汉字在计算机内存储及文件操作

实验目的

１．熟悉汉字的机内码，掌握以十六进制形式查看文件内容的方法。
２．理解ＧＢ２３１２—８０中汉字的分布规律，掌握区位码到汉字机内码的转换规则。

３．掌握编写程序对文本文件和二进制文件的读写操作。

４．了解中文信息处理的主要研究领域与研究现状。

实验内容

１．使用十六进制编辑器查看自己姓名的机内码。
２．编写汉字区位码查看程序，让用户输入一个汉字从而显示该汉字的区位码。

３．熟悉文件操作，编写程序将同样的数据分别写入文本文件和二进制文件，比较二

者的区别。

４．了解中英机器翻译系统的研究进展与实用情况。

预备知识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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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计算机采用二进制的方式存储数据，所以包括数值、文字、图片、声音和动画等

信息在存储到计算机内时，都必须要转换为二进制。人们使用的十进制数值数据存储到

计算机中时，也需要转换为二进制，这个过程相对简单，也较容易理解。但人们使用的文

字（尤其是中文）是如何存储到计算机中的呢？

 !"#$$

ＡＳＣＩＩ（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码）是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ｏｄｅ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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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它是一个用于字符编码的美国标准。ＡＳＣＩＩ起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１９６７年定

稿，标准的ＡＳＣＩＩ采用了７位二进制数来表示一个字符，因此至多只能包含１２８个符号。

ＡＳＣＩＩ中包括了所有的大写和小写英文字母、数字０到９、英文标点符号以及控制字符。

图１．１显示了ＡＳＣＩＩ中的符号分布情况，这些符号可以被分为图形字符区和控制字

符区。图形字符区合计有９４个符号，例如，“ａ”“Ａ”“２”“％”；控制字符区包含了回车、换

行、退格等符号。中文的图形字符达到数万个，远远超过９４个。因此，不能简单地通过

对ＡＳＣＩＩ进行修改和定制来解决中文在计算机内的表示问题。

图１．１　ＡＳＣＩＩ中的字符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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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范、有效地在计算机中处理汉字，我国在１９８０年发布了 ＧＢ２３１２—８０汉字编

码国家标准，其全称为“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ＧＢ２３１２—８０采用两个

字节来为汉字编码，其编码范围是高位和低位都在Ａ１Ｈ～ＦＥＨ之间，汉字内码从 Ｂ０Ａ１Ｈ

开始，结束于 Ｆ７ＦＥＨ，共收录汉字及其他符号７４４５个，其中汉字６７６３个，这些汉字被分

为一级汉字和二级汉字两个子集。一级汉字按照拼音排序，合计３７５５个；二级汉字按照

偏旁部首排序，合计３００８个。

ＧＢ２３１２—８０基本满足了当时计算机处理汉字的需要，按照使用频率来看，它所收录

的６７６３个汉字已经覆盖了中国大陆大约９９．７５％的汉字使用场合。而且当时的计算机

存储空间小、运算速度低，如果使用太大的字符集会导致汉字字形库存储空间巨大，降低

信息处理涉及的各种检索速度，不利于使用与推广。

 ,-./012

由于很多国家和地区都独立设计了在计算机内表示自己所用文字的编码标准，例

如，中国大陆有ＧＢ２３１２—８０，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有Ｂｉｇ５，它们之间互不兼容，从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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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文档的交互出现了很多问题。显然，避免上述互不兼容的一个有效

措施是全球采用同一编码，每一个字符只对应一个编码，每一个编码只对应一个字符。

１９９１年，ＩＢＭ、ＤＥＣ、Ｓｕｎ、Ｘｅｒｏｘ、Ａｐｐｌｅ、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Ｎｏｖｅｌｌ等公司联合组织了一个协会，创建

了Ｕｎｉｃｏｄｅ项目。该项目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无论什么平台、什么程序、什么语言，为每一

个字符只提供一个唯一的编码。Ｕｎｉｃｏｄｅ并没有寻找方法来解决兼容当时已经存在的各

种编码，而是采取了重新编码的方法。

宏观来看，Ｕｎｉｃｏｄｅ编码系统可分为编码方式和实现方式两个层次。编码方式采用

了组（ｇｒｏｕｐ）、面（ｐｌａｎｅ）、行（ｒｏｗ）和位（ｃｅｌｌ）来给字符编码，组可以有１２８个，而面、行和

位都可以有２５６个，所以有１２８×２５６×２５６×２５６＝２１４７４８３６４８个码位。显然 Ｕｎｉｃｏｄｅ编

码空间非常巨大。目前最多被使用的是０组０面，该面被称为Ｂａｓｉｃ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ｇｕａｌＰｌａｎｅ（基

本多语言平面），简称ＢＭＰ。该平面一共有２５６×２５６＝６５５３６个码位，基本满足了目前世

界上各种常用字符的使用。虽然每个字符的 Ｕｎｉｃｏｄｅ编码是确定的，但是在实际传输过

程中，考虑到应用于不同系统的平台以及节约存储空间的目的，对 Ｕｎｉｃｏｄｅ编码的实现方

式有所不同。Ｕｎｉｃｏｄｅ的实现方式也被称为 Ｕｎｉｃｏｄｅ转换格式（Ｕｎｉｃｏｄ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ｍａｔ，简称为 ＵＴＦ），常见的有 ＵＴＦ７、ＵＴＦ８、ＵＴＦ１６和 ＵＴＦ３２等。ＵＴＦ８是目前互联网

上使用较多的实现方式，在Ｗｅｂ网页编码中被广泛使用。

二、
%&'()'

—
*+

区位码与机内码

ＧＢ２３１２—８０在给汉字编码的时候，设计了一个９４×９４的表格，然后在其中对应的

位置放上字符，这样通过行列号就可以唯一地确定每一个字符，该行列号也被称为区位

号。ＧＢ２３１２—８０中的字符分布情况见图１．２。

　　图１．２　ＧＢ２３１２—８０中的字符分布情况

一个汉字所在的行列号也被称为区位码，区位码通常用十进制数字表示，共４位数

字，前两位为区号，后两位为位号。如汉字“国”在第２５区第９０位，所以它的区位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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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９０。图１．３列举了 ＧＢ２３１２—８０的０１区和１６区的字符，其中１６区是第一个汉字符

号区。

图１．３　ＧＢ２３１２—８０的０１区和１６区的字符

但是区位码并不适合直接在计算机中存储汉字，如“码”的区位码为３４７５，如果直接

把３４７５存储到计算机的两个字节中，将来读取时会和“４”与“Ｕ”两个字符的 ＡＳＣＩＩ码混

淆。显然，此时需要一种手段在计算机中能够有效地区分出汉字和西文。计算机分配存

储的最基本单位是字节（８位），但是 ＡＳＣＩＩ码通常为７位，因此存储时最高位通常为０。

如果保证一个汉字存储在计算机中的每个字节最高位为１，那么显然就可以很方便地和

ＡＳＣＩＩ字符区分出来。因此实现时，把ＧＢ２３１２—８０中一个汉字区位码的区号和位号先分

别转换为十六进制，然后再分别加上 Ａ０Ｈ，就得到该汉字的机内码。这样做的优点是很

容易区分汉字与西文字符，缺点是实质上缩小了编码空间。根据前面的方法与公式，很

容易能计算出“码”的机内码为Ｃ２ＥＢＨ。

三
3

文本文件与二进制文件

文件是操作系统管理数据的有效手段，也是应用程序最常用的持久存储数据的方法

之一。从文件的用途我们可以把文件分成：声音文件、动画文件、图片文件等。但就保存

的文件格式而言，常把文件分为二进制文件和文本文件。

文本文件中只能存储字符，它在存储介质中存放每个字符对应的ＡＳＣＩＩ码或机内码，

二进制文件可以存储各种二进制数据，如声音、视频等。数字５６７在文本文件的存储形

式表示为“５”“６”“７”三个符号的ＡＳＣＩＩ，转换成二进制为：００１１０１０１００１１０１１０００１１０１１１，

共３个字节。如果计算机中一个整型数据占两个字节，５６７在二进制文件中就保存为

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１０１１１，如果一个整型数据占四个字节，那么５６７在二进制文件中就保存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１０１１１。

Ｗｉｎｄｏｗｓ所附带的记事本编辑保存的文件属于文本文件。图片、声音、视频等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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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内通常都是以二进制文件的形式保存，值得注意的是，Ｗｏｒｄ、ＷＰＳ等字处理软件编辑保

存的默认的文件存储格式都属于二进制文件。

四、中文信息处理的发展

中文信息处理通常可以分为字符层和内容层两个处理层次。字符层主要解决中文

的存储、输入、输出、处理等问题，经过大约几十年的探索与研究，这一层面的主要技术问

题已经基本解决，研究也进展到实用阶段。“ＷＰＳ”“汉王手写输入”“中文 Ｏｆｆｉｃｅ”等实用

软件已经耳熟能详，给大家的工作、学习带来了诸多便利。内容层的研究目前刚刚起步，

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并有了一些实用产品，例如，搜索引擎给网络检索带来很多便利，垃

圾邮件过滤系统能帮助大家去除骚扰邮件，但这些层面的应用离实用和完美还有很大的

距离。

Ｕｎｉｃｏｄｅ的推进与普及有效地解决了中文的跨地区存储问题；语音识别、手写识别、

键盘编码输入可以非常好地满足不同用户的输入需求；大多数计算机操作系统从内核上

对中文提供了支持；在各种显示和打印设备上，已经可以得到非常精美的中文输出效果；

Ｗｏｒｄ、ＷＰＳ等字处理软件已成为大家办公、生活的一部分；激光照排系统也已经给整个印

刷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内容层的中文信息处理应用前景非常广阔，常见的应用需求有：中文信息检索、中文

信息分类、中文信息过滤、机器翻译、中文信息抽取、问答系统、中文情感分析等。但是它

也有很大的难度，更加具有挑战性。随着互联网的日益发展，研究人员可以很容易地得

到海量的真实语料，从而基于这些语料进行研究与拓展，因此目前基于内容层的信息处

理很多是基于语料库的统计与挖掘，同时借助机器学习等手段进行处理。这实际上是一

种“从大量已知的数据中抽取特征，然后根据这些特征对未知的数据进行判断的方法”。

机器翻译在处理一些真实句子时可能会得到文不对题的翻译结果，但我们不能因为

一些极端的例子而否定内容层的研究。目前机器翻译在一些受限领域（如产品说明书翻

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一些场合也可以起到对人辅助翻译的作用。基于 ｎｇｒａｍ模型

的汉字输入法在保持易用的前提下提高了汉字输入速度，中文科技文献检索已经具有较

好的效果，中文搜索引擎也给信息爆炸的网络提供了查找数据的工具。但是也应该看

到，这些领域可以提高与改善的空间还非常大。

实验原理

１．在记事本中输入字符后，可以选择以不同的编码保存。但文本文件最终还是以二
进制的形式保存在计算机中，可以用二进制编辑器查看保存的文件，从而加深对字符编

码的认识。

２．通过 ＧＢ２３１２—８０设计的区位码，可以唯一地确定每一个被收录的汉字，但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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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直接以区位码保存在计算机中却是不可行的，因为汉字的区位码可能会和西文的

ＡＳＣＩＩ码混淆，所以要以机内码的形式存储汉字。

区位码通常用十进制表示，而汉字的机内码往往用十六进制表示，我们只需要把区

位码的区号和位号分别变成十六进制，然后分别加上Ａ０Ｈ，就可以得到该汉字的机内码。

３．文件的存储形式主要有文本文件和二进制文件。但由于计算机是基于二进制存

储数据的，文本文件也可以用二进制的方式打开。

可以将同样的数据以文本形式和二进制形式保存，然后用十六进制编辑器打开文件

查看，体会二者的区别。

文件操作的首要前提是打开文件，Ｃ语言中可以通过库函数中的 ｆｏｐｅｎ函数打开文

件，文件使用完成后应该关闭文件，此时需要使用ｆｃｌｏｓｅ库函数。

库函数中的 ｆｓｃａｎｆ和 ｆｐｒｉｎｔｆ函数可以方便地读写文本文件，而使用 ｆｒｅａｄ函数和

ｆｗｒｉｔｅ函数可以便捷地对二进制文件进行读写。

Ｃ＋＋中提供了文件流的机制来对文件进行操作，主要有文件输入流（ｉｆｓｔｒｅａｍ）、文件

输出流（ｏｆｓｔｒｅａｍ）和文件输入输出流（ｆｓｔｒｅａｍ）。它们都可以便捷地读写文本文件和二进

制文件，具体细节可以参见相关书籍。

实验环境

一、操作系统

Ｗｉｎｄｏｗｓ２０００以上版本，例如，Ｗｉｎｄｏｗｓ２０００／ＸＰ／Ｖｉｓｔａ／７／８／８．１／１０等。

二、开发环境

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６．０以上版本，例如，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６．０／２００３／２００５／２００８／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等。

三、十六进制文件编辑器

例如，ＵｌｔｒａＥｄｉｔ、Ｗｉｎｈｅｘ、ＨｅｘＷｏｒｋｓｈｏｐ等。

实验步骤

一、查看自己姓名的内码

１．打开Ｗｉｎｄｏｗｓ附带的记事本。

２．在记事本中使用汉字输入法输入自己的学号与姓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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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单击【文件】→【保存】项，选择一个路径，以“ｎａｍｅ．ｔｘｔ”文件名保存该文件，在“另

存为”对话框中“编码”项中选择“ＡＮＳＩ”，然后单击“保存”按钮。如图１．４所示。

图１．４　以ＡＮＳＩ编码保存文件

４．关闭记事本程序。

５．在资源管理器中切换到“ｎａｍｅ．ｔｘｔ”所在的文件夹，右击“ｎａｍｅ．ｔｘｔ”文件，单击【属

性】项，根据对话框的信息记录下该文件大小。

ｎａｍｅ．ｔｘｔ的文件大小（单位：字节）

６．用十六进制编辑器（如ＵｌｔｒａＥｄｉｔ软件）打开“ｎａｍｅ．ｔｘｔ”文件，记录下该文件的十六

进制内容。

ｎａｍｅ．ｔｘｔ的内容（十六进制）

７．关闭十六进制编辑器。

８．在记事本中重新打开 ｎａｍｅ．ｔｘｔ文件，单击【文件】→【另存为】项，输入文件名

“ｎａｍｅ１．ｔｘｔ”，在“编码”项中选择“Ｕｎｉｃｏｄｅ”，然后单击“保存”按钮。

９．用十六进制编辑器打开“ｎａｍｅ１．ｔｘｔ”文件，记录下该文件的内容。

ｎａｍｅ．ｔｘｔ的内容（十六进制）

１０．仔细比较两次文件内容的区别，思考为什么同一字符以不同编码保存就不一样？

二、编写汉字区位码查看程序

１．在ＶｉｓｕａｌＣ＋＋集成环境中新建一个“Ｗｉｎ３２Ｃｏｎｓｏｌ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工程，工程的名称
为“ｅｘ１＿２”。图１．５是在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２０１０中建立Ｗｉｎ３２Ｃｏｎｓｏｌ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项目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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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在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２０１０中新建Ｗｉｎ３２Ｃｏｎｓｏｌ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项目

２．在源程序编辑窗口编写代码，程序中定义一个具有三个元素的字符数组，然后接

受用户输入一个汉字，接着将汉字的两个字节分别减去Ａ０Ｈ，最后以十进制输出，就可以

得到该汉字的区位码。将源程序书写到实验报告中。

３．运行程序，根据运行结果填写下表：

输入 国 码 国家 ＡＢ

输出

三、熟悉文件操作

１．在ＶｉｓｕａｌＣ＋＋集成环境中新建一个“Ｗｉｎ３２Ｃｏｎｓｏｌ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工程，工程的名

称为“ｅｘ１＿３”。

２．在程序编辑窗口输入程序，以文本方式创建文件“ｔｅｘｔ．ｔｘｔ”和二进制方式创建文

件“ｂｉｎ．ｄａｔ”，产生１０个１～１００之间的随机正整数并分别写入这两个文件，其中文本文

件中每个整数写一行。将程序填写在实验报告中













。

提示：Ｃ和Ｃ＋＋语言的库函数ｒａｎｄ（）可用于产生０～ＲＡＮＤＭＡＸ宏之间的一个随机

整数。在程序前面添加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ｔｄｌｉｂ．ｈ＞后就可以使用该函数。函数原型如下：

ｉｎｔｒａｎｄ（ｖｏｉｄ）；

３．用十六进制编辑器打开两个文件，比较二者的区别，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在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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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描述产生区别的原因。

四、了解汉英翻译系统的进展

１．通过互联网查找一个或多个常用的汉英（英汉）翻译系统，并在实验报告中写出

其名称。

２．有如下英文语句：Ｈｅｓａｗａｄｕｃｋｗｉｔｈａ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请根据你的理解，写出它可能

的翻译。

３．写出你检索到的不同机器翻译系统对第２条中的句子的翻译结果。

４．自己组织一些句子测试你找到的机器翻译系统，并在实验报告中写出你对目前汉

英（英汉）翻译系统的评价

櫥櫥櫥櫥櫥櫥櫥

櫥櫥櫥櫥櫥櫥櫥

毣

毣毣

毣
。

思 考 题

１．编写一个程序，实现ＧＢ２３１２—８０汉字区位码到机内码的转换。

２．编写一个程序，实现用户输入ＧＢ２３１２—８０的区号，输出该区所有的汉字。

３．编写一个程序，以二进制方式打开一个指定的文本，将文件中的数据顺序读出并

写入另外一个文件中，从而实现文件复制的功能。

４．修改思考题３的程序，将读出的数据的每一个字节作一些变化，再写入另外一个

文件中，从而实现简单的文件加密

櫥櫥櫥櫥櫥櫥櫥

櫥櫥櫥櫥櫥櫥櫥

毣

毣毣

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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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简 繁（繁 简）汉字机内码的转换

实验目的

１．深入理解汉字在计算机内的存储形式，熟悉 ＧＢＫ、Ｂｉｇ５和 Ｕｎｉｃｏｄｅ中汉字的分布

与编码规律。

２．理解简 繁（繁 简）汉字转换的需求、应用与困难。

３．掌握简 繁（繁 简）汉字机内码转换的技术。

实验内容

１．设计一个ＩＳＯ１０６４６１：１９９３／Ｕｎｉｃｏｄｅ内码和ＧＢＫ内码的转换表结构。

２．编写程序构建ＩＳＯ１０６４６１：１９９３／Ｕｎｉｃｏｄｅ内码和ＧＢＫ内码的转换表。

３．编写应用程序，实现 ＩＳＯ１０６４６１：１９９３／Ｕｎｉｃｏｄｅ内码和 ＧＢＫ内码在文件级的

转换。

预备知识

一、
$"4)+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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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Ｋ全称“汉字内码扩展规范”，英文名称为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ｄ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由中
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于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制定。ＧＢ即“国标”，Ｋ

是“扩展”的汉语拼音第一个汉字的第一个字母。

ＧＢＫ在编码上与ＧＢ２３１２—８０兼容，在字汇上与 ＩＳＯ１０６４６兼容。实质上，它是一个

用于从ＧＢ２３１２—８０向ＩＳＯ１０６４６过渡的产物。

与ＧＢ２３１２—８０一样，ＧＢＫ也采用了双字节表示，总体编码范围是８１４０Ｈ～ＦＥＦＥ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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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字节在８１Ｈ～ＦＥＨ之间，尾字节在４０Ｈ～ＦＥＨ之间，剔除了ｘｘ７ＦＨ一条线。ＧＢＫ总计

有２３９４０个码位，共收录了２１８８６个汉字和图形符号，其中汉字（包括部首和构件）有

２１００３个，图形符号有８８３个。

ＧＢＫ的编码结构如表 ２．１所示。汉字的内码分布在 ＧＢＫ／２（Ｂ０Ａ１Ｈ～Ｆ７ＦＥＨ）、

ＧＢＫ／３（８１４０Ｈ～Ａ０ＦＥＨ）、ＧＢＫ／４（ＡＡ４０Ｈ～ＦＥＡ０Ｈ）中，共有２１００３个。
表２．１　ＧＢＫ的编码结构

类别简称 范围（十六进制） 码位 字符 字符与备注

符
号
标
准
区

ＧＢＫ／１ Ａ１Ａ１～Ａ９ＦＥ ８４６ ７１７ 图形符号，ＧＢ２３１２为主

ＧＢＫ／５ Ａ８４０～Ａ９Ａ０ １９２ １６６ 图形符号，Ｂｉｇ５和结构符

小计 １０３８ ８８３ 图形符号

汉
字
标
准
区

ＧＢＫ／２ Ｂ０Ａ１～Ｆ７ＦＥ ６７６８ ６７６３ 汉字，ＧＢ２３１２

ＧＢＫ／３ ８１４０～Ａ０ＦＥ ６０８０ ６０８０ 汉字，ＧＢ１３０００

ＧＢＫ／４ ＡＡ４０～ＦＥＡ０ ８１６０ ８１６０ 汉字，ＧＢ１３０００等

小计 ２１００８ ２１００３ 汉字

自
定
义
区

１区 ＡＡＡ１～ＡＦＦＦ ５６４

２区 Ｆ８Ａ１～ＦＥＦＥ ６５８

３区 Ａ１４０～Ａ７Ａ０ ６７２ 限制使用

小计 １８９４

总　计 ２３９４０ ２１８８６

 &.4


5

Ｂｉｇ５码是一个通行于台湾、香港地区的繁体汉字编码方案，它被俗称为“大五码”或

“五大码”。１９８４年，台湾地区１３家厂商试图合力开发“文字处理”“数据库”“电子表

格”“通讯”和“绘图”五大套装软件。虽然开发出来的软件未获成功，但为开发五大套装

软件设计的Ｂｉｇ５码却成为了业界的主流，后来发展成为了繁体中文使用地区的标准。

Ｂｉｇ５码共收录汉字１３０５３个，它包含５４０１个常用字和７６５２个次常用字两部分。常

用字包括台湾地区教育管理部门颁布的《常用汉字标准字体表》中的全部汉字４８０８个，

台湾地区中小学教科书常用字５８７个，异体字６个；次常用字包括台湾地区教育管理部门

颁布的《次常用汉字标准字体表》的全部汉字６３４１个和《罕用汉字标准字体表》中使用频

率较高的１３１１个汉字。

Ｂｉｇ５同样是一个双字节编码，高位字节在８１Ｈ～ＦＥＨ之间，低位字节在４０Ｈ～７ＥＨ

以及Ａ１Ｈ～ＦＥＨ。

需要注意的是，应该是由于工作中的疏忽，Ｂｉｇ５中重复收录了两个相同的字。“兀”

有Ａ４６１Ｈ和Ｃ９４ＡＨ两个编码，“蛜”也有ＤＣＤ１Ｈ和ＤＤＦＣＨ两个编码。因为在文件和互

联网上检索字符往往需要作字符内码的精确匹配，一个字有多个内码会导致查询结果的



１２　　　


中文信息处理实验教程

查全率很差。

 $"6)+78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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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汉字分布

ＩＳＯ１０６４６１：１９９３／Ｕｎｉｃｏｄｅ的 ＢＭＰ平面中从４Ｅ００Ｈ到９ＦＦＦＨ是中日韩认同的表意

文字区，合计收录了２０９０２个中日韩汉字。

二、
,-./012

与文本文件

ＧＢ２３１２—８０中每个汉字的机内码由于最高字节一定为１，因此可以有效地和 ＡＳＣＩＩ

区分开来。但Ｕｎｉｃｏｄｅ内码的机内码并没有类似的明显区分方法，因此如果将一段汉字

以Ｕｎｉｃｏｄｅ内码存储到文本文件中，将来在读取的时候很有可能误将其中的数据按照

ＡＮＳＩＣｏｄｅ或者ＡＳＣＩＩ进行解析，这样同样可能会导致“乱码”。

在Ｗｉｎｄｏｗｓ的文本文件中是通过添加特殊标记文件头来解决该问题的。Ｗｉｎｄｏｗｓ操

作系统附带的记事本程序在存储 Ｕｎｉｃｏｄｅ文本文件时，会在文件最前面存储了一个

ＦＦＦＥＨ标记。该标记占用了两个字节，接着在后面存储正常文本每个字符的 Ｕｎｉｃｏｄｅ内

码。由于ＦＦＦＥＨ码位在 ＡＮＳＩＣｏｄｅ和 Ｕｎｉｃｏｄｅ中都没有被使用，因此不存在二义性，这

是一种很简单有效的区分Ｕｎｉｃｏｄｅ与ＡＮＳＩＣｏｄｅ文本文件的方法。

三、汉字的简 繁（繁 简）转换的需求

个人、企业、组织和政府部门都有大量的简 繁（繁 简）汉字转换的需求。例如，中国

内地的电子邮件使用者，将一个采用ＧＢＫ编码存储汉字的邮件发送给香港地区的用户，

那么对方很有可能会看到一个充满了“乱码”的邮件。图２．１显示了同一邮件采用不同

编码查看而出现的“乱码”。此外，很多跨境的组织机构、公司希望自己网站上发布的最

新信息和新闻能够便捷地实现简 繁体同步更新，同样大量软件公司在开发国际化软件

的时候也希望自己的软件能够同时支持简繁体中文。

图２．１　ＧＢＫ编码的邮件采用Ｂｉｇ５编码查看时出现“乱码”

汉字简 繁转换需求大致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内码层，保证在简（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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