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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0.1　方正书版简介

　　书版2008是在 Windows95/Windows98/Windows2000/

WindowsXP/Windows2003/Windows7平台上运行的32位批

处理书刊排版软件,它继承了书版之前版本的排版模式和排版流

程,保持了与低版本的兼容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改进和

扩充。
书版2008排版规范、快捷、专业的优势更加突出,具有很强的

稳定性、开放性和兼容性,适用于期刊,图书、辞书,典籍,科技类和

文艺类等书籍制作,是办公文印的编辑和排版及网络发布的首选

专业排版软件。

0.2　方正书版的主要特点

1、支持中文 Windows7
书版 2008 可 运 行 于 Windows95/Windows98/Windows

2000/WindowsXP/Windows2003/Windows7平台上,特别是支

持 Windows7,适合软件发展

2、集成环境

书版2008将小样文件编辑器、语法检查程序、排版程序、出错

提示、模拟显示、输出等功能集成在一个统一的平台中,用户可以

轻松地处理一本书从录入到输出的整个流程,无需使用太多的功

能键和复杂的界面切换。编辑器中支持同时编辑多个小样、多步

UNDO、版本保留和比较、查找、定位、注解参数动态提示、直观的

出错提示、方便的排版参数设置、自定义热键、自定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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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图片插入功能

书版2008支持JPG、GIF、BMP、TIF、EPS、GRH、PIC等图形

文件格式。前五种图形文件还能在屏幕上显示。对大多数图形文

件,只需要在注解中简单指定文件名就可排版。书版会从文件中

自动读出图片的大小,并自动留空。另外,用户还可设定图片周围

的边空,以及是否按比例缩放,或者强制将图片缩放成指定的尺

寸。

4、彩色版面设计功能

书版2008可以在小样中使用彩色注解指定文字的C、M、Y、

K颜色。同时还可以使用大样预览中的标色工具,以所见即所得

的方式指定任何文字、线、底纹的颜色,排出美观的彩色版面。

5、外挂字体支持

书版2008支持对标准的GBK字符和单字节的 ASCII字符

使用外挂字体。这些字体包括 Windows平台上的TrueType字,
也可以使用后端的标准PS字。可以在注解中直接指定外挂字体

的名字。输出时,用户还可选择DownLoad前端的TrueType字,
或者是采用送内码的方式直接使用后端PS字。

6、大样预览功能

大样预览中能看到更多的字体变化,能显示底纹、图片。并可

根据大样中的任意一个字符自动定位到该字符在小样中的位置,
便于发现错误后快速修改。修改完后重新发排、显示还能直接回

到刚才进行大样预览的地方,从而大大提高校对效率。

7、支持超大字符排版、输出

如果用户购买了方正超大字符集字库和方正典码输入法,还
可以通过书版2008录入、编辑、显示、输出超大字符的汉字。这些

字可以同正常汉字一起排版,一起显示和输出,并能实现正常汉字

能做的各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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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自动校对

可以对小样进行自动校对。从而对文章在语义上的正确性进

行检查,提示有可能出错的地方。

9、目录抽取、排版功能

书版2008将全自动的目录提取和强大的目录排版结合为一

体。不但能抽取页码,还能抽取正文,并可由用户任意设定目录区

的版面格式,以及目录区特定的PRO文件。目录功能已经成为

真正可用的功能。

10、实现图片可视化调整

在书版大样预览窗口中,可以使用鼠标调整图片,拖动图片的

位置,或者改变图片的大小,此改动将自动反映到小样的图片注解

(TP)中,避免用户繁琐地设置图片参数,加快排版效率。建议用

户采用“BD注解排文字,大样预览调图片”的新工作方式,尝试图

片可视化调整带来的便利和速度。

11、兼容 Word文件以及数理化公式

方正书版兼容 Word文件,除了可以正确转换文字属性、排版

格式外,书版可以准确兼容 Word数理化公式。导入 Word文件,
即可对应到书版的标准公式,而整个版面几乎与原版式保持一致。

12、支持输出PDF文件

书版可将版面输出为多种格式的文件,包括PS、PDF、EPS、

TXT和HTML文件,方便了用户的阅读和校稿。

13、优化英文排版效果

书版利用优化的参数文件控制英文字体的字偶距(Kerning),
以达到更美观的英文排版效果。

14、实现项目自动编号

书版的计数注解(JS)可以用来定义自动编号,例如项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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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篇、章、节编号,图说编号等。一次完成定义,增删内容时,
不用手动修改编号,即可自动完成编号调整。

15、控制局部大样风格

整体设置了排版风格后,可以使用风格注解(FG)选择在局部

位置设置不同的 NPS风格或者S10风格,便于英文和数学的混

排。

16、提供打包功能收集各类文档

使用打包功能可以收集当前书版文件所用的小样文件、大样

文件(s10或者nps文件)、PRO文件、图像,并可以将图像链接到

指定的打包路径。

17、提供聪明码功能,可制作智能影音出版物

在图书等出版物的版面文字、图形下置入聪明码,供外置解码

设备读取解码,播放文字图像信息的声音、音效、音乐、影像等信

息,制作智能影音出版物,从而实现出版物的跨媒体连接。方正书

版可以自动为GBK范围内的大部分汉字、字符、常用的两万余英

文单词及自定义内容添加聪明码。

18、关于正版用户注册

书版设置了“用户注册”通道,对于注册的正版用户,方正技术

服务中心将为您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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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书版的安装和卸载

1.1　系统配置

　　1.CPU:PⅢ1.8G及以上。

　　2.内存:建议1G内存。

　　3.显示器:Windows支持的所有显示器。

　　4.显示卡:32位1024∗768分辨率及以上。

　　5.操作系统:中文 Windows2000/WindowsXP
　　　　　　　　Windows2003/Windows7。

　　6.硬盘空间:剩余空间600M以上。

　　7.支持的输出系统:PSP3.0及以上、PSPNT、PSPPRO2.3、
文杰、畅流。

1.2　安装书版主程序

　　1.将书版安装光盘放入光驱,自动启动安装程序,或者点击

AutoRun.exe文件运行安装程序,点击“安装方正书版2008”。

图1-1　书版安装界面

5

第一章　书版的安装和卸载

如 果 您 的 Win-
dows系 统 没 有

设置插入光盘时

的 自 动 运 行 功

能,请 直 接 运 行

安 装 目 录 下 的

AutoRun. exe。
安 装 书 版 主 程

序。



　　2.欢迎窗口。请选择“下一步”。

图1-2　安装书版:欢迎窗口

　　3.许可证协议窗口。如果您接受协议中的所有条款,请选择

“是”,继续安装;否则请选择“否”,退出安装。

图1-3　安装书版:许可证协议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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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客户信息窗口。请输入您的用户名和所在公司名称,然后

选择“下一步”。

图1-4　安装书版:客户信息窗口

　　5.选择安装路径。点击“更改”按钮,可以更新目标程序文件

夹,然后选择“下一步”。

图1-5　安装书版:选择安装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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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选择安装类型窗口。指定您需要的安装类型,然后选择

“下一步”。

图1-6　安装书版:选择安装类型窗口

　　(1)“完整安装”:将安装书版主程序、大样预览工具、外文及符

号字库、中文字库;

　　(2)“自定义”:可在下一安装步骤中选择您需要的组件。

图1-7　安装书版:选择组件窗口

　　　　A.书版主程序:书版主程序文件和必需的数据文件。

　　B.大样预览工具:可以用来查看书版排版生成大样文件

的工具。

　　C.外文及符号字库:书版使用的外文及符号显示字库,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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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77款。为了保证书版正常编辑和显示,建议您安装。

　　D.中文字库:中文显示字库,一共46款。建议您至少安

装其中的黑、宋、仿、楷四套字库。

　　7.确认安装窗口。确认您的安装选项正确无误后,选择“安
装”;如果需要改变安装选项,请选择“上一步”返回进行修改。

图1-8　安装书版:确认安装

　　8.安装状态窗口。安装程序正在把您选择的组件安装到您

的机器上,请您等候。如果要停止安装,请选择“取消”。

图1-9　安装书版:安装状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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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后端字库安装提示窗口。这是对用户后端安装字库的提

示,点击“确定”。

图1-10　安装书版:后端字库安装提示

　　10.安装完成窗口。安装已经结束,请选择“完成”。

图1-11　安装书版:安装完成窗口

　　11.重新启动窗口。安装结束后需要重新启动计算机,点击

“是”则立即重新启动,点击“否”则以后启动机器。

图1-12　安装书版:重新启动计算机

　　至此,用户已经完成了书版的安装,重新启动计算机,然后插

上加密锁就可以使用书版了。
如果想从系统中卸载书版,或想增加、删除部分组件,可以在

Windows开始菜单的“程序”菜单中,选择方正书版文件夹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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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方正书版”。用户也可以在 Windows的控制面板窗口中双

击“添加/删除程序”,然后选中“方正书版”一项并双击,或者选择

“添加/删除”按钮。

图1-13　卸载书版:“添加/删除程序”窗口

1.3　后端字库的安装

　　书版新增了一些符号库。这些符号库必须正确地安装到后端

的RIP上,否则会导致符号的输出不正确。符号库的安装只针对

PSP3.0以上版本、PSPNT1.0以上版本、以及文杰打印机和

PSPPro。在其它厂商的RIP上,这些符号库不能安装。对于版

本号低于3.0的PSP,也不能保证符号库能正确安装和使用。安

装步骤如下:

　　1.首先关闭待安装字库的机器上正在运行的PSP、PSPNT
或PSPPro。在待安装字库的机器上插入书版安装光盘,稍等片

刻,将出现如下窗口,选择“安装后端符号字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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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　书版安装界面

　　2.选择语言窗口。如果当前的运行平台不是中文平台,则选

择“English”;如果是中文平台,则选择“中文界面”。选择之后,将
出现和所选语言匹配的安装对话框。

图1-15　安装后端符号字库:选择语言窗口

　　3.如果选择“English”,则出现英文界面的“InstallFonts”窗
口;如果选择“中文界面”,则出现中文界面的“安装字体”窗口。

图1-16　安装后端符号字库:InstallFonts窗口(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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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7　安装后端符号字库:安装字体窗口(中文)

　　选项:

　　(1)“安装PSP3.1字库/InstallfontsforPSP3.1”:安
装供PSP3.1使用的后端符号字库。

(2)“安装文杰字库/InstallfontsforWordJet”:安装供

文杰打印机使用的后端符号字库。
(3)“安装 NTRIP字库/InstallfontsforPSPNTand

PSPProE”:安装供PSPNT使用的后端符号字库或者PSP
ProE使用的后端字符库。

(4)“安装”:安装供PSPPro使用的后端符号字库。

　　设置:

　　(1)“字库路径/From”:设置安装字库的源路径。缺省设

置为书版安装盘的InstFont目录。通常不需要修改缺省设

置。

　　(2)“目标路径/InstallTo”:设置字库安装的目标路径。
请根据选择的是PSP、文杰、PSPNT或PSPPro正确地给出

它们的Font目录所在的位置。例如:“C:\psp\font”、“C:\
winnt\system32\wps\font”、“C:\pspnt\font”等。可以使用

编辑框右边的“浏览/Browse”按钮选择目标路径。

　　(3)“加密狗号/SoftdogID”:如果您选择安装供PSPNT
使用的后端字库上,则还需要在编辑框中输入PSPNT使用

的加密狗的序列号,该序列号是记在PSPNT的加密狗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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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九位的数字。必须输入正确的序列号,否则安装上去的

字库不可用。对于PSP和文杰,无需输入加密狗号。对于

PSPPro,则需要输入固定的序列号:427165788。

　　4.设置好所有选项后,即可选择“开始安装/Install”开始安

装过程。如果想退出,可以选择“取消安装/Cancel”,退出安装程

序。

　　5.安装过程中,如果目标目录下有和待安装字库同名的文件

(可能是由于原来曾经安装过旧版本的后端符号字库),则会提示

用户是否覆盖。用户可以简单选择“是/Yes”进行覆盖,如果不想

覆盖,可以选择“否/No”。

　　6.安装完成后,会弹出一个窗口提示安装完成。如果是安装

到PSPNT或PSPPro上,还会有一个DOS窗口出现,用户可将

其关闭。

　　7.最后,对于PSP、PSPNT和PSPPro,需要使用它们内部

的重置字体功能对安装上去的字体进行重置。对于文杰,则需要

重启机器。经过这些步骤之后,书版的后端符号字库就可以正常

使用了。

1.4　用户注册

　　用户注册是为正版用户提供的一项服务,完成注册的用户将获

得正版用户服务。

　　1、完成加密锁的注册

　　(1)选择“帮助”|“用户注册”,打开用户注册对话框,如图所示。

　　(2)填写“用户信息”,带“∗”号的项目为必填项目,不带“∗”
号的项目为选择填写项目。

　　(3)在“加密锁信息”列表里将显示当前插在机器上的加密锁

的信息,即为需要注册的加密锁。如果有多个加密锁需要注册,可
以拔下当前加密锁,插上下一个加密锁即可,依次读取多个加密锁

信息。

　　说明:请不要在同一台机器上同时插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加密

锁,否则影响系统读取加密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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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8　用户注册

　　(4)点击“提交”开始注册,根据机器是否联网,分为在线注册

和离线注册两种注册方式。此处假设机器已经联网,点击“提交”
后,稍等一会即可完成在线注册,进入版面。

　　离线注册

　　如果用户的机器没有联网,可以按以下步骤完成离线注册。

　　(1)在“用户注册”对话框内点击“导出”,即可将用户注册信息

导出为一个TXT文件。

　　(2)用户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将此文件E-mail或者打印传真

给方正技术服务中心,索取一个后缀名为∗.dat的“激活文件”。
电话:+861082531688
E-mail:ccts@founder.com

　　(3)获取激活文件后,点击菜单“帮助”|“导入激活文件”,选择

该文件即可完成注册。

　　2、备份和导入激活文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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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注册后,点击“帮助”|“导出激活文件”,导出为一个后缀

名为∗.dat的激活文件。请保存好激活文件,重装机器或在另一

台机器上使用书版时,不需要重新注册,只要通过“帮助”|“导入激

活文件”即可正常使用书版。

　　导入激活文件还有一个用途,即合入其它机器生成的激活文

件。在A机器上使用“帮助”|“导出激活文件”,生成激活文件。
然后在B机器上点击“帮助”|“导入激活文件”,选择A机器生成

的激活文件,即将该激活文件合入本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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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快速入门

　　使用方正书版编排一本书一般需要经过录入、编辑、排版、显
示、输出等过程,其中编辑小样是最重要的环节。在本章中我们将

通过完成一个简单的实例使用户对书版的功能和排版流程有一个

初步的认识,对书版的注解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至于其它更复杂详

细的功能,请用户参考其他的章节。假定该例子的小样文件名为

“Sample-B1.fbd”,下面是编排该书的一般流程:

2.1　编辑小样文件

2.1.1　启动书版

　　1.单击 Windows的“开始”按钮,然后指向“程序”;

　　2.在程序菜单上查找“方正书版2008”,单击此程序启动方

正书版系统。用户如果已在桌面上创建“方正书版2008”快捷方

式,则可直接用鼠标左键双击该快捷方式,启动方正书版系统。

图2-1 方正书版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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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书版系统启动后,屏幕上将出现方正书版2008窗口(图2-
1)。可以看到在方正书版2008的主窗口里,除了具有一般软件的

主菜单、常用工具条、编辑窗口、状态栏以外,在常用工具条的下面

还有特殊工具条,它用来输入书版中的一些常用注解和符号。

2.1.2　新建小样

在方正书版2008窗口上进行如下操作可建立一个新的小样

文件:

　　1.选择窗口主菜单“文件”栏中“新建”项;

　　2.点中该项后将弹出一“新建”对话框,或者直接按Ctrl+
N,打开“新建”对话框(图2-2);

图2-2 “新建”对话框

　　3.在对话框中选中“小样文件”条目后,按“确定”按钮;
此时,一个新的小样编辑窗口被打开,一个闪动的光标出现在

新打开的文件编辑窗口中。用户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输入法,开
始小样编辑。

2.1.3　在小样中录入正文

假定用户希望将下面的文字录入到Sample-B1.fbd里:

20世纪,美国完成了三个大型航天工程,即:阿波罗登月、航
天飞机和全球定位GPS卫星系统。本文简介美国“水星”、“双子

星座”和“阿波罗”载人飞船的有关情况。　　美国的第一个载人

飞船是“水星”号,乘员1人,它在1962年2月发射升空,飞船的起

飞重量为1.35吨。　　美国的第二个载人飞船是“双子星座”号,
乘员2人,它实际上就是尺寸加大和结构更复杂的“水星”号飞船。

　　“阿波罗”号飞船由“土星五号”运载火箭(“土星五号”运载火

箭是三级火箭,其起飞重量为2,800吨,总长约110米,一级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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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0米。它可以将100吨以下的有效载荷送入500公里高的轨

道上去,并能赋予重量约40吨的飞向月球的飞船以第二宇宙速

度———每秒11.2公里)送入轨道,乘员3人。“阿波罗”号飞船由

三个舱组成,当从地球上发射时,这些舱的排列次序如下(从上往

下数):乘员舱(亦称指令舱),发动机舱(从月球上起飞返回地球的

舱)和登月舱(在月球上着陆的舱)。“阿波罗”号飞船的发射重量

(不计急救系统)约41吨,高17米。
请打开某个输入法,在编辑窗口闪动光标的位置上开始录入

以上文字。

2.1.4　保存小样文件

当文章全部录入后,应将其保存起来。保存文件的具体步骤

如下:

　　1.在主菜单“文件”栏中选取“保存”项,或直接点中“标准工

具栏”中“保存”按钮 ,也可以按键盘上的Ctrl+S键。

　　2.此操作将打开“保存为”对话框(图2-3),用户在这个对话

框中的文件名选项中输入小样文件“Sample-B1.fbd”的路径及

文件名、选择保存类型为“小样文件(∗.fbd)”。

图2-3 “保存”对话框

　　3.单击“保存”按钮关闭对话框。
书版的实际输出文件和小样文件看上去是大不一样的,上面

输入的文字里不包括任何注解内容,这样的文件输出后将无格式

可言,严格地讲,它还不能算是小样文件。真正的小样应该是由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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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已有的文件

只需第一步。



文+注解组成,因此我们仍需打开这个文件,加入一些用于控制版

面的注解。

2.1.5　打开小样文件

如果小样文件已经被关闭,则需要打开已经存在的小样文件,
打开“C:\BOOK2008\Xiaoyang”目录下的文件Sample-B1.fbd
可以选择如下操作:

　　1.在方正书版窗口的菜单上选择“文件”栏中“打开”项。

　　2.在方正书版窗口的标准工具栏中单击“打开”按钮 。

　　3.按键盘上Ctrl+O键。

　　三种操作效果相同,都弹出“打开”对话框(图2-4)。用户可

以用鼠标在这个对话框中查找到Sample-B1.fbd所在路径并将

其选中;也可直接在文件名编辑框中输入C:\BOOK2008\Xiaoy-
ang\Sample-B1.fbd,然后按“打开”按钮将其打开。文件被打开

后将在编辑窗口中显示其内容,下面我们给它加上注解,使之成为

我们需要的小样文件。

图2-4 “打开”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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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在小样中插入注解

在Sample-B1.fbd里,我们需要给小样加上如下几个注解:

　　1.说明整篇文章的字体、字号

　　编辑一篇文章首先应该说明其需要使用的字体、字号,书版用

汉体注解完成这个功能。假定用户选取书宋做为Sample-B1.
fbd的字体,指定其字号为5号。那么,用户只需在文章的开始敲

入汉体注解〚HT5SS〛即可。在打开的Sample-B1.fbd编辑窗口

上移动鼠标将闪动的光标定位到文章的开始处“20世纪,……”中

的“20”的前面,选取特殊工具条中的“注解括弧对”按钮 并单

击,一对含有闪动光标的左右开闭弧将出现在刚才光标闪动的位

置上。这对开闭弧表示在此处将插入一个注解,在这个括弧对中

输入HT5SS,说明字体号的汉体注解就完成了。也可使用热键

Ctrl+Shift+[输入带有闪动光标的开闭弧,在括弧对中填入

HT5SS即可。

　　2.自然段落开始处加空格

　　按照中文习惯,一篇文章的起始处应空出两个汉字。用书版

的特殊字符工具条上“中文空格”按钮 即可方便的得到这个结

果。在打开的Sample-B1.fbd编辑窗口上移动鼠标将闪动的光

标定位到上一步刚插入的汉体注解“〚HT5SS〛”之后,然后在特殊

字符 工 具 条 中 单 击 “中 文 空 格”按 钮 ,一 个 〓 会 出 现 在

“〚HT5SS〛”与“20”的之间,〓是一个最简单的书版注解,它表示

在该位置上要空出一个中文字符。连续按两次“中文空格”按钮

,自然段落开始处加空格便完成了。也可使用热键Ctrl+Shift
+Space录入中文空格,其结果与按“中文空格”按钮相同。

　　3.给文章的自然段添加换段符

　　Sample-B1.fbd的正文有四个自然段,为了区分每一个自然

段,必须在正文里加入相应的注解,书版使用单字符注解■(称换

段符)实现段与段的转换。换段符通知系统此处为一个段落结束,
下一行前空两字开始新的段落。换段符■即可通过特殊字符工具

条中录入,也可使用热键Ctrl+Shift+P或Ctrl+Enter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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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rl+Shift+P和Ctrl+Enter的差别是:Ctrl+Shift+P只在当

前位置插入一个“换段符”,Ctrl+Enter不仅插入一个“换段符”,
还会产生一个回车。这个回车只影响编辑时的文本显示,不影响

最终的排版结果。将闪动的光标定在文章的第二行“…… 载人飞

船的有关情况。”后,单击特殊字符条上的“换段符”按钮 ,或按

下键盘的Ctrl+Enter,一个换段符注解就被加到小样文件中了。
再分别将闪动的光标定在“……飞船的起飞重量为1.35吨。”、
“…… 就是尺寸加大和结构更复杂的‘水星’号飞船。”及“飞船的

发射重量(不计急救系统)约41吨,高17米。”之后,单击特殊字符

条上的“换段符”按钮 ,或按热键Ctrl+Enter将换段符插到各

自然段之后。

　　4.在文章结尾处增加结束符标记

　　通常,一篇文章结束后应输入文件结束符标记■。结束符的

作用是通知系统,文章在此结束。如果不录入结束符,则排版时系

统会报错。这个文件结束符同样可从特殊字符条或按Ctrl+Shift
+O得到。将闪动的光标定到Sample-B1.fbd整篇文章的最

后,单击特殊字符条的“文件结束符”按钮 ,或直接按 Ctrl+
Shift+O键。

经过上面四个步骤,一篇含有注解的简单小样文件已经形成。
我们了解到,无论在文章中插入注解还是文字,只需将闪动的光标

移至需要插入注解或文字的地方,然后输入注解或文字即可。利

用键盘上的上(↑)、下(↓)、左(→)、右(←)键或鼠标就可以改变

闪动光标的位置。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了注解,通俗地讲,注解就是

用来改变文件输出排版格式的一些符号。书版的注解是非常丰富

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在“第九章 注解与实例”中,我们会花很

大的篇幅对书版的注解进行解释。

2.1.7　修改小样

假定用户对Sample-B1.fbd的段落安排不很满意,希望将

文章的第二段与第三段对调,这就涉及到删除与拷贝操作。在对

小样进行修改的时候,会经常用到这两个操作。为完成这个对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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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如下操作:

1.在Sample-B1.fbd编辑窗口上移动鼠标将闪动的光标

定位到文章第二段的起始处,“美国的第一个载人飞船是……”的
“美”字前面。

2.按住Shift键并按右(→)键,一直到“……起飞重量为

1.35吨。■”的后面,此时,光标所过之处将呈现一黑底白字的选

中区域。

3.单击主菜单“编辑”栏,点中“拷贝”项或按热键Ctrl+C。

4.再将光标移到第三段末尾,单击主菜单“编辑”栏,点中“粘
贴”项或按热键Ctrl+V,选中区域的内容就被复制到第三段的后

面。

5.重复第二步,标记选中区域。

6.单击主菜单“编辑”栏,点中“删除”项,或者直接使用键盘

上的Delete键,将第二段内容全部删除。
在实际操作中,可以简化上述操作。将3改为:单击主菜单

“编辑”栏,点中“剪切”项或按Ctrl+X,4同上,5、6步可以省略。
至此,一个简单小样的编辑过程基本结束,当然在文件中可能

还存在着语法错误,书版有办法检查出这些错误。请用户及时保

存刚刚修改的文件,以免修改的内容丢失。
附:小样文件Sample-B1.fbd:

〚HT5SS〛〓〓在20世纪,美国完成了三个大型航天工程,即:阿
波罗登月、航天飞机和全球定位GPS卫星系统。本文简介美国

“水星”、“双子星座”和“阿波罗”载人飞船的有关情况。■美国的

第二个载人飞船是“双子星座”号,乘员2人,它实际上就是尺寸加

大和结构更复杂的“水星”号飞船。■美国的第一个载人飞船是

“水星”号,乘员1人,它在1962年2月发射升空,飞船的起飞重量

为1.35吨。■“阿波罗”号飞船由“土星五号”运载火箭(“土星五

号”运载火箭是三级火箭,其起飞重量为2,800吨,总长约110米,
一级直径为10米。它可以将100吨以下的有效载荷送入500公

里高的轨道上去,并能赋予重量约40吨的飞向月球的飞船以第二

宇宙速度———每秒11.2公里)送入轨道,乘员3人。“阿波罗”号
飞船由三个舱组成,当从地球上发射时,这些舱的排列次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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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往下数):乘员舱(亦称指令舱),发动机舱(从月球上起飞返

回地球的舱)和登月舱(在月球上着陆的舱)。“阿波罗”号飞船的

发射重量(不计急救系统)约41吨,高17米。■■

2.1.8　修改图片

书版支持图片的可视化调整,即在大样预览窗口拖动图片位

置,调整图片大小,小样中的图片注解(TP)参数也相应变化,避免

在大小样之间来回切换调整图片注解(TP)参数的繁琐操作。

2.2　定制排版参数文件

　　对小样文件的处理我们先放一放,这一节我们介绍一下如何

通过修改排版参数文件(PRO文件),对全书整体说明性注解进行

设置。这些注解包括排版文件(SB)、版心说明(BX)、页码说明

(YM)、书眉说明(MS)、脚注说明(ZS)、标题定义(BD)、外挂字体

定义(KD)等等。在下面的描述里,我们仅以版心说明(BX)、页码

说明(YM)为例说明排版参数文件是如何被修改的。至于其他参

数的定制请参看“第四章 编辑Pro文件”。
假如对于上一节编排的书的整体要求是:
版面要求:版心38×40,全书字体号5号,细圆,行间距为2

分之一个字宽,横排;
页码要求:阿拉伯数字,小五号,细体,页码位置在上,两边加

修饰符短线。
对该排版参数文件(PRO文件)的定制过程如下:

2.2.1　新建排版参数文件

　　1.选择窗口主菜单“文件”栏中“新建”项;

　　2.点中该项后将弹出一“新建”对话框,或者直接按Ctrl+
N,打开“新建”对话框(图2-5);

　　3.在对话框中选中“Pro文件”条目后,按“确定”按钮;
此时屏幕将出现排版参数编辑窗口(图2-6)。

　　窗口左部显示排版参数列表,称注解子窗口;右部则列出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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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新建”文件对话框

图2-6 排版参数编辑窗口

数的项目、属性或文件名、字体名等参数,称之属性子窗口。下面

根据上述的整体要求,在这个窗口里编辑参数文件。

2.2.2　版心说明(BX)

　　1.用鼠标在注解子窗口里双击“版心说明”项,将弹出一“添
加版心说明注解”对话框(图2-7)。这一步操作也可以用键盘操

作完成:使用Tab键切换到注解子窗口,然后使用“↑”、“↓”键在

注解子窗口里选中“版心说明”,然后按Enter键。

　　2.按下“添加版心说明注解”对话框中的“确定”按钮,属性子

窗口中列出缺省的版心参数,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修改版心参数,
使之符合我们的版面要求。

　　3.在属性子窗口中用鼠标选中项目“字体”所对应的属性栏

并点击,在该栏的右端会出现一个向下的箭头,点击箭头打开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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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添加版心说明注解”对话框

名列表框,按动列表框上滚动条的上下箭头查找“细圆”,找到后点

中即可。同样字体的选择也可用键盘操作完成:在属性子窗口用

键盘上的“↑”、“↓”键选中“字体”,然后按Enter键打开字体名列

表框,继续用键盘的上下箭头在列表框中查找“细圆”,找到后按

Enter键,字体名就被选到属性栏中。由于我们对版心字号的要

求与缺省版心参数的字号相同,我们将跳过横向字号和纵向字号

两项,修改后面各项。

　　4.用鼠标选中“版心高”,并点击“版心高”所对应的属性栏,
此时,该栏变成可编辑状态,在编辑状态下将“40”改为“38”,然后

按Enter键;用键盘的操作是:在属性子窗口用键盘上的“↑”、
“↓”键选中“版心高”后按Enter键,这个操作将“版心高”对应的

属性栏变为可编辑态,在此状态下修改“40”为“38”,再按Enter键

就完成了修改。

　　5.用鼠标选中“版心宽”,并点击“版心宽”所对应的属性栏,
此时,该栏变成可编辑状态,在编辑状态下将“42”改为“40”,然后

按Enter键;用键盘的操作是:在属性子窗口用键盘上的“↑”、
“↓”键选中“版心宽”后按Enter键,这个操作将“版心宽”对应的

属性栏变为可编辑态,在此状态下修改“42”为“40”,再按Enter键

就完成了修改。因为后面各项的参数值均与我们需要的参数相

同,不需修改,所以版心参数设置完成。

2.2.3　页码说明(YM)

1.用鼠标在注解子窗口里双击“页码说明”项;或使用 Tab
键切换到注解子窗口,再使用“↑”、“↓”键在注解子窗口里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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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说明”,然后按Enter键。属性子窗口显示出缺省的页码参

数,根据这个参数说明设置我们的页码参数。

2.在属性子窗口用鼠标选中项目“字体”所对应的属性栏并

点击,在该栏的右端会出现一个向下的箭头,点击箭头打开字体名

列表框,按动列表框上滚动条的上下箭头查找细体,找到后点中即

可。键盘操作是:在属性子窗口用键盘上的“↑”、“↓”键选中“字
体”,然后按Enter键打开字体名列表框,继续用键盘的上下箭头

在列表框中查找字体名,找到后按Enter键,字体名就被选到属性

栏中。

3.用鼠标或键盘的“↑”、“↓”键,将光标定位到字号属性上,
同打开字体列表框操作相同,将字号列表框打开并选中小五号字。

4.用键盘的“↓”键将选中区域下移到“页码修饰符”上,按
Enter键打开页码修饰符列表框,移动键盘的“↑”、“↓”键,选中

“短线”并按Enter键。用鼠标同样可以完成修改,具体操作同前

面类似,不再重复。
接下来的三项“页码切口距离”、“页码正文距离”、“起始页码”

在页码要求中没有说明,我们就采用缺省参数;又因为页码要求使

用阿拉伯数字,因此“罗马数字”一项也不用修改。

5.用键盘的“↓”键将选中区域下移到最后一项“页码在上

排”按Enter键打开其列表框,移动键盘的“↑”、“↓”键,选中“是”
并按Enter键。用鼠标同样也可完成操作。

2.2.4　保存排版参数文件

完成了PRO文件的定制以后,需将定制好的PRO文件保存

起来。具体操作如下:

　　1.打开“文件”菜单,单击“保存”项,对于一个新建的PRO文

件,“保存”命令将打开一个“保存为”对话框(图2-8)。

2.在“保存为”对话框中的文件名编辑框中输入Sample-
B1.pro(同我们已经编辑的小样文件名相对应,系统在输出大样

的时候会自动把Sample-B1.pro认做Sample-B1.fbd的排版

参数文件),按对话框中的“保存”按钮。也可以在标准工具栏中单

击“保存”按钮 或按下Ctrl+S键,打开“保存为”对话框,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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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保存PRO文件”对话框

PRO文件。

2.3　发排和显示小样文件

对于一个已编辑好(注解+正文)的小样文件,接下来的工作

就是排版-系统对小样文件进行处理生成大样文件。
排版分为两个阶段:

　　扫描一　　对小样文件中的注解进行语法检查;

　　扫描二　　当语法正确无误后,对小样文件进行排版处理,并
生成大样文件。

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将下面这段文字输入到Sample-B1.fbd
文件的最开始:

〚HT2SS〚JZ〛美国的载人飞船和阿波罗登月■■〚HT3KT〛〚jZ〛
作者:〚ZZ〛姚燕平■■

它的目的是给文章添加标题和作者名字,其中标题为2号字,
字体为书宋;作者名字为3号字,字体为楷体;标题和作者名字都

居中,作者的名字下面要求加上着重点。这些注解中存在一些错

误,用户可能对这些注解还不熟悉,但这并不影响对排版过程的理

解,所以先不必关心这些注解的用法。

2.3.1　设定大样格式

1.在方正书版窗口的菜单上选择“排版”菜单的“指定大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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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项。

2.选中“S10”作为Sample-B1的大样格式。
用户可从方正书版窗口的底部右边的状态条上查看到当前指

定的风格。

2.3.2　一扫查错

　　1.在书版主菜单上点中“排版”菜单中“一扫查错”项,系统即

开始对Sample-B1.fbd做语法检查处理,因为文件有错误,系统

在消息窗口的“一扫”子窗口中显示如下信息:

一扫查错开始......
使用排版参数文件(PRO文件):C:\BOOK2008\Xiaoyang\sample1-b1.PROC:\

BOOK2008\Xiaoyang\sample1-b1.PRO一扫...

C:\BOOK2008\Xiaoyang\sample1-b1.fbd一扫...

1C:\BOOK2008\Xiaoyang\sample1-b1.fbd:pass1错误6(小样第1段7字):

HT注解,缺〛

2C:\BOOK2008\Xiaoyang\sample1-b1.fbd:pass1错误9(小样第1段31字):

HT注解,字体错

3C:\BOOK2008\Xiaoyang\sample1-b1.fbd:pass1错误14(小样第1段35字):

jZ注解,注解名非法

4C:\BOOK2008\Xiaoyang\sample1-b1.fbd:pass1错误4(小样第1段43字):

ZZ注解,缺参数错

一扫查错结束

　　2.用鼠标将光标定位到消息窗口的“一扫”子窗口

　　3.用鼠标逐个双击错误提示行,或使用键盘的“↑”、“↓”键
选中错误行后按Enter键。此操作可使光标自动定位到相应小样

文件中的错误发生处,方便用户改正错误。
可是具体怎么改呢? 恐怕用户现在还是一片茫然,没有关系,

请用下面的这段文件替换刚才的那段文字:

〚HT2SS〛〚JZ〛美国的载人飞船和阿波罗登月■■〚HT3K〛〚JZ〛
作者:〚ZZ(〛姚燕平〚ZZ)〛■■

上面第1步的操作还有两种方式:

方式1　在排版工具栏中单击“一扫查错”按钮

方式2　按F8键,替代“1”的操作执行“一扫查错”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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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执行“一扫查错”命令,你会发现错误已经没有了。

2.3.3　正文发排

一扫查错只进行小样语法查错处理,正文发排则将查错和排

版一起完成。为了便于后面对大样预览的操作,在发排之前,我们

将小样中的正文部分复制10次,其方法在前面已经介绍过。
用鼠标在主菜单上选择“排版”菜单,单击“正文发排”项,此

时,同样先进行一扫查错,如果所有的错误都已修改,系统将对小

样文件执行排版处理。系统在执行排版处理的过程中,如未发生

错误,将生成大样文件Sample-B1.s10,并在消息窗口的“发排”
子窗口中显示排版信息:

正文发排开始......
使用排版参数文件(PRO文件):C:\BOOK2008\Xiaoyang\sample1-b1.PRO

C:\BOOK2008\Xiaoyang\sample1-b1.PRO二扫...

C:\BOOK2008\Xiaoyang\sample1-b1.fbd二扫...
正文发排结束

　　用户也可以在排版工具栏中单击“正文发排”按钮 或按F7
键,执行“正文发排”命令。到这里,小样“Sample-B1.fbd”的排

版过程结束。

2.3.4　大样预览

大样文件Sample-B1.s10生成后,就可以通过系统提供的

显示功能浏览排版结果,从而检验文件的版式与内容是否与排版

要求一致。具体操作过程是:

1.打开预览窗口

　　选中主菜单中“排版”菜单,单击“正文发排结果显示”项,“大
样预览窗口Sample-B1.s10”(图2-9)被打开。用户也可以在排

版工具栏中单击“正文发排结果显示”按钮 或按下F5快捷键完

成此项操作。

　 　 在 这 个 窗 口 里,我 们 可 以 看 到 大 样 预 览 工 具 条

,用户可以按动这个工具条上的按钮,进行翻页、
换页、选页、放大、缩小、大小样对照、对版面进一步处理等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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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大样预览窗口”

的操作。关于大样预览中的全部操作命令,在本书的其他章节里

有详细描述。

2.页操作

　　　　(1)向前翻页　单击显示工具栏上“后退一页”按钮

或按下Ctrl+PageUp键,翻到当前页

的上一页。

(2)向后翻页　单击显示工具栏上“前进一页”按钮

或按下Ctrl+PageDown键,翻到当前

页的下一页。

(3)首　　页　单击显示工具栏上“首页”按钮 或按

下Ctrl+ Home键,翻到当前大样的第

一页。

(4)末　　页　单击显示工具栏上“末页”按钮 或按

下Ctrl+End键,翻到当前大样的最后

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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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选　　页　单击显示工具栏上“选页”按钮 或按

下 Ctrl+ G 键,打开“选定显示页页

码”对话框(图2-10)指定显示任意页。

图2-10 “选定显示页页码”

对话框

　　“请输入页码号”编辑框:输入要显示的大样页面的页号。
在大样预览窗口底部的状态栏上用户可以看到当前页号、总

页数、首末页的页码等信息。

3.放大与缩小

　　(1)按下显示工具栏上“放大、缩小”按钮 ,大样预览

窗口中光标变成一个放大镜形状 。
(2)在显示页面上单击鼠标左键,显示比例逐级放大。
(3)如果按下Ctrl键单击鼠标左键,则显示比例逐级变

小,此时大样预览窗口中光标变成 的形状。
(4)要退出放大、缩小的状态,则再次按“放大、缩小”按

钮。

　　利用显示工具栏的“显示比例”列表框

也可放大、缩小大样文件。在“显示比例”列表框中选择某一显示

比例,则大样文件即可按指定的显示比例显示大样文件。用户也

可以通过键盘操作来改变显示比例,利用键盘上的“+”、“-”键,
就可以实现显示比例的缩放。

同样,用户可以在大样预览窗口底部的状态栏上查看显示比

例信息。

2.4　输出排版结果退出书版系统

　　大样文件生成之后,就可以把大样文件转成PS文件,然后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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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排结果。如果安装了文杰PS打印机,还可以不需生成PS文

件,直接在打印机上输出。而且,书版系统还提供了输出EPS文

件的功能,它把大样结果中的每一页输出为一个EPS文件,用户

可以把EPS文件插入到其他的排版系统中(如飞腾排版系统、

WORD等)。

　　下面我们将一一介绍这三种输出方式。

2.4.1　设置输出参数并输出

　　选择菜单“排版”中“正文发排结果输出”,打开“输出”对话框。
通过设置“输出”对话框选项的不同选项,我们就可以实现上面叙

述的三种输出方式,下面将分别介绍这三种方式。

　　1.第一种是输出PS文件。在对话框的左上部分是输出文

件名编辑框,在其中输入要生成的PS文件的名字,如Sample-
B1.ps,如果不输入路径,系统默认把该PS输出到小样文件所在

的目录。用户也可以选择编辑框右边的按钮,选择适合保存输出

PS文件的路径(图2-11)。选择“确定”按钮,一个PS文件就生成

了。

图2-11 输出PS文件

　　2.第二种是直接在文杰打印机上输出。如果您安装了文杰

打印机,可以无需生成PS文件,而直接在打印机上输出。用户可

能已经注意到,在刚才的“输出”对话框的右上部分,有一个“直接

输出到默认PS打印机”的选项,选择该选项,就可以直接在打印

机上输出了(图2-12)。这时用户可以设置输出的份数,并且在多

份输出时,可以设置“逐份打印”,以免除人工分页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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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 输出到PS打印机

　　3.第三种输出方式是输出EPS格式的文件。当用户需要将

书版大样结果中某几页的结果插入到别的排版软件中时,就可以

选择用这种方式输出。书版把每一页的结果作为一个EPS文件

输出。在“输出”对话框中,先保证未选“直接输出到默认PS打印

机”选项,这时在“输出文件名”编辑框中输入要生成的EPS文件

图2-13 输出EPS文件(选择简单顺序)

名。这时,对话框会增加新的可选项(图2-13)。

　　4.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输出EPS格式文件时可以设置

EPS文件名的生成方式。书版系统是把每一页生成一个EPS文

件,当输出的页面范围包括多页时,可以通过生成的EPS文件名

来区分各页。因为系统会自动在文件名的后面为不同的页分别附

加不同的后缀。系统默认的方式是按照简单顺序,即按照您在“页
面范围”中指定页面的输出顺序,依次在文件名后加0、1、2等等。
如图中我们指定要输出的是2-4页,则最后生成的EPS文件是

Sample-B10.eps、Sample-B11.eps、Sample-B12.eps,分别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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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于2、3、4页。另一种方式是页码顺序,即按照输出页的页码号

决定文件名中的序号,另外还有生成的EPS文件是否预显的下拉

列表选项,对这两个选项的设置和解释请参看第八章“输出功能”。

2.4.2　输出CEB格式的文件

　　另外,方正书版提供输出电子图书的方式———生成CEB文

件,然后用方正ApabiReader来阅读、披阅、打印,甚至可以通过

CEB插件进行远程校样、加入音频、视频等操作。书版系统提供

了两种方式生成CEB文件。下面我们就一一介绍生成CEB文件

的方法。

　　1.选择菜单“工具”中“输出CEB文件参数设置”,打开“CEB
模板参数设置”对话框。通过设置“CEB模板参数设置”对话框不

同选项,我们就可以设置生成CEB所需要的“图片路径”、“封面图

片路径”、“补字路径”(如图2-14)。

图2-14CEB参数模板设置

　　2.选择菜单“工具”中“选择PS文件输出CEB”,打开“打开”
对话框。通过“打开”对话框选择所需要输出CEB文件的PS文件

(如图2-15),单击“打开”,进入“输出CEB”对话框。通过设置“输
出CEB”的存放路径,我们就可以实现输出CEB文件了(如图2-
16)。

　　3.选择菜单“排版”中“正文直接输出 CEB”,打开“输出

CEB”对话框。通过设置“输出CEB”的存放路径,我们就可以实

现输出CEB文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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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5 选择PS文件输出CEB

图2-16 输出CEB文件

2.4.3　输出PDF格式的文件

　　书版2008支持输出为PDF格式的文件,供用户阅读、印刷或

者制作电子书。
打开小样文件,选择“排版”|“正文直接输出 PDF(Ctrl+

F10)”,弹出输出对话框,如图2-17所示,设置输出路径,点击“确
定”,系统自动发排,并将结果输出为PDF文件。

图2-17 输出PDF文件

　　PDF阅读工具:Acrobat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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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输出设备:方正世纪Rip4.0、方正畅流。
输出带目录树的PDF
正文发排后,选择“排版”|“目录排版”|“目录发排结果输出

PDF(Ctrl+F12)”,即可输出带目录树的PDF文件。

2.4.4　退出书版系统

　　打开“文件”菜单,然后单击“退出”命令,可关闭书版。

　　用户也可以使用程序控制菜单中的“关闭”命令或按下快捷键

Alt+F4,或单击书版窗口右上角的“关闭”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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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编辑小样文件

　　本章主要介绍如何在书版中编辑小样文件。

3.1　启动书版

　　请依从以下的步骤启动书版系统:

　　1.单击“开始”按钮,然后指向“程序”。

　　2.指向“方正书版”文件夹。

　　3.指向“方正书版”图标。

　　4.单击此图标开始程序执行。

3.2　小样文件介绍

　　小样文件是包含BD排版语言注解信息的文本文件。书版开

放小样文件名的格式,允许使用任何符合 Windows系统约定的文

件名,缺省约定的小样文件名带扩展名“.FBD”,例如:小样7.
fbd。以前版本的小样没有扩展名,这在 Windows系统下使用起

来很不方便。因此书版建议所有的小样文件名使用“.FBD”的扩

展名。对于没有扩展名的小样文件名,书版仍然可以打开并发排。

3.3　小样文件的基本操作

3.3.1　小样文件的建立

　　操作方法:

　　1.打开“文件”菜单,单击“新建”命令。

　　2.在弹出的“新建”对话框(图3-1)中的文件类型列表中单击

“小样文件”项,如果想预先给新建小样文件指定一个文件名,就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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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定文件名”选项,然后选择“确定”按钮,或双击“小样文件”项
亦可。

图3-1 “新建”对话框

　　3.如果在上一步没有选中“指定文件名”选项,那么就会直接

新开一个小样编辑窗口;如果选中了“指定文件名”选项,则会弹出

一个“新建文件-指定文件名”对话框(图3-2),可以在“文件名”
编辑框中直接输入新的文件名,或者在文件列表框中选择一个已

有的文件名,但此时会给出一个是否替换已有文件的提示,若回答

图3-2 “新建文件-指定文件名”对话框

是,已有的文件就会被覆盖。

　　4.用户也可以在标准工具栏中单击“新建小样”按钮 ,但
不可以指定新建文件名,而是直接新开一个小样编辑窗口。

3.3.2　小样文件的打开

　　操作方法:

　　1.打开“文件”菜单,单击“打开”命令。弹出“打开”对话框

(图3-3),有几个选项需要说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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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打开”对话框

　　“以只读方式打开”选项:指定该文件打开后不能在编辑器中

被修改,只能查看。

　　“以文本文件格式打开”选项:指定将该文件作为文本文件打

开。对于通常的小样文件,该选项没有作用。但对于PRO文件,
该选项可用于将PRO文件作为通常的小样文件来打开。不选择

此项时,打开扩展名为PRO的文件将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编辑

窗口,下一章将详细介绍这个窗口的使用。

　　“书版6.0版本小样文件”选项:指定要打开的文件是方正书

版6.0系列版本生成的小样文件。选择该选项,书版认为读入的

小样文件是在书版6.0中生成的,因而在读入文件后将把整个小

样转换为书版的小样,转换过程保证原来录入的字符不发生改变。
由于书版6.0的小样编码格式和书版的小样编码有所不同,因此

当用户打开6.0版本的小样时,务必选择此选项,否则可能出现乱

码或黑块,或字符和6.0显示不一致的情况。使用该选项打开文

件并不会导致原始的小样发生变化。为了保存转换后的小样,用
户需要使用“文件”菜单中的“另存为”功能,或对该小样做过一次

修改后,然后使用“文件”菜单中的“保存”功能。建议在打开了旧

版的小样文件后总是先使用“另存为”命令将小样保存为另一个文

件,以避免覆盖旧的小样文件。对于已经是2008版的小样文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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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选择“书版6.0版本小样文件”选项,否则会造成乱码。当用户

打开较大的书版6.0小样文件时,系统要进行编码转换,可能需要

等待一段时间,这是正常现象。

　　“书版7.0或8.0版本小样文件”选项:指定打开文件是方正

书版7.0或8.0生成的小样文件。选择该选项,书版认为读入的

小样文件是在书版7.0或8.0中生成的,因而在读入文件后将把

整个小样转换为书版的小样。转换过程保证原来录入的字符不发

生改变。由于书版7.0和8.0的小样编码格式和书版的小样编码

有所不同,因此当用户打开7.0、8.0版本的小样时,务必选择此选

项,否则可能出现乱码或黑块,或字符和7.0、8.0显示不一致的情

况。使用该选项打开文件并不会导致原始的小样发生变化。为了

保存转换后的小样,用户需要使用“文件”菜单中的“另存为”功能,
或对该小样做过一次修改后,然后使用“文件”菜单中的“保存”功
能。建议在打开了旧版的小样文件后总是先使用“另存为”命令将

小样保存为另一个文件,以避免覆盖旧的小样文件。对于已经是

2008版的小样文件不要选择“是7.0或8.0版本的文件”,否则会

造成乱码。

　　“书版9.x、10.X或2008版本小样文件”选项:这是书版的默

认选项。是指要打开的文件为书版9.x或2008的小样文件∗.
fbd。

　　“使用尽可能安全的方式转换汉字”选项:用于转换书版6.x
和7.x的汉字。只有文件类型选择了“书版6.0版本小样文件”选
项或者“书版7.0或8.0版本小样文件”选项,此选项才有效。

　　2.按照 Windows系统的标准方法,选择某个文件,单击“打
开”按钮。请注意列表框“文件类型”,其中有三种选择:小样文件、

PRO文件、所有文件。当选择小样文件时,在文件列表框中会列

出所有以FBD为扩展名的小样文件。由于以前版本的小样文件

没有文件扩展名,因此当选择“小样文件(∗.fbd)”时,不会列出这

些旧版的小样文件,用户必须选择“所有文件(∗.∗)”,才能找到

不带文件扩展名的小样文件,此时可以选中它们并打开。当选择

“PRO文件”时,文件列表框中会列出所有的扩展名为“PRO”的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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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也可以在标准工具栏中单击“打开”按钮 或按下快捷键

Ctrl+O,打开小样文件或者PRO文件。

　　4.在 Windows系统的资源管理器或类似场合中,双击某个

FBD文件或者PRO文件,可以启动书版,并自动打开该文件。若

书版已经处于打开状态,用户双击PRO和FBD文件,相应的文件

会在书版中打开。

　　5.书版中支持同时打开多个文件,每一个文件显示在一个窗

口中,这些窗口的设计符合 Windows系统的标准,用户可以通过

在任何一本讲 Windows系统的书中找到这些窗口基本操作的说

明。

3.3.3　小样文件的保存

　　操作方法:

　　1.打开“文件”菜单,单击“保存”命令。

　　2.用户也可以在标准工具栏中单击“保存”按钮 或按下快

捷键Ctrl+S。只有文件被修改后,才可使用此功能保存文件。

　　3.如果想使用新名称保存当前的小样文件,请单击“文件”菜
单中的“另存为”命令,此时将弹出“保存文件”对话框(图3-4)。
用户可以在“文件名”框中键入新文件名,或从文件列表框中选择

一个已有的文件。如果键入的文件名没有扩展名,则保存时系统

会自动附加“.fbd”扩展名。对新建的小样文件,第一次保存时始

终弹出对话框要求用户输入文件名。

　　4.在“文件”菜单中单击“全部保存”命令可保存当前打开的

所有文档。

3.3.4　关闭文件

　　用于关闭方正书版编辑器中的当前文档(小样文件.FBD或

排版参数文件.PRO),也可以关闭所有已经打开的文档。

　　操作方法如下:

　　1.打开“文件”菜单,单击“关闭”命令,也可以使用快捷键

Ctrl+F4,将关闭当前文档。

　　2.打开“文件”菜单,单击“关闭全部窗口”命令,如果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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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保存文件”对话框

了热键,也可以使用快捷键,则关闭所有已经打开的文档

3.3.5　导入/导出FE改稿小样

　　书版所编辑小样可以导出成为可被书版6.0/7.0/9.0的FE
编辑的小样。由于超大字符集字符、GBK的B库符号、TAB符在

书版中的编码包含有被FE编辑软件滤掉的字符,所以要将其转

换成固定格式的字符串,可以被FE编辑软件读入。书版6.0/

7.0/9.0的FE编辑器可以对导出的小样中的汉字字符进行编辑、
修改。这种被书版6.0/7.0/9.0的FE编辑过的小样可以通过导

入操作重新转换成书版的小样文件,并保证字符与导出之前的一

致。

　　导出FE改稿小样的操作方法如下:

　　1.打开“文件”菜单中的“导入/导出FE改稿小样”子菜单,
单击“导出FE改稿小样”命令;如果自定义了热键,也可以使用快

捷键。

　　2.此时将弹出“导出FE改稿小样”对话框(图3-5)。

　　3.在“书版小样”编辑框中键入要导出的小样文件名;或单击

此编辑框右边的按钮,将弹出“打开”文件对话框,用来选择要导出

的小样文件名。

　　4.选定要导出的小样文件名后,在“生成FE改稿小样”编辑

框中将显示与要导出的小样文件同名但不带扩展名的FE改稿小

样文件名;如果不想用这个名字,可以用与第3步同样的方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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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导出FE改稿小样”对话框

“生成FE改稿小样”编辑框中输入想要生成的FE改稿小样的文

件名。

　　5.单击“确定”按钮,导出完毕后会给出“导出FE改稿小样

成功!”的提示。

　　导入FE改稿小样的操作方法与上述步骤基本一样,在此就

不再赘述。

3.3.6　导出文本文件

　　导出文本文件就是将书版小样转换成不带注解的普通文本文

件。

　　操作方法:

　　1.在“工具”菜单下,选择“导出文本文件”命令,若当前窗口

中的文档没有保存最新修改,会给出是否先保存的提示,然后弹出

“书版小样文件转换成普通文本文件”对话框(图3-6),此对话框

中包含以下内容:

　　“被转换的FBD文件名”编辑框:缺省显示的是当前窗口中文

档的文件名,如果想要转换的小样文件不是当前窗口中的文档,那
么单击此编辑框右边的按钮就会弹出“打开”文件对话框,用来选

择输入要转换的小样文件名。

　　“转换生成的文件名”编辑框:缺省显示的是与“被转换的

FBD文件名”编辑框中的文件同名但扩展名为.TXT的文件名,
如果不想用这个名字,那么单击此编辑框右边的按钮就会弹出“打
开”文件对话框,可以输入想要的新名字。

　　“将BD语言换行符转换成硬回车符”选项:若选中,就将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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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书版小样文件转换成

普通文本文件”对话框

语言换行符转换成硬回车;否则滤掉,缺省为选中。

　　“将BD语言换段符转换成硬回车符”选项:若选中,就将BD
语言换段符转换成硬回车;否则滤掉,缺省为选中。

　　“保留书版小样文件中的硬回车符”选项:若选中,就保留小样

文件中的硬回车符;否则滤掉,缺省为不保留。

　　“保留书版小样中的注释(BP注解内容)”选项:若选中,就保

留〚BP(〛与〚BP)〛注解间的内容;否则滤掉;缺省为保留。

　　2.单击“确定”按钮开始转换,若转换生成的文件名已经存

在,则会给出是否覆盖的提示,转换完成后给出“导出普通文本文

件成功!”的提示。

3.3.7　导出调试小样

　　导出调试小样就是将书版小样中的全部汉字替换成指定汉

字。

　　操作方法:

　　1.在“工具”菜单下,选择“导出调试小样”命令,就会弹出“导
出调试用小样”对话框(图3-7),此对话框包含以下内容:

　　“书版小样文件名”编辑框:缺省显示的是当前窗口中文档的

文件名,如果想要转换的小样文件不是当前窗口中的文档,那么单

击编辑框右边的按钮就会弹出“打开”文件对话框,可以输入要转

换的小样文件名。

45

第三章　编辑小样文件



图3-7 “导出调试用小样”对话框

　　“调试小样的文件名”编辑框:缺省显示的文件名与“被转换的

FBD文件名”编辑框中的文件名完全相同,如果转换生成的调试

文件不想用这个名字,那么单击此编辑框右边的按钮就会弹出“打
开”文件对话框,可以输入想要的文件名。

　　“调试汉字”编辑框:用来输入一个汉字,在调试小样中,这个

汉字将替换小样文件中的所有汉字。

3.4　小样文件的编辑

　　由于书版是基于 Windows系统的应用软件,因此在操作方式

上更符合 Windows系统的操作习惯,和书版6.0、7.0、8.0的编辑

习惯有一定程度的改变。因此不熟悉 Windows操作的用户需要

花一些时间进行学习。对于已能熟练使用 Windows系统功能的

用户来说,则掌握书版的编辑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3.4.1　键盘命令

按下 功能

↑ 光标向上移动一行。

↓ 光标向下移动一行。

← 光标向左移动一个字符。

→ 光标向右移动一个字符。

PageUp 光标上滚一屏。

PageDown 光标下滚一屏。

Home 光标移动到当前行的行首。

End 光标移动到当前行的行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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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 功能

Insert 切换文本的编辑状态(插入/改写)。

Enter 回车。

Shift+Enter 插入换行符+回车

Ctrl+Enter 插入换段符+回车

Shift+ ↑ 向上选中文本,选中区域随光标向上移动一行。

Shift+ ↓ 向下选中文本,选中区域随光标向下移动一行。

Shift+ ←
向左选中文本,选中区域随光标向左移动一列(一
个字符)。

Shift+ →
向右选中文本,选中区域随光标向右移动一列(一
个字符)。

Shift+PageUp 向上选中文本,选中区域从当前位置上卷一屏。

Shift+PageDown 向下选中文本,选中区域从当前位置下卷一屏。

Shift+ Home
向左选中文本,选中区域随光标移动到当前行的

行首。

Shift+End
向右选中文本,选中区域随光标移动到当前行的

末尾。

Ctrl+ ↑ 窗口下滚一行(光标相应地移动)。

Ctrl+ ↓ 窗口上滚一行(光标相应地移动)。

Ctrl+ ← 光标向前移动到上一个英文字符串或汉字前。

Ctrl+ → 光标向后移动到下一个英文字符串或汉字前。

Ctrl+ Home 光标移动到当前文档的头部。

Ctrl+End 光标移动到当前文档的末尾。

Ctrl+ = 光标向前移动到上一个BD语言注解字符串前。

Ctrl+\ 光标向后移动到下一个BD语言注解字符串前。

Ctrl+0

光标移动到与当前位置的开或闭括弧注解相对应

的闭或开括弧注解前。如果当前位置不是一个开

或闭括弧注解,此命令无用。

Ctrl+Shift+←
选中文本,选中区域随光标向前移动到上一个英

文字符串或汉字字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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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 功能

Ctrl+Shift+→
选中文本,选中区域随光标向后移动到下一个英

文字符串或汉字字符前。

Ctrl+Shift+Home
选中文本,选中区域随光标移动到当前文档的头

部。

Ctrl+Shift+End
选中文本,选中区域随光标移动到当前文档的末

尾。

Ctrl+Shift+=
选中文本,选中区域随光标向前移动到上一个

BD语言注解字符串前。

Ctrl+Shift+\
选中文本,选中区域随光标向后移动到下一个

BD语言注解字符串前。

Ctrl+Shift+0
选中文本,选中区域随光标移动到与当前位置的

开或闭括弧注解相对应的闭或开括弧注解前。

3.4.2　特殊字符工具条

　　用户可以用鼠标点击特殊字符工具条上的按钮或通过热键录

入小样中常用的控制字符,在查找、替换、多文件查找、宏对话框

中也可以通过热键输入特殊工具条上的字符。

字符 解释 按钮 热键

〚〛 注解括弧 Ctrl+Shift+[

⤊ 上标 Ctrl+Shift+I

⤋ 下标 Ctrl+Shift+M

■ 数学态切换符 Ctrl+Shift+;

■ 转字体符 Ctrl+Shift+'

■ 页码目录替换符 Ctrl+Sh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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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 解释 按钮 热键

⦃⦄ 盒组括弧 Ctrl+Shift+]

｟｠ 盘外符括弧 Ctrl+Shift+9

■ 转义符 Ctrl+Shift+>

■ 换段符 Ctrl+Shift+P

■ 换行符 Ctrl+Shift+L

■ 文件结束符 Ctrl+Shift+O

〓 中文空格 Ctrl+Shift+Space

《》 外挂字体名括弧 Ctrl+Shift+<

- 外文软连字符 Ctrl+Shift+-

——— 破折号 Ctrl+Shift+J

…… 省略号 Ctrl+Shift+K

” 右双引号 Ctrl+Shift+N

。 句号 Ctrl+Shift+U

. 小数点 Ctrl+Shift+H

3.4.3　动态键盘

　　3.4.3.1　动态键盘操作简介

　　1.和书版6.0、7.0、9.0一样,书版也可通过动态键盘录入各

类常用符号(图3-8)。2008的动态键盘与9.0、7.0基本一致,但
在7.0的基础上增加了四页动态键盘。它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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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数学、科技、逻辑增补符号:增补了一部分书版7.0
没有的逻辑、数学、科技符号。

　　(2)多国外文和国际音标增补符号:增补了一部分书版

7.0没有的多国外文和国际音标符号。

　　(3)八卦符号:增补了各类常用八卦字符。

　　(4)书版6.0补充符号:增补了一些书版6.0的动态键

盘中有,但书版7.0的动态键盘中没有的符号。

　　用户可以把这些页和“控制、标点”页进行比较,以确定该页中

哪些符号是增补的。

图3-8 动态键盘

　　2.选择“查看”菜单中的“动态键盘”或按下快捷键Ctrl+K
可以打开动态键盘。再次选择该命令或按下快捷键Ctrl+K则可

以关闭动态键盘。除了在编辑器窗口中打开之外,动态键盘还可

以在“在文件中查找”、“查找”、“替换”、“自定义宏”、“定义拼音”和
“定义注音”等对话框以及工具条上的查找窗口中进行输入。在打

开动态键盘的情况下,用户通过键盘录入的单字节字符都会被替

换为动态键盘上对应的符号。用户也可以用鼠标直接单击动态键

盘上的键位以输入相应的符号,使用Shift键可决定录入的是同

一个键位上两个字符中的哪一个。如果用户既想录入动态键盘上

的符号,又不想让太大的动态键盘妨碍录入,可以使用快捷键Ctrl
+Alt+/卷起或展开动态键盘。被卷起的动态键盘仍然能够正常

起作用。

　　3.新的动态键盘在每一个键位上都提供了关于该键上的符

号的提示,只要将鼠标指针移到某一个键位上停一会,就会出现关

于该键位可录入的两个符号的提示以及它们的方正内码值,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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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说明了它们属于A库、B库还是外挂符号。

　　4.另外,用鼠标单击动态键盘右上角的按钮 可以弹出一

个菜单(图3-9),包含以下内容:

图3-9 动态键盘菜单

　　“显示提示说明”命令:选择是否使用上面提到的键位提示。

　　“重命名当前页”命令:改变当前键盘页的标题。

　　“增加新页”命令:增加新的动态键盘页。

　　“删除当前页”命令 :将当前的动态键盘页删除。

　　“重置”子菜单:包含3个命令如下:

　　“重置当前页”命令:将当前页恢复为初始状态。所有用

户定义的键位符号信息将丢失。对此将会弹出对话框询问用

户是否继续“重置当前页”操作。

　　“重置预定义页”命令:将预定义页恢复为初始状态。所

有的用户修改的键位符号信息将丢失。对此将会弹出对话框

询问用户是否继续“重置预定义页”操作。

　　“重置所有页”命令:将整个动态键盘恢复为初始状态。
所有的用户修改的键位符号信息以及自定义的码表页都将丢

失。对此将会弹出对话框询问用户是否继续“重置所有页”操
作。

　　5.用户还可改变动态键盘上每一个键位的符号。在要定义

的键位上单击鼠标右键,会出现一个弹出菜单。菜单中的“删除键

定义”命令可以将该键位上定义的符号清除。一旦清除,则按该键

时将录入键盘上的真实字符。菜单中的“重置”命令将把键位恢复

为初始状态。菜单的“修改”命令可以修改该键位上的符号。按了

该键之后,可以打开一个对话框“修改键定义信息”(图3-10)。在

对话框中可以重新设定该键位对应的上档键和下档键。设定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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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在“编码”编辑框中直接录入符号的方正内码值,并选择该符

号是在A库、或者在B库还是外挂符号,并且外挂符号还可以选

择字体名。用户可以从附录中查到所有可以使用的方正内码符

号。另外,在“提示说明”编辑框中可以修改该符号的提示信息。
用户定义好的键盘存在书版执行目录下的文件keyboardsets.dat
文件,用户如果希望另一台机器上的书版也使用同样的键盘定义,
只要将该文件拷到该机器的书版执行目录下就可以了。

图3-10 修改键定义信息

　　6.动态键盘的右上角有一排按钮 ,
用户可以将鼠标在每个按钮上静止地放一会儿,就能了解每一个

按钮的作用以及该按钮对应的快捷键。用户也可以在动态键盘上

没有键位的地方按下鼠标左键并拖动,从而可改变动态键盘在屏

幕上的位置。

　　7.动态键盘的功能键描述。

功能 热键

打开/关闭动态键盘 Ctrl+K
打开动态键盘 Ctrl+Alt+数字

放大动态键盘 Ctrl+Alt+,
缩小动态键盘 Ctrl+Alt+.

前翻一页 Ctrl+Alt+PgUp
后翻一页 Ctrl+Alt+PgDn

卷起/展开动态键盘 Ctrl+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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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热键

翻到第一页 Ctrl+Alt+Home
翻到最后一页 Ctrl+Alt+End
上移动态键盘 Ctrl+Alt+↑
下移动态键盘 Ctrl+Alt+↓
左移动态键盘 Ctrl+Alt+←
右移动态键盘 Ctrl+Alt+→
控制、标点 Ctrl+Alt+A

数学 Ctrl+Alt+B
科技符号 Ctrl+Alt+C
逻辑符号 Ctrl+Alt+D

数学、科技、逻辑增补符号 Ctrl+Alt+E
汉语拼音 Ctrl+Alt+F
数字(一) Ctrl+Alt+G
数字(二) Ctrl+Alt+H
数字(三) Ctrl+Alt+I

箭头、多角形 Ctrl+Alt+J
希腊字母 Ctrl+Alt+K

俄文、新蒙文 Ctrl+Alt+L
多国外文(一) Ctrl+Alt+M
多国外文(二) Ctrl+Alt+N
多国外文(三) Ctrl+Alt+O
国际音标(一) Ctrl+Alt+P
国际音标(二) Ctrl+Alt+Q
国际音标(三) Ctrl+Alt+R

多国外文和国际音标增补 Ctrl+Alt+S
括号、注音符 Ctrl+Alt+T
日文片假名 Ctrl+Alt+U
日文平假名 Ctrl+Alt+V

制表符 Ctrl+Alt+W
八卦符号 Ctrl+Al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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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热键

其他符号 Ctrl+Alt+Y
书版6.0补充 Ctrl+Alt+Z

　　3.4.3.2　动态键盘的使用

　　书版使用动态键盘录入各类常用符号。而且动态键盘提供了

很强的扩展功能,用户可以自己修改码表中各个键位的定义,也可

以自己定义新的码表页。下面我们对此分别举例介绍。

　　一、使用动态键盘进行输入

　　1.首先,打开或者新建一个要编辑的小样,这时就可以用动

态键盘来输入了。利用“查看”菜单中的“动态键盘”或按Ctrl+K
打开动态键盘(见图3-11),也可以依上表中的快捷键直接打开相

应的码表页,如若要打开“日文平假名”页,按下Ctrl+Alt+V就

图3-11 动态键盘

行了。

　　2.动态键盘打开后,用户通过键盘录入的单字节字符都会被

替换为动态键盘上对应的符号。也可以用鼠标直接单击动态键盘

上的键位以输入相应的符号,使用Shift键可决定录入的是同一

个键位的上下档键字符中的哪一个。通常情况下,直接输入的是

下档键字符,使用Shift输入的是上档键字符;但如果CapsLock
键,就正好反过来。

　　3.如果你觉得动态键盘在屏幕上的位置不合适,想把它移动

到其他的位置,只需把鼠标放在动态键盘的空白区(不是键位、按
钮的位置),你会发现光标形状变成了一只手,这时按住左键、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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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就可以把动态键盘移动到合适的位置了。你也可以通过快捷

键Ctrl+Alt+↑(或↓、←、→)来移动动态键盘的位置。如果你

觉得动态键盘太小,看不清楚,可以使用Ctrl+Alt+“,”来放大动

态键盘。如果你觉得动态键盘太大,挡住了太多屏幕,可以使用

Ctrl+Alt+“.”来缩小动态键盘,或使用Ctrl+Alt+“/”将动态键

盘缩成一个横条。缩小成横条后,动态键盘仍然有效,如果希望看

到完整的键盘布局,可以再次按下Ctrl+Alt+“/”就会将动态键

盘恢复为完整显示的状态。

　　4.假设用户想在小样中输入数学符号“∵”、“∴”,先用上面

介绍的方法打开动态键盘。然后使用Ctrl+Alt+PgDn翻到“数
学符号”页。(见图3-12)

图3-12 动态键盘-数学符号

　　5.这时动态键盘的各个码位对应的就是数学符号。我们可

以看 到 “∵”、“∴”在 标 准 键 盘 的 “2”、“3”位 置。按 一 下

“CapsLock”键或者按住“Shift”键,就可以通过“2”、“3”键位输入

“∵”、“∴”符号。

　　6.同样,如果用户要输入“α”、“β”等希腊字母,按照上面的介

绍,先翻到“希腊字母”页,根据该码表中显示的字符位置,就可以

直接输入了(见图3-13)。

　　二、自定义码表

　　如果用户要经常输入某些特殊字符,可以把它们直接定义在

同一页码表上,或者您要增加一些特殊字符,也可以把它们定义在

码表上。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将建立一个新的码表页,并且定义

新的键位。

　　1.在动态键盘右上角的一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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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 动态键盘-希腊字母

中,右边第三个是“选项”按钮,用鼠标左键点击该按钮,这时会弹

出一个菜单(图3-14),选择其中的“增加新页”,在弹出的“添加新

页”对话框中输入新增码表页的名字。这时,一个新的码表页就生

图3-14 动态键盘———选项

成了。

　　2.建立了码表页,下一步的工作就是确定该码表页中各个键

的定义信息。如果要把“A”键定义成要输入的某一字符,用鼠标

右键点击“A”键位,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修改”(见图3-15),这时

系统会弹出“修改键定义对话框”(图3-16),在该对话框中,可以

图3-15 选择修改键定义

对“A”键位的上档键和下档键进行定义。

　　3.我们在这里假设要把上档键定义成“｟”(内码是AA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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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6 修改键定义对话框

下档键定义成“■”(内码是AAA2),只需在上档键定义信息和下

档键定义信息的方正内码编辑框中分别输入AAA1、AAA2,然后

选择确定。这时在该码表页的“A”键位上,就会看到上档键是

“｟”,下档键是“■”(见图3-17)。

图3-17 用户定义的键位

　　4.自己定义的码表页可以用Ctrl+Alt+数字键打开动态键

盘并定位到此页,比如第一个自定义码表页用Ctrl+Alt+0,第二

个用Ctrl+Alt+1......,当然也可以用Ctrl+K打开动态键盘,
但显示的当前页是上次关闭时所在的页。

　　三、关闭动态键盘

　　最后,如果你不需要再输入特殊符号了,可以关闭动态键盘。
选择菜单“查看”中的“动态键盘”,或者直接用CTRL+K快捷键,
就可以关闭已打开的动态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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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插入符号”菜单命令

　　除了动态键盘,用户还可以使用“插入”菜单中的“插入符号”
命令或者用快捷键Ctrl+T,在小样中输入各类常用符号。打开

插入字符对话框(图3-18),选择要插入的符号是在A库还是在B
库,然后输入该符号的十六进制编码,这时相应的符号就会在字符

编辑框中显示出来。最后选择“确定”,该符号就插入到小样编辑

器中了。

图3-18 插入符号

3.4.5　鼠标操作

操作 功能

单击鼠标左键 插入点光标移动到当前的鼠标位置。

按住Ctrl键并单击鼠标

左键

插入点光标移动到当前的鼠标位置且选中

鼠标位置处的英文单词或汉字。

按下鼠标左键,拖动鼠标 选中文本,选中区域随鼠标位置移动。

双击鼠标左键 选中当前位置的英文字符串或汉字。

单击鼠标右键 打开“编辑窗口属性”菜单,选择相关命令。

3.4.6　录入文字

　　系统通过键盘录入文字。先把光标移动到需要添加文字的地

方,然后用键盘输入字符。如果您需要修改某些文字,请先选中待

修改的文字,然后用键入或粘贴文字等操作写入修改结果。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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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用前面讲过的特殊字符工具条或动态键盘在插入点位置录入

各种常用字符。

　　用户可以用Insert键切换当前的编辑状态,选择是插入状态

还是改写状态。编辑窗口处于插入状态时,键盘键入的字符将直

接插入到文档中;编辑窗口处于改写状态时,键盘键入的字符将替

换当前插入点处的字符。

3.4.7　删除文字

　　操作方法:

　　1.选取要删除的文字。

　　2.要将这些文字移到文档的另一位置,请使用“编辑”菜单中

的“剪切”命令。要彻底删除这些文字,请按Delete键。

　　3.系统定义以下键盘操作删除插入点光标前后的字符。

按下 功能

Delete
删除选中文本,如果没有选中文本,则删除插

入光标后的字符。

Backspace
删除选中文本,如果没有选中文本,则删除插

入光标前的字符。

　　4.也可以使用“编辑”菜单中的“删除行”命令或按下快捷键

Ctrl+L,来删除光标所在行中的所有字符。

3.4.8　拷贝文字

　　拷贝文字是将文本字符串复制到剪贴板上,供以后的粘贴文

字操作或其他程序使用。

　　操作方法:

　　1.在当前文档中,选取待复制的文本字符串。

　　2.在“编辑”菜单上,单击“拷贝”命令。

　　3.也可以在标准工具栏中单击“拷贝”按钮 或按下快捷键

Ctrl+C,将文本字符串复制到剪贴板上。

3.4.9　剪切文字

　　剪切文字是将选定的文本字符串复制到剪贴板上,供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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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贴文字操作或其他程序使用,同时在文档中删除选定的文本字

符串。

　　操作方法:

　　1.在当前文档中,选取待剪切的文本字符串。

　　2.在“编辑”菜单上,单击“剪切”命令。

　　3.也可以在标准工具栏中单击“剪切”按钮 或按下快捷键

Ctrl+X,剪切选定文本。

　　4.也可以在“编辑”菜单上,单击“剪切行”命令,或按下自定

义的快捷键,剪切光标所在行中的所有字符。

3.4.10　粘贴文字

　　粘贴文字是将剪贴板的文本字符串插入到当前文档中。您可

以通过拷贝文字、剪切文字和粘贴文字等操作完成文本字符串的

移动或复制。

　　操作方法:

　　1.先使用拷贝文字或剪切文字把待复制或移动的文本字符

串复制到剪贴板上。

　　2.把光标移动到文档中要复制或移动的位置。

　　3.在“编辑”菜单上,单击“粘贴”命令。

　　4.也可以在标准工具栏中单击“粘贴”按钮 或按下快捷键

Ctrl+V,粘贴剪贴板上的文本字符串。

　　5.也可以先选中一段文字,然后按住鼠标左键通过拖放文本

操作完成文本字符串的移动或复制。

3.4.11　搜索文字

　　搜索文字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当前显示窗口的文档中检索

出与指定的字符串匹配的文字,确定其位置并标示出来;另一种是

指定要搜索的文件类型和搜索范围,然后在很多文件中查找特定

的字符串,并在编辑器下方的消息窗口中显示出每个匹配的字符

串在各自文件中的位置。

　　在当前文档中进行搜索的操作方法如下:

　　1.在“编辑”菜单上单击“查找”命令,或按下快捷键Ct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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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系统弹出“查找”对话框(图3-19),这个对话框包括以下几

部分:

图3-19 “查找”对话框

　　“查找内容”下拉列表框:用来输入要查找的文字。如果在当

前编辑窗口中选中了文字串,那么在打开“查找”对话框时,就自动

把这些选中的文字串设置到编辑框中。当然也可以先在编辑器中

复制一段文字,然后使用快捷键Ctrl+V粘贴到该编辑框中。所

有以前查找过的文字串都列在列表框中,只要按下列表框最右边

的小按钮,就可以直接用鼠标选择某一个串再次进行查找。如果

待查找字符串中包含一些特殊符号,可以用动态键盘输入,如果待

查找字符串中包含回车,用列表框右边的“插入回车符”按钮输入。
另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对查找字符串的长度没有限制。

　　“区分大小写”选项:如果要查找字符串中包含英文字符串,通
常情况是不区分大小写的,但如果选中此选项,那么查找时就会严

格匹配大小写。

　　“全字匹配”选项:如果待查找字符串中包含英文字符串,通常

情况不进行全字匹配,选中此选项只查找该字符串作为一个独立

单词而非单词一部分出现的情况。

　　“不区分全角和半角”选项:全角和半角指不同格式的英文字

母。半角格式的英文字母相等于英语状态下输入的英文原始信

息。全角格式英文字母和半角英文相比,在编码上不同,外观通常

也不同。全角字母采用中文方式的编码,外观上更类似汉字。通

常情况下,查找是区分全角和半角的,如果选中此选项,则不加以

区分。

　　“向前查找”选项:通常情况下,都是进行向后查找。如果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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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选项,就进行向前查找。

　　“忽略回车符”选项:如果选中此选项,则查找内容中的回车符

将被忽略。

　　“插入回车符”按钮:如果待查找的字符串中包含回车,单击这

个按钮就可以输入回车符了。

　　“查找”按钮:通常情况下,查找是从当前光标位置处向后搜索

与待查找字符串相匹配的第一个字符串。若“向前查找”选项被选

中,则从当前插入光标位置处向前搜索与待查找字符串相匹配的

第一个字符串。

　　“统计个数”按钮:用来统计当前窗口的小样文档中与正在查

找的字符串相匹配的字符串共有多少个。

　　3.如果单击的是“查找”按钮或直接按回车键,则“查找”对话

框将关闭并开始查找。通常情况下,查找到文件尾没有找到,则提

示“已到达文件尾,从文件头开始查找!”,然后从文件头开始找;如
果是向前查找,查找到文件头没有找到,则提示“已到达文件头,从
文件尾开始查找!”,然后从文件尾开始找;如果找完整个文档都没

有找到匹配的字符串,则提示“未查找到字符串”,并结束查找。

　　4.如果单击的是“统计个数”按钮,则会弹出一个消息框显示

共有多少处匹配。

　　5.要查找该文字串出现的下一个位置,可以选择“编辑”菜单

中的“查找下一个”命令或者按F3;要查找该文字串出现的上一个

位置,可以选择“编辑”菜单中的“查找上一个”命令或者按Shift+F3。

　　6. 您 也 可 以 在 标 准 工 具 栏 中 的 “查 找 内 容”列 表 框

中输入或选择要搜索的文字,然后单击旁边的

“查找”按钮 或直接按Enter键,查找文字,但只能进行向后查找。

　　在文件中搜索的操作方法如下:

　　1.在“文件”菜单上单击“在文件中查找”命令,如果自定义了

热键,也可以按下相应的快捷键。

　　2.系统弹出“在文件中查找”对话框(图3-20),这个对话框包

括以下几部分:

　　“查找内容”编辑框:和“查找”对话框中的相同。

　　“插入回车符”按钮:用于在“查找内容”编辑框中输入回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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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 “在文件中查找”对话框

　　“文件类型”下拉列表框:用来输入要进行查找的文件的类型。
只要按下列表框最右边的小按钮,就可以直接用鼠标选择“小样文

件(∗.fbd)”、“文本文件(∗.txt)”及“所有文件(∗.∗)”中的一

种文件类型。

　　“搜索范围”下拉列表框:用来输入要进行查找的文件的范围。
所谓范围就是某个文件夹,搜索在这个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中进

行。只要按下列表框右边的小按钮,就会弹出“浏览文件夹”对话

框,以便选择一个文件夹供搜索之用。

　　“区分大小写”选项:和“查找”对话框中的相同。

　　“全字匹配”选项:和“查找”对话框中的相同。

　　“不区分全角和半角”选项:和“查找”对话框中的相同。

　　“忽略回车符”选项:如果选中此选项,则查找内容中的回车符

将被忽略。

　　“查找”按钮:执行在文件中的查找操作,查找结果形如“E:\
document\小样1.fbd(文件定位第557段115字)”,这些结果显

示在小样编辑器下方的消息窗口中。如果单击某个查找结果,那
么对应的文件将在小样编辑器中打开并成为当前窗口(即使以前

没打开),并且光标被定位于查找结果所显示的位置上。

3.4.12　替换文字

　　替换文字即在当前文档中用新的字符串替换指定的字符串。

　　操作方法:

　　1.在“编辑”菜单上单击“替换”命令,或按下快捷键Ctrl+H。

　　2.系统弹出“替换”对话框(图3-21),这个对话框包括以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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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图3-21 “替换”对话框

　　“查找内容”下拉列表框:和“查找”对话框中的相同。

　　“替换为”下拉列表框:在“替换为”编辑框中输入要被替换成

的文字。如果替换内容包括一些特殊符号,可以用动态键盘输入;
如果包括回车,可以用列表框左边的“插入回车符”按钮输入。

　　“区分大小写”选项:和“查找”对话框中的相同。

　　“全字匹配”选项:和“查找”对话框中的相同。

　　“不区分全角和半角”选项:和“查找”对话框中的相同。

　　“向前查找”选项:和“查找”对话框中的相同。

　　“忽略回车符”选项:如果选中此选项,则查找内容中的回车符

将被忽略。

　　“插入回车符”按钮:有两个,分别用于在两个编辑框中输入回

车符。

　　“查找下一个”按钮:和“查找”对话框中的相同。

　　“替换”按钮:将找到的查找字符串替换成“替换为”下拉列表

框中的文字,并搜索指定的查找文字下一次出现的位置(查找方向

视“向前查找”选项是否被选中而定)。如果还没有开始查找,直接

按下此按钮,则只查找文字串,不直接替换,再次按下“替换”按钮,
则进行替换操作。

　　“全部替换”按钮:将当前文档内出现的所有匹配字符串替换

成“替换为”编辑框中的文字串,并且全部替换完成后显示出总共

替换次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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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前全部替换”按钮:将当前插入光标位置处之前的所有匹

配的字符串都替换掉,并且全部替换完成后显示出总共替换次数

的信息。

　　“向后全部替换”按钮:将当前插入光标位置处之后的所有匹

配的字符串都替换掉,并且全部替换完成后显示出总共替换次数

的信息。

　　通配符查找

图3-22 查找对话框

图3-23 替换对话框

说明:
通配符可以使用右边按钮点击录入。
在使用通配符进行查找时,不再区分大小写、全角/半角。
通配符“?”代表一个任意字符。
通配符“∗”代表一个或多个字符,但由于小样文件字符数量

很大,此处作一些限制,通配符“∗”最大能代表20个任意字符,通
配符最大能代表多少个任意字符由录入的字符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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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3　取消上一次编辑操作

　　本命令可以取消最近一次的编辑操作,使文档恢复成操作以

前的状态,并且可多次恢复。

　　操作方法如下:

　　1.在“编辑”菜单上,单击“恢复”命令。

　　2.您也可以在标准工具栏中单击“恢复”按钮 或按下快捷

键Ctrl+Z,来取消上一次编辑操作。

　　如果用户没有进行任何修改文档的操作,则此命令不可用。
如果用户进行了多次修改,可使用此命令连续恢复,直到所有的编

辑操作都被恢复为止。

3.4.14　重作上一次被取消的操作

　　本命令可以重作最近一次被取消的操作,使文档还原回被修

改后的状态。

　　操作方法如下:

　　1.在“编辑”菜单上,单击“重作”命令。

　　2.您也可以在标准工具栏中单击“重作”按钮 或按下快捷

键Ctrl+Y,来恢复上一次取消操作。

　　如果用户没有做过前一节讲到的取消编辑操作命令,则此命

令不可用。如果用户连续进行了多次取消,则可多次重做,直到所

以被取消的编辑操作都被重作为止。

3.4.15　恢复上次删除内容

　　本命令可以将上次删除的内容恢复到当前光标位置。

　　操作方法为:

　　在“编辑”菜单上,单击“恢复上次删除内容”命令。

　　如果没有做过删除,则此命令不可用。如果连续进行了多次

删除,则只能恢复最后一次的删除内容。

3.4.16　拖放文本

　　您可以通过鼠标拖动来移动或复制文字。该移动或复制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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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内或文档间进行。

　　操作方法如下:

　　1.选定要移动或复制的文字。

　　2.要移动选定内容,可以按着鼠标左键不放将选定内容直接

拖至目的位置,然后释放左键。要复制选定内容,拖动过程中按住

Ctrl键,并确保释放鼠标左键时Ctrl键是按住的,此时则复制选

定内容至目的位置。如果拖动选定内容至窗口之外,则文档将向

同方向滚动。

　　3.在文档之间用鼠标左键拖动时,无论是否按下Ctrl键,都
执行复制操作。

3.4.17　字符信息提示

　　编辑窗口的状态栏中还可以显示字符的提示信息。

　　操作方法如下:

　　将光标移动到某个字符前,在状态栏的中间部分就显示出这

个字符的信息:是ASCII码、A库字符还是B库字符,及其编码。
另外还显示出当前文档的总字数以及当前字符的其他信息:位于

第几段中的第几个字和第几行中的第几列。

3.4.18　注解参数提示

　　编辑窗口还可以显示BD注解参数提示。

　　操作方法如下:

　　1.将光标移动到某个BD语言注解中,例如,汉字字体注解

〚HT中的字母T后,按下F12键。

　　2.系统将弹出一个注解参数提示窗口,显示当前插入光标处

的注解参数说明(图3-22)。

　　3.按下ESC键或用↑、↓、→、←箭头键将插入光标移出注

解,提示窗口会自动关闭。

　　4.如果用户在“工具”菜单中的“设置”—“编辑设置”中指定

“注解参数提示”选项,当用户连续键入形如“〚HT”一类的字符

时,也会在屏幕上弹出形如上图的注解参数提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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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4 注解参数提示

3.4.19　获得BD语言注解帮助信息

　　用户还可以在编辑窗口中直接获得BD注解帮助信息。

　　操作方法如下:

　　将光标移动到某个BD语言注解中,例如,汉字字体注解〚HT
中的字母T后,按下F1键。系统弹出有关该BD语言注解详尽的

帮助信息,如上述的〚HT,将显示汉字字体注解的详细说明。

3.4.20　编辑简单的小样文件

　　使用方正书版编排一本书一般需要经过录入、编辑、排版、显
示、输出等过程,编辑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这一讲介绍如何使用

方正书版编辑生成一简单的小样文件。假定要编辑的小样文件名

为“Sample-B1.fbd”,可以通过如下操作步骤实现:

　　3.4.20.1　启动书版

　　1.单击 Windows95的“开始”按钮,然后指向“程序”;

　　2.在程序菜单上查找“方正书版”,单击此程序启动方正书版

系统。用户如果已在桌面上创建“方正书版”快捷方式,则可直接

用鼠标左键双击该快捷方式,启动方正书版系统。

　　3.4.20.2　新建小样

书版系统启动后,屏幕上将出现方正书版窗口(图3-25)。

　　在这个窗口上进行如下操作可建立一个新的小样文件:

　　1.选择窗口主菜单“文件”栏中“新建”项;

　　2.点中该项后将弹出一“新建”对话框,或者直接按Ctrl+
N,打开“新建”对话框(图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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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5 方正书版窗口

图3-26 “新建”对话框

　　3.在对话框中选中“小样文件”条目后,按“确定”按钮;
此时,一个新的小样编辑窗口被打开,一个闪动的光标出现在

新打开的文件编辑窗口中。用户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输入法,开
始小样编辑。

　　3.4.20.3　录入正文

假定用户希望将下面的文字录入到Sample-B1.fbd里:
20世纪,美国完成了三个大型航天工程,即:阿波罗登月、航

天飞机和全球定位GPS卫星系统。本文简介美国“水星”、“双子

星座”和“阿波罗”载人飞船的有关情况。　　美国的第一个载人

飞船是“水星”号,乘员1人,它在1962年2月发射升空,飞船的起

飞重量为1.35吨。　　美国的第二个载人飞船是“双子星座”号,
乘员2人,它实际上就是尺寸加大和结构更复杂的“水星”号飞船。

　　“阿波罗”号飞船由“土星五号”运载火箭(“土星五号”运载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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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是三级火箭,其起飞重量为2,800吨,总长约110米,一级直径

为10米。它可以将100吨以下的有效载荷送入500公里高的轨

道上去,并能赋予重量约40吨的飞向月球的飞船以第二宇宙速

度———每秒11.2公里)送入轨道,乘员3人。“阿波罗”号飞船由

三个舱组成,当从地球上发射时,这些舱的排列次序如下(从上往

下数):乘员舱(亦称指令舱),发动机舱(从月球上起飞返回地球的

舱)和登月舱(在月球上着陆的舱)。“阿波罗”号飞船的发射重量

(不计急救系统)约41吨,高17米。
请打开某个输入法,在编辑窗口闪动光标的位置上开始录入

以上文字。

　　3.4.20.4　保存文件

当文章全部录入后,应将其保存起来。保存文件的具体步骤

如下:

　　1.在主菜单“文件”栏中选取“保存”项,或直接点中“标准工

具栏”中“保存”按钮 ,也可以按键盘上的Ctrl+S键。

　　2.此操作将打开“保存为”对话框(图3-27),用户在这个对话

框中的文件名选项中输入小样文件“Sample-B1.fbd”的路径及

文件名、选择保存类型为“小样文件(∗.fbd)”。

图3-27 “保存”对话框

　　3.单击“保存”按钮关闭对话框。
用户可能已注意到,上面输入的文字里不包括任何注解内容,

严格地讲,它还不能算是小样文件,真正的小样应该是由正文+注

解组成。因此,我们仍需打开这个文件,加入一些用于控制版面的

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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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0.5　打开文件

打开“C:\BOOK2008\Xiaoyang”目录下的文件Sample-B1.
fbd可以选择如下操作:

　　1.在方正书版窗口的菜单上选择“文件”栏中“打开”项。

　　2.在方正书版窗口的标准工具栏中单击“打开”按钮 。

　　3.按键盘上Ctrl+O键。

图3-28 “打开”对话框

　　三种操作效果相同,都弹出“打开”对话框(图3-28)。

　　用户可以用鼠标在这个对话框中查找到Sample-B1.fbd所

在路径并 将 其 选 中;也 可 直 接 在 文 件 名 编 辑 框 中 输 入 C:\
BOOK2008\Xiaoyang\Sample-B1.fbd,然后按“打开”按钮将其

打开。文件被打开后将在编辑窗口中显示其内容,下面我们给它

加上注解,使之成为我们需要的小样文件。

　　3.4.20.6　插入注解

在Sample-B1.fbd里,我们需要给小样加上如下几个注解:

　　1.说明整篇文章的字体、字号

　　编辑一篇文章首先应该说明其需要使用的字体号,书版用汉

体注解完成这个功能。假定用户选取书宋做为Sample-B1.fbd
的字体,指定其字号为5号。那么,用户只需在文章的开始敲入汉

体注解〚HT5SS〛即可。在打开的Sample-B1.fbd编辑窗口上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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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鼠标将闪动的光标定到文章的开始处“20世纪,……”中的“20”

的前面,选取特殊工具条中的“注解括弧对”按钮 并单击,一对

含有闪动光标的左右开闭弧将出现在刚才光标闪动的位置上。这

对开闭弧表示在此处将插入一个注解,在这个括弧对中输入

HT5SS,说明字体号的汉体注解就完成了。也可使用热键Ctrl+
Shift+〚输入带有闪动光标的开闭弧,在括弧对中填入 HT5SS即

可。

　　2.自然段落开始处加空格

　　按照中文习惯,一篇文章的起始处应空出两个汉字。用书版

的特殊字符工具条上“中文空格”按钮 即可方便的得到这个结

果。在打开的Sample-B1.fbd编辑窗口上移动鼠标将闪动的光

标定位到上一步刚插入的汉体注解“〚HT5SS〛”之后,然后在特殊

字符 工 具 条 中 单 击 “中 文 空 格”按 钮 ,一 个 〓 会 出 现 在

“〚HT5SS〛”与“20”的之间,〓是一个最简单的书版注解,它表示

在该位置上要空出一个中文字符。连续按两次“中文空格”按钮

,自然段落开始处加空格便完成了。也可使用热键Ctrl+Shift
+Space录入中文空格,其结果与按“中文空格”按钮相同。

　　3.给文章的自然段添加换段符

　　Sample-B1.fbd的正文有四个自然段,为了区分每一个自然

段,必须在正文里加入相应的注解,书版使用单字符注解■(称换

段符)实现段与段的转换。换段符通知系统此处为一个段落结束,
下一行前空两字开始新的段落。换段符■即可通过特殊字符工具

条中录入,也可使用热键Ctrl+Shift+P或Ctrl+Enter录入。

Ctrl+Shift+P和Ctrl+Enter的差别是:Ctrl+Shift+P只在当

前位置插入一个“换段符”,Ctrl+Enter不仅插入一个“换段符”,
还会产生一个回车。这个回车只影响编辑时的文本显示,不影响

最终的排版结果。将闪动的光标定在文章的第二行“…… 载人飞

船的有关情况。”后,单击特殊字符条上的“换段符”按钮 ,或按

下键盘的Ctrl+Enter,一个换段符注解就被加到小样文件中了。
再分别将闪动的光标定在“……飞船的起飞重量为1.35吨。”、
“…… 就是尺寸加大和结构更复杂的‘水星’号飞船。”及“飞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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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重量(不计急救系统)约41吨,高17米。”之后,单击特殊字符

条上的“换段符”按钮 ,或按热键Ctrl+Enter将换段符插到各

自然段之后。

　　4.在文章结尾处增加结束符标记

　　通常,一篇文章结束后应输入文件结束符标记■。结束符的

作用是通知系统,文章在此结束。如果不录入结束符,则排版时系

统会报错。这个文件结束符同样可从特殊字符条或按Ctrl+Shift
+O得到。将闪动的光标定到Sample-B1.fbd整篇文章的最

后,单击特殊字符条的“文件结束符”按钮 ,或直接按 Ctrl+
Shift+O键。

经过上面四个步骤,一篇含有注解的简单小样文件已经形成。
我们了解到,在正文里插入注解的一种方法是将闪动的光标定位

到需要插入注解的地方,然后输入注解即可。同样,我们在正文里

插入一段文字也可采用这一方法。例如,我们希望在Sample-
B1.fbd中的第三段之后补充这样一段文字:““双子星座”可以在

轨道上长时间飞行两周以上和在轨道上和其他航天飞行器交会与

对接,其座舱容积比“水星”号几乎大一倍。”就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利用键盘上的上(↑)、下(↓)、左(→)、右(←)键将闪动的光标移

动至Sample-B1.fbd的第三段之后,在光标的位置上输入文字

<“双子星座”可以在轨道……>,段落结束后,按Ctrl+Enter键

将换段符注解加到段后。这样插入一段文字的过程就完成了。综

上所述,无论在文章中插入注解还是文字,只需将闪动的光标移至

需要插入注解或文字的地方,然后输入注解或文字即可。
文章形成后,往往还需要对它进行修改、补充,在修改、补充的

过程中还有两项操作:删除和拷贝是必不可少的。

　　3.4.20.7　拷贝、粘贴、删除

假定用户对Sample-B1.fbd的段落安排不很满意,希望将

文章的第二段与第三段对调,这就涉及到删除与拷贝操作。为完

成这个对调,需要如下操作:

1.在打开的Sample-B1.fbd编辑窗口上移动鼠标将闪动

的光标定位到文章第二段的起始处,“美国的第一个载人飞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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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字前面。

2.按住Shift键并按右(→)键,一直到“……起飞重量为1.
35吨。■”的后面,此时,光标所过之处将呈现一黑底白字的选中

区域。

3.单击主菜单“编辑”栏,点中“拷贝”项或按热键Ctrl+C。

4.再将光标移到第三段末尾,单击主菜单“编辑”栏,点中“粘
贴”项或按热键Ctrl+V,选中区域的内容就被复制到第三段的后

面。

5.重复第二步,标记选中区域。

6.单击主菜单“编辑”栏,点中“删除”项,或者直接使用键盘

上的Delete键,将第二段内容全部删除。
在实际操作中,可以简化上述操作。将3改为:单击主菜单

“编辑”栏,点中“剪切”项或按Ctrl+X,4同上,5、6步可以省略。
至此,一个简单小样的编辑过程全部结束,如果用户暂时不想

对小样进行排版,就可以退出书版系统了。在退出之前,请核实刚

刚修改的文件是否已保存,以免修改的内容丢失。
附:小样文件Sample-B1.fbd及其大样结果文件:

小样:〚HT5SS〛〓〓在20世纪,美国完成了三个大型航天工程,
即:阿波罗登月、航天飞机和全球定位GPS卫星系统。本文简介

美国“水星”、“双子星座”和“阿波罗”载人飞船的有关情况。■美

国的第一个载人飞船是“水星”号,乘员1人,它在1962年2月发

射升空,飞船的起飞重量为1.35吨。■美国的第二个载人飞船是

“双子星座”号,乘员2人,它实际上就是尺寸加大和结构更复杂的

“水星”号飞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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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样结果:

　　20世纪,美国完成了三个大型航天工程,即:阿波罗登月、航
天飞机和全球定位GPS卫星系统。本文简介美国“水星”、“双子

星座”和“阿波罗”载人飞船的有关情况。
美国的第一个载人飞船是“水星”号,乘员1人,它在1962

年2月发射升空,飞船的起飞重量为1.35吨。
美国的第二个载人飞船是“双子星座”号,乘员2人,它实际

上就是尺寸加大和结构更复杂的“水星”号飞船。

3.4.21　使用图片

　　书刊排版中经常需要使用插图。书版在原来的7.0的图片类

注解的基础上,增加了图片尺寸的控制参数。对于大多数的图片

文件,只需在注解中简单指定图片文件名,系统会从文件中自动读

出图片的大小,并自动留空。用户还可设定图片周围的边空,以及

是否按比例缩放,或者强制将图片缩放成指定的尺寸。在版面的

划分上,更容易控制。书版支持的图片文件格式也增加到JPG、

GIF、BMP、TIF、EPS、GRH、PIC七种,大大地丰富书版的图片功

能。

　　下面我们将逐步介绍图片类注解的使用。

　　3.4.21.1　插入图片

　　我们通过下面的例子来说明如何方便地在版面内插入图片文

件。
【举例】图文混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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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斯特拉斯堡·浪漫沉醉
　　站在真正的法國梧桐樹下,看法國女孩穿着墨緑的衣服和

短的黑裙飛車而過,看廣場的咖啡座里的人們在陽光下放縱發

鳥翼的神情,聽哥特教堂在黑暗中有人拉着小提琴,聽幫我照

相的法國人向我撞擠右眼,説:“Enjoyyourself.”,嗅着午后夾

雜着糕點香味、香烟香味和河邊潮濕的水氣和舞蹈般沉醉旋轉

的氣息。想到 的是蘇珊在某下個黄昏

時喝了酒以后,説:“無論是陽光,無論

是愛情,無論是酒,及時行樂。”及時行

樂,是法國人熱愛每一天生活的方式。

　　图片文件为Cat.tif:高24mm;宽36mm,排在右下角。

　　在书版6.0、7.0中,我们通常要给出如下图片注解:

　　　　〚TPCAT,4。9,YX,PZ〛
　　它表示图片Cat.tif(参数“Cat.tif”)被排在当前排版区域的

右下角(参数“,YX”),占4行高×9个字宽(参数“4。9”),左边串

文(参数“,PZ”)。

　　但如果图片文件的尺寸改变,或者图片的四周要设置边空,那
么我们就必须重新指定图片注解的尺寸。这一过程不仅麻烦,而
且很难精确定位。

　　在书版中,这一切变得非常简单了。我们只需给出图片文件

的所在路径,系统可以自动从图片文件中读取图片的实际尺寸,排
入版面中。小样文件如下:

　　　　〚TP<Cat.tif>,YX,PZ〛
　　小样文件中无须指定图片的尺寸。

　　系统在处理这个注解时,会自动搜索图片CAT.TIF,读取它

的实际尺寸。如果找不到图片,则把图片尺寸指定为当前字高×
当前字宽。

　　一般来说,如果图片文件和小样文件不在同一目录下,要在

“发排设置”选项卡中指定缺省图片路径。这样,系统在排版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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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省图片路径的目录下搜索图片文件。假设上述的图片文件

CAT.TIF在E盘的Graph下,那么,缺省的图片文件路径为“E:\
Graph”(图3-29)。

图3-29 设置缺省图片路径

　　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在图片注解中指定带路径的图片文件

名。小样文件如下:

　　　　〚TP<E:\\Graph\\Cat.tif>,YX,PZ〛
　　两者排版结果是一样的。

　　但我们建议图片注解中的
∙∙∙∙∙∙<∙

文件名
∙∙∙>∙

参数不要带路径名
∙∙∙∙∙∙∙∙

,这
是因为一旦图片文件的所在目录被移动,就要改变图片注解的<
文件名>参数。使用不带路径名的<文件名>参数,可以通过“缺
省图片路径”进行灵活设定。

　　我们把图片文件CAT.TIF排入版面后,可能会觉得四周的

文字与图片距离太近了。这时可利用边空注解,调整它们之间的

位置。小样文件如下:

　　　　〚TP<Cat.tif>;S∗2;Z∗2,YX,PZ〛
　　它表示图片的左边留空半个字宽(参数“;Z∗2”),上边留空

半个字宽(参数“;S∗2”)。

　　使用这种格式的注解,无论图片文件的尺寸如何变化,系统排

版时都会自动留出排图的区域和固定的边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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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书版6.0、7.0中,图片文件是在后端输出时插入的,图片最

终的实际输出大小由后端决定,这样前端排版时很难定位实际输

出图片的尺寸。

　　书版中的图片注解增加图片的实际尺寸参数,可以指定图片

是按比例缩放,或者强制将图片缩放成指定的尺寸。

　　例如,小样文件:

　　　　〚TP<Cat.tif>;%80%80,YX,PZ〛
　　它表示将图片高度和宽度缩小成原始高度和宽度的80%。

　　小样文件:

　　　　〚TP<Cat.tif>;E3。6,YX,PZ〛
　　他表示将图片强行缩放成3行高×6字宽的大小排版。

　　3.4.21.2　随文图片

　　随文图片是书版的新增功能,它用于在一行的文字内插入图

片。这类图片不象一般的图片注解,在版面上划分出一个排版区

域;而是作为整行内容的一部分排入版面,当行的内容改变或位置

移动时,图片的位置也随之变化。

　　书版提供了新插注解(XC),可以在行中插入JPG、GIF、TIF、

BMP、GRH、PIC、EPS和CR文件。它的主要参数的格式与含义

与图片注解相同,可以方便地插入一些简单的小图片。例如:本使

用指南中所有的按钮图片都是使用这个注解插入的。

【举例】插入方正的徽标和书版标志

北大方正集团公司

Bookmaker

小样文件:

　　　　〚XC<Founder.tif>〛北大方正集团公司

　　　　〚XC<Bookmaker.tif>〛Bookmaker
　　如果用户需要详细了解图片注解的参数使用情况,请参阅本

书第九章中第六节“图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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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查看”菜单

　　使用“查看”菜单可以决定是否显示或关闭编辑器环境中的某

些组成部分。

　　下表列出“查看”菜单下的各命令的功能及快捷键。

菜单命令 快捷键 功能 说明

标准工具栏 无 显示/隐藏标准工具条
包含存储、编辑等按

钮

排版工具栏 无 显示/隐藏排版工具条
包含一扫、发排等按

钮

特殊字符条 无
显示/隐藏特殊字符工

具条

包含录入各种特殊字

符的按钮

状态栏 无
显示/隐藏编辑器底部

的状态提示条

消息窗口 Ctrl+M
显示/隐藏编辑器下半

部的消息输出窗口

动态键盘 Ctrl+K 显示/隐藏动态键盘 仅当编辑小样时有效

大样预览窗口 Ctrl+J 显示大样预览窗口
仅当大样预览窗口未

关闭时有效

全屏幕 Ctrl+E
小样编辑窗口以全屏方

式显示

3.6　书签与定位

3.6.1　书签

　　书签是在小样编辑窗口中标记的特定位置,以方便快速定位。
每一个书签与文档中的一个位置关联。带有“书签”的文本行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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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窗口左边的灰条中显示特殊的书签标记。

　　操作方法:

键盘或命令 功能

Ctrl+F2
“编辑”菜单中的“书签”下的

“切换书签标记”命令

在当前的插入光标位置设置或

删除书签。

F2
“编辑”菜单中的“书签”下的

“跳转至下一个”命令

插入光标向后移动到下一个书

签处。

Shift+F2
“编辑”菜单中的“书签”下的

“跳转至上一个”命令

插入光标向前移动到上一个书

签处。

Ctrl+Shift+F2
“编辑”菜单中的“书签”下的

“清除所有标志”命令

清除当前打开文档中的所有书

签。

3.6.2　定位

　　通过定位操作可以把插入光标定位到您指定的位置上。

　　操作方法:

　　1.在“编辑”菜单上,单击“定位”命令或按下快捷键Ctrl+G,
弹出“定位”对话框(图3-30)。

图3-30 定位对话框

　　“段”、“字”编辑框:允许用户设定要定位到第几段第几字。每

一段是通过一个回车符 来标记的。两个回车符之间的内容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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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行”、“列”编辑框:允许用户设定要定位到第几行第几列。无

论是由于回车符导致的换行,还是因为字符过多而导致的拆行,都
算一行。当编辑窗口宽度改变时,总的行数会发生改变。

　　“按段字”按钮:指定按段字进行定位。此时“行”、“列”编辑框

失效。

　　“按行列”按钮:指定按行列进行定位。此时“段”、“字”编辑框

失效。

3.7　代码转换

　　用于将选中的小样文本中的6.0字符或7.0字符转换成

2008字符。

　　 操作方法如下:

　　1.首先选中一段文字(使用块选中或者按下鼠标左键拖动等

方法),这段文字就以黑底白字显示出来。

　　2.选择“编辑”菜单中的“代码转换”子菜单,单击“60字符转

换10字符”命令就把其中的6.0字符转换成2008字符,单击“70
字符转换10字符”命令就把其中的7.0字符转换成2008字符。

3.8　排序

　　用于对书版小样中的每一文本段(以一个硬回车符结束),按
一定的规则排序。小样最后一段如果是空段,在排序中被忽略掉。

　　排序规则:

　　1.可将每段文字按照段首字符的升序或降序排序。(段首字

符是指段的第一个可排字符,即非注解字符)

　　2.如果段首字符相同,则将比较各段的后续可排字符,决定

排列次序。(即滤掉所有的BD语言注解)

　　3.排序的字符可分为有序值字符和无序值字符两种。有序

值字符包括单字节有序字符和双字节有序字符(GBK汉字字符),
前者包括ASCII码(大于0x1F,小于0x7F)、空字符和TAB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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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按照ASCII码的顺序排序,其中的英文字母不区分大小写,以
小写字母排序;后者包括 GBK 标准字符集的汉字和方正补的

GBK特殊汉字以及数字“〇”,可以有拼音、部首、笔画三种序值

表。其他字符即无序值字符,可以按照在小样中出现的先后顺序

排列,也可以按照字符编码顺序排序。

　　4.排序时如果约定不区分全角字符和半角字符,则把全角字

符转换成半角字符(ASCII字符),以转换后的半角字符参与排序。

　　排序操作可以UNDO和REDO。

3.9　插入文件和注解

　　系统通过一系列插入操作,允许您在文档中插入一些特定的

文本字符串。

3.9.1　插入文件

　　系统允许用户向当前打开的编辑窗口中插入另一个小样或文

本文件的内容。

　　1.在“插入”菜单上,单击“插入文件”命令,或者使用快捷键

Ctrl+I。

　　2.在弹出的“插入文件”对话框(图3-30)中,选择需要插入的

文件名称,单击“打开”按钮。

　　“书版6.0版本小样文件”选项:指定待插入文件是书版6.0
版本录入的文件,系统在插入文件过程中将自动把它转换成书版

可接受的文件。有关解释请参见“打开”命令。

　　“书版7.0或8.0版本小样文件”选项:指定待插入文件是书

版7.0或8.0版本录入的文件,系统在插入文件过程中将自动把

它转换成书版可接受的文件。有关解释请参见“打开”命令。

　　“书版9.x、10.x或2008版本小样文件”选项:指定待插入文

件是书版9.x版本或2008录入的文件。这是书版的默认选项,指
要插入文件是书版9.0的小样文件∗.fbd。

　　“使用尽可能安全的方式转换汉字”选项:用于转换书版6.x
和7.x的汉字。只有文件类型选择了“书版6.0版本小样文件”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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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1 “插入文件”对话框

项或者“书版7.0或8.0版本小样文件”选项,此选项才有效。

　　“回车符处理-不做处理”选项:指定不处理插入文件中的回

车符。

　　“回车符处理-替换为BD语言换行符”选项:指定把插入文

件中的回车符替换为BD语言换行符。

　　“回车符处理-替换为BD语言换段符”选项:指定把插入文

件中的回车符替换为BD语言换段符。

3.9.2　插入外挂字体名

　　书版支持外挂字体的处理。外挂字体包括 Windows系统上

的标准TTF字体以及打印驱动程序在 Windows系统上装入的打

印字体。由于这些字体很多且不易录入,因此系统提供通过对话

框在编辑窗口中插入外挂字体名的功能。关于外挂字体的使用,
请参见本书“第九章 注解与实例”。

　　1.在“插入”菜单上,单击“插入外挂字体名”命令。

　　2.在弹出的“插入外挂字体名”对话框(图3-32)中,选择需要

插入的外挂字体名称,单击“确定”按钮。

　　“字体名”编辑框:选择要插入的外挂字体名。

　　“字体预览”框:用来显示所选外挂字体的效果,以“方正书版

Founder”字串来预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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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2 “插入外挂字体名”对话框

　　“加粗”效果选项:使选择的要插入的外挂字体名后带加粗效

果说明。

　　“倾斜”效果选项:使选择的要插入的外挂字体名后带倾斜效

果说明。

　　“插入左右书名号“《》””选项:使插入的外挂字体名带左右书

名号。

　　3.列表框中的字体名前有图标 的字体是真实的TrueType
字体。选择这类字体时,既能在屏幕上显示,也能下载输出。字体

名前有图标 的字体是书版运行的系统中的缺省打印机的字体,
这类字体在前端显示时没有字体变化,输出时也不能下载,且只有

输出到缺省打印机上时才能正确输出。

3.9.3　插入注解模板

　　本功能用于在小样中插入一些较复杂的注解示例,例如:表
格、边文、图片、化学等。用户可以在插入的示例基础上进行简单

修改以生成新的小样。

　　1.在“插入”菜单中,单击“插入注解模板”命令。

　　2.在弹出的子菜单上选择要插入的模板。

3.10　版本保存与比较

　　版本保存能使您保存小样文档的当前版本,当以后对该小样

进行了修改之后,仍然能取到以前保存的某个版本或比较不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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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之间的差异。对办公通知类简单文档的编号保存和查阅也同样

适用。

　　操作方法:

　　1.在“文件”菜单上,单击“版本”命令。

　　2.弹出“版本控制”对话框(图3-33),单击“保存版本”按钮。

图3-33 “版本控制”对话框

　　“保存版本”按钮:单击“保存版本”按钮,系统为当前的小样文

档保存一个版本记录。系统显示“版本信息”对话框(图3-34),提
示保存版本的时间,并允许用户输入该版本的修改人、说明信息

等。系统在保存文件版本之前,将首先存储当前打开的小样文件。

图3-34 “版本信息”对话框

　　“原有版本”列表框:系统在“原有版本”列表框中显示为该小

样文件保存过的所有版本,每执行一次“保存版本”操作,就会在

“原有版本”列表框中对应一项。而每一项就对应着执行“保存版

本”操作时的小样。

　　“取得”按钮:获取当前选中的版本,并生成一个新的编辑窗

口,在其中显示取到的版本对应的小样。

　　“比较”按钮:必须同时选中两个版本,此功能才有用。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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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比较选中的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别,并打开一个编辑窗口,显示

这些差别。在这个编辑窗口中,后一个版本相对于前一个版本插

入和删除的文字都清楚地表示出来。

　　“详细信息”按钮:系统在“版本信息”对话框中显示当前选中

的版本信息(保存版本的时间、修改人、说明信息等)。

　　3.在比较两个版本时,可以通过“编辑”菜单中的“移动到→
版本比较/上一处修改”(Shift+F11)和“移动到→版本比较/下一

处修改”(F11)命令遍历所有的修改。

3.11　打印小样文件

　　此处的打印不是打印小样的排版结果,而是简单地打印小样

本身。

3.11.1　打印小样

　　打印小样用来在打印机上打印当前的小样文档,以供查看。

　　1.在“文件”菜单上,选择“小样打印”子菜单,然后单击“打印

小样”命令。

2.也可以按下快捷键Ctrl+P,打印小样文件。

3.11.2　打印预览

　　打印预览可以预览当前的小样文档的打印结果。

　　在“文件”菜单上,选择“小样打印”子菜单,然后单击“预览打

印小样”命令;若自定义了热键,也可以使用自定义的快捷键。

3.11.3　打印设置

　　打印设置用来设置打印机的属性,与普通编辑器中对打印机

的设置没什么区别。

　　在“文件”菜单上,选择“小样打印”子菜单,然后单击“打印设

置”命令;若自定义了热键,也可以使用自定义的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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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繁简转换

　　繁简转换可以直观地将文档中的简体字转为繁体字,或将繁

体字转为简体字。

3.12.1　繁体字到简体字的转换

　　操作方法:

　　1.选取要转换的文字。

2.在“工具”菜单中,单击“繁到简转换”命令。

3.系统将把选中文本中的繁体汉字转换成对应的简体汉字。

3.12.2　简体字到繁体字的转换

　　操作方法:

　　1.选取要转换的文字。

　　2.在“工具”菜单中,单击“简到繁转换”命令。

　　3.弹出对话框“简到繁转换设置”(图3-35)。由于不少简体

字在不同的上下文情况下可能对应不同的繁体字,通过这个对话

框允许用户设置当出现一对多的情况时,是由系统自动决定该简

体字应对应哪一个繁体字,还是由用户来决定。

图3-35“简到繁转换设置”对话框

　　4.如果选择了“自动匹配”,则系统会自动根据上下文情况决

定一个简体字的最佳转换。例如:“发”字出现在“头发”中时应转

换为“发”,出现在“发展”中时应转换为“发”。还有一些繁体字虽

然意义相同,但具有不同的笔形。例如:“为”字转成繁体字时可以

转为“爲”,也可转为“為”。两者的意义完全相同,但前者为新笔

形,后者为旧笔形。因此,还可通过选项“转为旧笔形”来决定将这

一类字转为新笔形繁体字或旧笔形繁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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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如果不选择“自动匹配”,则系统只要发现某个简体字可转

图3-36 “选择繁体字”对话框

为多个繁体字,则会弹出对话框“选择繁体字”,由用户决定该简体

字应转换为哪一个繁体字(图3-36)。在“当前上下文”中列出待

转换字在正文中的位置。在列表框“候选字”中用户可以选择该简

体字应转换为哪一个繁体字。选择“设为自动”可以使该字以后的

转换按自动匹配进行,不再弹出对话框提问。单击按钮“中止转

换”导致立刻停止转换,但在当前简体字之前所进行的转换仍然有

效。单击按钮“确定”则用“候选字”列表框中的当前选择作为应被

转换的字,并对当前简体字进行替换。然后再继续转换。

3.12.3　繁简转换的例子

　　繁简转换是书版编辑器中提供的繁体字和简体字之间互相转

换的工具。繁简转换只是针对GBK中的字符进行,繁简转换的

结果,都是GBK编码的汉字,并且在转换过程中,小样中的无关

注解是被忽略的。

　　1.建立一个小样文件

　　它的内容如下:　　理发为人民头发发展服务■
　　2.选中一段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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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7 选择简体文本

　　我们这里选择全部文本(图3-37)。

　　3.选择菜单上的“工具”中“简到繁转换”,打开“简到繁转换

设置”对话框(图3-38)。

图3-38“简到繁转换设置”对话框

　　在对话框上选择自动匹配和转为旧笔形。自动匹配是当一个

简体字对应多个繁体字时,系统根据上下文环境自动选择某一个

繁体字,转为旧笔形是指当一个繁体字有新旧两种笔形时,应转成

新笔形还是旧笔形。单击“确定”按钮,可以看到窗口上的选中的

字符变成了繁体字。注意其中的“发”字,在不同的词中自动转成

图3-39 转换得到繁体

了不同的繁体字。(图3-39)

　　4.繁到简转换

　　在小样中选择繁体文本(图3-40),选择菜单上的“工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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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到简转换”,选中的文本就转换成了简体(图3-41)。

图3-40 选择繁体文本

图3-41 转换得到简体

3.13　大小写转换

　　大小写转换用于对英文单词进行整体大小写转换,或者首字

母大写转换。
(1)选中需要转换的字符,选择“工具”|“大小写转换”,弹出

“大小写转换”对话框,如图所示。

图3-42 大小写转换

(2)选择转换的类型,点击“确定”即可转换。
全部大写:ENGINEFORPUBLISH & WEBLISH
全部小写:engineforpublish&weblish
词首大写:EngineForPublish& Web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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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千分分隔符

　　在小样文件编辑过程中,通过执行"千分分隔符"的功能,可以

给小样中的数字增加"空格"和"逗号"形式的千分分隔符。
(1)选中字符,选择“工具”|“千分分隔符”,如图所示。

图3-43 千分分隔符

(2)选择转换的类型,点击“确定”。
空格分隔:4528398
逗号分隔:4,528,398

3.15　编辑窗口的设置

　　系统允许用户对编辑窗口的一些属性进行定义,例如注解字

串的颜色、显示字体、制表符的长度等。

　　编辑窗口自动对方正书版小样文件进行语法分色,即以不同

的文本颜色显示文档中不同的字串:注解开闭括号、单字符注解、
注解名称、参数说明、排版文字内容、注释等。语法分色的功能使

用户能够一目了然地区分字串的类别,更好地进行修改和编辑。
这些颜色可以由用户定义或修改。

　　操作方法:

　　1.在“工具”菜单上,单击“设置”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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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弹出“设置”对话框,单击左上角的“编辑设置”选项(图3-
44)。

图3-44 编辑设置

　　“中文字体”下拉列表框:设置编辑器中汉字字符的显示字体。

　　“英文字体”下拉列表框:设置编辑器中ASCII字符的显示字

体。

　　“字体尺寸”下拉列表框:设置编辑器中显示字符的大小。

　　“预览”框:以“方正书版BookMaker”字样显示所设置字体的

效果。

　　“制表符大小”编辑框:输入制表符代表的空格字符数目。

　　“中文空格”选项:指定采用中文制表符,即制表符空一个中文

汉字的宽度。

　　“颜色”列表框:列出编辑窗口中的可分色的文本类型。

　　“前景色”下拉列表框:输入指定文本的显示前景色。

　　“背景色”下拉列表框:输入指定文本的显示背景色。

　　“使用等宽字符”选项:设置是否使用等宽字符。

　　“显示回车符”选项:设置是否在段末显示回车符标记。每按

一次Enter键产生一段。

　　“注解参数提示”选项:设置是否在用户录入注解过程中即时

给出注解的参数提示。若选择此项,当用户连续键入形如“〚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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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的字符时,就会在屏幕上弹出一个窗口,并且在窗口中给出该

注解的参数形式(见前面图3-22)。当用户录入“〛”或按ESC键

时,提示窗口会自动关闭。

　　“禁止改写模式”选项:设置是否允许使用改写模式,即是否可

以用Insert键切换改写模式。

　　“使用尽可能安全的方式转换汉字”选项:设置使用尽可能安

全的方式转换汉字。

　　“保存小样备份文件”选项:设置是否保存小样备份文件,若选

中,则会同时保存小样备份文件。

　　“定时保存文档”选项:设置是否定时保存文档,若选中,还可

以设置定时保存的间隔为多少分钟(0-120分钟区间)。

　　“重置缺省值”选项:把上面是字体、字号、颜色等各项设置恢

复为系统默认的选项。

　　3.在“颜色”列表框中选择要改变的字串类别:正常文本、选
定文本、注解符号、注解名、注解参数、注释内容、删除字符、添加字

符、确定错误、怀疑错误、书签、选择边条、回车符、注解提示。

　　4.单击“前景色”和“背景色”下拉列表框,选择显示颜色的前

景色和背景色。对“颜色”列表框中列出的各类字串,需要分别设

定。

　　5.单击“确定”按钮。

　　6.单击“其它设置”选项

　　“缺省二维条码log文件或tm文件网络路径”框:设置二维条

码log文件或tm文件网络路径。

　　“接受二维条码信息的串口通信设置”框:设置二维条码串口

通信信息。

　　“输出文件的默认路径设置”选择框:选择“当前小样所在文件

路径”,则输出时输出文件路径为当前小样所在路径;选择“上一次

输出文件所在路径”,则输出时输出文件路径为上一次输出所在路

径。

　　“包含聪明码信息”选择框:选择时,大样和ps中会包含聪明

码内容,此时大样非常大,显示、输出变慢。

　　“优化字偶距”选择框:选择时,在二扫排版过程中对外挂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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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5 其它设置

字符会进行字偶距优化处理。

　　“优化大样显示eps和pdf图片”选择框:选择时,经过二扫、
大样显示能显示eps和pdf图片。

　　“大样图片调整”选择框:选择时,可以直接在大样显示窗口进

行图片调整。

3.16　自定义热键

　　通过“自定义热键”功能,用户可以对菜单命令的热键进行重

新定义,从而选择一套更适合自己的、便于操作、易于记忆的热键

方案。用户对菜单命令定义的热键,将显示在菜单中对应菜单项

的后面。

　　选择“工具”菜单中的”自定义热键“命令,弹出“自定义热键”
对话框。(图3-46)

　　“类别”下拉列表框:供用户选择需要重新定义的菜单命令所

属的类别,包括“文件”、“编辑”、“插入”、“查看”、“排版”、工具“、窗
口”和“帮助”。用户对类别作出选择后,下面的“命令列表”中将列

出属于该类别的所有菜单命令。

　　“命令列表”列表框:供用户选择需要重新定义的菜单命令。

94

书版2008使用指南



图3-46“自定义热键”对话框

　　“当前方式”下拉列表框:供用户选择当前的热键方案。选择

“自定义”方式时,可以对菜单命令的热键进行重新定义;选择“缺
省”方式时,将恢复所有热键为初始设置,此时不能对菜单命令的

热键进行重新定义。

　　“请按新的快捷键”编辑框:显示/定义当前选中的菜单命令的

热键。用户可以把输入焦点移动到该编辑框中并按下新的组合

键,替换编辑框中显示的热键。

　　“删除”按钮:清空上述编辑框中的热键信息。

　　“设置”按钮:将当前选中的菜单命令的热键设置为上述编辑

框中显示的热键。用户在选择另一个菜单命令之前,应该单击设

置按钮进行保存。

　　“描述”编辑框:显示对当前选中的菜单命令的简要介绍。

　　“应用”按钮:保存用户对热键定义的修改,但是不关闭对话

框。

　　“确定”按钮:保存用户对热键定义的修改,然后关闭对话框。

　　“取消”按钮:放弃用户对热键定义的修改,同时关闭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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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自定义宏

　　利用“自定义宏”功能,用户可以把一些常用的文字串定义成

“宏”,通过一个对应的组合键快速输入到编辑器中,从而提高录入

的效率。

　　选择“工具”菜单中的“自定义宏”命令,弹出“自定义宏”对话

框(图3-47)。

图3-47 “自定义宏”对话框

　　“宏名”编辑框:为用户将要进行定义的宏取一个便于记忆、查
找的名字。名字中不能有空格,长度没有限制。

　　“宏串一”编辑框:这是必需的,不能为空。输入需要定义成宏

的文字串。文字串可以包含任意文字,可以多行。用户可以选择

旁边的“<”按钮输入BD语言中的常用符号。

　　“宏串二”编辑框:这是可缺省的,可以为空。如果同时指定了

“宏串一”和“宏串二”,则在编辑器中使用该宏时,将在当前选中文

本的前后分别插入这两个宏串。

　　“请按新的宏键”编辑框:把输入焦点移动到该编辑框后,按下

新的组合键。

　　“宏列表”列表框:列出已经定义过的所有宏(以宏名作为标

96

书版2008使用指南



识)。选中其中的一项后,“宏名”、“宏串”和“宏键”将显示对应的

信息。

　　“添加”按钮:将当前的“宏名”、“宏串”和“宏键”信息添加到宏

列表中。

　　“更新”按钮:更新当前选中的宏对应的“宏串”和“宏键”信息,
对“宏串”和“宏键”信息的修改必须先按“更新”按钮,否则修改无

效。

　　“删除”按钮:删除当前选中的宏定义。

　　“应用”按钮:保存用户对宏定义的修改,但是不关闭对话框。

　　“清空”按钮:清空“宏名”、“宏串”和“宏键”编辑框中的内容,
准备添加新的宏定义。

　　“确定”按钮:保存用户对宏定义的修改,然后关闭对话框。

　　“取消”按钮:放弃用户对宏定义的修改,同时关闭对话框。

说明:
自定义的宏能保存成一个文件,拷贝到另一台机器上可以使

用。在一台装有书版的机器上调好自定义宏后只能在该机器上操

作,如果想在其它机器上使用相同的宏,实现相同的功能,则必须

重新定义,因此提出能否把自定义宏的信息保存到一个文件中,只
要把这个文件拷贝到其它机器上,就可能实现自定义宏功能。

在自定义宏时程序会在书版安装目录下生成一个 MacroDe-
fine.txt文件,它保存了自定义的宏信息,把这个文件拷贝到其它

机器书版安装目录下时就可以实现上述功能。

3.18　添加拼音和注音

添加拼音(注音)可以自动为文档中选中的汉字添加拼音(注
音)。

3.18.1　 添加拼音

　　操作方法:

1.选中要添加拼音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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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工具”菜单上,单击“添加拼音”命令。

3.弹出对话框“添加拼音”(图3-48)。

图3-48 “添加拼音”对话框

在对话框“大小写处理”一项中如果选择了“全部大写”则所有

的拼音都会转化为不带声母的大写拼音,如果选择了“首字母大

写”则拼音的第一个字母会被转化为不带声母的大写拼音。
在对话框“放置顺序”一项中如果选择了“一字一音”则每个字

的拼音依次放在该字的后面;如果选择了“字音分开”则所有的拼

音都放在被选中的最后一个字的后面。
如果选中了对话框中的“滤掉被选中的文本中的拼音字母”一

项,那么被选中的文本中的拼音字母将被过滤掉。
只有选择了“一字一音”,才可以在对话框中添加拼音(PY)注

解。对话框中“拼音注解”各项的设置与《方正书版组版软件使用

指南》中“拼音注解”中各参数的设置是完全一致的。

　　4.选择多音字。
在添加拼音的过程中如果遇到多音字,会弹出“选择多音字”

对话框(图3-49)。

图3-49“选择多音字”对话框

在对话框的上面给出了文档中的一些信息,中间是正在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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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的多音字,前面是该多音字前面的文字,后面是该多音字后面

的文字。在用户选择了正确的拼音之后,该拼音就会被添加到文

档中。如果选择了“取消”按钮,则会把第一个拼音添加到文档中

去。用户如果能够保证后面的多音字都是用的最常见的发音,则
可以按下“始终选择第一个拼音”按钮,不过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

的,用户应该对其中的多音字的拼音认真检查。用户还可以按下

“终止添加拼音”按钮,该字以后的文字将不再添加拼音。

　　5.自定义拼音。

　　如果遇到不能识别的汉字,会弹出“定义拼音”对话框(图3-
50)。要求用户输入正确的拼音。

图3-50“定义拼音”对话框

同选择多音字对话框一样,在“定义拼音”对话框中也给出了

当前需要自定义拼音的汉字,文档中前面和后面的汉字。程序会

对输入的拼音字母的合法性进行检查。在按下“确定”后,自定义

的拼音会添加到文档中,如果用户按下了“取消”按钮,则不会在文

档中添加任何拼音。用户还可以按下“终止添加拼音”按钮,该字

以后的文字将不再添加拼音。这里要说明的是在对话框中自定义

拼音时,既可以从动态键盘中直接输入拼音,也可以输入小写英文

字母,用数字来表示声调。比如要自定义“杨”的拼音,可以输入

“ya2ng”即可。

3.18.2　 添加注音

　　 添加注音的操作方法与添加拼音的操作方法基本一致,只是

注音不存在大小写,所以在“添加注音”对话框中不存在添加大写

注音的情况。

　　自动加拼音注音的功能对于G内码和 N内码还不能识别。
即在添加拼音的时候不会把它们的整体当成一个汉字,这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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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手动添加。另外,在“添加拼音”和“添加注音”对话框中没有

对对话框中的数据的合法性进行检查,数据的合法性将留到第一

次扫描时检查。

3.18.3　 连排注解(PX)

　　格式:

〚PX〔<横向字号>〔,<纵向字号>〕〕〔#<横向字号>〔,<
纵向字号>〕〕〔<颜色>〕〔K<字距>〕〔G<字距>〕〔S|X〕〔L|
M|R〕〔U|C|D〕〔Z〕〛

参数:
〔<横向字号>〔,<纵向字号>〕〕

<横向字号>:表示前一个盒子要排内容的横向字号,缺省时

为该注解前字号的1/2;

<纵向字号>:表示前一个盒子要排内容的纵向字号,缺省时

等于横向字号;
〔#<横向字号>〔,<纵向字号>〕〕

<横向字号>:表示后一个盒子要排内容的横向字号,缺省时

为该注解前字号的1/2;

<纵向字号>:表示后一个盒子要排内容的纵向字号,缺省时

等于横向字号;

<颜色>:@〔%〕(<C值>,<M 值>,<Y值>,<K值

>)

%:表示按百分比设颜色值。

<C值>,<M 值>,<Y值>,<K值>:0~255或0~
100;

K<字距>:表示一组上下内容与另一组上下内容之间的距

离,缺省时距离为当前汉字的1/8字宽;

G<字距>:表示一组上下内容中上下字符串之间的距离,缺
省时距离为当前汉字的1/4字高;

S|X:缺省值为X;

S:横排时后一个盒子内容排在前一个盒子内容之上,竖排时

后一个盒子内容排在前一个盒子内容之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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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横排时后一个盒子内容排在前一个盒子内容之下,竖排时

后一个盒子内容排在前一个盒子内容之左;

L|M|R:缺省值为 M;

L:表示横排时一组上下内容靠左边排,竖排时一组左右内容

靠上排;

M:表示一组上下内容居中排;

R:表示横排时一组上下内容靠右边排,竖排时一组左右内容

靠下排;

U|C|D:缺省值为C;
横排时:

U:表示连排注解(PX)入口、出口上齐,即该注解内容与注解

前后字符是上齐的;

C:表示连排注解(PX)入口、出口居中,即该注解内容与注解

前后字符居中排;

D:表示连排注解(PX)入口、出口下齐,即该注解内容与注解

前后字符是下齐的;
竖排时:

U:表示连排注解(PX)入口、出口上齐,即该注解内容与注解

前后字符是左齐的;

C:表示连排注解(PX)入口、出口居中,即该注解内容与注解

前后字符居中排;

D:表示连排注解(PX)入口、出口下齐,即该注解内容与注解

前后字符是右齐的;

Z:表示在一组上下内容之间加一正线,缺省不加正线;

3.19　优化字偶距

　　利用优化的参数文件控制英文字体的字偶距(Kerning),以达

到更美观的英文排版效果。如果用户觉得字体本身的字偶距更美

观,也可以不启用“优化字偶距”。
选择“工具”|“设置”,点击“其他设置”标签,选中“优化字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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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即可启用字偶距的调整。
说明:字偶距(kerning)是特定的两个英文字符之间的间距。

例如 A和V,由于A和V的形状问题,在同等的字号和字距下,

A和V在一起时,感觉它们两之间的距离比其他字符之间的距离

大,所以当它们在一起时,系统自动把距离调小一点 这样看起来

更加美观。

3.20　“帮助”菜单

　　使用“帮助”菜单可以获得关于书版的版本信息以及如何使用

书版的快速帮助。

菜单命令 快捷键 功能

关于 无 显示书版的版本信息

在线帮助 F1
显示书版的帮助信息和BD
语言注解帮助信息

3.21　退出书版

　　打开“文件”菜单,然后单击“退出”命令,可关闭书版。

　　用户也可以使用程序控制菜单中的“关闭”命令或按下快捷键

Alt+F4,或单击书版窗口右上角的“关闭”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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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编辑PRO文件

　　本章主要介绍方正书版系统中排版参数文件的使用和编辑,
并且介绍如何通过排版参数文件管理整本书的发排流程。

4.1　排版参数文件

　　排版参数文件中包含对全书整体说明性注解,这些注解是排

版文件(SB)、版心说明(BX)、页码说明(YM)、书眉说明(MS)、脚
注说明(ZS)、外挂字体定义(KD)、标题定义(BD)、图文说明

(TW)、边边说明(BB)。系统约定的PRO 文件名带扩展符“.
PRO”,例如:小样7.pro。

4.2　PRO文件的基本操作

4.2.1　PRO文件的建立

　　操作方法:

　　1.请打开“文件”菜单,单击“新建”命令。

　　2.在弹出的“新建”对话框中的文件列表中单击“PRO文件”
文件类型,然后选择“确定”按钮;或双击“PRO文件”文件类型。
系统将打开一个排版参数编辑窗口,创建一个空的排版参数文件。

　　3.单击“文件”菜单上的“另存为”命令即可为新排版参数文

件命名。

4.2.2　排版参数文件的打开

　　操作方法:

　　1.打开一个排版参数文件,与打开一个小样文件类似。单击

“文件”菜单中的“打开”命令或单击“打开”按钮 或按下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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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rl+O,在弹出“打开”对话框中,选择要打开的PRO文件。此

时在“文件类型”列表框中要选择“PRO文件”。

　　2.如果当前打开了一个小样文件,此时单击“排版”菜单中的

“排版参数”命令,也可以打开当前的小样文件对应的排版参数文

件。如果对应的PRO文件不存在,那么将会弹出一个询问对话

框(图4-1)。

图4-1 询问对话框

　　3.用户如果点击按钮“是”,将打开在“工具”|“设置”窗口中

设定的指定PRO文件;如果点击“否”,将创建一个与当前小样对

应的空的排版参数文件;如果点击按钮“复制参数文件”,将弹出一

个“打开”文件对话框,可以选择一个已经存在的PRO文件,把其

中的内容复制到与当前小样对应的排版参数文件中。

　　4.在文件夹或资源管理器上中双击PRO文件的图标,则可

以在书版中打开该文件,若书版还未启动,则启动书版,并打开该

PRO文件。

4.2.3　排版参数文件的保存

　　操作方法:
　　1.请打开“文件”菜单,单击“保存”命令。

2.您也可以在标准工具栏中单击“保存”按钮 或按下快捷

键Ctrl+S,保存排版参数文件。

3.如果想使用新名称保存现存PRO文档,请单击“另存为”
命令,弹出“保存文件”对话框,然后在“文件名”框中键入新文件

名。

4.2.4　排版参数文件的删除

　　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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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当前打开了一个小样文件,且该小样文件有对应的排版

参数文件,则单击“排版”菜单中的“删除排版参数文件”命令,可以

删除该排版参数文件。

4.3　排版参数文件的参数设置和排版

　　方正书版系统允许用户在排版参数文件窗口中,设置排版参

数的属性。这些总体格式参数见下表。

排版参数 BD语言注解 说明

排版文件 书版注解(SB)
指定本次排版的小样文件,例如:一
本书可以章节分为多个小样。

版心说明 版心注解(BX)
指定全书正文的版面格式即字体、
字号、每行字数、每页行数等要求。

页码说明 页码注解(YM)
指定本次排版对页码的各种要求,
例如字号、字体、位置及格式等等。

书眉说明
书 眉 说 明 注 解

(MS)
指定全书正文的书眉格式即字体、
字号、眉线类型等要求。

脚注说明
注 文 说 明 注 解

(ZS)
指定本次排版的脚注序号及注文的

排版格式。

外挂字体定义
外挂字体定义注解

(KD)
定义本次排版所使用的外挂字体的

别名。(书版9.0新增注解)

标题定义(1-8)
标 题 定 义 注 解

(BD)
定义全书正文各级标题的排版格

式。

图文说明 图文注解(TW) 定义图说排版格式

边边说明 边边注解(BB) 定义边栏边注排版格式

　　排版参数的具体说明可以在BD排版语言的有关说明中查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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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排版参数文件窗口

　　系统新建或打开排版参数文件时,会打开一个窗口(图4-2),
显示当前参数的设置。可以看到排版参数窗口被分为左右两个子

窗口:左边的子窗口显示排版参数文件中定义的注解,称为注解子

窗口;右边的窗口显示各排版参数的属性,称为属性子窗口。

图4-2 排版参数窗口

　　下面分别对这两个窗口的操作加以说明。

　　1.注解子窗口

　　(1)选中一个注解项。单击某一个注解项,可以看到这

个注解项被显示成选中颜色。使用“↑”、“↓”键也可以在注

解子窗口内选中上一个或下一个注解项。每选中一个注解

项,如果该注解被添加过,都会在窗口的右边显示出该注解的

参数设置,否则为空白。

　　(2)设置注解项的参数属性。按下TAB键,如果PRO
文件已经定义该注解,则系统会激活属性子窗口,提示用户编

辑各项注解参数的属性。按下Enter键或双击该排版参数

项,系统也会激活属性子窗口,提示用户编辑各项注解参数的

属性,但与TAB键不同的是,如果PRO文件没有定义该注

解,这时系统会在PRO文件中添加一个预定义的排版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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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以供用户编辑。例如:如果PRO文件中没有版心说明参

数,双击版心说明,系统会弹出一个“添加版心说明注解”对话

框(图4-3),提示用户添加一种预定义的版心说明注解。

图4-3 “添加版心说明注解”对话框

　　(3)删除注解项。按下Delete键,如果PRO文件已经

定义该注解,则系统将从PRO文件中删除当前选中的注解

项。

　　2.属性子窗口

　　(1)选中一个注解参数项。单击某一个注解参数项,可
以看到这个注解参数项被显示成选中颜色。使用“↑”、“↓”
键也可以在属性子窗口内选中上一个或下一个注解参数项。

　　(2)设置注解参数项的数值。通常,按下Enter键或F2
键或双击注解参数项的属性栏,可以看到该属性栏变成可编

辑状态,用户就能输入或选择注解参数。参数编辑完毕后,再
次按下Enter键,系统将完成本次编辑操作,把属性栏恢复成

不可编辑状态,设置新的参数值;按下ESC键,可以取消本次

编辑操作。但对“排版文件”和“外挂字体定义”注解略有不

同。

　　(3)在“排版文件”设置中,按下ENTER键可直接弹出

一个文件选择对话框允许用户选择要排版的小样,直接输入

文件名则直接进入编辑状态。如果希望修改已录入的某一个

文件名,可以按F2键。如果希望插入一个文件,可以按In-
sert键,如果要删除一个文件,则按Delete键。如果要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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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文件,只需移到列表的最下端,直接录入文件名或按En-
ter键。如果要把列表中当前选中的文件在小样编辑器中打

开,则按空格键。可以通过按住Shift键并点击鼠标或移动

上下箭头同时选中多个文件,然后就可以一次删除多个文件

或打开多个文件了。

　　(4)在“外挂字体定义”设置中,要定义某一个外挂字体。
只需移到合适的位置按Enter键,首先录入“外挂字体别名”,
录完后按Enter键,则弹出一个对话框,里面列出可选的外挂

字体和字体效果,进行选择后,按Enter键,就完成了设置。
要删除某个定义,只需选中该项定义,然后按Delete键。

　　(5)书版对版心注解(BX)、书眉说明注解(MS)、书眉说

明注解(YM)、注文说明注解(ZS)、标题定义注解(BD)的功

能做了扩充,增加了对彩色版面的支持。可以看到在这些注

解对应的属性子窗口增加“颜色”参数。按下Enter键或F2
键或双击颜色参数项的属性栏,系统将弹出一个“颜色参数”

图4-4 “颜色参数”对话框

对话框(图4-4),提示用户输入颜色参数。颜色参数的具体

定义请参见本书第九章“注解与实例”的相关解释。

　　“青”、“品”、“黄”、“黑”编辑框:指定颜色参数的C、M、

Y、K值。

　　“百分比形式”选项:指定颜色参数采用百分比格式。

　　“设置颜色”选项:将颜色参数设置成新值。

　　“清除颜色”选项:清除原来颜色参数,恢复成缺省值。

　　(6)排版参数设置完毕后,按下TAB键或ESC键,系统

可以激活注解子窗口,允许用户编辑另一个排版参数项。也

可以在属性子窗口中直接按PgUp/PgDn键切换到上/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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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已添加过的排版参数注解。

4.3.2　基于排版参数文件的管理

　　在“排版文件”设置中,将选择移到某个定义过的排版文件上,
只需简单按下空格键,如果该文件存在,则可直接打开这个文件并

进入编辑状态。因此,对于由多个小样组版的书,通过排版参数文

件中的“排版文件”设置来管理全部的小样是一个好方法。另外,
对于定义了SB注解的排版参数文件,书版可以直接对其进行发

排、显示、输出,因此方便了整个管理流程。

4.3.3　成品尺寸的设置

　　由于图书版面越来越复杂,版面出血的版式越来越多。
新建版心文件时,弹出图4-5,可以选择不设置成品尺寸,如

果选择成品尺寸则最好要保证成品尺寸大于版心尺寸,否则在输

出PS文件时会裁掉部分版心内容,也可以进入到版心设置中自

定义设置成品尺寸。

图4-5　添加版心说明注解

　　选择完后进入版心设置界面,如图4-6:

各个参数说明见图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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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版心说明参数设置图

图4-7　 版心参数说明

设置成品尺寸和边空:是———设置成品尺寸和边空;否———不

设置成品尺寸和边空;
成品尺寸高:只能采用mm单位值;
成品尺寸宽:只能采用mm单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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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心居中:是———版心居中排;否———版心不居中排,而是由

下而上空或下空、订口或切口尺寸确定;
设置上空或下空:上空———设置上空尺寸;下空———设置下空

尺寸;只有当“自动设置页面边空”选择“否”时才起作用;
上空或下空尺寸:当“设置上空或下空”选择“上空”时表示设

置上空尺寸,否则表示设置下空尺寸;只能采用mm单位值;
设置订口或切口:订口———设置订口尺寸;切口———设置切口

尺寸;只有当“设置成品尺寸和边空”选择“是”时才起作用。
订口或切口的尺寸:当“设置订口或切口”选择“订口”时表示

设置订口尺寸,否则表示设置切口尺寸;只能采用mm单位值;
出血尺寸:只能采用mm单位值;
区分左右页:是———区分左右页;否———不区分左右页,此时

没有订口和切口之分;
第一页为右页:是———第一页为右页;否———第一页为左页;
第一次扫描(一扫)检测版心注解(BX)语法错误,对于成品尺

寸部分,它主要包括参数是否正确,各个尺寸是否采用了 mm单

位。
第二次扫描(二扫)检测版心尺寸和成品尺寸之间是否冲突,

即版心尺寸是否大于成品尺寸,此时中断程序反排,并进行提示。
大样显示具有“版心框”和“外围框”2个框,其中“外围框”没

有任何意义。现针对成品尺寸增加一蓝色“成品尺寸框”,它严格

按PRO中设定的成品尺寸大小显示,并将原有的“外围框”改成

“出血线框”上、下、左、右都比成 品 尺 寸 大,出 血 尺 寸”(默 认

3mm)。在大样显示过程中还需考虑“区分左右页”的情况分别显

示。
如果没有设置成品尺寸,则大样显示仍采用原方式显示,即显

示“版心框”和“外围框”2个框。

增加成品尺寸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输出PS文件时发生内容

被裁的情况,同时在发排过程能清楚的知道各个尺寸情况,当设置

好了成品尺寸后需要把这些尺寸直接用到输出PS设置中,而原

来的PS文件设置只能设置纸张大小和上、下、左、右边空参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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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输出选项

此修改输出PS中“页面设置”界面,界面如图9所示。

4.4　使用排版参数文件管理排版文件

　　一般来说,一本书可以有200-500页,甚至更长,通常将每一

章作为一个单独的小样文件,由不同的工作人员录入排版,最后组

合一本完整的书。

　　方正书版系统加强了排版参数文件的功能,用户可以通过它

来管理全书排版的小样文件,方便地完成排版工作。

　　例如:我们假定要排一本名为《实用物理》的科技类图书,共有

20章。

　　首先,我们为它新建一个排版参数文件(如:“实用物理.
pro”),定义全书的版心字体、字号、行距以及书眉、页码、注文格式

等。

　　接下来,我们把书的每一章或连续几章作为一个小样录入计

算机中,在排版参数文件中,把这些小样加入到“排版文件”设置

中。

　　然后,如果本书的所有图片都存放在网络上的某个图片目录

下,可以将“缺省图片路径”指定为该网络路径,这样在排版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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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动到该目录下去搜索图片信息。

　　打开排版参数文件
∙∙∙∙∙∙∙∙

,执行发排命令,排版全书内容。如果在大

样预览或输出校样中发现了错误,可以在排版参数窗口中选中出

错的组版小样,按下“空格”键,系统将自动打开该小样文件的编辑

窗口(图4-9),允许用户修改。修改完毕后,重新激活排版参数文
∙∙∙∙∙∙∙∙∙

件窗口
∙∙∙

,执行发排命令,查看新的结果。

图4-9 从PRO文件中打开小样文件

　　当对每章的内容,都经过排版、输出校样,并且校改合格后,这
时可以发排目录,输出目录结果文件。检验合格后,就可以交付印

刷了。

4.5　定制排版参数文件举例

　　下面我们将详细介绍一下如何通过排版参数文件(PRO),对
全书整体说明性注解进行设置。这些注解包括排版文件(SB)、版
心说明(BX)、页码说明(YM)、书眉说明(MS)、脚注说明(ZS)、标
题定义(BD)、外挂字体定义(KD)。在下面的描述里,我们仅以排

版文件(SB)、版心说明(BX)、页码说明(YM)为例说明排版参数

文件是如何生成的。
假如我们需要编排的一本书的整体要求是:
版面要求:版心38×40,全书字体号5号,细圆,行间距为2

分之一个字宽,横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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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文件:全书共由3个小样文件组成,其文件名分别是:ed-
it1.fbd、edit2.fbd、edit3.fbd;

页码要求:阿拉伯数字,小五号,细体,页码位置在上,两边加

修饰符短线。
通常,一个排版参数文件(PRO文件)的定制过程是:首先启

动方正书版→打开或新建一个排版参数文件(PRO文件可以在小

样文件生成后定制,也可在未生成小样文件之前定制,在本例中我

们选择后者)→打开排版参数编辑窗口→选择相关参数→定制→
保存PRO文件并关闭排版参数编辑窗口→退出系统。

4.5.1　新建排版参数文件

　　1.选择窗口主菜单“文件”栏中“新建”项;

　　2.点中该项后将弹出一“新建”对话框,或者直接按Ctrl+
N,打开“新建”对话框(图4-10);

图4-10 “新建”文件对话框

　　3.在对话框中选中“Pro文件”条目后,按“确定”按钮;
此时屏幕将出现排版参数编辑窗口(图4-11)。

　　窗口左部显示排版参数列表,称注解子窗口;右部则列出各参

数的项目、属性或文件名、字体名等参数,称之属性子窗口。下面

根据上述的整体要求,在这个窗口里编辑参数文件。

4.5.2　排版文件(SB)

　　1.在排版参数编辑窗口的注解子窗口中使用“↑”、“↓”键选

中“排版文件”。“排版文件”呈现蓝底白字的选中区域。此时,属
性子窗口显示出文件列表;

　　2.按Tab或Enter键,将选中区域切换到文件列表的第一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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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 排版参数编辑窗口

　　3.依次输入所要排版的小样文件名edit1.fbd、edit2.fbd、ed-
it3.fbd,每输完一个文件名后按一下Enter键,文件列表的选中栏

将自动下调到一个新的编辑行,等待接受下一个文件名。如果你

记不住文件名,可以不必输入,直接按下ENTER键,即可弹出一

个文件选择对话框(图4-12),在对话框中选取要排版的小样文

件。

图4-12 “文件选择”对话框

4.5.3　版心说明(BX)

　　1.用鼠标在注解子窗口里双击“版心说明”项,将弹出一“添
加版心说明注解”对话框(图4-13)。这一步操作也可以用键盘操

作完成:使用Tab键切换到注解子窗口,然后使用“↑”、“↓”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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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子窗口里选中“版心说明”,然后按Enter键。

图4-13 “添加版心说明注解”对话框

　　2.按下“添加版心说明注解”对话框中的“确定”按钮,属性子

窗口中列出缺省的版心参数,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修改版心参数,
使之符合我们的版面要求。

　　3.在属性子窗口中用鼠标选中项目“字体”所对应的属性栏

并点击,在该栏的右端会出现一个向下的箭头,点击箭头打开字体

名列表框,按动列表框上滚动条的上下箭头查找“细圆”,找到后点

中即可。同样字体的选择也可用键盘操作完成:在属性子窗口用

键盘上的“↑”、“↓”键选中“字体”,然后按Enter键打开字体名列

表框,继续用键盘的上下箭头在列表框中查找“细圆”,找到后按

Enter键,字体名就被选到属性栏中。由于我们对版心字号的要

求与缺省版心参数的字号相同,我们将跳过横向字号和纵向字号

两项,修改后面各项。

　　4.用鼠标选中“版心高”,并点击“版心高”所对应的属性栏,
此时,该栏变成可编辑状态,在编辑状态下将“40”改为“38”,然后

按Enter键;用键盘的操作是:在属性子窗口用键盘上的“↑”、
“↓”键选中“版心高”后按Enter键,这个操作将“版心高”对应的

属性栏变为可编辑态,在此状态下修改“40”为“38”,再按Enter键

就完成了修改。

　　5.用鼠标选中“版心宽”,并点击“版心宽”所对应的属性栏,
此时,该栏变成可编辑状态,在编辑状态下将“42”改为“40”,然后

按Enter键;用键盘的操作是:在属性子窗口用键盘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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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选中“版心宽”后按Enter键,这个操作将“版心宽”对应的

属性栏变为可编辑态,在此状态下修改“42”为“40”,再按Enter键

就完成了修改。因为后面各项的参数值均与我们需要的参数相

同,不需修改,所以版心参数设置完成。

4.5.4　页码说明(YM)

1.用鼠标在注解子窗口里双击“页码说明”项;或使用 Tab
键切换到注解子窗口,再使用“↑”、“↓”键在注解子窗口里选中

“页码说明”,然后按Enter键。属性子窗口显示出缺省的页码参

数,根据这个参数说明设置我们的页码参数。

2.在属性子窗口用鼠标选中项目“字体”所对应的属性栏并

点击,在该栏的右端会出现一个向下的箭头,点击箭头打开字体名

列表框,按动列表框上滚动条的上下箭头查找细体,找到后点中即

可。键盘操作是:在属性子窗口用键盘上的“↑”、“↓”键选中“字
体”,然后按Enter键打开字体名列表框,继续用键盘的上下箭头

在列表框中查找字体名,找到后按Enter键,字体名就被选到属性

栏中。

3.用鼠标或键盘的“↑”、“↓”键,将光标定位到字号属性上,
同打开字体列表框操作相同,将字号列表框打开并选中小五号字。

4.用键盘的“↓”键将选中区域下移到“页码修饰符”上,按

Enter键打开页码修饰符列表框,移动键盘的“↑”、“↓”键,选中

“短线”并按Enter键。用鼠标同样可以完成修改,具体操作同前

面类似,不再重复。
接下来的三项“页码切口距离”、“页码正文距离”、“起始页码”

在页码要求中没有说明,我们就采用缺省参数;又因为页码要求使

用阿拉伯数字,因此“罗马数字”一项也不用修改。

5.用键盘的“↓”键将选中区域下移到最后一项“页码在上

排”按Enter键打开其列表框,移动键盘的“↑”、“↓”键,选中“是”
并按Enter键。用鼠标同样也可完成操作。

4.5.5　保存排版参数文件

完成了PRO文件的定制以后,需将定制好的PRO文件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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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具体操作如下:

1.打开“文件”菜单,单击“保存”项,对于一个新建的PRO文

件,“保存”命令将打开一个“保存为”对话框(图4-14)。

图4-14 “保存PRO文件”对话框

　　2.在“保存为”对话框里选择好想要保存文件的路径,然后在

文件名编辑框中输入edit1.pro(我们刚刚定制的PRO文件名),
按对话框中的“保存”按钮。也可以在标准工具栏中单击“保存”按

钮 或按下Ctrl+S键,打开“保存为”对话框,保存PRO文件。

　　3.如果想使用另外一个名称保存edit1.pro文件,那么,单击

“文件”菜单中“另存为”项,弹出“保存文件”对话框,然后在“文件

名”编辑框中键入新文件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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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Word文件转换

　　书版支持转换 Word2007、Word2003及以下版本的 Word文

件,对 Word中的正文属性、公式、表格、图像等效果做了兼容处

理,能将 word文件转换为对应的小样文件、版心文件,并收集

Word中使用的图像文件。
配置组件

在进行 Word转换前,您需要配置以下组件:
(1)Word兼容组件:运行书版安装程序,选择“安装 Word兼

容组件”即可。
(2)MathType:如果需要转换公式,请安装 MathType软件。

5.1　转换 Word文件

　　(1)选择“工具”|“DOC文件转换”,选择需要转换的 Word文

件,并设置转换目录。

图5-1　DOC文件转换

(2)点击“确定”,在转换目录下生成FBD文件、PRO文件以

及收集到的图片文件。
(3)打开小样文件(∗.FBD),执行F7,然后执行F5,可以看

到生成大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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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选项:
在“DOC文件转换”对话框内点击“转换选项”按钮,可以选择

转换属性。未勾选的属性则不进行转换,按照书版默认方式进行

处理。

图5-2　DOC转换选项

　　说明:
(1)目录、项目编号将被作为普通文字进行转换。
(2)对于 Word中通过EQ域实现的版面效果,其中的带圈字

符、合并字两种情况,会将内容转换到书版中,并在文字内容上加

上红框表示是EQ域内容转换结果,其他情况将内容和属性全部

放到不排注解(BP)中。

5.2　MathType公式转换

　　书版可以转换对于 Word文件中通过 MathType程序录入的

数学公式。转换步骤:
(1)在 Word里使用 MathType程序的转换功能,预先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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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公式对象转化为 MathML格式的文本,将转换后的文档另存

为 Word的DOC或者DOCX格式。
(2)在书版里使用DOC文件转换功能将 Word文件转为书版

文件。
下面将包含MathType公式的DOC文件转换为书版文件。
(1)打开一个包含 MathType公式的 Word文件,在 Math-

Type菜单下选择“ConvertEquations”,如图所示。

图5-3　选择公式转换命令

(2)弹出的“ConvertEquations”对话框如图所示,在“Text
useingMathTypeTranslator”下拉列表里选择“MathML2.0(no
namespace)”,其他设置如图所示,点击“确定”,转换该文件。

说明:转换时如果弹出提示,可能是部分公式不标准,不能转

换,点击“确定”可以继续其它内容的转换。

图5-4　设置转换参数

(3)将转换后的文件另存为一个 Word文件,注意重新命名转

换后的文件,否则将覆盖原来的DOC文件。
(4)打开书版,选择“工具”|“DOC文件转换”,选择需要转换

的 Word文件,并设置转换目录,点击“确定”,在转换目录下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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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书版文件。

图5-5　生成书版文件

(5)按F7键发排,按F5键预览正文,效果如图所示。

图5-6　书版转换的公式效果

5.3　设置转换字体

通过字体转换的设置,可以指定 Word字体与书版字体的对

应转换关系。
(1)选择“工具”|“设置DOC文件字体对应”。
(2)双击“书版字体”列表中的一款字体,即可在下拉列表里修

改对应的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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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修改字体转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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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排版功能

　　编辑好的小样和PRO文件经过系统的语法、语义检查,确认

正确无误后,方可排版生成大样文件(S10或NPS文件)。本章介

绍方正书版的排版功能。

6.1　相关文件说明

大样文件

　　小样文件通过排版,自动生成大样文件。大样文件是排版的

中间结果文件,主要供显示和输出用。书版可产生两种符号风格

的大样文件:

　　一种是具有S2符号风格的中间结果文件,系统约定其大样文

件名带后缀“.S10”,例如:小样7.S10。S10大样文件与S72大样

文件的符号风格相近,并吸收了S72中的一些符号。使用此种大

样格式特别适合排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公式。由于S2文件

的字体种类较少,因此在S10的大样中,只有白正、白斜、黑正、黑
斜四套字体使用了S2的风格,其它字体的符号则是书版7.0的

S72的风格。

　　另一种是具有PS2符号风格的中间结果文件,系统约定其大

样文件名带后缀“.NPS”,例如:小样7.NPS。NPS大样文件与书

版7.0的PS2符号风格相近,适合排一些外文书。NPS实际是从

7.0的PS2格式发展过来的。

　　就汉字而言,无论使用NPS或S10的大样格式都没有差别。

6.2　排版处理

　　书版可以对编辑好的小样文件中的BD语言注解字符串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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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和语义上的检查,判断参数是否有错误,并根据注解参数的说

明,生成大样文件,供显示和输出使用。这个过程就是排版。

6.2.1　一扫查错

　　一扫查错,是对小样文件中加的BD语言注解字符串进行语

法检查,判断参数是否有语法错误,如:参数位置错误、参数内容非

法等。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计算机会自动报错,提示用户重新编辑

修改。

　　如果当前打开的文件是PRO文件,且其中包含有书版注解

(SB),则也可以对该PRO文件执行一扫查错操作。这时实际上

是对PRO文件的书版注解(SB)中指定的小样文件进行一扫查错

操作。

　　操作方法:

　　1.请打开“排版”菜单,单击“一扫查错”命令。

2.系统对指定排版文件做语法检查处理,并在消息窗口的

“一扫”子窗口中(图6-1)提示小样文件的第几段第几字有错,用
户可以双击某个提示行在小样文件中定位该语法错误。

图6-1 一扫查错

3.用户也可以在排版工具栏中单击“一扫查错”按钮 或按

F8键,执行“一扫查错”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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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正文发排

　　正文发排是对小样文件中加的BD语言注解字符串进行语义

检查,判断参数是否有错误,并生成大样文件,供显示和输出使用。

　　如果当前打开的文件是PRO文件,且其中包含有书版注解

(SB),则也可以对该PRO文件执行正文发排操作。这时实际上

是对PRO文件的书版注解(SB)中指定的小样文件进行正文发排

操作。

　　操作方法:

　　1.请打开“排版”菜单,单击“正文发排”命令。

　　2.系统将对指定排版文件做“一扫查错”处理。如果系统检

查到语法错误,“一扫查错”完毕后会显出一个消息框(图6-2),提
示用户是处理语法检查的错误信息,还是继续排版。选择“确定”
按钮,系统将继续对小样文件执行排版处理。

图6-2 一扫查错消息提示

　　3.如果小样中没有语法错误,系统继续对小样文件执行排版

处理。

　　4.系统执行排版处理,生成大样文件,并在消息窗口的“发
排”子窗口中(图6-3)提示小样文件的第几段第几字有错,用户可

以双击某个提示行在小样文件中定位该语义错误。

　　5.用户也可以在排版工具栏中单击“正文发排”按钮 或按

F7键,执行“正文发排”命令。

6.2.3　排版大样格式的设定

1、指定整篇文章的风格

用户可以通过“排版”|“指定大样格式为”命令设定发排成

S10风格或者NPS风格的大样文件。当前指定的风格在窗口底

126

书版2008使用指南

在发排小样

文 件 之 前,如 果

小 样 被 编 辑 过,
且 并 未 存 盘,则

系统会首先保存

该 小 样 再 发 排。
如果要发排的是

PRO文 件,则 在

该 PRO 文 件 的

书 版 注 解 (SB)
中指定的任何小

样 如 果 被 编 辑

过,都 会 首 先 被

保 存,最 后 对 该

PRO 文 件 进 行

发排。



图6-3 正文发排

部右边的状态条上随时提示出来。

2、指定局部文字的风格

用户也可以在局部设置不同的风格,便于英文和数学的混排。
风格注解(FG)
格式:〚FG〔<S|N>〕〛
参数:

S:S10风格

N:NPS风格

不带参数的注解为恢复用户定义的风格。

6.2.4　终止当前发排

　　有时由于某种原因,语法检查或发排过程会陷入长时间的等

待中,或者用户不再想继续执行这个操作。此时就可以使用“终止

发排”命令。

　　操作方法:

　　1.打开“排版”菜单,单击“终止发排”命令。系统将停止当前

正在执行的语法检查或发排过程。

　　2.用户也可以在排版工具栏中单击“终止发排”按钮 或直

接按下Shift+F7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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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错误信息定位

　　系统对编辑好的小样文件进行语法检查和发排。如果小样文

件中有语法或语义上的错误,系统将在消息窗口的相应子窗口中

提示错误信息。用户通过这些错误信息,可以定位到小样中的指

定段字,然后修改小样。

　　操作方法:

　　1.在消息窗口左端的选项条中,单击需要查看的错误信息子

窗口。“一扫”子窗口中提示语法检查过程中(“一扫查错”)的错误

信息,“发排”子窗口中提示发排过程中的错误信息。

　　2.双击需要查看的错误信息提示行。系统将打开出错的小

样文件,并自动将插入光标移动到该错误信息指定的位置上。

　　3.用户也可以通过键盘操作或“编辑”菜单中的“移动到”命
令遍历窗口中所有错误信息。

按下 菜单项 功能

F9 下一个扫描错误
定位消息窗口下一个错误信

息或多个文件检索信息。

Shift+F9 上一个扫描错误
定位消息窗口上一个错误信

息或多个文件检索信息。

6.2.6　发排参数设置

　　系统允许用户设置某些总体参数,在发排过程中,系统将根据

这些参数的数值,对当前的排版文件进行不同的处理。

　　操作方法:

　　1.在“工具”菜单中,单击“设置”命令,系统将弹出“设置”对
话框,提示用户设置某些总体参数。

　　2.在“发排设置”选项卡中,用户可以设置有关发排参数(图

6-4)。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对发排参数的设置。

　　“始终使用该PRO文件发排正文”编辑框:指定发排时使用的

排版参数文件名。对于下面的两种情况,该编辑框的作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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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发排参数的设置

　　(1)若当前的排版文件是小样文件:如果编辑框不为空,则发

排时,始终把编辑框中指定的文件作为小样的排版参数文件,无论

该小样是否有对应的PRO文件;如果编辑框为空,则系统使用小

样对应的PRO文件作为排版参数文件(如果没有则不用)。

　　(2)如果当前的排版文件是PRO文件,本项设置不起作用

(见下表)。

　　单击该编辑框右部的按钮 ,系统弹出“打开”对话框,提示用

户输入PRO文件名。将编辑框中的字符全部删掉,表明不指定

始终使用的PRO文件,此时,不同的小样使用各自对应的PRO
文件用于发排。

当前打开

的文档

是否有

对应的

PRO
文件

是否指定全书排

版的PRO 文件

(在“始终使用该

PRO 文 件 发 排

正文”中指定)

排版文件
使用的排版

参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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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打开

的文档

是否有

对应的

PRO
文件

是否指定全书排

版的PRO 文件

(在“始终使用该

PRO 文 件 发 排

正文”中指定)

排版文件
使用的排版

参数文件

小样文件 否 否 小样文件 不使用

小样文件 是 否 小样文件
小样对应的

PRO文件

小样文件 是/否 是 小样文件
指 定 的

PRO文件

PRO 文

件
- 是/否

当前打开
的 PRO
文件

当前打开的

PRO文件

　　“编辑”按钮:单击此按钮,系统将打开“始终使用该PRO文

件发排正文”编辑框中指定的PRO文件,允许用户对其编辑和修

改。如编辑框中没有内容,则此按钮是被禁止。

　　“缺省图片路径”编辑框:指定发排过程中图片文件的路径。
该路径可以有多个,路径之间是用“|”隔开的。单击右侧的浏览按

钮 ,可以打开对话框增加一个新的图片路径。如果缺省图片路

径被设置,系统在发排和PS输出过程中,对于没有指定路径的图

片文件(包括EPS和其它书版支持的图片文件),将依次在每个图

片路径下寻找图片文件,如果没有找到,将继续在当前发排文件所

在目录下寻找图片文件。如果缺省图片路径没有被设置,对于没

有指定路径的图片文件,系统将在当前发排文件所在的目录下寻

找图片文件。当图片路径在注解中指定时,此编辑框没有作用。
此编辑框只用于设置EPS、BMP、GIF、JPG、TIF、GRH、PIC等文

件的路径,CR文件的缺省路径是当前发排文件所在路径。

　　“一扫查错出错信息文件”编辑框:指定“一扫查错”过程中错

误信息文件的文件名。如果该文件名被设置,系统执行“一扫查

错”命令时,将把语法错误记录到该文件中,以便用户查看。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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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指定一扫查错出错信息文件,将不记录这些错误信息。

　　“正文发排出错信息文件”编辑框:指定“正文发排”过程中错

误信息文件的文件名。如果该文件名被设置,系统执行“正文发

排”命令时,将把语义错误记录到该文件中,以便用户查看。如果

系统没有指定正文发排出错信息文件,将不记录这些错误信息。

　　“包含大小样对照信息”选项:指定发排生成的大样文件是否

包含大小样对照的注释信息。如果指定该选项,可在大样预览时

随时查到大样中某个字符在小样中的位置,同时大样文件会变大。
如果不指定此选项,大样文件较小,但不能进行大小样对照。

大小样对照会导致生成的大样尺寸大幅增大,同时可能导致

数据缓冲不够而不能排大版心的表格。因此对于大版心的情况最

好不要使用大小样对照功能。

　　“将小样中的“~”处理成软连字符”选项:指定在发排时是否

将小样文件中的单字节字符“~”当成英文隐含连字符处理。如果

指定这一选项,系统在发排中自动将单字节的“~”视为隐含连字

符;如果这一项没有指定,系统在发排时将把这个字符视为波浪

号。为了避免二义性,建议用户始终使用特殊字符工具栏上的“软

连字符”按钮 或按下Ctrl+Shift+-键录入软连字符,以避免

和单字节的“~”混淆。

　　“将转义字符“[”、“]”和“\”处理为普通字符”选项:指定把小

样中的字符“[”、“]”和“\”处理成注解开弧、注解闭弧、转义前导

符,还是按照普通字符处理,缺省为前者。例如,字符串“[HT]”,
在选中该选项时,表示为一个普通的字符串“[HT]”;在不选中该

选项时,表示为一个汉字字体注解。

　　“发排时不自动弹出信息窗口”选项:该选项指定发排时是否

打开信息窗口。

6.3　目录的排版和输出

　　书版可以自动抽取书刊中的各章节的标题和页号,组成按页

码次序排列的目录。用户可以进行如下和目录有关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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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发排目录

　　操作方法:

　　1.在“排版”菜单“目录排版”子菜单中,单击“目录发排”命令。

　　2.系统将弹出一个“指定发排目录区使用的PRO文件”对话

框(图6-5),提示用户指定目录区排版中使用的PRO文件。这个

对话框的作用是可以为目录区单独设定其特有的PRO文件。同

时,发排正文时使用的PRO文件仍然遵循前文所介绍过的规则。
单击“确定”按钮,系统将进行目录发排。

图6-5 “指定发排目录区使用
的PRO文件”对话框

　　“与发排正文使用的PRO文件相同”选项:指定目录区的发排

使用正文的PRO文件,即与正文使用相同的版心尺寸、字体、字
号、书眉格式和页码格式等参数。

　　“其他PRO文件”选项:为目录区的发排单独指定PRO文件。
用户可以在编辑框中输入PRO文件名,指定目录区的版心尺寸、
字体、字号、书眉格式和页码格式等参数。单击编辑框右部按钮

,系统弹出“打开”对话框,提示用户输入PRO文件名。若编辑

框不输入任何字符,则目录区的发排不使用任何PRO文件。

　　3.在目录发排中,系统将首先对指定的排版文件进行“一扫

查错”和“正文发排”,登记目录内容和页码;然后对目录区内容进

行发排,生成目录大样文件。目录大样文件名为正文的大样文件

名加入“ml”标记,例如:正文大样文件名为“小样7.S10”,对应的

目录大样名为“小样7ml.S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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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目录发排结果显示

　　操作方法:

　　1.在“排版”菜单的“目录排版”子菜单中,单击“目录发排结

果显示”命令。

　　2.系统打开“大样预览窗口”,显示目录大样文件的内容。

6.3.3　目录发排结果输出

　　操作方法:

　　1.在“排版”菜单的“目录排版”子菜单中,单击“目录发排结

果输出”命令。

　　2.系统将把目录大样文件的内容输出到PS文件或EPS文

件中去。

6.3.4　直接预览目录

　　操作方法:

　　1.在“排版”菜单的“目录排版”子菜单中,单击“直接预览目

录”命令。

　　2.系统即可对指定的排版文件进行“目录发排”,然后显示发

排结果,但不会在排版文件所在目录下生成任何大样文件。

6.3.5　直接输出目录

　　操作方法:

　　1.在“排版”菜单的“目录排版”子菜单中,单击“直接输出目

录”命令。

　　2.系统即可对指定的排版文件进行“目录发排”,然后输出发

排结果,但不会在排版文件所在目录下生成任何大样文件。

6.3.6　导出目录小样

　　导出目录小样功能可以把本次排版文件中的目录类注解生成

的标题、页码等信息,抽取到一个文件中。

　　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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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排版”菜单的“目录排版”子菜单中,单击“导出目录小

样”命令。

　　2.系统弹出一个“另存为”对话框,提示用户输入要导出目录

小样的文件名,单击“确定”按钮。

　　3.系统将对当前的排版文件进行正文发排操作,并将小样中

的目录登记注解(〚ML〛)和自动目录登记注解(〚MZ〛)的内容抽

取到指定目录小样中。对使用目录注解(ML)生成目录的排版文

件,导出目录小样保存的是各目录标题的页码,该小样不能被发排
∙∙∙∙∙∙∙∙

成大样文件
∙∙∙∙∙

,但可以提供给用户一个参考文件。对使用自动目录

注解(MD、MZ)生成目录的排版文件,导出目录小样保存的是一

个完整的排目录区内容的小样,该小样可以作为普通小样被书版
∙∙∙∙∙∙∙∙∙∙∙∙∙∙

处理
∙∙

,排版结果即是全书的目录
∙∙∙∙∙∙∙∙∙∙∙

。

6.4　索引文件的抽取与排序

　　书版可以自动从书刊中抽取有关的索引条目并根据需要自动

排序,生成索引的文本文件。由于索引排版的版式多种多样,书版

不直接提供自动排版索引区内容,只是把文章中的索引条目和页

码记录到一个文本文件中。用户可根据需要对该索引的文本文件

进行修改,排出索引内容。

　　操作方法:

　　1.在“排版”菜单,单击“生成索引”命令。

　　2.系统将弹出一个“生成索引”对话框(图6-6),提示用户指

定记录索引条目的文本文件和索引条目的排序方式。单击“确定”
按钮,系统将进行索引的抽取。

　　“索引文件”编辑框:指定将排版文件中的索引条目抽取到哪

一个文件中。单击编辑框右部按钮 ,系统弹出“另存为”对话框,
提示用户指定索引文件路径名。

　　“排序方式”选项:指定中文索引条目的排序方式,用户可以选

择是否对索引程序排序。书版提供三种汉字排序方式,分别是“拼
音”、“部首”和“笔画”;对于英文索引条目,只有一种字母排序。如

果选择“不排序”选项,对所有索引条目均不排序,只是按照在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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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生成索引”对话框

中出现的先后顺序记录到文件中。

　　3.在抽取索引中,系统将首先对指定的排版文件进行“一扫

查错”和“正文发排”,登记索引项内容和页码;然后对所有的索引

条目进行排序,生成索引文件。

　　生成索引时,索引文件中必须包含索引点注解(XP)。有关索

引点注解(XP)以及索引文件的格式说明请参见本书第九章第八

节的“索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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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大样预览

　　大样预览是在屏幕上显示大样文件所排的版式,判断是否符

合排版 要 求,如 果 不 合 规 定,就 要 重 新 编 辑 修 改 和 发 排。书

版10.0使用46种汉字字体进行预览,可以满足大多数情况的需

要。

　　书版的大样预览可以显示字符的字体字号变化、颜色、旋转、
倾斜、空心、勾边、立体等字符效果,还能显示花边、底纹、图片等效

果。但对于底纹,在放大显示比例的时候才能清晰地显示。

7.1　启动大样预览窗口

　　操作方法:

　　1.在执行“正文发排”命令且成功之后,请打开“排版”菜单,
单击“正文发排结果显示”命令;也可以在排版工具栏中单击“正文

发排结果显示”按钮 或按下F5键。如果在“正文发排”之后又

编辑过小样,则系统会提示小样文件已被修改,并询问是否确实要

显示旧的大样。对于PRO文件的大样显示,系统还会检查PRO
文件中指定的每一个小样是否被修改。

　　2.系统将打开“大样预览窗口”(图7-1),显示发排后的大样

文件。

　　3.单击“大样预览窗口”的系统菜单中的“关闭”命令或单击

“大样预览窗口”上的“关闭”按钮 ,或者直接按Esc键,都可以关

闭“大样预览窗口”。

　　4.用户也可以单击“工具”菜单中的“选择大样文件显示”命
令,选择任意一个大样文件预览。无论有没有打开小样,这一命令

都是可以执行的。

　　5.在预览窗口中,用户可以看到版面周围有一条红色的矩形

线,它是标明版面的大小,在它的里面,还有一条蓝色的虚线,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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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大样预览窗口

标明版心的大小。窗口底部的状态栏上给出了大样的一些信息。

7.2　大样预览中的常用操作

7.2.1　操作中使用的热键列表

按下 功能

↑ 当前页向上卷滚一部分。

↓ 当前页向下卷滚一部分。

→ 当前页向右卷滚一部分。

← 当前页向左卷滚一部分。

Shift+↑ 当前页稍微向上滚动。

Shift+↓ 当前页稍微向下滚动。

Shift+→ 当前页稍微向右滚动。

Shift+← 当前页稍微向左滚动。

Home 当前页卷滚到最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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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 功能

End 当前页卷滚到最下边。

PageUp
当前页向上卷滚一屏。如果页面显示位置已

经在当前页的首部,则翻到上一页的尾部。

PageDown
当前页向下卷滚一屏。如果页面显示位置已

经在当前页的尾部,则翻到下一页的首部。

Ctrl+ Home 翻到首页。

Ctrl+End 翻到末页。

Ctrl+PageUp 上翻一页。

Ctrl+PageDown 下翻一页。

Ctrl+G 选页。

Alt+F4或Esc 关闭大样预览窗口。

Alt+Tab

切换到别的窗口(例如小样编辑窗口),但不

关闭大样。若对小样进行修改,发排,再显

示,则保持大样中的当前页和当前位置不变,
方便用户进行校对和修改。

Ctrl+F
水平平铺大样预览窗口和编辑窗口,且将编

辑窗口激活。

Ctrl+V
竖直平铺大样预览窗口和编辑窗口,且将编

辑窗口激活。

Ctrl+J

自动进行大小样对照。系统将自动确定位于

当前大样预览窗口中心的字符在编辑器中的

位置。此功能定位不是很准确,但仍然可定

位到一个大致准确的范围。

Add或 +(=) 放大显示。

Subtract或 - 缩小显示。

Ctrl+K 放大显示。

Ctrl+L 缩小显示。

Ctrl+Q 设置显示比例为50%。

Ctrl+W 设置显示比例为100%(实际大小)。

Ctrl+E 设置显示比例为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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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 功能

Ctrl+R 设置显示比例为200%。

Ctrl+T 设置显示比例为300%。

Ctrl+X 设置显示比例为400%。

Ctrl+U 设置显示比例为500%。

Ctrl+I 整页显示。

Ctrl+O 整行显示。

Ctrl+B 不显示图片。

Ctrl+N 粗略显示图片。

Ctrl+M 完整显示图片。

Ctrl+H 指定显示页面与版心内容的周围边空。

Ctrl+S 保存标色元素的颜色信息。

Ctrl+D 显示网格。

F3 使用颜色区别不同的字体。

P 页面移动工具。

7.2.2　大样中的操作

1.页操作

　　(1)单击显示工具栏上“后退一页”按钮 或按下Ctrl
+PageUp键,翻到当前页的上一页。

　　(2)单击显示工具栏上“前进一页”按钮 或按下Ctrl
+PageDown键,翻到当前页的下一页。

　　(3)单击显示工具栏上“首页”按钮 或按下Ctrl+
Home键,翻到当前大样的第一页。

　　(4)单击显示工具栏上“末页”按钮 或按下Ctrl+
End键,翻到当前大样的最后一页。

　　(5)单击显示工具栏上“选页”按钮 或按下Ctrl+ G
键,打开“选定显示页页码”对话框(图7-2)指定显示任意页。
在“请输入页码号”编辑框中输入要显示的大样页面的页号。

　　(6)单击显示工具栏上“页面边空”按钮 或按下Ct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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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选定显示页页码”对话框

+ H键,打开“页面边空”对话框(图7-3)指定显示页面的四

周边空,此时可以在对应的编辑框中设置上、下、左、右的边

空。此处设置的边空只是显示时便于用户检查超版心部分的

排版是否正确,并不影响最终输出页面的边空设置。

图7-3 “页面边空”对话框

　　(7)系统将在大样预览窗口底部的状态栏上显示当前页

号、总页数、首末页的页码等信息。

　　2.放大与缩小

　　　　(1)按下显示工具栏上“放大、缩小”按钮 ,大样预览

窗口中光标变成一个放大镜形状 。此时,在显示的页面上

单击鼠标左键,显示比例开始逐级放大;如果在单击鼠标左键

的同时,按下Ctrl键,则显示比例开始逐级变小,此时大样预

览窗口中光标变成 的形状。要退出放大、缩小的状态,则
再次按“放大、缩小”按钮。

　　(2)在显示工具栏的“显示比例”列表框中选择指定的显

示比例,可以按指定的显示比例显示大样文件。列表框的“整
行”指自动设置比例,使在大样预览窗口内刚好完整地显示大

样文件的一行;“整页”指自动设置比例,使在大样预览窗口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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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好完整地显示大样文件的一页。

　　(3)用户也可以通过键盘操作来改变显示比例,请参见

上节的说明。

　　(4)在大样预览窗口底部的状态栏上将显示比例信息。

　　3.图片的显示

　　　　(1)图片文件数据信息量较大,大样预览时的速度较慢。
在大样预览窗口的工具栏上设置了三个按钮,允许用户用三

种不同的精度预览图片内容。按下“不显示图片”按钮 或

Ctrl+B键,此时大样预览将不显示图片内容,用青色方块表

示图片在版面上占的区域;按下“粗略显示图片”按钮 或

Ctrl+N键,此时大样预览将粗略地显示图片内容,如果指定

的图片不存在或读不到图片的数据,则用红色方块表示图片

在版面上占的区域;按下“完整显示图片”按钮 或Ctrl+M
键,此时大样预览将精细地显示图片内容,如果指定的图片不

存在或读不到图片的数据,则用红色方块表示图片在版面上

占的区域。对不带预显数据的EPS图片以及GRH、PIC图,
无论何种方式均不能显示图片内容,仅将区域空出。

　　(2)按下工具栏上的“图片信息”按钮 ,这时光标将在

大样预览窗口中变成十字形 ,在图片上单击鼠标左键,系统

将弹出“图片信息”对话框(图7-4)显示该图片的有关参数。
再次按下“图片信息”按钮,则退出显示图片信息的状态。

图7-4 “图片信息”对话框

　　4.平铺大样预览窗口

　　　　(1)按下工具栏的“水平平铺”按钮 或Ctrl+F键,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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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大样预览窗口和书版系统的主窗口将在屏幕上水平平铺。

　　(2)按下工具栏的“竖直平铺”按钮 或Ctrl+V键,此
时大样预览窗口和书版系统的主窗口将在屏幕上竖直平铺。

　　5.设置缺省显示比例

　　　　(1)按下工具栏上的“设置缺省显示比例”按钮 ,打开

“设置缺省显示比例”对话框(图7-5)设置打开大样预览窗口

时缺省的显示比例。

图7-5 “设置缺省显示比例”对话框

　　(2)如果选择了“采用上次退出大样预览时的显示比

例”,那么下一次打开预览窗口的时候的显示比例就采用本次

退出大样预览窗口时的显示比例。如果选择了“自动一个显

示比例”,则可以在下面的编辑框中输入缺省的显示比例,每
次打开大样预览窗口时的显示比例都是该值。如果按下了

“使用当前的显示比例”那么编辑框中的值将变为当前的显示

比例。在对大样进行预览的时候,如果显示比例发生的改变,
则可以按下F2将显示比例切换到缺省显示比例。

　　6.使用颜色区别不同的字体

　　　　(1)在显示大样的时候,如果字太小则有时看不清大样

的字体,这时可以按下工具栏上的“使用颜色区别不同的字

体”按钮 或F3键,此时大样预览窗口中不同的字体会以

不同的颜色显示,在窗口的右上角会弹出一个工具条(图7-
6)显示不同的字体和不同的颜色之间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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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 “字体颜色对应”工具条

　　7.显示网格

　　　　按下工具栏上的“网格”按钮 或Ctrl+D键,将在大样

预览窗口中显示网格,它的作用是判断大样中文字、图形的位

置是否准确。

　　8.标尺和提示线

　　在大样窗口可以使用标尺和提示线辅助对象定位。
创建提示线:按住鼠标左键从水平或垂直标尺上向页面内拖

出一条提示线。
隐藏或者显示提示线:按下工具栏上的按钮,可以隐藏提示

线。抬起状态为显示提示线。
删除提示线:通过将提示线拖动到垂直或者水平标尺上进行

提示线的删除,也可以选中需要删除的提示线,按Delete键删除。

　　9.自动翻页

　　

图7-7　大样预览自动翻页

在大样预览时提供四个按钮———见工具栏右边四个按纽。它

提供自动翻页功能,并可以设定翻页间隔时间,提供暂停和结束功

能。当大样只有一页时,前三个按钮置灰。

7.3　在大样中调整图片

　　书版支持图片的可视化调整,即在大样预览窗口拖动图片位

置,调整图片大小,小样中的图片注解(TP)参数也相应变化,避免

在大小样之间来回切换调整图片注解(TP)参数的繁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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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 　大样调整

移动图像位置:在大样中使用鼠标选中图片,然后拖动图片到

需要的位置即可。
缩放图像尺寸:使用鼠标选中该图片,然后将鼠标置于图片顶

点,按住鼠标左键不放,拖动鼠标即可缩放图片尺寸。按住shift
拖拽图像,图像将等比例放大或缩小。

设置图像参数:在大样显示中选中图像,右键菜单中选择“设
置图片参数”,出现设置对话框。可以设置图像的占位尺寸、实际

尺寸、边空和起点。

图7-9 　设置图片参数

图片的移位和缩放与一般软件的交互式操作一样,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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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实现图片的可视化调整。

说明:(1)大样调整图片位置后,如果想恢复到上一次的操作,
可以直接进行恢复(Ctrl+Z)或者重作(Ctrl+Y)的操作。

(2)在Pro文件排版参数里使用多个排版文件组版,则不能在

大样里调整图片。
(3)如果FBD文件以只读方式打开,则在大样中不能移动图

片或者调整图片大小。

7.4　大样文件的标色

　　大样标色是对大样文件中的元素对象(例如:字符、线、花边、
底纹等)指定不同的颜色的过程,从而使输出结果也相应地具有了

颜色。

　　目前书版注解可以指定文字、线、底纹、勾边字、立体字的颜

色,对于一般的彩色版面书籍,建议使用相应的BD语言注解。对

于无法用注解指定的元素,才需要在大样预览中实现对这些元素

的标色。

7.4.1　元素颜色设置

　　操作方法:

　　打开“大样预览窗口”,按下工具栏中的“颜色设置”按钮 。
系统将弹出“颜色设置”对话框(图7-10),提示用户设置元素的颜

色。

　　“调色板”按钮:选定一个颜色项后,单击此按钮,系统弹出一

个“颜色定义”对话框(图7-11)。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定义

指定颜色项。或者用户可以在指定颜色项上双击鼠标左键,打开

“颜色定义”对话框。

　　“重置”按钮:单击此按钮,系统将重新设置当前的调色板。

　　“存储”按钮:单击此按钮,系统将把当前的调色板保存到文件

中。如果不按“存储”按钮,则本次修改的调色板设置只在本次大

样预览过程中有效,一旦关闭大样预览窗口,再打开时,调色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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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0 “颜色设置”对话框

图7-11 “颜色定义”对话框

设置就恢复为旧的设置。使用“存储”功能后,可以将当前的调色

板设置保存起来,即使关闭大样预览窗口后,再打开时,调色板的

设置也仍然是保存时的设置。

　　“C”、“M”、“Y”、“K”指示条:指示当前的选中颜色的C、M、Y、

K色值。可以使用指示条两边的箭头按钮或中间的小方块来改变

某一个颜色分量的值。

7.4.2　普通字符标色

　　操作方法:

　　1.打开“大样预览窗口”,按下工具栏中的“字符标色”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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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进入字符标色状态,光标在大样预览窗口中变成十字形 。

　　2.在要标色的字符上单击鼠标左键,可以看到该字符被标为

指定的颜色。

　　3.在显示页面按下鼠标左键,不要释放,然后拖动鼠标,可以

看到页面上出现了一个虚线的方框。此时松开鼠标,被该方框完

全包含的字符被标为指定的颜色。

7.4.3　立体字标色

　　操作方法:

　　1.打开“大样预览窗口”,按下工具栏中的“立体标色”按钮

,这时进入立体字标色状态,光标将在大样预览窗口中变成十

字形 。

　　2.在要标色的立体字符上单击鼠标左键,该立体字的字符和

阴影被标为指定的颜色。

　　3.在显示页面按下鼠标左键,不要释放,然后拖动鼠标,可以

看到页面上出现了一个虚线的方框。此时松开鼠标,被该方框完

全包含的立体字的字符和阴影被标为指定的颜色。

7.4.4　勾边字标色

　　操作方法:

　　1.打开“大样预览窗口”,按下工具栏中的“勾边标色”按钮

,这时进入勾边字标色状态,光标将在大样预览窗口中变成十

字形 。

　　2.在要标色的勾边字符上双击鼠标左键,该勾边字的字符、
边框和勾边被标为指定的颜色。

　　3.在显示页面按下鼠标左键,不要释放,拖动鼠标,可以看到

页面上出现了一个虚线的方框。此时松开鼠标,被该方框完全包

含的勾边字的字符、边框和勾边被标为指定的颜色。

7.4.5　线、边框标色

　　操作方法:

　　1.打开“大样预览窗口”,按下工具栏中的“线、边框标色”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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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 ,这时光标将在大样预览窗口中变成十字形 。

　　2.在要标色的线、花边、界标、开方号、图形边框上单击鼠标

左键,可以看到该元素被标为指定的颜色。

　　3.在显示页面按下鼠标左键,不要释放,拖动鼠标,可以看到

页面上出现了一个虚线的方框。此时松开鼠标,被该方框完全包

含的线、花边、界标、开方号、图形边框被标为指定的颜色。

7.4.6　底纹标色

　　操作方法:

　　1.打开“大样预览窗口”,按下工具栏中的“底纹标色”按钮

,这时光标将在大样预览窗口中变成十字形 。

　　2.在要标色的底纹双击鼠标左键,可以看到该底纹被标为指

定的颜色。

　　3.在显示页面按下鼠标左键,不要释放,拖动鼠标,可以看到

页面上出现了一个虚线的方框。此时松开鼠标,被该方框完全包

含的底纹被标为指定的颜色。

7.4.7　标色大样的保存

　　操作方法:

　　1.按下工具栏中的“存储页面”按钮 或按下Ctrl+S键。
　　2.系统把当前显示页面上的标色信息存储到大样文件中去。
如果系统正在直接预览一个小样文件(此时的大样文件是一个临

时文件),将弹出“另存为”对话框,提示用户存储为一个新的大样

文件。

7.4.8　退出标色状态

　　当处于任何标色状态时,只需再次用鼠标左键单击对应的标

色按钮,即可退出标色状态。

　　某种情况下,例如:排版文件是内部网络上的共享文件,该共

享目录又不允许修改时,用户可能不希望在小样所在目录下生成

大样文件,却又想查看一下排版的结果。书版提供了直接预览和

直接输出的功能,便于用户直接观察排版结果。

148

书版2008使用指南



7.5　其他操作

7.5.1　右键菜单的使用

　　在大样预览窗口中,任何时候都可以按下鼠标右键从而弹出

一个菜单,该菜单中的功能与前面介绍过的按钮或快捷键的功能

一致,用户可以对照菜单上的提示来使用。

7.5.2　大小样对照

　　大小样对照可以把大样中文字在对应的小样文件中定位出

来,便于用户快速校对。

　　使用此功能必须在发排时指定“包含大小样对照信息”功能。

　　操作方法:

　　1.在大样预览窗口中用鼠标左键双击某个字符,系统将激活

书版编辑窗口,并打开对应的小样文档,定位到这个字符上,供用

户查看或修改。如果小样文件已经被修改过,并且尚未发排成新

的大样文件,对照的位置可能会不正确。如果鼠标不在字符上双

击,或者大样中没有对照信息,则不会激活编辑窗口。

　　2.包含大小样对照信息的大样文件可能会非常庞大,不利于

保存。单击在“工具”菜单上的“设置”命令,可弹出“设置”对话框;
在“发排设置”选项卡中选择“包含大小样对照信息”,可指定排版

时是否在大样文件中记录大小样对照信息。一般来说,在初步排

版中,应保持大小样对照的状态,可以方便地在大样文件和小样文

件中切换,定位类似错别字等的错误信息;当用户已经对文件进行

修改,获得了一个较满意的排版结果,需要输出PS文件时,可以

将大小样对照标志置成非选中状态,重新发排文件。

7.5.3　直接预览正文

　　操作方法:

　　单击“排版”菜单上“直接预览正文”命令或直接按下Sh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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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键,系统即可对指定的排版文件进行“一扫查错”和“正文发排”
操作,并在 Windows的临时目录下生成临时的大样文件,然后显

示该临时大样文件。当退出大样预览时,该临时大样文件将自动

被删除。由于不保存大样文件,每一次直接预览都将重新发排小

样,因此此功能通常适用于比较小的文件。

7.5.4　直接预览目录

　　操作方法:

　　1.在“排版”菜单的“目录排版”子菜单中,单击“直接预览目

录”命令。

　　2.系统即可对指定的排版文件进行“目录发排”,然后显示发

排结果,但不会在排版文件所在目录下生成任何大样文件。

7.6　大样预览实例说明

大样文件Sample-B1.S10生成后,就可以通过系统提供的

显示功能浏览排版结果,从而检验文件的版式与内容是否与排版

要求一致。具体操作过程是:

1.打开预览窗口

选中主菜单中“排版”菜单,单击“正文发排结果显示”项,“大
样预览窗口Sample-B1.S10”(图7-12)被打开。用户也可以在

排版工具栏中单击“正文发排结果显示”按钮 或按下F5快捷键

完成此项操作。
在 这 个 窗 口 里,我 们 可 以 看 到 大 样 预 览 工 具 条

,用户可以按动这个工具条上的按钮,进行翻页、
换页、选页、放大、缩小、大小样对照、对版面进一步处理等一系列

的操作。关于大样预览中的全部操作命令,在本书的其他章节里

有详细描述。这里,我们只介绍与显示Sample-B1.S10有关的

一些操作,如用户希望了解更多的大样预览命令,请参阅前面各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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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2 “大样预览窗口”

2.页操作

　　　(1)向前翻页　单击显示工具栏上“后退一页”按钮 或

按下Ctrl+PageUp键,翻到当前页的上

一页。

(2)向后翻页　单击显示工具栏上“前进一页”按钮 或

按下Ctrl+PageDown键,翻到当前页的

下一页。

(3)首　　页　单击显示工具栏上“首页”按钮 或按下

Ctrl+ Home键,翻到当前大样的第一

页。

(4)末　　页　单击显示工具栏上“末页”按钮 或按下

Ctrl+ End键,翻到当前大样的最后一

页。

(5)选　　页　单击显示工具栏上“选页”按钮 或按下

Ctrl+ G键,打开“选定显示页页码”对话

框(图7-13)指定显示任意页。

　　“请输入页码号”编辑框:输入要显示的大样页面的页号。
在大样预览窗口底部的状态栏上用户可以看到当前页号、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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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3“选定显示页页码”对话框

页数、首末页的页码等信息。

3.放大与缩小

　　　　(1)按下显示工具栏上“放大、缩小”按钮 ,大样预览

窗口中光标变成一个放大镜形状 。

　　(2)在显示页面上单击鼠标左键,显示比例逐级放大。

　　(3)如果按下Ctrl键单击鼠标左键,则显示比例逐级变

小,此时大样预览窗口中光标变成 的形状。

　　(4)要退出放大、缩小的状态,则再次按“放大、缩小”按
钮。

利 用 显 示 工 具 栏 的 “显 示 比 例 ”列 表 框

也可放大、缩小大样文件。在“显示比

例”列表框中选择某一显示比例,则大样文件即可按指定的显

示比例显示大样文件。用户也可以通过键盘操作来改变显示

比例,利用键盘上的“+”、“-”键,就可以实现显示比例的缩

放。
同样,用户可以在大样预览窗口底部的状态栏上查看显

示比例信息。

4.关闭大样预览窗口

单击“大样预览窗口”的系统菜单中的“关闭”命令或单击“大
样预览窗口”上的“关闭”按钮 将Sample-B1.S10文件关闭。
也可以不关闭大样预览窗口,直接使用 Windows98/2000的切换

窗口功能回到编辑窗口,这样,能够随时再切换回来查看排版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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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输出功能

　　排版结果输出是书版改动较大的一部分,较之低版本,书版不

再将大样文件交给RIP转换,而是直接转成标准的PS文件输出。
书版可以下载前端的 TrueType字体。书版支持方正文杰打印

机,可将排好版的大样通过网络或并口直接输出到文杰打印机上,
并可控制打印输出时的各种参数。书版可以自由设置页面尺寸

(区分左右页、设置左右边空等等)。书版还可将任意页面生成

EPS文件,并为EPS文件生成预显图,从而将排版结果轻易插入

到其他排版软件中。而且,书版可以将小样文件和PS文件转换

为电子文档CEB文件。CEB文件具有原文件不可更改性,压缩

比例大等特点。可以借助CEB文件实现远程传递、校样、打印、披
阅等功能。总之,书版可以更灵活更有效地控制输出效果,使之更

具有通用性。下面就依次介绍它的使用方法。

8.1　生成PS或EPS文件

书版生成的最终排版结果文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PS文件,
可以在后端输出;一种是EPS文件,可以被插入到其他排版软件

(如方正飞腾)中,也可以单独输出。这两种文件分别以扩展名“.
PS”和“.EPS”加以区别。用户可直接在方正文杰打印机上将其打

印成纸样,也可通过PSP3.1、PSPNT或PSPPRO在后端的激光

印字机或照排机上输出纸样或胶片。
生成PS或EPS文件操作方法分下面几个步骤:

8.1.1　打开“输出对话框”

选择编辑器“排版”菜单,单击“正文发排结果输出”命令,或单

击“排版工具栏”中的“正文发排结果输出按钮” 。系统将弹出一

个“输出”对话框(图8-1),提示用户指定输出的PS文件名、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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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各类参数。

图8-1 “输出”对话框

8.1.2　填写“输出文件名”编辑框

该编辑框用来指定要输出的PS或EPS文件的路径名和文件

名。路径名是指PS文件所在的位置,可以是网络路径或本机路

径;如果路径省略,在正文与目录发排结果输出时,表示PS文件

将输出到当前小样;在选择大样文件输出时,表示PS文件将输出

到指定大样文件所在的目录。具体操作可分为两种:①在编辑框

中直接敲入输出文件的路径名与文件名;②单击编辑框右部按钮

,系统将弹出“指定PS文件名”对话框(图8-2),在这个对话框

中指定输出文件名。

图8-2 “指定PS文件名”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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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选择输出页面范围

“输出对话框”中的“页面范围”是指要把大样文件的部分或所

有页输出到结果文件当中。
它有4个选项:

　　①全部:将大样文件的所有页面输出到结果文件中;

②页码范围:在“页码范围”右部的编辑框中输入所需页号。
此处的页号可参照大样预览时出现在大样预览窗口底部的页

号来输入。页号之间用“,”分隔(“1,3”表示输出大样第1页

和第3页的内容),连续的某几页可以在起始页号和终止页号

之间用“-”间隔(“7-10”表示输出大样第7页到第10页的

内容,共4页)。“-”前后的数字可以前大后小,表明按倒序

输出。如果某一页在页码范围中被指定了多次,则将多次输

出该页。

③奇数页:指定将大样文件中的奇数页输出到结果文件中;

④偶数页:指定将大样文件中的偶数页输出到结果文件中;

8.1.4　指定输出到默认打印机

将大样文件内容直接输出到系统默认打印机上打印,首先得

确认 Windows系统的默认打印机是方正文杰打印机,否则该选项

不可选。当用户选中“直接输出到默认打印机”选项后,“输出”对
话框上原来呈灰色的“输出份数”组合框被激活,此时可在“份数”
编辑框里指定要打印多少份文档。“逐份打印”选项指定要打印的

页面次序:选中该项表示按份打印大样文件,例如:打印两份含有

3页内容的大样文件,打印机的输出纸样的次序为第1页,第2
页,第3页,第1页,第2页,第3页;如果该项未被指定,表示按页

打印大样文件,对于上例,打印机的输出纸样的次序为第1页,第

1页,第2页,第2页,第3页,第3页,此时就需要用户手动分页

了。直接打印功能只在PS打印机上打印大样内容纸样,并不生

成PS或EPS文件。此时,打印结果与使用RIP和普通打印机结

合出纸样在效果上完全一致,但减少了用户的很多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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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指定生成EPS文件

当用户在“输出文件名”编辑框中使用EPS为文件名后缀时,
“输出”对话框的“EPS文件名及预显”组合框将被激活,此时即可

指定EPS输出文件名的自动生成方式,以及EPS文件是否需要

预显。

EPS文件名的生成方式有两种:简单顺序和页码顺序。简单

顺序时,系统按照大样页的输出次序命名EPS文件名,EPS文件

名由指定的输出文件名后附加输出次序号得到。例如:输出大样

的“4,2,1-3,1”页 到 文 件a.eps中,生 成 的 EPS文 件 分 别

为a0.eps(次序1,第4页)、a1.eps(次序2,第2页)、a2.eps(次序

3,第1页)、a3.eps(次序4,第2页)、a4.eps(次序5,第3页)、a5.
eps(次序6,第1页),共6个文件。页码顺序时,系统按照大样页

的页码次序命名EPS文件名,某页的EPS文件名为指定的输出

文件名附加页号得到,对于上例,当“起始序号”指定为1时,生成

的EPS文件分别为a4.eps(第4页)、a2.eps(第2页)、a1.eps(第

1页)、a2.eps(第2页)、a3.eps(第3页)、a1.eps(第1页),共4个

文件。大样中第1页的序号可以由用户在“起始序号“编辑框中指

定,其后的各页相应递增。例如,对于上例,若“起始序号“为3,则
生成的EPS文件名依次为:a6.eps、a4.eps、a3.eps、a4.eps、a5.
eps、a3.eps。

用户可以设置生成的EPS文件是否可以预览。默认的选项

是“无预显图”,这一选项是指生成的EPS文件不能在前端其它应

用程序中浏览显示,只能在后端发排输出。若用户需要在前端浏

览显示该EPS文件,可以选择其它选项:10%预显、200%预显等

等。其中的数字越大,则预显时的效果越好,当然生成的EPS文

件也就越大。另外,用户还可以选择要预显的EPS文件是彩色,
还是单色。这样对于一个包含彩色文字、花边、底纹、图片等版面

信息的EPS文件,用户就可以选择生成是彩色的预显图片,还是

单色的预显图片。若生成单色,则生成的EPS文件相对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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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生成CEB文件

随着电子政务建设的迅速发展,政府部门在电子公文文档一

体化、电子公文交换、传输等方面的建设需求越来越强烈,成为政

府当前信息化建设的重中之重,针对政府部门电子公文的应用需

求,书版推出了一项新的功能生成CEB文件。

8.2.1　输出CEB文件参数设置

　　选择菜单“工具”中“输出 CEB文件参数设置”,打开

“CEB参数模板设置”对话框。通过设置“CEB参数模板设置”对
话框不同选项,我们就可以设置生成CEB所需要的“图片路径”、
“封面图片路径”、“补字路径”(如图8-3)。

图8-3CEB参数模板设置

　　设置图片路径:表示输出时在CEB文件中重新设定所有图片

文件的路径。用户可以在其下的编辑框中设定要写在CEB文件

中的图片路径。例如:该路径可以是用于输出的机器上放图片的

路径,也可以是局域网中某台机器上的某个路径。单击编辑框右

部按钮 ,系统可弹出“浏览文件夹”对话框,提示用户指定图片路

径。

　　设置封面图片路径:表示输出时在CEB文件中重新设定封面

图片文件的路径。单击编辑框右部按钮 ,系统可弹出“浏览文件

夹”对话框,提示用户指定图片路径。
　　设置补字路径:表示输出时在CEB文件重重新设定补字文字

的路径。单击编辑框右部按钮 ,系统可弹出“浏览文件夹”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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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提示用户指定补字路径。

8.2.2　PS文件输出CEB

　　选择菜单“工具”中“选择PS文件输出CEB”,打开“打
开”对话框(如图8-4)。通过“打开”对话框选择所需要输出CEB
文件的PS文件,单击“打开”按钮,进入“输出CEB”对话框(如图

8-5)。通过单击编辑框右部按钮 ,系统弹出“指定CEB文件名”
对话框,提示用户指定CEB文件名称和存放路径。这样,我们单

击“确定”按钮,就可以实现输出CEB文件了。

图8-4 选择PS文件输出CEB

图8-5 输出CEB文件

8.2.3　小样文件直接输出CEB

　　选择菜单“排版”中“正文发排结果输出CEB”,打开“输
出CEB”对话框(如图8-5)。然后按照8.2.2步骤进行操作,我们

就可以实现输出CEB文件了。

158

书版2008使用指南



8.3　生成PDF文件

PDF阅读工具:Acrobatreader
PDF输出设备:方正世纪Rip4.0、方正畅流。

8.3.1　输出PDF

1、从小样文件输出PDF
打开小样文件,选择“排版”|“正文发排结果输出PDF(Ctrl+

F10)”,弹出输出对话框,如图8-6所示,设置输出路径,点击“确
定”,系统自动发排,并将结果输出为PDF文件。

图8-6 输出PDF文件

　　2、从大样文件输出PDF
选择“工具”|“选择大样文件输出PDF”,即可选择一个大样

文件输出为PDF。

3、输出带目录树的PDF
正文发排后,选择“排版”|“目录排版”|“目录发排结果输出

PDF(Ctrl+F12)”,即可输出带目录树的PDF文件。

8.3.2　输出PDF高级选项

在“输出PDF”对话框点击“高级选项”,可以通过“图像参数”
标签卡设置版面图像嵌入PDF的压缩方式、分辨率以及图像质量

等参数。其它标签卡的介绍参见输出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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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7 输出选项-图像参数

8.4　页面设置

为保证排版结果的正确输出,书版提供了页面设置功能,由于

书版一页版面内容包含版心内外两个部分:版心内只包括正文,版
心外有边文、书眉和页码等等。边空设置的正确与否,将直接影响

到输出结果的正确性。这一节我们通过三小节介绍页面设置。

8.4.1　正确输出边文、书眉和页码

页面设置是通过“输出选项”对话框“页面设置”页面完成的,
请看图8-8:由于书版的版心只包括正文,并不包括边文、书眉和

页码。所以如果在输出时边空设的不够大,就无法正确输出版心

外区域的内容。因此合理地设置边空是保证版面正确输出的有效

途径。为此,我们有以下几种选择:

　　1.选中“自动设置页面边空”,由程序来自动设定边空。此

时,边空是版心、边文、书眉、页码所占位置的最大值。这样,就可

以输出边文、书眉和页码了。

2.根据边文、书眉和页码的位置,来设定“上空”、“下空”、“左
空”和“右空”,使得边空包含边文、书眉和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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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8 “页面设置”选项页面

3.在设置了页面的情况下,如果版心比页面小,可以选“版心

居中”。此时,“上空”=“下空”,“左空”=“右空”,同时“上空”+
“下空”+“版心高”=“页面高”,“左空”+ “右空”+“版心宽”=
“页面宽”。

有左右页之分的书中“内空”和“外空”的使用:
假设某本书在每页的外口处排有边文,使用书版6.0、7.0生

成的S2、S72文件,在后端输出时,会把版心内容放在胶片中心,
左右都留出边文的位置,在实际印刷时,必须要调整胶片的位置。

而在书版中,我们只需简单设定内外边空的位置:首先选中

“区分左右页”选项,并根据情况设定“指定第一页为右页”选项,这
时可以看到“边空”中“左空”和“右空”被“内空”和“外空”所代替,
在“外空”编辑框中设置外空的宽度;这样在后端输出时,对于右页

会把版心内容放在胶片的偏左位置,右边留出边文的位置,对于左

页会把版心内容放在胶片的偏右位置,左边留出边文的位置,但在

纸张的正反面两者的排版内容是相互吻合的,无须再调整胶片位

置。

8.4.2　在页面上准确定位版心

1.选中“设置页面尺寸”并设置输出纸张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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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确设置边空。

3.在打印时,通常在用户选择了“设置页面尺寸”和“版心居

中”后,打印出的文字并不在输出页面的正中心。这是因为一般打

印机在打印时都有一个固定的物理偏移值。无论用户设置版心居

中或设置边空,实际输出结果都会有一个固定误差,且不同打印机

误差不同。用户只要设置合适的校正参数,就可以保证准确输出

版心位置。该值一旦设好后,如果不换打印机,则无论对于横向输

出还是纵向输出、版心居中或边空设置,都是有效的,无需更改。

8.4.3　支持拼页

　　为了支持水平方向拼页,必须保证下式成立:
左边空+版心宽×2+右边空<页面宽

只要满足了上式,就可以在水平方向拼页了。所以在 A4纸

上拼页时,一定不能在选中“设置页面尺寸”的同时在纸张大小中

选“A4”。同样,如果在竖直方向上支持拼页,也有类似公式:
上边空+版心高×2+下边空<页面高

8.5　对各种图片格式的支持

　　书版支持以下七种图片格式:

TIF、EPS、JPG、BMP、GIF、GRH和PIC。TIF格式中目前只

支持不压缩的TIF和LZW压缩的TIF。
不论用户如何设置,三种图片格式GRH、BMP和GIF的信

息都包含在书版生成的PS文件中,而PIC式的图片信息都不能

包含在PS文件中。同时,如果在图片类注解中使用了“@”参数,
不管图片路径如何设置,除 PIC格式外的图片都内嵌。对于

JPG、TIF和EPS,需要根据情况设置正确的图片路径,以保证

PASS2、生成PS和后端输出都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输出图片的设置在“其它”选项页面上(图8-9),有关参数介

绍如下。

　　“忽略所有图片”组合框选项:指定输出时忽略所有的图片文

件,只留出图片的挖空位置。选择此功能时,组合框中的四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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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9 “其他”选项页面

均被禁止。

　　“不包含图片路径”选项:表示输出时在PS文件中只写入图

片文件的文件名,不写入图片文件的路径名,图片的路径名由后端

输出时决定。

　　“包含大样文件中指定的图片路径”选项:表示输出时在PS
文件中写入图片在大样中原有的路径名和文件名。

　　“重新指定路径”选项:表示输出时在PS文件中重新设定所

有图片文件的路径。用户可以在其下的编辑框中设定要写在PS
文件中的图片路径。例如:该路径可以是用于输出的机器上放图

片的路径,也可以是局域网中某台机器上的某个路径。单击编辑

框右部按钮 ,系统可弹出“浏览文件夹”对话框,提示用户指定图

片路径。

　　“包含图片数据”选项:表示输出时在PS文件中包含图片文

件的内容。当用户指定该项,在输出PS文件时,将把图片文件的

数据记录在PS文件中,后端输出就不再需要指定这些图片的路

径名,这时PS文件会增大。
对于各种不同格式的图片,在使用时需要注意这样几点:

1.JPG格式的图片如要在PSP31及其以下版本的RIP上输

出,必须选择“包含图片数据”,否则输出时系统会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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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IC格式指的是方正的PIC格式,而不是 Macintosh上的

PICT格式。书版并不支持PICT格式的图片。

3.在生成了PS文件后,如果用户修改了某个图片,即使只

修改了该图片的颜色而不改变它的尺寸及其它属性,也必须重新

在书版中生成PS文件,否则可能在RIP时出错。同时,在书版中

重新生成PS文件时文字及图片都会严格保持原来的位置,并不

会出现倒版现象。

4.在图片比较多时,尽管书版提供了图片数据内嵌的功能

(输出时的“包含图片数据”选项或图片类注解的“@”参数),但并

不鼓励用户使用。因为此时如果内嵌,PS文件将会变的很大,可
能几十兆甚至上百兆。

8.6　设置字体

在完成PS文件设置、页面设置、图片输出设置后,还必须对

输出文件所使用的字体进行设置。

8.6.1　书版中字体的分类

书版中字体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旧版本书版使用的后端汉字库,通常在后端RIP上

的名字类似于:SSJ、SSF、KTJ等。这一类字库称为748字库,它
们按方正内码进行编码。大多数汉字都使用这些字库输出,用户

以前的补字也都是补在这些字库中。
第二类是方正GBK字库,这一类字库在前端体现为四十六

套GBK编码的TTF字库,在后端体现为四十六套GBK编码的

CID字库。这些字库中的报宋、超粗黑、大黑、仿宋、黑体、楷体、隶
变、隶书、宋黑、书宋、宋一、小标宋、细黑一、细圆、准圆、粗圆、姚体

和中等线等18种GBK字体包含全部的GBK标准汉字,共21003
个。

书版对于不在方正内码中的 GBK汉字,会下载相应 True-
Type字库中的汉字输出。但由于即使在方正内码中的汉字,也不

一定在后端某个特定的字库中存在,因此对于这些字体,用户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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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全部用GBK字库输出,这样就能保证正确输出所有的GBK
汉字。另外,如果用户安装了前端的 TrueType字体,可以选择

“下载”,同样可以输出所有的GBK汉字。但是,PS文件会比较

大,同时字的效果并不很理想。
第三类是符号库,用于输出书版的各种符号。用户通常可以

不关心这些库。如果在RIP上没有安装符号库,可以在“输出选

项”对话框的“其它”页面的右下角选“下载符号字体”(见图8-
7),从而实现与安装符号库后同样的效果。

第四类是外挂字体,其中包括TrueType字体和打印机字体。

8.6.2　设置外挂字体

　　对于使用外挂字体的用户还需进行外挂字体设置,指定输出

中对外挂字体的处理。“外挂字体”选项卡如图所示(图8-10):

图8-10 “外挂字体”选项页面

　　“外挂字体”选项页面由一个列表框和两个按钮———“全部下

载”、“全部不下载”组成。列表框用于指定是否要下载某种True-
Type字体。如果用户在小样中使用了某种外挂字体,则可在此处

指定是否下载该种TrueType字体。打勾为下载,不打勾为不下

载。对于TrueType字体,如果下载,则系统把该TrueType字体

的轮廓信息写入PS文件中;否则,系统使用该TrueType字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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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后端PS字体进行输出,此时无需写入任何轮廓信息,且输出

效果更好,生成的PS文件也更小。但用户应确保此时后端已安

装了对应的PS字库。
这里提醒用户:如果安装了某种打印驱动程序,则该打印驱动

程序会自带一些字体。这些字体可以在“插入外挂字体名”对话框

中枚举出来,但在输出时“字体下载”列表框中不会列举出来。这

是因为这些字体只在该打印驱动程序对应的打印机上才有字库,
而在前端只有虚名字,并不能下载。所以这些字体只能在打印时

使用,而在RIP上输出时会报缺字或被其它字体替换。

图8-11 “后端748字库”选项页面

8.6.3　设置748字库

设置748字库需使用“后端748字库”选项页面,见图8-11。
在“后端748字库”选项页面中,指定后端已安装哪些方正748字

库。应该使该选项卡设置的内容与后端RIP上748字库的实际

安装情况完全一致,否则可能得到与本意完全不同的结果。例如:
用户要求输出某个简体字,并要求使用“彩云”字体。如果后端用

户的机器上只有“彩云繁”,而没有“彩云简”,但“后端748字库”选
项卡中并未指定“彩云简”不存在,这样,RIP时最终会使用别的字

体代替“彩云简”,得到没有任何意义的结果。如果用户在“后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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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8字库”选项卡中指定了“彩云简”不存在,但“彩云繁”存在,输
出时就会使用“彩云繁”输出,由于“彩云繁”和“彩云简”较接近,且
有很多字是相同的,因此输出效果会较好。反之,在后端只有简体

库而没有繁体库的情况下也有类似问题。

8.6.4　设置GBK字库

　　在后端安装哪些方正 GBK字库是通过设置“输出选项”的
“GBK字库”选项页面(图8-12)完成的。

图8-12 “GBK字库”选项页面

　　由这张图可以看出页面内容有下面五项:
“GBK字体”列表框:列表框共有三栏,GBK字库名———现有

的GBK字库名称;后端是否已安装———标记左边相应的GBK字

库是否已在后端输出设备上安装;下载———标记对应的GBK字

库是否需要下载。
“后端全部已安装”选项:如果列表框中所有GBK字库已全

部安装到后端输出设备上,选择此项。

　　“后端全部未安装”选项:如果后端输出设备未安装任何GBK
字库,选择此项。

　　“全部下载”选项:如果后端没有安装任何GBK字库,此时用

户又希望通过下载得到全部GBK字库的TrueType字体,可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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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全部不下载”选项:如果“GBK字体”列表框的所有GBK字

库在后端设备上既没有安装,也不需下载,选择此项。
总之,在输出汉字时,如果后端安装了相应的GBK字库或选

择了下载该字库,则使用GBK字库,否则使用748字库输出。使

用后端的GBK字库能保证汉字的质量更高并且不会出现缺字的

现象。

8.7　输出彩色页面

　　 书 版 对 输 出 彩 色 页 面 的 处 理 主 要 是 针 对 低 版 本 RIP
(PSPNT2.0及其以前版本)不能充分利用胶片或纸张等原材料而

采取的一项补救措施,其作用就是为了节省胶片或纸张。
用户在输出彩色页面时,通常只输出双色,并且彩色页面并不

是很多。为了节省胶片,必须将空白色面删除。比如一个有200
页内容名为Output的大样文件,其中100页是彩色页,另100页

为黑白页,在PSPNT2.0及其低于2.0版本的 RIP上,如果用

CMYK彩色模式输出,需用800张胶片或纸张。而这800张胶片

或纸张里,有300页是因为使用彩色模式输出100页黑白页而产

生的空白页,这就造成了胶片或纸张的极大浪费。虽然RIP上有

“不输出空白色版”(或“忽略空白页”)的选项,但如果用户在选择

“不输出空白色版”的同时,又选择了“裁剪标记”或“对准标记”,此
时,即使某个色面上没有任何内容,也无法忽略空白页,即上面所

说的300页无内容的空白页一样会被输出。为解决这个问题,书
版提供了设置输出彩色页面功能。打开“输出选项———其它”页面

(图8-13):
在对话框的右部可以看到有这样4个选项:“输出C版有内

容的页面”、“输出 M 版有内容的页面”、“输出 Y版有内容的页

面”、“输出K版有内容的页面”和一个组合框“在纸张上方增加页

号标记”。正确的设置这些参数,就可以达到节省原材料的目的。
还是以上面的 Output为例:第一步,选中“其他”选项卡上的“输
出C版有内容的页面”、“输出 M版有内容的页面”、“输出Y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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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3 “其它”选项页面

内容的页面”三个参数选项,按确定按钮。此时系统自会将大样中

含有彩色信息的页面挑出,生成一PS文件输出到后端(此时黑白

页并不输出),我们将这个PS文件冠以Color.ps。第二步,再选

中“输出K版有内容的页面”,生成的另一PS文件我们命名为

Black.ps。第三步,将这两个PS文件在RIP上发排:Color.ps使

用CMY彩色模式输出方式,使用胶片或纸张300页;Black.ps使

用灰度模式输出,使用胶片或纸张200页。这两部分内容构成了

完整的Output文件,并且节省了胶片或纸张300页。
将一个含有彩色信息的大样文件经设置后分几部分输出,是

书版彩色页面输出的通常用法。但是分成几部分的PS文件是按

照它们各自的页号顺序排列,为方便地把它们合成一个文件,可以

选中“在纸张上方增加页号标记”组合框并设置好距离,这样在正

文内容的上部有与当前色面颜色相同的页号标记。根据页号标记

将各部分PS文件理顺即可。比如:某个大样中只包含 M 版和K
版两种色面,为节省胶片,在输出时,可以先选中“输出K版有内

容的页面”并且不选其它选项,得到文件1.ps,在发排时选择 K
版;再“输出 M版有内容的页面”并且不选其它选项得到2.ps,在
发排时选择 M版。然后发排这两个PS文件,并将相同页号的胶

片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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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输出彩色功能时,需要提请用户注意这样一点:这个功

能只是“省页不省版”。比方用户选择了“输出C版有内容的页

面”后,如果某一页有C版的内容,则输出该页。同时,一旦输出

了这一页,这个页面的所有信息都将写入了PS文件,即使这个页

面上的 M、K、Y版上并无信息。于是我们用CMYK彩色模式输

出时,仍会看到这一页输出了四个色版:一页有内容的C版,和三

页没有内容的 M、Y、K空白版。
在PSPNT2.1及其以后的RIP版本中增加与书版相关的PS

指令,使得处理色面更加容易。因此用户若使用的后端输出设备

是PSPNT2.1及其以后的RIP版本,在书版中就不再需要设置

什么,只需要在PSPNT上选择“不输出空白色版”就可以正确地

忽略空白页了,此时,即使用户选择了“裁剪标记”或“对准标记”,
这个功能仍然有效。

8.8　打包

为方便输出中心检查文件信息,书版提供打包功能,收集小样

文件、大样文件(s10或者nps文件)、PRO文件、图像文件。
(1)选择“文件”|“打包”,弹出“打包”对话框,如图所示。

图8-14 “打包”对话框

　　(2)在对话框中输入书名、作者、编辑、ISBN,其中书名、ISBN
和版次为必填项:

●"书名":用于填写书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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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书名,作者和编辑的长度不超过50个字。

●"ISBN"编辑框:ISBN国际标准书号由五部分组成,978代

表图书,7代表为中国大陆出版物,剩下三部分根据书籍的真实书

号填写。
提示:ISBN填写的前两部分数字的位数之和必须为8。

●分册编辑框:可以输入最多两位的字母或数字组合。

●版次的两个编辑框,只能输入1至9之间的正整数。
单击"下一步",会进入书版配置信息界面。
(2)选择配置信息。

图8-15 “配置信息”对话框

书版配置信息界面如图8-15所示,可以选择小样文件的排

版设置,以及设置缺省图片文件路径和缺省补字文件路径。

●缺省图片文件路径:选择默认图片存储位置。

●缺省补字文件路径:选择补字文件存储位置,如果没有需要

补字的文件可不选择。

●将小样中的"~"处理为软连字符:需要根据小样内容具体

情况设置这个选项,如果希望字符"~"当作外文字拆行时指定连

字符的位置时,勾选此项,否则字符"~"当作普通字符处理。

●将转义字符"["、"]"和"\"处理为普通字符:需要根据小样

的注解使用情况设置这个选项。在一些书版小样中,有的用户习

惯使用"["和"]"作为注解的开闭弧,这时就不能选择这个选项,否
则系统就会报错,不能完成书版资源的结构化加工过程。

●将正文数学态处理为属性:在书版中数学态分为正文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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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和独立数学态,其中正文数学态表示其括弧对中内容为数学公

式,同时这部分内容作转字体处理,即正体转为斜体,但是一些用

户小样仅利用了转字体属性,正文数学态中内容并不一定是真正

的数学公式内容,仅仅是为了排成斜体,此时需要勾选此项。

●将小样中无线表的内容当作普通内容处理:在书版小样中

无线表或表格无线排版结果显示跟没有表格是一样的,一些用户

往往采用这种排版处理一些特殊效果,这会影响到以后的数据加

工,这种情况下需要勾选此项。
设置好后,单击"下一步",会进入小样文件界面。
说明:可以不进行任何选择,直接进入下一步。
(3)添加小样文件

图8-16 “添加小样文件”对话框

小样文件界面如图8-16所示,首先选择需要添加的地方,再
选择"添加"按钮+后,弹出小样文件选择对话框,可一次性添加多

个小样及排版参数文件,默认会将所有小样文件添加到正文分类

下;若要将小样加在其他分类,可先单击一下这个分类,然后添加

小样文件,小样文件就会添加到选中的分类下边。
添加小样文件时,会将FBD小样文件所在目录的同PRO文

件自动添加,并且PRO文件在上,FBD文件在下。双击FBD小

样文件可以浏览小样的内容。
如果添加的PRO 文件使用了书版的"SB"注解,会自动将

PRO文件中写明的小样文件全部添加进去。
注意:6.0和7.0的书版文件没有后缀名FBD,在添加6.0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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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的小样时,文件类型的下拉菜单选择"所有文件"。
选中一个小样文件,可以进行添加、删除、上移和下移的操作:

●"添加":单击该按钮会弹出打开文件对话框,选择需要添加

的文件,会将文件添加到该列表中。

●"删除":删除选中的文件。

●"上移":将选中的内容向上移动一位。

●"下移":将选中的内容向下移动一位。
单击"下一步",会对添加的PRO和FBD进行分析处理,如果

PRO文件没有对应的FBD小样文件,需要强制补齐小样文件,否
则无法进入下一步的操作。

补齐的方法是:在PRO文件下添加小样文件。
单击"下一步"时,如果找到所有与PRO文件匹配的小样文

件,会进入大样文件界面。
(4)添加大样文件

图8-17 “添加大样文件”对话框

大样文件界面如图8-17所示,会根据FBD小样文件所在目

录默认添加大样文件,如果大样文件不在FBD小样文件所在的目

录下,可以选择添加按钮+进行手动添加。
单击"添加"按钮,弹出打开文件对话框,可一次性打开多个且

不同类型的文件,根据文件类型可以自动分类,并添加到对应的界

面。如s72文件自动添加到大样页面中。
大样文件支持的文件类型:∗.s2;∗.s72;∗.s92;∗.s10;

∗.ps2;∗.mps;∗.n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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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对于大样、输出、图片及补字文件,打包工具会自动根据

文件名进行排序。
(5)添加输出文件

图8-18 “添加输出文件”对话框

大样文件设置完毕后,单击"下一步",进入输出文件界面,如
图8-18所示。

输出文件也会根据FBD小样文件所在的目录自动添加,如果

输出文件和小样文件不同名或处在不同路径,可以单击"添加"按

钮+,以手动的方式进行添加。
书版输出支持的文件类型:∗.ps;∗.pdf。
输出文件添加完后,单击"下一步",进入外挂图片界面。
(6)添加外挂图片

图8-19 “添加外挂图片”对话框

添加外挂图片界面如图8-19所示,如果外挂图与小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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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路径,会自动添加;如果外挂图片与小样文件处在不同路

径,需要手动添加。
对于自动搜索未找到的外挂图片,文件名会以红色标识。双

击该红色文件名,可以弹出打开界面,找到图片文件所在路径指定

文件。指定文件后,红色文件会变成黑色。
注意:手动补充的图像文件要求和文件中引用的图像同名、同

格式。
外挂图片支持的文件类型:∗.bmp;∗.jpg;∗.eps;∗.tif;

∗.ps;∗.cr;∗.grh。
如果图片没有补全,单击"下一步"时,系统会提示"有图片未

补齐,是否继续打包",但是不会强制必须补齐。
(7)添加补字文件

图8-20 “添加补字文件”对话框

添加补字文件界面如图8-20所示。如果补字文件与小样文

件在同一路径,会自动添加;如果补字文件与小样文件处在不同路

径,需要手动添加。
补字文件支持的文件类型:∗.pfi;∗.pfs;∗.tte。
(8)标题目录的映射关系

单击"下一步"进入标题信息界面,如图8-21所示。可以设

置标题提取规则,它用于描述小样的排版信息,为以后书版成品资

源结构化加工提供标题匹配关系。
在左侧列表中已列出当前小样(集)用到的字体、字号组合列

表,单击左侧列表中的任意字体、字号组合项,然后按"添加"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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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1 “标题映射”对话框

该标题属性会移动到右侧列表中,默认目录级别设置为1级;可以

双击目录级别,修改标题的级别。在右侧列表中选中标题项,单
击"删除"按钮,标题属性项将会退回到左侧列表中。

使用"上移"或"下移"按钮可以调整右侧列表中标题属性项的

顺序。
单击"下一步",进入外挂字体界面。
说明:一般情况下,可以采用标题注解或行数注解排版标题,

经典程序会自己提取这些内容当作标题内容,但有些用户习惯采

用不同的字体、字号组合排版标题,此时需要用户在此处定义好标

题提取规则及标题级别。
(9)收集外挂字体

图8-22 “收集外挂字体”对话框

选择打包时需要收集第三方外挂字体,在导出资源目录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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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对应的TTF、PFI文件收集到资源目录下的Font目录内。外

挂字体界面如图8-22所示。
在界面左侧列表中,会列出添加的书版文件中所有用到的外

挂字体,用红色表示。
可以手动指定对应字体文件:双击红色文件名,会弹出打开界

面,找到字体文件所在路径,指定文件。指定对应字体文件后,红
色文件会变成蓝色。

提示:手动补充的文件要求和文件中引用的同名、同格式。
单击"下一步"时,如果外挂字体没有补全,会提示"有补字文

件未补齐,是否继续打包",但是不会强制必须补齐。
(10)导出打包资源

至此,收集信息和资源文件的工作基本结束,如果需要可以返

回到以前的界面进行修改。
如果不再修改,单击"保存",弹出保存对话框,指定目录后按"

确定"按钮,出现保存的进程条,相关的文件会被收集到指定的目

录中。
输出的打包目录名是"书名_ISBN-分册信息-版次信息"。

8.9　其它问题

输出功能还涉及到一些问题,我们把它归纳如下:

8.9.1　字心字身比

　　“字心字身比”是指结果输出时字符的字心字身比值,通过这

项设置可以改变输出时汉字的字型大小。
在书版中,字心字身比的设置完全由书版控制,与后端的RIP

无关。缺省情况下,S10的字心字身比为92.5%,NPS的字心字

身比是98%。这个选项在“其它”选项页面(图8-11)。

8.9.2　与低版本兼容的底纹

在大样格式为S10时,输出的底纹要与书版6.0一致,必须选

择“底纹输出方式与书版6.0、7.0兼容”(见图8-11)。底纹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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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矢量版RIP上输出时与分辨率无关,而在点阵的RIP上输出

时,同样的底纹在600DPI下和1200DPI下结果不同,600DPI下

底纹较稀疏,而1200DPI下较密集。这是方正RIP的一个问题,
在高版本RIP上将解决这个问题。

8.9.3　PS文件拼页的问题

书版生成的PS文件,有的无法拼页、拆页、加不上对准标记

和裁剪标记、在打印一页时可能会把所有页都打印出来。另外,有
的文件在PSPNT2.0以前的版本上输出时要报“此文件不符合

DSC规范”。这些问题都与RIP有关,在PSPNT2.1以后的版本

将逐步正常。

8.9.4　有关补字问题

以前补的字在PSP上输出很好,但在PSPNT上就变的很小。
这很可能是由于新老字库的基数不同造成的。在PSP31中定义

基数的文件是:Pspfonts.des,在PSPNT中定义基数的文件是:

BzFont.ini,新女娲补字中定义基数的文件是:BzFont.ini。为了

保证以前补的字能够正常输出,需要用户修改PSPNT中bin目录

下的BzFont.ini文件,保证补了字的字体的基数与女娲补字中该

字体的基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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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注解与实例

　　本章主要介绍书版的新增注解,以及部分被修改的10.x注

解。本章按照注解的功能分类介绍这些注解使用方法,结合排版,
举例说明这些注解的使用。对在书版系统中保留的低版本的注

解,将不再赘述。

9.1　字符的种类

　　书版件中允许出现的字符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用户通过键盘直接输入的西文半角字符。

　　2.用户通过中文输入法录入的汉字或各种全角符号。

　　3.用户使用书版的动态键盘录入的各类符号,包括预定义的

和自定义的符号。

　　4.用户使用书版中的特殊字符工具条或对应快捷键录入的

控制字符。

　　5.用户使用“插入”菜单中的“插入字符”功能插入的字符。

　　6.用户使用典码输入法输入的典码汉字。

　　7.书版7.x、8.x、9.x中的字符通过转换得到可被书版处理

的字符。

　　8.使用N内码盘外符录入的方正内码字符。

　　9.新增G内码盘外符录入的GBK编码字符。

　　所有这些字符分为三类:汉字、A库符号、B库符号。汉字包

括全部GBK标准中定义的汉字和附录中定义的书版特有汉字。

A库符号和B库符号在附录中有详细列表,也包括GBK标准中

定义的全部符号和书版特有符号。

　　另外,对于西文半角符号(以后简称 ASCII字符)以及GBK
标准中定义的汉字和符号(以后简称GBK字符),可以设置其字

体为某种外挂字体。外挂字体不是书版内置的字体,而是用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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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中文 Windows机器上安装的各类TTF字体以及在后端安

装的对应的PS字体。

9.2　字符的控制

　　下面是字符控制类注解增加和修改的说明。

汉体注解(HT)

功能:

　　给出汉字和汉字符号(例如全角的标点符号等)的字体号。
公式:

　　〚HT〔<双向字号>〕〔<汉字字体>〔<汉字外挂字体>〕|
<汉字外挂字体>〕〛
参数:

　　<双向字号>:<纵向字号>〔,<横向字号>〕

<纵向字号>、<横向字号>:<常用字号>|<磅字号>|<
级字号>
<磅字号>:<磅数>.〔<磅分数>〕(.为外文句号)

<磅分数>:25|50|75
<级字号>:<数字>〔<数字>〕〔<数字>〕〔<数字>〕j
<汉字外挂字体>:#|《<汉字外挂字体名>〔<外挂字体效

果>〕》〔!〕

<汉字外挂字体名>:任何合法的平台GB2312字体的字面

名或别名。

<外挂字体效果>:#〔B〕〔I〕

解释:

　　字号增加了以级为单位的字号。1级=0.25mm。

　　可以为GBK字符设置<GBK外挂字体>。

　　<GBK 外挂字体>表示对本注解之后的 GBK 字符(非

ASCII字符)设置该外挂字体。字体名字可以是在外挂字体定义

注解(KD)中定义过的名字(别名),也可以直接指定任何GBK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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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字面名(可以通过“插入”菜单中的“插入外挂字体名”选择可

用的字面名)。对于书版特有的符号和汉字,仍然使用<方正汉字

字体>中指定的字体。

　　“#”表示本注解之后的GBK字符不再使用外挂字体,恢复

使用<方正汉字字体>中指定的字体。

　　<方正汉字字体>即原来意义上的<汉字字体>,是指书版

系统内置的汉字字体,如:书宋(SS)、黑体(H)、楷体(K)。

　　当只指定<方正汉字字体>的时候表示不改变当前GBK字

符的外挂字体使用状态,只改变书版特有符号和汉字的字体。

　　当只指定“#”或<GBK外挂字体>的时候表示只设置当前

GBK字符的外挂字体状态,对GBK字符使用或禁止外挂字体,或
使用另一种外挂字体。它不改变书10.0特有符号和汉字的字体。

　　当使用外挂字体时,GBK标准中的标点符号将不再受全身、
开明、对开等设置的作用,系统自动根据从字库中取出的宽度对

GBK字符进行排版,类似于 WORD等软件中对符号的处理。同

时,指定外挂字体时,标点符号也不受〚BFB〛注解的作用,其字体

根据所设的外挂字体而变化。
在<外挂字体效果>中“#”为分割符,“B”表示外挂字体使

用粗体,“I”表示外挂字体使用斜体,“!”则表示汉字外挂字体只对

汉字才起作用。
【例】GBK外挂字体的使用

排版效果 小样文件 说明

北大方正
〚HT5SS〛北 大 方 正■
〚HT5《楷体_GB2312》〛
北大方正

第一行使用方正汉字字

体:书宋(SS);
第二行使用外挂字体:楷
体_GB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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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效果 小样文件 说明

北大方正

〚HT5SS《楷体_GB2312》〛
北大方正■〚HT5#〛北

大方正

第一行指定方正汉字字

体和外挂字体,汉字使用

外挂字体;第二行用#参

数取消外挂字体的使用,
汉字改为使用方正汉字

字体。

《》!?

〚HT5SS《楷体_GB2312》〛
〈〉《》!? ■〚HT5#〛〈〉
《》!?

中文符号首先指定为外

挂字体,然后恢复使用方

正字体。

外文字体注解(WT)

功能:

　　给出外文或ASCII字符的字体号。
公式:

　　〚WT〔<双向字号>〕〔<外文字体>〕〛
参数:

　　<双向字号>:<纵向字号>〔,<横向字号>〕

<外文字体>:〔<方正外文字体>〕〔#|《<ASCII外挂字体

>》〕

<外挂字体效果>:#〔B〕〔I〕
解释:

　　字号的格式同HT。

　　增加了<ASCII外挂字体>的说明。

　　<ASCII外挂字体>表示对本注解之后的所有半角 ASCII
字符设置该外挂字体。该字体名字可以是在外挂字体定义注解

(KD)中定义过的字体名字(别名),也可以直接指定字体的字面

名。其它全角的汉字或符号不受此处的<ASCII外挂字体>的影

响。

182

书版2008使用指南



　　“#”表示本注解之后的半角ASCII字符不再使用外挂字体,
恢复使用<方正外文字体>中指定的字体。

　　<方正外文字体>即原来意义上的<外文字体>,是指书版

系统内置的方正外文字体,如:白正(BZ)、黑正(HZ)。

　　当只指定<方正外文字体>的时候不会改变 ASCII字符的

外挂字体使用状态。它修改的只是全角外文符号的字体。

　　当只指定“#”或<ASCII外挂字体>的时候表示只设置

ASCII字符的外挂字体状态,对 ASCII字符使用或禁止外挂字

体,或指定别的外挂字体。它不改变其他全角符号的字体。
在<外挂字体效果>中,“#”为分割符,“B”表示外挂字体使

用粗体,“I”表示外挂字体使用斜体。
使用了外挂字体后,数学态中将正体字符转成斜体字符的功

能不再起作用。相应地,转字体字符■也不再起作用。
【例】ASCII外挂字体的使用

排版效果 小样文件 说明

Founder
Founder

〚WT5BZ〛Founder■
〚WT5《Arial》〛Founder

第一行使用方正外文字

体:白正(BZ);第二行使

用外挂字体:Arial。

Founder

Founder

〚WT5BZ 《Arial》〛
Founder■〚WT5#〛
Founder

第一行指定方正外文字

体和 ASCII外 挂 字 体,
单字节英文字母使用外

挂字体;第二行用<#>
参数取消外挂字体的使

用,英文字母指定方正外

文字体。

数字字体注解(ST)

功能:

　　定义数字的字体和字号,将数字的字体同外文字体分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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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数字字体与外文字体一样多,请参照外文字体注解。
公式:

　　〚ST〔<双向字号>〕〔<数字字体>〕〕〛
　　其中,<数字字体>不能使用外挂字体。如果要对全角的数

字设置外挂字体,可以使用 HT注解来设置;如果要对半角的数

字设置外挂字体,可以使用 WT注解来设置。

　　另外,<数字字体>不能为FH,应替代为FZ。

数字字体与外文字体自动搭配注解

功能:

　　指定数字字体与其前面的外文字体相配。
公式:

　　〚ST〈+〉|〈-〉〛
解释:

　　用注解〚ST+〛设定数字字体随 WT注解中的方正外文字体

自动变化,此后处理标题注解、注文注解、书眉注解和页码注解时

数字字体将随 WT中的方正外文字体自动改变。使用数体注解

〚ST〔〈双向字号〉〕〔〈数字字体〉〕〛可临时改变自动搭配,当再次使

用 WT注解时数字字体将恢复使用 WT中指定的方正外文字体。

　　当在外文字体注解(WT)中指定了外挂字体时,所有半角数

字将自动使用该外挂字体,对这些字符数体自动搭配注解无效。
当在汉字字体注解(WT)中指定了外挂字体时,所有全角数字将

自动使用该外挂字体,对这些字符数体自动搭配注解无效。

　　用注解〚ST-〛取消数字字体自动随外文字体变化。

　　缺省情况下为〚ST-〛状态。
【例1】使用ST+
〚ST+〛〚STHZ〛〚WTBZ〛Chinaisdevidedinto23provinces,5au-
tonomousregionsand4municipalitiesdirectlyundertheCentral
Government.123456789
〚WTHZ〛Chinaisdevidedinto23provinces,5autonomousregions
and4 municipalitiesdirectly underthe Centr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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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6789
【例2】使用ST-
〚ST+〛〚STHZ〛〚WTBZ〛Chinaisdevidedinto23provinces,5au-
tonomousregionsand4municipalitiesdirectlyundertheCentral
Government.123456789
〚ST-〛〚STHZ〛〚WTBZ〛Chinaisdevidedinto23provinces,5au-
tonomousregionsand4municipalitiesdirectlyundertheCentral
Government.123456789

旋转字注解(XZ)

功能:

　　括弧对中的字符按<旋转度>给定的参数进行旋转。
公式:

　　〚XZ(<普通旋转设置>|<竖排旋转设置>〛<旋转内容>
〚XZ)〛
参数:

　　<普通旋转设置>:<旋转度>〔#〕

　　<旋转度>:{<数字>}31　　(旋转度≤360)

　　<竖排旋转设置>:〔Z〕〔H〕〔W〕
解释:

　　<普通旋转设置>用于设置对任意字符的旋转属性。当使用

该设置时,在XZ开闭弧注解内的所有字符均被旋转。

　　“#”表示按中心旋转,缺省表示按左上角旋转。

　　<竖排旋转设置>仅设置竖排时数字、外文、运算符、括弧、标
点等字符的旋转属性。参数Z表示这些符号向左旋转90°,缺省Z
表示向右旋转90°。缺省 H和 W 时表示只旋转开闭弧注解内的

数字、外文、运算符、括弧。使用H参数则还要旋转汉字标点。使

用 W参数则还要旋转外文标点(即外文态中的标点)。
【例1】左上角旋转

旋 　转 　不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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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样文件:

〚HT1H〛〚XZ(60〛旋〚XZ)〛〓〚XZ(30〛转〚XZ)〛〓不〓转

【例2】中心旋转

旋

　转　不　转
小样文件:

〚HT1H〛〚XZ(60#〛旋〚XZ)〛〓〚XZ(30#〛转〚XZ)〛〓不〓转

倾斜字注解(QX)

功能:

　　本注解可将注解括弧对中的内容向左或向右倾斜1-15度。
公式:

　　〚QX(<Z|Y><倾斜度>〔#〕〛<倾斜内容>〚QX)〛
参数:

　　<倾斜度>:1|2|3|4|5|6|7|8|9|10|11|12|13|14|15
　　#:按字符中心线倾斜,缺省表示按字符顶线倾斜。
解释:

　　倾斜注解增加了中心倾斜参数。

　　当缺省“#”参数,字符倾斜顶部不动,实际上左倾斜是顶部以

下向右斜,右倾斜是顶部以下向左斜。

　　当设定“#”参数,字符倾斜中线不动。

【例1】汉字字符倾斜(前两个字为顶部倾斜,后两个字为中心倾

斜)

北　京　北　京
小样文件:

〚HT1H〛〚QX(Z13〛北〚QX)〛〓〚QX(Y13〛京〚QX)〛〓〚QX(Z13
#〛北〚QX)〛〓〚QX(Y13#〛京〚Q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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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外文字母倾斜(第一行为顶部倾斜,第二行为中心倾斜)

HOWARE　YOU
HOWARE　YOU

小样文件:

〚WT1BZ〛〚QX(Z10〛HOWARE〚QX)〛〓〚QX(Y10〛YOU〚QX)〛
■〚WT1BZ〛〚QX(Z10#〛HOWARE〚QX)〛〓〚QX(Y10#〛YOU
〚QX)〛

粗细注解(CX)

功能:

　　本注解表示以下字符(包括汉字、数字、外文以及各种符号)的
笔划粗细按给定的级数变化。
公式:

　　〚CX〔〔-〕<级数>〕〛(-为减号)
参数:

　　<级数>:1|2|3|4
解释:

　　“-”表示笔划变细,缺省表示笔划变粗。

　　<级数>表示变化粗细程度。加粗为四级,减细为四级。1
至4级逐级加粗,-1至-4逐级变细。缺省表示恢复正常粗细。

　　本注解作用到下一个粗细注解为止。

　　从书版9.0起约定-3、-4是减细的,书版中继续沿用。细

字在大样预览时无法看出(和正常字一样),但在后端的PSP输出

时是正确的细字。

长扁字注解(CB)

功能:

　　本注解提供排长扁字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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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CB〔C〔%〕<长扁参数>|B〔%〕<长扁参数>〕〛
参数:

　　<长扁参数>:1-7|1-200
　　%:设定<长扁参数>按百分比变化。
解释:

　　“C”表示长字,“B”表示扁字。

　　<长扁参数>中的1-7表示字宽或字高减少原来的十分之

几;1-200表示使用“%”参数时给定的百分数。

　　“%”指定<长扁参数>将以1~200的范围、按百分比变化。
如果“%”参数前指定了C参数,表明字符的高度不变,宽按照高

的百分之几(由<长扁参数>给定)变化;如果“%”参数前指定了

B参数,表明字符的宽度不变,高度按照宽的百分之几变化,变化

的多少由<长扁参数>给出。缺省“%”参数时,<长扁参数>同

低版本,即级数1-7。
　　参数缺省表示恢复版心字号。
【例】长扁字

注解 排版效果 说明

没有CB注解 北京 1号字

〚CBC1〛 北京
1号 长 字,字

宽减少
1
10

〚CBC4〛 北京
1号 长 字,字

宽减少
4
10

〚CBB1〛 北京
1号 扁 字,字

高减少
1
10

〚CBB4〛 北京
1号 扁 字,字

高减少
4
10

188

书版2008使用指南



紧排注解(JP)

功能:

　　指定本注解后内容为紧排或松排的格式。
公式:

　　〚JP〔〔+〕<数字>〕〛
参数:

　　<数字>:1-32
解释:

　　参数“+”表示松排,将字间距离拉开。“+”缺省时表示紧排,
将字间距离紧缩。

　　<数字>表示紧排(松排)的程度,级数越高字符间距越紧凑

(松散),最高为第32级。〚JP1〛只适用于英文。

　　无紧排参数表示既不紧排也不松排,按正常字间距离排。
【例】字符紧排

　　〚JP9〛　　准备离职　　AWL(absentwithleave)

　　〚JP6〛　　准备离职　　AWL(absentwithleave)

　　〚JP3〛　　准备离职　　AWL(absentwithleave)

　　〚JP1〛　　准备离职　　AWL(absentwithleave)

　　〚JP〛　　 准备离职　　AWL(absentwithleave)

　　〚JP+1〛　　准备离职　　AWL(absentwithleave)

　　〚JP+3〛　　准备离职　　AWL(absentwithleave)

　　〚JP+6〛　　准 备 离 职　　AWL(absentwithleave)

　　〚JP+9〛　　准 备 离 职 　 　AWL(absentwithleave)

文种注解(WZ)

功能:

　　指定此注解之后的外文文种,便于排版时按该外文文种作相

应处理。
公式:

　　〚WZ〔E|R|M|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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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E 英文,　R 俄文,　M 新蒙文,

Z 壮文。
缺省参数默认为英文。

着重注解(ZZ)

功能:

　　本注解用于加着重点或着重线,横排加于字下或字上,竖排时

加于字右或字左。

①〚ZZ<字数>〔<着重符>〕〔#〕〔,<附加距离>〕〛
②〚ZZ(〔<着重符>〕〔#〕〔,<附加距离>〕〛<着重内容>〚ZZ)〛
③〚ZZ(〔<底纹说明>〕〛.....〚ZZ)〛
参数

　　<着重符>:Z|F|D|S|Q|=|L|。〔!〕|〔!〕

　　<附加距离>:〔-〕<行距>
　　<底纹说明>:B<底纹编号>〔D〕〔H〕〔#〕

　　<底纹编号>:<深浅度><编号>
　　<深浅度>:0-8
　　<编号>:<数字><数字><数字>
解释

　　Z:正线;　　　　F:反线;　　　　D:点线;

　　S:双线; Q:曲线; =:双曲线;

　　L:三连点; 。:加圈,用"句号"。

　　缺省表示使用着重点。

　　#:横排时着重线、着重点(或圈)加在一行的上面,竖排时着

重线加在一行的右边,着重点(或圈)加在一行的左边;缺省#时,
着重线、着重点(或圈)的位置与上述相反。

　　!:表示在外文和数字下加着重点(或圈),缺省则外文和数字

下不加着重点(或圈)。

　　<附加距离>:设置着重符与正文之间的距离。"-"表示距离

为负值。缺省附加距离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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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着 重 点

(或圈)此参数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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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纹说明>:实现可拆行的底纹效果。其中:

　　　　D:本方框底纹代替外层底纹;

　　　　H:底纹用阴图;

　　　　#:底纹不留余白。

　　方正书版提供着重注解嵌套功能。对于多重提示、着重提供

便利。
【例】英文着重点

　　这是
∙∙

一个苹果。　　Thisisanapple.
　　这是

∙∙
一个苹果。　　Thisis∙∙∙∙∙∙anapple.

　　这是一个苹果。　　Thisisanapple.
　　这是一个苹果。　　Thisisanapple.
　　这是

┈┈
一个苹果。　　Thisis

┈┈┈
anapple.

　　这是一个苹果。　　Thisisanapple.
　　这是

﹏﹏
一个苹果。　　Thisis

﹏﹏﹏
anapple.

　　这是
■■

一个苹果。　　Thisis
■■■

anapple.
　　这是……一个苹果。　　Thisis………anapple.
　　这是

∘∘
一个苹果。　　Thisisanapple.

　　这是
∘∘

一个苹果。　　Thisis∘∘∘∘∘∘anapple.
　　这是

﹏﹏
一个苹果

■■■■■■
。　　Thisis

﹏﹏﹏
anapple

■■■■■■■
.

注音注解(ZY)

功能:

　　自动给汉字加排老式注音符。
公式:

　　〚ZY(〔<横向字号>〔,<纵向字号>〕〕〔<颜色>〕〔K<字

距>〕〔X|S|L〕〛<注音内容>〚ZY)〛
参数:

　　<横向字号>:表示注音字符的字号,有双向字号时是长扁

字,全缺省时字号约为汉字的
1
3

大小。

　　<纵向字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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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 〔%〕(<C值>,<M值>,<Y值>,<K值>)

　　%:表示按百分比设颜色值。

　　<C值>:<M值>:<Y值>:<K值>:0-255或0-100
　　K<字距>:表示注音与汉字之间的距离,缺省时距离为当

前汉字的
1
4

字宽。

　　X:表示横排时注音排在汉字之下,竖排时注音直立排在汉字

之左;

　　S:表示横排时注音排在汉字之上,竖排时注音直立排在汉字

之右;

　　L:表示无论横竖排注音都直立排在汉字之右。
解释:

　　排注音的汉字不能再排着重,也不能排拼音;

　　在使用注音注解
∙∙∙∙∙∙

的情况下,当注音排在汉字的左边或右边时,
符号“ㄧ”自动换成符号“■”;当注音排在汉字的上边或下边时,符
号“■”自动换成符号“ㄧ”。不使用注音注解时,对于出现在正文里

的符号“ㄧ”或“■”,则不进行这样的转换。

　　<颜色>参数用于指定注音字母的颜色。如果缺省,则使用

当前的正文颜色排注音字母。有关<颜色>参数的详细解释参见

本章第九节彩色版面处理的彩色注解(CS)。
【例】彩色注音符

■■ㄣ音 ㄩ
ㄝ■乐 ㄩ■与 ■ㄕ

ㄥ生 ㄏ
■
ㄜ■活

■ㄧㄣ

音
ㄩㄝ■

乐
ㄩ■

与
■ㄕㄥ

生
ㄏㄨㄜ■

活

■ㄧㄣ
音

ㄩㄝ■
乐

ㄩ■
与
■ㄕㄥ
生

ㄏㄨㄜ■
活

小样文件:

〚ZY(@(255,0,0,0)〛音■ㄧㄣ乐ㄩ■ㄝ与■ㄩ生■ㄕㄥ活ㄏㄨ■ㄜ〚ZY)〛■
〚ZY(@(255,0,250,0)S〛音■ㄧㄣ乐ㄩ■ㄝ与■ㄩ生■ㄕㄥ活ㄏㄨ■ㄜ〚ZY)〛
■〚ZY(@(50,50,255,50)X〛音■ㄧㄣ乐ㄩ■ㄝ与■ㄩ生■ㄕㄥ活ㄏㄨ■ㄜ
〚ZY)〛

拼音注解(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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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自动给汉字加排拼音。
公式:

　　〚PY(〔<横向字号>〔,<纵向字号>〕〕〔<颜色>〕〔K<字

距>〕〔G<字距>〕〔S|L|X〕〔N|M|R〕〔Z〕〛
参数:

　　<横向字号>:表示拼音字母的字号,有双向字号时是长扁

字,全缺省时字号约为汉字的
1
2

大小。

　　<纵向字号>:同上。

　　<颜色>:@ 〔%〕(<C值>,<M值>,<Y值>,<K值>)

　　%:表示按百分比设颜色值。

　　<C值>:<M值>:<Y值>:<K值>:0-255或0-100
　　K<字距>:表示拼音与汉字之间的距离,缺省时距离为当

前汉字的
1
4

字宽。

　　G<字距>:表示拼音与汉字之间的距离,缺省时距离为当

前汉字的
1
8

字宽。

　　X:表示横排时拼音排在汉字之下,竖排时拼音右转排在汉字

之左;

　　S:表示横排时拼音排在汉字之上,竖排时拼音右转排在汉字

之右;

　　L:表示拼音直立排在汉字之右。

　　X、S、L均缺省时同X。

　　N:表示横排时汉字靠左边排,竖排时汉字靠上排。

　　M:表示汉字居中排。

　　R:表示横排时汉字靠右边排,竖排时汉字靠下排。

　　N|M|R:缺省值为 M。

　　Z:表示在拼音和汉字之间画一正线,缺省不画下正线。
解释:

　　<颜色>参数用于指定拼音字母的颜色。如果缺省,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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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正文颜色排拼音字母。有关<颜色>参数的详细解释参见

本章第九节“彩色版面处理”的“彩色注解(CS)”。

【例】拼音的各种排法

①
yīn

音
yuè

乐
yǔ

与
shēng

生
huó

活

②
yīn
音

yuè
乐

yǔ
与
shēng

生
huó
活

③ y
ī
n

音 y
u
è

乐 y
ǔ与

s
h
ē
n
g

生 h
u
ó

活

小样文件:

①〚PY(@(255,0,250,0)S〛音yīn乐yuè与yǔ生shēng活huó
〚PY)〛■②〚PY(@(255,0,50,0)X〛音yīn乐yuè与yǔ生shēng
活huó〚PY)〛■③〚PY(@(0,255,250,0)L〛音yīn乐yuè与yǔ生

shēng活huó〚PY)〛

勾边注解(GB)

功能:

　　本注解提供排勾边字的功能,并可有彩色、阴阳、加边不加边

的变化。勾边注解有两种形式,两种形式的区别在于作用范围的

指定。
公式:

　　〚GB〔<勾边宽度>〕〔W〕〔Y〕〔<边框色>〕〔<勾边色>〕〔,

<字数>〕〛
　　〚GB(〔<勾边宽度>〕〔W〕〔Y〕〔<边框色>〕〔<勾边色>〕〛
<勾边内容>〚GB)〛
参数:

　　<勾边宽度>:　0|1|…|29
　　W:表示不要边框的勾边字,缺省为要边框的勾边字;

　　<边框色>:<颜色>B
　　<勾边色>:<颜色>G
　　<颜色>:@ 〔%〕(<C值>,<M值>,<Y值>,<K值>)

　　%:表示按百分比设颜色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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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勾边注解之前

用彩色注解(CS)
注解先定义勾边

字符颜色。



　　<C值>:<M值>:<Y值>:<K值>:0-255或0-100
解释:

　　<边框色>用于指定边框的颜色。如果缺省,则使用黑色。

<勾边色>参数用于指定勾边的颜色。如果缺省,则使用白色。
有关<颜色>参数的详细解释参见本章第九节“彩色版面处理”的
“彩色注解(CS)”。

　　“Y”不缺省时,表示为阴字,即字为白色,边框为黑色,勾边为

黑色,此时<边框色>,<勾边色>参数不起作用,外部所设的文

字颜色也不起作用。缺省时,各种彩色才起作用,即边框使用<边

框色>,勾边使用<勾边色>,文字使用文字颜色。

　　本注解其他参数意义同7.0一致。
【例】彩色勾边字

彩彩彩　　　色色色　　　勾勾勾　　　边边边　　　字字字
小样文件:

〚GB(7@(155,0,150,0)B@(60,255,0,0)G〛〚HT1L〛彩〓色〓勾

〓边〓字〚GB)〛

立体注解(LT)

功能:

　　本注解提供排立体字的功能,并可有彩色、阴阳、勾边不勾边

的变化。立体注解有两种形式,两种形式的区别在于作用范围的

指定。
公式:

　　〚LT〔<阴影宽度>〕〔<阴影颜色>〕〔W〕〔Y〕〔YS|ZS|ZX〕
〔,<字数>〕〛
　　〚LT(〔<阴影宽度>〕〔<阴影颜色>〕〔W〕〔Y〕〔YS|ZS|
ZX〕〛<阴影内容>〚LT)〛
参数:

　　<阴影宽度>:　0|1|2|3|4|5|6|7
　　<阴影颜色>:<颜色>
　　W:表示不要边框的立体字,缺省为要边框的立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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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S:表示阴影显示在字的右上方;

　　ZS:表示阴影显示在字的左上方;

　　ZX:表示阴影显示在字的左下方;

　　缺省YS、ZS、ZX参数则表示阴影显示在字的右下方。
解释:

　　<阴影颜色>用来指定阴影的颜色。如果缺省,则使用白色。
有关<颜色>参数的详细解释参见本章第九节“彩色版面处理”的
“彩色注解(CS)”。

　　“Y”不缺省时,表示为阴字,即字为白色,阴影为黑色,此时

<阴影色>参数不起作用,外部所设的文字颜色也不起作用。缺

省时,各种彩色才起作用,即阴影使用<阴影色>,文字使用文字

颜色。

【例】彩色立体字

彩彩彩彩彩彩彩彩彩彩彩彩彩彩彩彩彩彩彩彩彩彩彩　　　　　　　　　　　　　　　　　　　　　　　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　　　　　　　　　　　　　　　　　　　　　　　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　　　　　　　　　　　　　　　　　　　　　　　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　　　　　　　　　　　　　　　　　　　　　　　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小样文件:

〚CS0,58,0,0〛〚LT(4@(209,94,0,0)〛〚HT2H〛彩〓色〓立〓体

〓字〚LT)〛〚CS〛

日文注解(RW)

功能:

　　本注解指定输出日文为新字形还是旧字形。
公式:

　　〚RW〔O〕〛
参数:

　　O:使用日文旧字形;

　　缺省参数:使用日文新字形

解释:

　　在当前字体为日文黑或者日文明时,可以指定输出日文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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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笔型形式。

角标大小设置注解(SS)

功能:
本注解用来设置上、下角标的大小。

公式:

〚SS〔<数字>〕〛
参数:

<数字>:1|2|3|4|5|6|7|8|9|10
解释:

<数字>为上下角标的字号级别,用来确定角标字符的大小。
例如,2表示角标字符的字号比当前字号小两个级别。即如果当

前字号为五号字,则角标使用六号字。

<数字>缺省时,表示角标字符的字号比当前字号小四个级

别。
只有在使用常用字号时,本注解才起作用。

禁排注解(PJ)

格式:

〚PJ〚S:<行首禁排字符>〚<行首禁排字符>〛......〛〚;M:

<行末禁排字符>〚<行末禁排字符>〛.......〛〛自定义行首、行
末禁排符号。
解释:

〚PJ〛表示取消用户自定义禁排符号;

〚PJS.....〛取消上次用户自定义的禁排符号,重新定义禁排

符号。

9.3　版面控制

外挂字体名定义注解(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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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定义外挂字体的别名。
公式:

　　〚KD《<外挂字体别名>》《<外挂字体字面名>》〛
参数:

　　<外挂字体别名>:最长为32个字节的字符串。

　　<外挂字体字面名>:任何合法的平台字体的字面名。
解释:

　　如果用户觉得外挂字体的字面名太长,不便于书写和记忆,可
以通过本注解定义一个别名,以后在小样中就可以用别名来指代

该外挂字体。

　　小样文件中遇到一个外挂字体名时,首先认为是一个别名,到
别名表查找相应的字面名,如果没有找到,说明该字符串不是一个

已定义过的别名,此时将该字符串作为字面名使用。

版心定义注解(BX)

功能:

　　版心注解是全书说明性注解。它决定了全书正文的版面格式

即字体、字号、版心高度、版心宽度、全书文字的颜色以及全书的排

版要求。
公式:

　　〚BX<版心字号><版心字体>〔《H<汉字外挂字体名>》〕
〔《W<外文外挂字体名>》〕〔<颜色>〕,<版心高>。<版心宽

>,<行距>〔!〕〔B〕〔D〕〔C<成品尺寸高>。<成品尺寸宽>,
〔A〕〔S〕<上空或下空尺寸>,〔Z〕<订口或切口尺寸>,<出血尺

寸>,〔Q〕〔F〕〛
参数:

<版心字号>:<双向字号>
<双向字号>:<纵向字号>〔,<横向字号>〕〕

<颜色>:@〔%〕(<C值>,<M 值>,<Y值>,<K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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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心高>:<行数>|{<数字>}〔.〔{<数字>}〕〕mm|
{<数字>}〔.〔{<数字>}〕〕p|{<数字>}x

<版心宽>:<字数>|{<数字>}〔.〔{<数字>}〕〕mm|
{<数字>}〔.〔{<数字>}〕〕p|{<数字>}x

<文字方向>:!

C:成品尺寸;

<成品尺寸高>:<数字>〚.<数字>〛mm;

<成品尺寸宽>:<数字>〚.<数字>〛mm;

A:版心居占,缺省为版心不居中排;

S:设置上空尺寸,缺省为设置下空尺寸;

<上空或下空尺寸>:<数字>〚.<数字>〛mm;

Z:设置订口尺寸,缺省为设置切口尺寸;

<订口或切口尺寸>:<数字>〚.<数字>〛mm;

<出血尺寸>:<数字>〚.<数字>〛mm;

Q:区分左右页;

F:起始页为单页;
解释:

《H<GBK外挂字体名>》用于设定全书中的GBK字符使用

的外挂字体,字体名由<汉字外挂字体名>指定。该名字可以是

在外挂字体名注解(KD)中定义过的名字(别名),也可以直接指定

字体的字面名(别名优先)。此处的外挂字体只对标准的GBK字

符起作用。

　　《W<ASCII外挂字体名>》用于设定全书的半角字符使用的

外挂字体,字体名由<ASCII外挂字体名>指定。该名字可以是

在外挂字体名注解(KD)中定义过的名字(别名),也可以直接指定

字体的字面名(别名优先)。此处的外挂字体只对半角 ASCII字

符起作用。

　　对书版中特有的全角字符,始终使用<方正字体>中定义的

字体。

　　<颜色>指定全书文字的缺省颜色。缺省则为黑色。缺省<
颜色参数>中的“%”时,C、M、Y、K取值范围为0-255;有“%”
时,C、M、Y、K取值范围为0-100,代表按百分比设颜色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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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数>:表示每页排多少行。

<字数>:表示每行排多少字。

mm:版心高(宽)以毫米为单位,可以使用多位小数,整数部

分<数字>可取1位到3位数。

p:版心高(宽)以磅为单位,可以使用多位小数,整数部分<数

字>可取1位到4位数。

x:版心高(宽)以线为单位,<数字>可取1位到5位数。

<文字方向>(设定全书的文字方向):
!:正向竖排;
缺省:正向横排。

B:指定不拉行距。

<颜色>:指定全书文字的缺省颜色。缺省则为黑色。

D:表明页码和书眉相互独立,互不影响。当页码和书眉相互

独立时,二者位置无依赖关系;页码可单独设置纵向距离并且不再

占用书眉的分区;此外书眉在下时也可设置眉线属性。缺省D时

页码和书眉不独立,位置相互依赖;页码占用书眉的分区并且不可

单独设置纵向距离;此外书眉在下时也没有眉线属性。

书眉说明注解(MS)

功能:

　　书眉说明注解亦称眉说,它是对整本书的书眉格式做的说明,
也就是全书书眉的总体要求。
公式:

　　〚MS〔%〕〔X〕〔C<格式>〕〔<词条切口距离>〕<字号><
汉字字体>〔&外文字体〕〔& 数字字体〕〔《H<汉字外挂字体名

>》〕〔《W<外文外挂字体名>》〕〔,L〕〔,W〕〔,<书眉线>〕〔<字

颜色>〕〔<线颜色>〕〔。<行距>〕〔,<行距>〕〔<书眉线调整

>〕〛
参数:

　　<格式>:SM|S<间隔符>M|S|DM,SS|DS,SM|M
<词条切口距离>:J<字距>
<间隔符>:除字母数字外的任意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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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眉线>:S|F|CW|XW|B
<字颜色>:<颜色>Z
<线颜色>:<颜色>X
<颜色>:@〔%〕(<C值>,<M值>,<Y值>,<K值>)

　　<书眉线调整>:〔;L〔-〕<书眉线内扩>〕〔;W〔-〕<
书眉线外扩>〕〔!〕|〔;K<书眉线宽度>〕

<书眉线内扩>:<字距>,缺省为0;

<书眉线外扩>:<字距>,缺省为0;

<书眉线宽度>:<字距>,缺省为版心宽(高)
解释:

X:表示书眉在下,缺省本参数表示书眉在上。

　　C<格式>:表示词条在书眉上的格式。

　　SM:表示书眉左边排首词条,右边排末词条。

　　S<间隔符>M:表示书眉上排首词条与末词条,中间用"<间

隔符>相连。

　　S:表示单、双页都排首词条。

　　DM,SS:表示单页排末词条,双页排首词条。

　　DS,SM:表示单页排首词条,双页排末词条。

　　M:表示单、双页都排末词条。

　　L:书眉排在里口;

　　W:书眉排在外口。

　　S:双线;

　　F:反线;

　　CW:粗文武线;

　　XW:细文武线;

　　B:不画线。

　　。<行距>:书眉与眉线之间的距离。

　　,<行距>:眉线与正文之间的距离。

　　<字颜色>:用于指定书眉文字的颜色。如果缺省,则使用正

文的缺省颜色排书眉文字。

　　<线颜色>:用于指定书眉线的颜色。如果缺省,则使用黑色

画书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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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书眉线左扩和右扩,即不区分单双页。

　　%:表示在蒙文排版中,要同时排竖排词条和横排词条。

<字颜色>参数用于指定书眉文字的颜色。如果缺省,则使用正

文文字缺省颜色(通过版心注解(BX)设置)排书眉文字。

　　<线颜色>参数用于指定书眉线的颜色。如果缺省,则使用

黑色画书眉线。

　　缺省颜色参数“%”时,C、M、Y、K取值范围为0-255;有%
时,C、M、Y、K取值范围为0-100,代表按百分比设颜色值。

　　第一个<行距>之前增加了一个句号“。”。这是因为字体的

结尾可以是数字(例如:HP3),而行距的开始通常也是数字
∙∙∙∙∙∙∙∙∙∙∙∙

,这会
∙∙

造成混淆
∙∙∙∙

,因此必须用一个非数字的符号分割开
∙∙∙∙∙∙∙∙∙∙∙∙∙∙∙∙

。。

　　《H<GBK外挂字体名>》和《W<ASCII外挂字体名>》同
版心注解,但只设定书眉的字体。

　　书版的书眉支持多行书眉,可以在书眉中使用■,并可自动拆

行。

　　<书眉线调整>用来对书眉线的位置和长度进行调整。如果

设置了<书眉线宽度>,那么书眉线居中;如果有“!”参数,则<
书眉线内扩>和<书眉线外扩>分别代表书眉线左括和书眉线右

扩的距离。

空眉注解(KM)

格式:

〚KM〔<书眉线>〕〔T〕〛
参数:

<书眉线>:S|F|CW|XW|B
T:能同时控制书眉、词条、边文显示;默认情况下只能控制书

眉、词条显示。
解释:

S:双线;

F:反线;

CW:粗文武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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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W:细文武线;

B:不画线。

词条注解(CT)

功能:

　　本注解主要用于排字典时自动将需要列在书眉上的词条提取

出来,并根据用户在书眉说明注解(MS)中指定的格式自动排在书

眉的位置上。
公式:

　　①〚CT〔#〕〔!〕〔K<字距>〕〛
　　②〚CT(〔#〕〛<词条内容>〚CT)〛

参数:

　　#:隐词条

　　!:将词条无条件添加到书眉中。

　　K<字距>:设置词条与词条的距离,使得词条与词条之间有

一个距离。K后加设置的空格字距,只能设正整数,比如K2,表示

设置词条右边为2个空格距离。
解释:

　　隐词条参数“#”,表示词条为隐词条。即词条内容只作为词

条使用,而不出现在正文中。第一种形式的词条内容是一个汉字

或一个英文单词。

　　“!”参数是为弥补排字典时不能将多音字提取出来,添加到单

字词条中的缺陷而设计的。比如“数学”和“数九”中的两个“数”虽
然写法一样,但读音和意思不一样,这在单字词条中应该视为两个

不同的字,即这两个字都应加到单字词条中。但低版本书版不能

解决这个问题。增加了“!”参数后,这一问题很容易的解决了。缺

省“!”参数时,处理同低版本。
设置词条切口距离

词条抽取后,如果页码与词条之间的距离不合适,可以在排版

参数文件(Pro)的书眉说明里调整词条与切口的相对位置。选择

“排版”|“排版参数”,点击“书眉说明”,“词条切口距离”的属性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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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值为“缺省”,用户可以双击进去改为要设置的数字。

图 排版参数-书眉说明

标题定义注解(BD)

功能:

　　定义某级标题的排版格式,存放在PRO文件中,以后出现相

应级的标题时,就按照此处定义的格式排版。
公式:

　　〚BD<级号>,<双向字号><汉字字体>〔&外文字体〕〔&
数字字体〕〔《H<汉字外挂字体名>》〕〔《W<外文外挂字体名

>》〕〔<颜色>〕,<标题行数>〔<格式>〕〛
参数:

　　<级号>:1-8　　<字体>:<方正字体>〔《H<GBK外

挂字体名>》〕〔《W<ASCII外挂字体名>》〕

　　<颜色>:@ 〔%〕(<C值>,<M 值>,<Y值>,<K值

>)

　　%:表示按百分比设颜色值。

　　<C值>:<M值>:<Y值>:<K值>:0-255或0-100
解释:

　　《H<GBK外挂字体名>》和《W<ASCII外挂字体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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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心注解,但只设定该级标题的字体。

　　<颜色>指定标题文字所使用的颜色。如果缺省,则使用当

前正文的颜色排标题文字。

　　缺省颜色参数“%”时,C、M、Y、K 取值范围为0-255;有
“%”时,C、M、Y、K取值范围为0-100,代表按百分比设颜色值。

标题注解(BT)

功能:
本注解的功能是按照已定义好的格式排标题内容。

公式:

1.〚BT<级号>〔<增减><空行参数>〕〔#〕〛
2.〚BT(<级号>〔<级号>〕〔<级号>〕〔<增减><空行参

数>〕〔#〕〛<标题内容>〚BT)〛
新增参数:

#:开关参数

参数作用:
“#”表示在标题和行数后不自动带一行文字,缺省则自动带

一行文字。没有#时该标题或行数不会出现孤题的现象,但在某

些情况下其后的文字图片位置可能不正确,此时可通过加“#”解
决。

行距字距参数

功能:

　　行距参数和字距参数在多个注解中被使用。例如:表行注解

(BH)、行距注解(HJ)、行移注解(HY)等。

　　行距和字距的参数及意义完全一致。它们只是描述的方向不

同,一个是X方向,一个是Y方向。
公式:

　　〔<字号>:〕〔<倍数>〕∗<分数>|
　　〔<字号>:〕<倍数>〔∗<分数>〕|
　　{<数字>}〔.〔{<数字>}〕〕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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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 行 距、字 距

的 单 位 时,行 距

与字距的计算有

所 不 同,行 距 是

以指定字号或当

前字号的字高计

算,而 字 距 是 以

指定字号或当前

字号的字宽进行

计算。



　　{<数字>}x|
　　{<数字>}〔.〔{<数字>}〕〕p
解释:

　　行距和字距参数都允许使用带多位小数的mm或p。

　　字号可以使用各种常用字号、磅字号或级字号。

　　另外,无论使用行距或字距的地方,原则上不再对其中的

mm、p、x之前的整数位数做限制。但由于目前,最大版面大约为

900mm×900mm,因此p的值不要超过2570,x的值不要超过

26280,mm的值不要超过900。

空行注解(KH)

功能:

　　本注解结束当前处理的行,并空出<空行参数>给出的距离

继续排版。
公式:

　　〚KH〔-〕<空行参数>〔X|D〕〛
参数:

　　<空行参数>:<行数>|〔<行数>〕+<行距>|〔<行数

>〕∗<分数>
-:表示向排版的反方向移动指定高度,缺省则向正方向移动。

X:表示继续,即空行后字符的起始位置时空行前字符位置的

继续;

D:表示顶格,即空行后字符从行首开始排。
解释:

　　本注解中的<空行参数>的形式与标准的<空行参数>形式

相同,不是《北大方正书版排版技术和应用》一书中描述的形式。

行宽注解(HK)

功能:
本注解将当前的行宽改为指定的宽度,并根据注解给定的参

数,将被指定宽度的行安排在当前版面的中间或某一位置上。

206

书版2008使用指南



公式:

〚HK〔<字距>〕〔,<位置调整>〕〛
参数:

<位置调整>:〔!〕<边空>
　　<边空>:<字距>
解释:

当有“!”时,边空表示左边空;当没有“!”时,边空表示内边空。
如果没有<位置调整>则该行文字居中。

行数注解(HS)

功能:
本注解一般用于排标题,它作为标题注解的一种补充手段。

请参考BD注解。
格式:

〚HS(<空行参数>〕|((TK<空行参数>〕(JK<空行参数

>〕〕(Z〕(#〕〛
〚HS((<空行参数>〕|((TK<空行参数>〕(JK<空行参数

>〕〕(Z|Q〕(#〕〛<行数内容>〚HS)〛
解释:

<空行参数>:行数内容高;

TK<空行参数>:行数内容上空;

JK<空行参数>:行数内容下空;

Z:行数内容居中排;

Q:行数内容整体居中排;

#:表示在标题和行数后不自动带一行文字,缺省则自动带一

行文字。没有#时该标题或行数不会出现孤题的现象,但在某些

情况下其后的文字图片位置可能不正确,此时可通过加#解决;
如果在注解中有行高参数时,参数TK、TJ不起作用 & 行高

为设定值;如果在注解中没有行高参数,则行高为行数内容的高度

加上参数TK、TJ设定的高度;如果即没有行高参数,也没有参数

TK、TJ,则行高为行数内容的高度,此时参数TK、TJ默认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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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右注解(JY)

格式:

〚JY〔。|D<自定义符号>〔<前空字距>〕〕〔,<后空字距

>〕〛〚JY(〔〔<字距>〕|Z〔#〕〕〛<居右内容>〚JY)〛
解释:

D<自定义符号>:表示居右内容与本行居右前的内容之间

用自定义符号充满,其中;

D:表示后一个字符为用户自定义字符。
自定义字符:一个字符,这个字符不能是注解标识符号〚、〛。

<前空字距>:表示三连点自动换行时,前边空出的距离;缺
省为空两字;

<后空字距>:表示居右内容与右端空出的距离。

Z:表示整体居右。

#:表示可拆页。

居中注解(JZ)

格式:

〚JZ〔<字距>〕〛
〚JZ(〔〔<字距>〕|Z〔#〕〕〛<居中内容>〚JZ)〛

解释:

Z:表示整体居中。

#:表示可拆页。
说明:

只能拆一页。

行移注解(HY)

功能:

　　严格规定相邻两行基线之间的距离。主要适用于分栏时各行

对齐或在固定版心内排规定行数的情况。
公式:

　　〚HY〔<行移参数>〕〛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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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移参数>:D|<行距>
解释:

　　<行移参数>省略时,表示从当前行起行移无效。

　　“D”表示行移距离取缺省距离,为:<当前字高>+<当前行

距>。

　　<行距>规定具体的行移距离。

　　本注解根据给定的参数按基线设定行间距离。一旦设置了

HY后,相邻两行的基线之间的距离将固定为 HY注解中的参数

值。如果HY参数规定得太小,可能导致相邻两行发生重叠。

　　行移在正文、表格项、无线表、对照、分栏、整体、行数、界标、方
框、分区、标题、独立数学态中都能使用。

　　本注解作用到下一个行移注解为止。当使用了不带参数的行

移注解时,表示相邻两行的基线间的距离仍然根据行的高度以及

行距进行设定。

小样文件:

〚HY6mm〛〚FL(2〛〚HT5,5RWM〛　○捭〚DD(∗6〛〚WT7”〛
〚JP6〛はい〚JP〛〚DD)〛启〚DD(∗6〛〚WT7”〛〚JP6〛けい〚JP〛〚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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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2〛一〚DD(∗6〛〚WT7”〛〚JP6〛ひと〚JP〛〚DD)〛笔〚DD(∗6〛
〚WT7”〛〚JP6〛ふで〚JP〛〚DD)〛申〚DD(∗6〛〚WT7”〛〚JP6〛もう

〚JP〛〚DD)〛し上〚DD(∗6〛〚WT7”〛〚JP6〛あ〚JP〛〚DD)〛げます
… … … … … … … … … … … … … … … … … … … … …

〚HT5,5XXL〛季节寒暄语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以下列

举一年四季的季节寒暄语习惯用语,供读者使用时参考。■季节

寒暄语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以下列举一年四季的季节寒

暄语习惯用语。〚FL)〛〚HY〛

　　割注注解用于排古文书籍中的注释文字。

割注注解(GZ)

功能:

　　定义排割注形式的说明。
公式:

　　〚GZ(〔<双向字号>〕〔<方正汉字字体>〕〔<汉字外挂字体

>〕〔;<行距>〕〛<割注内容>〚GZ)〛
参数:

　　<双向字号>:〔<纵向字号>〔,<横向字号>〕〕

　　<方正汉字字体>:书版内置的汉字字体,如:SS、H。

　　<汉字外挂字体>:《<汉字外挂字体名>》
解释:

　　<纵向字号>定义割注正文的字高,缺省为正文字高的
1
2
。

　　<横向字号>定义割注正文的字宽,缺省为正文字宽的
1
2
。

　　<汉字字体>定义割注正文的汉字字体,缺省为正文的汉字

字体。

　　<汉字外挂字体名>任何合法的平台GBK字体的字面名或

别名,指定割注中的标准GBK字符使用此外挂字体,其它的书版

特有的全角字符仍使用<方正汉字字体>中指定的字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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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距>:定义割注文行距,缺省为0。
说明:

　　割注不仅可用于竖排,还可用于横排。竖排时从右往左排,横
排时从上往下排。

　　在割注注解内只能出现一些字符控制类注解、标点符号类注

解及盒子注解。

【例】古籍书排法

小样文件:

〚FQ(+110mm。20∗5/7(2,12)-H117!〛〚SQ0〛〚HK24∗2/3〛
〚FJF〛〚HJ5":∗3/4〛〚HT2”XBS〛〓〓〚HT2”XBS〛陋室铭〚JY,

3〛〚HT5SS〛〚JX-∗9〛〚HT3〛刘禹锡〚HT5〛
〚HT4,3F〛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GZ(〛以山水引起陋室。〚GZ)〛斯是陋室、惟吾德馨。〚GZ(〛有吾

德之馨香、■可以忘室之陋。〚GZ)〛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GZ(〛室中景。〚GZ)〛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GZ(〛室中人。

〚GZ)〛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GZ
(〛室中事。〚GZ)〛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GZ(〛孔明居南阳草庐。子云居西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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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玄亭。○引证陋室。〚GZ)〛孔子云、何陋之有。〚GZ(〛应德馨

结。〚GZ)〛■
〚GZ(〛陋室之可铭、在德之馨、不在室之陋也。惟有德者居之、■
则陋室之中、触目皆成佳趣。末以何陋结之、饶有逸韵。〚GZ)〛
〚FQ)〛〚FJJ〛

注文说明注解(ZS)

功能:

　　注文说明注解是给出本次排版的脚注序号及注文的排版格

式。
公式:

　　〚ZS<字号><汉字字体>〔&外文字体〕〔&数字字体〕〔《H
<汉字外挂字体名>》〕〔《W<外文外挂字体名>》〕〔<字颜色>〕
〔<线颜色>〕〔,<脚注符形式>〔<字号>〕|,<字号>〕〔,X<
注线长>〕〔,S<注线始点>〕〔,J<注线与注文内容距离>〕〔,L
<注线线型>〕〔,<注文行宽>〕〔,<注文行距>〕〔,<格式说明

>〕〔#〕〔%〕〔!〕〛
参数:

　　<汉字外挂字体名>:任何合法的平台GBK字体的字面名

或别名。

　　<外文外挂字体名>:任何合法的平台字体的字面名或别名。

　　<字颜色>:<颜色>Z
　　<线颜色>:<颜色>X
　　<颜色>:@ 〔%〕(<C值>,<M值>,<Y值>,<K值>)

　　%:表示按百分比设颜色值。

　　<C值>:<M值>:<Y值>:<K值>:0-255或0-100
　　<脚注符形式>:F|O|Y|K|∗|G|I|A|N
　　<注线长>:1|<分数>
　　<注线始点>:<字距>
　　<注线线型>:F|S|D|W|K|Q|=|CW|XW|H<花边编号>
　　<注文行宽>:HK<行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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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文行距>:HJ<行距参数>
　　<格式说明>:DG

解释:

　　本注解主要增加了支持外挂字体、颜色设置和注文连排的功

能;并增加了脚注符K参数形式。

　　《H<汉字外挂字体名>》和《W<外文外挂字体名>》同版心

注解中的意义,用于设定注文的外挂字体。

　　新增<字颜色>参数用于指定脚注文字的颜色。如果缺省,
则使用正文文字缺省颜色(通过版心注解(BX)设置)排脚注文字。

　　新增<线颜色>参数用于指定注文线的颜色。如果缺省,则
使用黑色画注文线。

　　缺省颜色参数“%”时,C、M、Y、K 取值范围为0-255;有
“%”时,C、M、Y、K取值范围为0-100,代表按百分比设颜色值。

　　<脚注符形式>:F|O|Y|K|∗　　F———脚注符用方括号括

起,O———阳圈码,Y———阴圈码,K———脚注符用圆括号括起,

∗———脚注符用“∗”号。

　　G:括号 ;

　　I:括号 ;

　　A:括号 ;

　　N:脚注符不显示,也不占符号位;

　　<注线始点>将注文线固定改为可在行内指定某点起始;

　　<注线线型>设定主文线类型。

　　“#”表示注文竖排时,单双页都排注文;无此参数表示只在单

页上排注文。

　　“%”表示注文连排,缺省“%”表示注文不连排。

　　“!”表示使用多种脚注符形式混排时,按照书版6.0的处理方

式,即:保证注文中脚注符右端对齐,同时要保证注文内容的左端

对齐。

　　本注解中其他参数的解释及使用方法,请参阅《北大方正书版

排版技术和应用》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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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注解(ZW)

功能:

　　本注解是用来排脚注内容的。其用法是在需要脚注的地方,
用此注解将注文内容括起来即可。系统将自动完成注文排版,安
排注文位置,排注文序号并保证每条注文与带相应注序号的正文

永远在同一页上。
公式:

　　〚ZW(〔DY〕〔<脚注符形式>〕〔<序号>〕〔B〕〔P|L〔#〕〔<
字距>〕〕〔Z〕〔,<字号>〕〔<序号换页方式>〕〛<注文内容>
〚ZW)〛
参数

　　<脚注符形式>:F|O|Y|K|∗|W|G|I|A|N|T|U|M|E
　　序号:{<数字>}(1到2)

　　<序号换页方式>:;X|;C
解释

　　DY:表示分栏排时注文不是排在末栏而要通栏排,其位置为

整页末。缺省本参数表示排在末栏最后。

　　F:方括号;

　　O:阳圈码;

　　Y:阴圈码;

　　K:圆括号;

　　∗:"∗"号;

　　W:数字码;

　　G:中括号码,形式如:[,];

　　I:中括号码,形式如:【,】;

　　A:中括号码,形式如:〚,〛;

　　N:无码状态下,脚注符不占位也不显示;

　　T:▲;

　　U:★;

　　M:阳方框码;

　　E:阴方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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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表示注序号与注文间不留空,缺省表示注序号与注间留注

文字号一字宽。

　　P:表示本注文另行开始排;

　　L:表示本注文在上一注文末尾连排;

　　#:表示下一行与上一行对齐;

　　<字距>:表示与上一注文末尾的距离,缺省距离是0。

　　缺省P和L表示由注文说明注解中指定的连排参数决定本

注文是否连排。

　　Z:表示注序号与注文中线对齐。缺省表示注序号与注文基

线对齐。

　　<字号>:表示正文中注序号的字号。缺省表示和PRO中

使用ZS定义的注序字号一致。

　　<序号换页形式>:换页时注序号可以设置两种计算方式:重
置方式和递增方式。重置方式指换页后第一条注文的序号从1开

始,递增方式指换页后第一条注文的序号在上页的基础上递增,例
如,假设上一页的最后一条注文序号为5,则在递增方式下,下一

页的第一条注文的序号是6,而在重置方式下为1(如果注文指定

了序号,则按指定的序号)。缺省为重置方式。";X"表示其后的注

文换页时按递增方式计算序号,";C"表示其后的注文换页时按重

置方式计算序号,如果两者都不指定,表示维持当前的计算方法不

变。
【例1】使用注文连排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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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样文件:

〚JZ〛〚HT4”K〛记承天寺〚ZW(〛承天寺———故址现在湖北省黄冈

县南。〚ZW)〛夜游■〚HT5K〛〚JZ〛苏轼↙〚HT4”〛元丰六年〚ZW
(〛元丰六年———公元一〇八三年。元丰,宁神宗的年号(1078—

1085)。〚ZW)〛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
念无与为乐者〚ZW(〛念无与为乐者———想到没有和自己一起领

略这月夜乐的人。〚ZW)〛。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ZW(〛张怀

民———苏轼的朋友。〚ZW)〛。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

下如积水空明〚ZW(〛庭下如积水空明———庭院中的月光,宛如一

泓积水那样清澈透明。〚ZW)〛,水中藻、荇〚ZW(〛藻、荇———两种

水草名。〚ZW)〛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
少闲人〚ZW(〛闲人———苏轼当时贬官为黄州团练副使,是挂名儿

的官,官衔上还加“本字置”的字样,更近于流放。无一定的职务,
所以称为“闲人”。〚ZW)〛如吾两人耳。■
PRO文件:

　　〚ZS6SS,DG%〛

【例2】调整注文与注线的距离

小样文件:

红客计划〚ZW(J3〛红客计划是…〚ZW)〛
表示注文与注文线之间的距离调整为字号的3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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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注解(YM)

功能:

　　说明本次排版对页码的各种要求,例如字号、字体、颜色、位置

及格式等等。
格式:

　　
〚YM<页码参数>〛
〚YM(<页码参数>〛<页码内容>〚YM)〛

参数:
新增参数后的页码注解(YM)格式为:

<页码参数>:〚L|R〛<字号><字体>〚<颜色>〛〚。|-〛
〚! |#〚-〛<字距>〛〚%<字距>〛〚=<起始页码>〛〚,S〛〚《W
<外文外挂字体名>》〛<:页码对齐方式>〚;<页码显示位数>〛
解释:

L:表示页码用大写罗马数字,但要求<=15。

R:表示页码用小写罗马数字,但要求<=15。

<字号>:页码字号。

<字体>:页码字体。

<颜色>:@〚%〛(<C值>,<M 值>,<Y值>,<K值

>)
。|-:页码两边加修饰符。
!:表示页码居中。

#〚-〛<字距>:指定页码与切口之间的距离。

%<字距>:指定页码与正文之间的距离。

<起始页码>:{<数学>}(1到5)

S:表示页码在上边。

〚《W<外文外挂字体名>》〛:指定ASCII字符使用的外挂字

体名。

<页码对齐方式>:表示页码拓展方向,Z|M|Y。

<页码显示位数>:表示页码显示位数,如果选择的显示位数

小于页码,则不起作用。(2到5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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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缺省表示用中文数字或阿拉伯数字排页码,它根据选

择的字体名进行匹配,当选择汉字字体时则排中文数字页码,当选

择外文字体名时则排阿拉伯数字页码。
页码装饰符“。”表示页码两边加一实心圆,“-”表示页码两边

加一条短线,缺省表示为不加装饰符。
“!”缺省表示为单页在右,双页在左,竖排时“!”不起作用。
“S”缺省表示页码在下,竖排时“S”不起作用。
“W<外文外挂字体名>”只有当排数字页码时才起作用。缺

省使用选择的字体排页码。
“页码对齐方式”缺省时为 M表示按页码中间对齐排,即单双

页页码中间对齐,Z表示向版心内拓,Y表示向版心外拓。比如单

页排页码“99”,双页排页码“100”时,Z表示99和100中间对齐,Z
表示左边对齐,Y表示右边对齐。

“页码显示位数”缺省时表示按页码实际位数进行排版、显示,
比如页码为“99”则排成“99”。如果当前页码位数大于选择的“页
码显示位数”时,仍按实际位数排,比如选择“页码显示位数”为3,
但当前已经排到“1250”页,则仍按“1250”排。而当前页码位数小

于选择的“页码显示位数”时,才用0进行补充排,比如选择“页码

显示位数”为5,而当前页码为“56”时,则排出来效果为“00056”。

分栏注解(FL)

功能:

　　将当前版面分成若干栏进行排版。在等栏的情况下,当分栏

结束且无任何特殊参数时,各栏自动拉平。
公式:

　　〚FL(〔<栏宽>|<分栏数>〕〔!〕〔H<线号>〕〔-<线型

>〕〔<颜色>〕〔K<字距>〕〛<分栏内容>〚FL)〔X|<拉平栏数

>〕〛
参数:

　　<栏宽>:<字距>{,<字距>}(1到7次)

　　!:栏间画一条以五号字为准的正线;

　　H<线号>: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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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型>:F|S|D|Q|=|CW|XW|H<花边编号>
　　<颜色>:@ 〔%〕(<C值>,<M 值>,<Y值>,<K值

>)

　　%:表示按百分比设颜色值。

　　<C值>:<M值>:<Y值>:<K值>:0-255或0-100
　　K<字距>:表示栏间距离。

　　X:表示后边分栏注解中的内容与前面的内容接排;

　　<拉平栏数>:〔-〕<栏数>
　　-:表示从分栏闭弧所在栏向左拉平若干栏。
解释:

　　设置分栏线的线型和栏线宽度是9.01增加的参数。H<线

号>用于指定栏线的粗细,-<线型>则给出栏线的线型,如正

线、点线、花边线等等。缺省H<线号>,表明栏线用5号字,缺省

-<线型>栏线为正线。

　　<颜色>参数用于指定栏线的颜色。如果缺省<颜色>参

数,则使用黑色画栏线,而不是当前的框线颜色;如果不缺省,则使

用<颜色>参数所指定的颜色值画栏线。

　　缺省颜色参数“%”时,C、M、Y、K 取值范围为0-255;有
“%”时,C、M、Y、K取值范围为0-100,代表按百分比设颜色值。

对照注解(DZ)

功能:

　　主要用于将多栏内容对照排版。
公式:

〚DZ(Y|〚〚<栏宽>|<分栏数>〛〚!〛〚H<线号>〛〚<线型

>〛〚<颜色>〛〚K<字距>〛〛〛对照内容〚DZ)〛
参数:

Y:中英文对照排法,即中文排一页,英文排一页,交替排。

<栏宽>:<字距>{,<字距>}(1到7次)

<分栏数>:均分成几栏

!:栏间画一条以五号字为准的正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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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线号>:指定栏线的粗细。如果缺省,则为五号字

<线型>:F|S|Z|D|Q|=|CW|XW|H<花边编号>
F:反线;

S:双线;

Z:正线;

D:点线;

Q:曲线;

=:双曲线;

CW:外粗内细文武线;

XW:外细内粗文武线;

H:花边线;

<花边编号>:000-117
缺省:正线。

<颜色>:@〔%〕(<C值>,<M 值>,<Y值>,<K值

>),如果缺省,则为黑色

K<字距>:表示栏间距离

方框注解(FK)

功能:

　　本注解的功能是排一个方框,在此方框中可以排各种内容。
格式:

〚FK〔<边框说明>〕〔<底纹说明>〕〔<附加距离>〕〛
〚FK(〔<边框说明>〕〔<底纹说明>〕〔〔<方框尺寸>〕|〔<

附加距离>〕〕〔<内容排法>〕〛<方框内容>〚FK)〛
参数:

<边框说明>:F|S|D|W|K|Q|=|CW|XW|H<花边编号

>
<花边编号>:000-117
<底纹说明>:B<底纹编号>〔D〕〔H〕〔#〕

<方框尺寸及内容排法说明>:〔<空行参数>〕〔。<字距>
〔<ZQ|YQ|CM>〔<字距>〕〕〕

220

书版2008使用指南



<附加距离>:〚TK<空行参数>〛〚JK<空行参数>〛,这是

新增加的参数,默认值为0,

TK<空行参数>指方框上边框与方框内容上边之间的距离,
即上边空,

JK<空行参数>指方框下边框与方框内容下边之间的距离,
即下边空;

<底纹编号>:<深浅度><编号>
<深浅度>:0-8
<编号>:<数字><数字><数字>

解释:

F:反线;

S:双线;

D:点线;

W:不要线也不占位置;

K:表示空边框(无线但占一字宽边框位置);

Q:曲线;

=:双曲线;

CW:外粗内细文武线;

XW:外细内粗文武线;

H:花边线;
缺省:正线。

D:本方框底纹代替外层底纹;

H:底纹用阴图;

#:底纹不留余白。

ZQ:左齐;

YQ:右齐;

CM:撑满。【例1】方框的底纹与边框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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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纹与边框留白 　 底纹与边框不留白

小样文件:

〚FK(SB4001+40mm。40mm〛〚YY(〛底纹与边 框 留 白〚YY)〛
〚FK)〛〓〚FK(SB4001#+40mm。40mm〛〚YY(〛底纹与边框不

留白〚YY)〛〚FK)〛

段首注解(DS)

功能:

　　段首注解为排段首题设置,第一种形式称为单字符段首,表示

本注解后的一个盒子作为内容。第二种形式是括弧对形式,表示

括弧对中的内容作为段首内容。
公式:

　　①<段首注解>:〚DS<尺寸>〔<边框说明>〕〔<底纹说明

>〕〛
　　②<段首开闭弧注解>:〚DS(<尺寸>〔<边框说明>〕〔<

底纹说明>〕〛<段首内容>〚DS)〛
参数:

　　<尺寸>:<空行参数>。<字距>
　　<边框说明>:F|S|D|W|K|Q|=|CW|XW|H<花边编号>
　　〈底纹说明〉:B〈底纹编号〉〔D〕〔H〕〔#〕
【例1】段首加底纹

　　
■■■

■

■■■
■
■ ■

■■彩
云,字体活泼,珠圆玉润,结
构错落,交叠有序,新颖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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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体,流畅洒脱,气势雄健,风
格上突出“重、拙、大”的特

点。
小样文件:

〚DS+15mm。15mmH030B4216〛〚HT3CY〛彩〚HT5CY〛云

〚HT5SS〛,字体活泼,珠圆玉润,结构错落,交叠有序,新颖美观。

■〓〓〚DS+15mm。15mmCW〛〚HT3KANG〛康〚HT5KANG〛
体〚HT5SS〛,流畅洒脱,气势雄健,风格上突出“重、拙、大”的特

点。

分区注解(FQ)

功能:

　　分区注解在版面上划分出一个独立的区域。
公式:

　　〚FQ(<分区尺寸>〔<起点>〕〔<排法>〕〔,DY〕〔<-边框

说明>〕〔<底纹说明>〕〔Z〕〔!〕〛
参数:

　　<起点>:(〔〔-〕<空行参数>〕,〔-〕<字距>)|,ZS|,ZX
|,YS|,YX|,S|,X|,Z|,Y
　　<边框说明>:F|S|D|W|K|Q|=|CW|XW|H<花边编号

>
　　<底纹说明>:B〈底纹编号〉〔D〕〔H〕〔#〕

另区注解(LQ)

功能:

　　在使用插入注解(CR)、图片注解(TP)时,当版面位置不够

时,系统会自动调整插入内容或图片位置,并且会自动串文。本注

解给出了串文节制标记,本注解以后的正文随插入内容或图片走。
公式:

　　〚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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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角环注解注解(LJ)

功能:
用于排六角环、苯环、杂环等。

公式:

1.〚LJ<六角参数>〛
　　2.〚LJ(<六角参数>〛{〚<角编号>〛<结点>}〚LJ)〛
新增参数:

<嵌圆距离>:(<字距>)
参数作用:

调整嵌圆和六角环宽边的距离。使用嵌圆距离之后,六角环

的圆只能使用实圆。

始点注解(SD)

功能:
本注解改变当前排版位置,将当前排版位置移到指定的位置

上继续排版。
公式:

〚SD〔<始点位置>〕〛
参数:

　　<始点位置>:X|〔<空行参数>〕〔,<字距>〕〔;N〕
新增参数:

N:开关参数

参数作用:
参数“N”表示按新方法计算排版的位置。新方法能够维持本

层的分区结构,使用始点注解后,本层所划分好的其他区域(TP、

FQ等)仍然有效,缺省“N”时表示仍然沿用低版本书版的处理方

法,以保持与低版本的一致。此时,当使用始点注解改变了当前位

置后,本层所划分好的其他区域(TP、FQ等)将无效。

竖排注解(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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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SP(〔<字符盒组序号>〕〔G<空行参数>〕〛{〔<字体号注

解>〕<结点字>|<盒组>}〚SP)〛
新增参数:

G<空行参数>:需要撑满的竖排内容所占高度。
参数作用:

G<空行参数>选项将括弧对中的内容在指定的<空行参数

>内撑满排。其作用类似于横排中的撑满注解。

段首缩进注解(SJ)

功能:
本注解根据给定的注解参数对段首的起始位置进行调整,只

有在该注解之后遇到换段符的时候该注解才会起作用。
公式:

〚SJ〔<缩进值>〕〛
参数:

<缩进值>:<缩进距离>|J<字距>
<缩进距离>:<字号>〔。<字数>〕

<字数>:1-10缺省为2
解释:

<缩进距离>表示段首将缩进的距离=所给<字数>×指定

<字号>;

　　<J字距>表示段首的缩进距离是<字距>给出的值;

　　<缩进值>参数缺省时,段首缩进距离同换段符(■)。
说明:

　　①SJ参数对注解之后的所有段落都起作用。

　　②如果SJ注解要对本段起作用,则应该放在本段的开始,否
则只会从本段以后(不包括本段)的段落开始起作用。

消除单字行注解(XD)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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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注解根据所给参数对单字行(一行只有一个汉字加一个标

点)现象进行处理。
公式:

〚XD〔!〕〛
参数:

!:开关参数,无“!”表示此注解后的排版将消除单字行。有

“!”表示排版处理同低版本,即不处理单字行。

添线注解(TX)

格式:

〚TX〔X〕〔B〕<线类型>〔<附加距离>〕〛
该注解增加B参数,表示添线内容不占高度。当顶底注解

(DD)和添线注解(TX)嵌套使用时,默认添线内容占行高,与顶底

内容有一定距离;添加B参数,则添线内容不占行高,与顶底内容

紧密排列。这两种排版效果由用户选择使用

参数:

X:在盒子下面添线,缺省则为上。

B:表示添线内容不占高度,否则占高度。

<线类型>:-|=|~|(|)|{|}|〚|〛|〔|〕|→|←
-:单线;

~:波浪线;

=:双线;
(:开圆括弧;
):闭圆括弧;
{:开花括弧;
}:闭花括弧;

〚:开正方括弧;

〛:闭正方括弧;
〔:开斜方括弧;
〕:闭斜方括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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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箭头;

←:左箭头。

<附加距离>:〔-〕<字距>
-:表示加大添线与盒子的距离,缺省表

示缩小距离。

【示例1】顶底注解(DD)和添线注解(TX)嵌套使用

不添加B参数

anan-1…a1a0=an×10n+an-1×10n-1+…+a1×10+a0

=[an×(10n-1)+an-1×(10n-1-1)+…+
a1×(10-1)]+(an+an-1+…+a1+a0)

=[an×99…9
︷

n个

+an-1×99…9
︷
(n-1)个

+…+a1×9]+
(an+an-1+…+a1+a0)

=[an×11…1
︷

n个

+an-1×11…1
︷
(n-1)个

+…+a1×1]×
9+(an+an-1+…+a1+a0)

添加B参数

anan-1…a1a0=an×10n+an-1×10n-1+…+a1×10+a0

=[an×(10n-1)+an-1×(10n-1-1)+…+
a1×(10-1)]+(an+an-1+…+a1+a0)

=[an×99…9
︷n个

+an-1×99…9
︷(n-1)个+…+a1×9]+

(an+an-1+…+a1+a0)

=[an×11…1
︷n个

+an-1×11…1
︷(n-1)个+…+a1×1]×

9+(an+an-1+…+a1+a0)

小样:
不添加B参数

〚TX {〛〚DD (〛⦃ (■n■-1)个⦄〚DD)〛〚TX {〛〚DD (〛
⦃ (■n■-1)个⦄〚DD)〛
添加B参数

〚TXB {〛〚DD (〛⦃■n■个⦄〚DD)〛〚TXB {〛〚D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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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个⦄〚DD)〛

【示例2】
如果添加了B参数使顶底内容与添线内容过于紧凑,可以

使用顶底注解 (DD)的距离参数精确控制距离。以下示例中前

一个加距离参数,后一个没有加距离参数,可以看看效果对比。

anan-1…a1a0=an×10n+an-1×10n-1+…+a1×10+a0

=[an×(10n-1)+an-1×(10n-1-1)+…+
a1×(10-1)]+(an+an-1+…+a1+a0)

=[an×99…9
︷n个

+an-1×99…9
︷(n-1)个+…+a1×9]+

(an+an-1+…+a1+a0)

小样:
顶底注解(DD)添加距离参数

〚TXB{〛〚DD(1mm〛⦃■n■个⦄〚DD)〛
顶底注解(DD)未添加距离参数

〚TXB {〛 〚DD (〛 ⦃(■ n ■ - 1) 个⦄ 〚DD)〛

反应注解(FY)

功能:
用于排化学反应号。

格式:

〚FY〔<反应参数>〕〛
〚FY(〔<反应参数>〕〛<反应内容>〚FY)〛

参数:

<反应参数>:〔<反应号>,〕〔<反应方向>,〕<字距>|
〔<反应号>,〕<反应方向>|<反应号>

<反应号>:JH〔∗〕|KN〔∗〕|=|→|J
<反应方向>:S|X|Z|Y

解释:

=:等号;

JH: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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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聚合;

KN:可逆;

KN∗:可逆;

J:实心箭头

缺省:→。

S:上;

X:下;

Z:左;

Y:右。

长度注解(CD)

格式:

〚CD〔#|%〕〔<线型>〕〔-〕<长度>〔Z〕〛
参数:

<长度符号>:〔{|}|〚|〛|〔|〕|F|S|D|Q|CW|XW|=|H<
花边编号>〕〔!〕

<花边编号>:<数字><数字><数字>
<长度>:<字距>|<空行参数>
Z:可拆行

解释:

#:表示在当前行的基线上画线,缺省时表示在当前行的中线

上画线。

%:表示在当前行的顶线上画线,缺省时表示在当前行的中线

上画线。

<长度符号>:
{:开花括弧;
}:闭花括弧;

〚:开正方括弧;

〛:闭正方括弧;
〔:开斜方括弧;
〕:闭斜方括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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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反线;

S:双线;

D:点线;

Q:曲线;

CW:粗文武线;

XW:细文武线;

=:双曲线;

H:花边线。
!:表示各种括弧线画成横向,其他各种线画成纵向。

-:表示画线方向从右向左画,或从下往上画。

画线注解(HX)

格式:

〚HX(<位置>)〔<线型>〕〔-〕<长度>〔Z〕〛
参数:

<位置>:<空行参数>,<字距>
<长度符号>:〔{|}|〚|〛|〔|〕|F|S|D|Q|CW|XW|=|H<

花边编号>〕〔!〕

<花边编号>:<数字><数字><数字>
<长度>:<字距>|<空行参数>
Z:可拆行

解释:

<长度符号>:
{:开花括弧;
}:闭花括弧;

〚:开正方括弧;

〛:闭正方括弧;
〔:开斜方括弧;
〕:闭斜方括弧;

F:反线;

S:双线;

D: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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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曲线;

CW:粗文武线;

XW:细文武线;

=:双曲线;

H:花边线。
!:表示各种括弧线画成横向,其他各种线画成纵向。

-:表示画线方向从右向左画,或从下往上画。

计数注解(JS)

格式:

〚JS〚计数格式〛{;<计数对象>}{n=1~3}〛
在计数注解中同时对1~3个对象进行计数处理,这样能对类

似于“篇”、“章”、“节”情况进行计数处理。

参数:

<计数格式>:〚S|H〚! |#〛〛〚D|X〛,默认表示用数字、点连

接

S:表示用数字方式

H:表示用汉字方式

!:表示用另一种汉字方式,详细参考样例

#:表示用另一种汉字方式,详细参考样例

D:表示多个计数对象间用点连接

X:表示多个计数对象间用短横线连接

<计数对象>:<《计数别名》>〚:<<P开始序号><+序号增

加间隔>>|J〛
<《计数别名》>:表示对何种对象进行计数

<P开始序号>:表示计数开始序号,默认开始序号为1
开始序号:<1-3位数字>
<+序号增加间隔>:表示每次增加数,默认为每次增加1
序号增加间隔:<1-2位数字>
J:对当前对象增加相应的间隔,默认增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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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1】设置项目编号

方正书版10.5新增内容:

1.实现图片可视化调整

2.兼容 Word数理化公式

3.新增JS注解

4.新增CH注解

5.关于正版用户认证

大样预览新增内容:
(1)图片大样调整

(2)增加标尺

(3)增加提示线

　　小样:

〚HT5H〛方正书版10.5新增内容:■〚HT5SS〛
〚JS;《新增内容》〛.实现图片可视化调整■
〚JS;《新增内容》:J〛.兼容 Word数理化公式■
〚JS;《新增内容》:J〛.新增JS注解■
〚JS;《新增内容》:J〛.新增CH注解■
〚JS;《新增内容》:J〛.关于正版用户认证■
〚HT5H〛大样预览新增内容:■〚HT5SS〛
〚JS;《大样预览》〛.图片大样调整■
〚JS;《大样预览》:J〛.增加标尺■
〚JS;《大样预览》:J〛.增加提示线■

　　【示例2】设置篇、章、节的序号

　　第1章　新大样预览窗口

1.1　图片大样调整

　　1.1.1　XXXX
　　1.1.2　XXXX
　　1.1.3　XXXX
1.2　大样窗口的标尺和提示线

1.3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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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兼容 Word
2.1　导入 Word
　　2.1.1　XXXX
　　2.1.2　XXXX
　　2.1.3　XXXX
2.2　导入 MathType生成的 Word公式

　　2.2.1　XXXX
　　2.2.2　XXXX
　　2.2.3　XXXX
2.3　XXXX

　　小样:

〓〓〚HT5H〛第〚JSD;《章》:P1+1〛章〓新大样预览窗口■
〚HT5SS〛

〚JSD;《章》:P1+1;《节》:P1+1〛〓图片大样调整■
〓〓〚JSD;《章》:P1+1;《节》:P1+1;《小节》:P1+1〛〓

XXXX■
〓〓〚JSD;《章》;《节》;《小节》:J〛〓XXXX■
〓〓〚JSD;《章》;《节》;《小节》:J〛〓XXXX■
〚JSD;《章》;《节》:J〛〓大样窗口的标尺和提示线■
〚JSD;《章》;《节》:J〛〓XXXX■
〚HT5H〛第〚JSD;《章》:J〛章〓兼容 Word■〚HT5SS〛
〚JSD;《章》:J;《节》:P1+1〛〓导入 Word■
〓〓〚JSD;《章》:J;《节》:P1+1;《小节》:P1+1〛〓XXXX■
〓〓〚JSD;《章》;《节》;《小节》:J〛〓XXXX■
〓〓〚JSD;《章》;《节》;《小节》:J〛〓XXXX■
〚JSD;《章》;《节》:J〛〓导入 MathType生成的 Word公式■
〓〓〚JSD;《章》;《节》:J;《小节》:P1+1〛〓XXXX■
〓〓〚JSD;《章》;《节》;《小节》:J〛〓XXXX■
〓〓〚JSD;《章》;《节》;《小节》:J〛〓XXXX■
〚JSD;《章》;《节》:J〛〓XXXX

　　掌握编号规律,就可以轻松地设置章节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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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为初始化参数,“J”为进级参数,不加P参数和J参数,
则表示继承前一参数编号。

(2)“P”为初始化参数,“P1+1”前一个“1”表示起始编号为1,
后一个“1”表示每次进级递增1个数值,例如“P1+2”表示从1开

始编号,进级时每次递增2个数值,依次为1、3、5.....。
(3)“J”为进级参数,表示在前一个同级别的参数基础上递增,

递增数值由P参数决定。例如前一个三级标题为1.1.1,注解为

〚JSD;《章》:P1+1;《节》:P1+1;《小节》:P1+1〛,现在编号为2.
1.1,则注解为〚JSD;《章》:J;《节》:P1+1;《小节》:P1+1〛。

　　【示例3】设置图片编号
第1章　XXXXXXXXXXX

图1-1　XXX

图1-2　XXX

图1-3　XXX

第2章　XXXXXXXXXXX

图2-1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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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XXX

图2-3　XXX

　　小样:

〓〓〚HT5H〛第〚JSD;《章》:P1+1〛章〓XXXXXXXXXXX■
〚HT5SS〛

〚TP<Founder.tif>;%30%30,BP〛〚TS(〛〚JZ〛图〚JSX;
《章》:P1+1;《编号》〛〓XXX〚TS)〛■
〚TP<Founder.tif>;%30%30,BP〛〚TS(〛〚JZ〛图〚JSX;

《章》;《编号》:J〛〓XXX〚TS)〛■
〚TP<Founder.tif>;%30%30,BP〛〚TS(〛〚JZ〛图〚JSX;

《章》;《编号》:J〛〓XXX〚TS)〛■
〓〓〚HT5H〛第〚JSD;《章》:J〛章〓XXXXXXXXXXX■

〚HT5SS〛
〚TP<Founder.tif>;%30%30,BP〛〚TS(〛〚JZ〛图〚JSX;

《章》:J;《编号》:P1+1〛〓XXX〚TS)〛■
〚TP<Founder.tif>;%30%30,BP〛〚TS(〛〚JZ〛图〚JSX;

《章》;《编号》:J〛〓XXX〚TS)〛■
〚TP<Founder.tif>;%30%30,BP〛〚TS(〛〚JZ〛图〚JSX;

《章》;《编号》:J〛〓XXX〚TS)〛

除号注解(CH)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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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被除数〕〚〛<除数>〚CH)〛

【示例1】除号

　　　　　　41828⎠
　　小样:

　　〚CH(〛4〚〛〚KG(∗5〛1828〚KG)〛〚CH)〛

【示例2】竖式除法

4　5　7
41　8　2　8⎠
1 6
2 2
2 0
2 8
2 8
0

　　小样:

〚HJ∗5〛〚KG6∗2/3〛4〓5〓7■
〚KG4〛〚CH(〛4〚〛〚WB〛1〓〚WB〛8〓〚WB〛2〓〚WB〛8〚CH)〛

■
〚DW1〛1〚DW2〛6■〚KH-+2mm〛
〚DW1〛〚CD3∗2〛■〚KH-+2mm〛
〚DW2〛2〚DW3〛2■
〚DW2〛2〚DW3〛0■〚KH-+2mm〛
〚DW2〛〚CD3∗2〛■〚KH-+2mm〛
〚DW3〛2〚DW4〛8■
〚DW3〛2〚DW4〛8■〚KH-+2mm〛
〚DW3〛〚CD2∗3〛■〚KH-+2mm〛
〚DW4〛0〚HJ〛

参照注解(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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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CZ(<Y>|<D〔X〕>〛参照内容〚CZ)〛
提取参照内容所在的页码。

解释:

Y:使用参照,即将CZ开闭弧之间的字符串替换成页码;

D:定义参照;

X:表示将定义参照的内容写到大样中去。
【示例】

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地为:

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地为:北京

……
关于奥运相关介绍,参见第100页。

小样

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地为:〚CZ(D〛北京〚CZ)〛
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地为:〚CZ(DX〛北京〚CZ)〛
……

关于奥运相关介绍,参见第〚CZ(Y〛北京〚CZ)〛页。

9.4　文件支持

　　书版扩展了文件名的格式,支持 Windows98/2000的标准文

件名,例如长文件名,并且可指定路径全名。

书版注解(SB)

功能:

　　当排一本很长的书时,可将这本书分成若干个文件输入、编
辑,最后统一排版。
公式:

　　〚SB<文件名>{,<文件名>}(0到3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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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文件名>:<不包含逗号和右方括弧的文件名>
解释:

　　SB注解支持标准的 Windows文件名。但文件名中不能有逗

号“,”和注解闭弧“〛”。注解中的文件名可以带路径,也可以不带

路径,不带路径时,到小样文件所在的目录下寻找。输入路径时,
注意用“\\”表示“\”,因为“\”被用作转义符。

　　用户甚至可以指定网络路径名,例如:“\\Server\public\
work.fbd”,这时,用户在SB注解中必须如下指定:“\\\\Server\\
public\\work.fbd”。

插入注解(CR)

功能:

　　本注解是用于把已生成的大样文件插入到正文中。
公式:

　　〚CR<文件名>〔<起点>〕〔<排法>〕〔,DY〕〔#〕〔;W〕〛
参数:

　　<文件名>:<不包括“,”、“;”、“(”、“#”的文件名>|<前缀

><标准 Windows文件名><后缀>。

　　<前缀>:<
　　<后缀>:>
　　<起点>:(〔〔-〕<空行参数>〕,〔-〕<字距>)|,ZS|,ZX
|,YS|,YX|,S|,X|,Z|,Y
　　W:插入 Wits2.1版本文件标记

解释:

　　插入注解支持标准的 Windows文件名。如果输入的文件名

不带路径,则到小样文件所在的目录下寻找,如果输入的文件名中

不带扩展名,系统会自动为其加上“.cr”扩展名。另外,无需将大

样文件名的扩展名改为“.cr”就可以插入。例如:可以这样使用插

入注解:〚CRtest.s92〛、〚CRtest.mps〛。

　　使用前后缀可以插入具有任何标准 Windows98/2000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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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大样文件,否则,文件名会有限制。我们推荐使用这种文件名

格式,例如〚CR<test.s72>〛,〚CR<test.mps>〛,这样排版程序

可以正确地找到对应的插入文件。

　　起点可为负值,用“-”表示。起点为负值时表示起点可超出

版心,在版心的上方或左边出现。这一改动使得插入内容可随意

放在版面上的任一位置。

　　使用插入注解可插入S10、NPS、S92、MPS、S72、PS2、S2文

件。

　　为确保S92、MPS、S72、PS2、S2文件插入到书版的小样中能

正确地输出,请不要将这些大样文件的扩展名改为“.cr”,而应保

留其真实的扩展名,并在插入注解中使用带扩展名的完整文件名,
例如“〚CR<test.s92>〛”、“〚CR<test.s72>〛”、“〚CR<test.ps2
>〛”、“〚CR<test.s2>〛”。这可以使系统确切知道这是一个

S92、S72、PS2或S2的大样,从而使大样中的符号都能正确输出。
如果将文件扩展名改为“.cr”再插入,则会出现符号输出不正确的

情况。

　　另外,由于S10和 NPS具有不同的输出特性,因此不要将

S10文件插入到将要生成NPS的小样中,也不要将NPS文件插

入到将要生成S10的小样中。如果必须进行这样的文件插入,建
议使用插入EPS注解(PS)在小样中插入对应的EPS文件,具体

操作请参见插入EPS注解的说明。

　　“W”参数指定所要插入的文件是由 Wits2.1生成的。Wits
2.1生成的PS2文件与书版生成的PS2文件有所不同,为此,程序

对 Wits2.1生成的PS2的插入做了特殊处理,以保证插入的大样

文件位置、尺寸的正确性,如是 Wits2.1文件,需指定“W”参数。

　　本注解中其他参数的解释及使用方法,请参阅《北大方正书版

排版技术和应用》一书。

9.5　表格处理

　　书版的表格功能有所增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表格项数由原来的最大30列增大为100列。在不使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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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样对照的情况下,可以排4开的大表,行数没有限制,可
以自动拆页。

　　2.表行的高度可以非常小,例如小到1mm的距离之内,适
合排证券信息等表格。

　　3.表格中使用子表时不再出现表线不能对齐的情况。

　　4.表格的几个相关注解BG、BH、ZB中的<线型>参数都可

以是:F|S|W|Z|D|Q|=。它们的含义是:F———反线、

S———双线、W———无线、Z———正线、D———点线、Q———
曲线、=———双曲线。不指定时缺省为正线。

　　5.表格的几个相关注解BG、BH、ZB注解中均有对各种栏线

的颜色设置功能。

表格注解(BG)

功能:

　　本注解可排各种复杂格式的表格,包括多种线型,各个方向的

斜线及任意划分的表项内容。采用此注解排的表格,由多个表格

行组合而成,表格行中还可以在计算机内存允许的范围内嵌进多

层的子表,生成各种复杂的表格版式。当本表格超出本页范围时,
系统可自动进行拆页,并可根据需要在各页自动添加表头。
公式:

　　〚BG(〔<表格起点>〕〔BT|SD〔<换页时上顶线线型号>〔<
换页时上顶线颜色>〕〕〕〔XD〔<换页时下底线线型号>〔<换页

时下底线颜色>〕〕〕〔;N〕〔〈字体字号设置〉〕〛<表格体>〚BG)
〔<表格底线线型号>〕〔<底线颜色>〕〛
参数:

<表格起点>:(<字距>)|!
各线型号参数的格式相同

<线型号>:<线型>〔<字号>〕

<线型>:F|S|W|Z|D|Q|=
各线颜色参数的格式相同

<线颜色>:<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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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C值>,<M 值>,<Y值>,<K值

>)
字体字号设置:〔;HT〔〈双向字号〉〕〔〈汉字字体〉〕〕〔;WT

〔〈+〉|〈-〉〕|〔〔〈双向字号〉〕〔〈外文字体〉〕〕〕〔;ST〔〈+〉|〈-〉〕|
〔〔〈双向字号〉〕〔〈数字字体〉〕〕〕〔;J〈行距〉〕〕
解释:

BT:表头。

SD:上顶线。

XD:下底线;

F:反线。

S:双线。

W:无线。

Z:正线,缺省为正线。

D:点线。

Q:曲线。

=:双曲线。

<换页时上顶线颜色>:指定换页时表格上顶线的颜色,如果

缺省,则使用框线颜色。

<换页时下底线颜色>:指定换页时表格下底线的颜色,如果

缺省,则使用框线颜色。

<底线颜色>:指定表格底线的颜色,如果缺省,则使用框线

颜色。

N:表示使用新的方式绘制表格线。新的方式对于双线进行

特殊处理,解决了原来存在的双线连接的问题。缺省N时仍然按

照低版本书版的处理绘制表格线。

表行注解(BH)

功能:

　　本注解用来定义表格一行的排法。
格式:

〚BH〔D〔〈顶线线型号〉〕〔〈顶线颜色〉〕〕〔〈表行高参数〉〕〔JZ|
SQ|XQ〕〔B〈底纹编号〉〕〈各栏参数〉〔〈右线线型号〉〕〔〈右线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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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参数:

<各栏参数>:{,〔<左线线型号>〕〔<左线颜色>〕<栏宽

>〔。<栏数>〕〔DW〕〔<内容排法>〔<字距>〕〕}(1到n次)

<栏宽>:K〔<字距>〕

<内容排法>:CM|YQ|ZQ
各线型号参数的格式相同

<线型号>:<线型>〔<字号>〕

<线型>:F|S|W|Z|D|Q|=
各线颜色参数的格式相同

<线颜色>:<颜色>
<颜色>:@〔%〕(<C值>,<M 值>,<Y值>,<K值

>)
解释:

D〔<顶线线型号>〕:表示本行顶线线型,不写<线型号>为

正线,全不写表示与上一表行相同。
〈表行高参数〉:G〔〈行距〉〕|〔〔TK〈行距〉〕〔JK〈行距〉〕〕

G〔〈行距〉〕:表示本行高度,缺省为当前页所省区域高

TK〈行距〉:表示本行顶线与内容之间的间距,缺省为二分之

一字高

JK〈行距〉:表示本行底线与内容之间的间距,缺省为二分之

一字高

<栏数>:说明与前一栏相连且线型与宽度相同的有多少栏。
缺省表示没有与前一栏相同的栏。

JZ|SQ|XQ:表示本行所有内容的整体排法,JZ--居中,SQ
--上齐,XQ--下齐,缺省为居中排

B〈底纹编号〉:设置该行的底纹,如果不设置底纹编号则表示

取消底纹

DW:表示以下各表行相应栏数的数字项对位(个位对齐)。
缺省表示数字项不对齐

CM:撑满;

YQ:右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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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左齐。

F:反线;

S:双线;

W:无线;

Z:正线,缺省为正线;

D:点线;

Q:曲线;

=:双曲线。

<顶线颜色>:指定表栏顶线的颜色,如果缺省,则使用框线

颜色。

<左线颜色>:指定表栏左线的颜色,如果缺省,则使用框线

颜色。

<右线颜色>:指定表栏右线的颜色,如果缺省,则使用框线

颜色。

子表注解(ZB)

功能:

　　并不是所有表格都是一行一行整齐地划分的,当表格复杂时,
不能象上面那样只用表行划分,有时需要将表格的某项内容再次

划分,好象项中又套一个表格,这可用子表来完成。
公式:

　　〚ZB(〛<表格体>〚ZB)<底线线型号>〔<颜色>〕〛
解释:

　　参数<颜色>。用于指定子表底线的颜色。如果缺省,则使

用框线颜色。

　　本注解中各参数的解释请参阅《北大方正书版排版技术和应

用》有关章节以及本章第九节“彩色版面处理”的“彩色注解

(CS)”。

表格跨项位标注解(GW)

功能:
本注解在表格当前位置上设立一个对位标记(位标),为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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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表项对位用。
公式:

〚GW〛
说明:

该注解仅适用于表格注解。

表格跨项对位注解(GD)

功能:
本注解用于表格对位。作用是将注解后的字符与前面表格项

中设定的位标对齐。
公式:

〚GD〔<位标数>〕〛
参数:

<位标数>:<数字>〔<数字>〕
说明:

该注解仅在表格注解内使用。

卧排表格注解(ZP)

功能:
本注解用于卧排表格

公式:

〚 ZP ( 〛 表 格 注 解 〚 ZP )〛

续排表格(XB)

格式:

〚XB〔,HT〔〈双向字号〉〕〔〈汉字字体〉〕〕〔,WT〔〈+〉|〈-〉〕|
〔〔〈双向字号〉〕〔〈外文字体〉〕〕〕〔,ST〔〈+〉|〈-〉〕|〔〔〈双向字

号〉〕〔〈数字字体〉〕〕〕〔,J〈行距〉〕〔;Z〔-〕〈字距〉|M|Y〔-〕〈字
距〉〕|D〔-〕〈字距〉〕〔#〕〈〈续表内容〉〉〛
解释:

HT、WT、ST控制续表内容的字体、字号,它只对续表内容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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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排完续表内容后字体、字号恢复成表格中字体、字号。

J〈行距〉:指定续表内容和表格体之间的间距。

Z〔-〕〈字距〉|M|Y〔-〕〈字距〉|D〔-〕〈字距〉〕:指定续表内

容在表格顶线上位置,Z--左齐,M--居中,Y--右齐,D-自

动根据页码单右双左,默认为自动根据页码单右双左。
〔-〕表示往外扩

字距指续表内容与表格边距离

#:表示续表数字采用中文数字"一""二"….,默认为阿拉伯

数字。
〈续表内容〉:以"〈"和"〉"括起来的内容,其中以页码替换符描

述续表数字的位置。
新增XB注解,它只能跟在BG注解之后。

9.6　图片处理

　　书版通过图片注解(TP)、插入EPS注解(PS)、新插入注解

(XC)在版面中插入多种格式的点阵图和矢量图。包括:JPG、

GIF、EPS、TIF、BMP、PDF、GRH、PIC。以前版本的书版注解在

图片尺寸的设置上存在缺陷,后端输出时也存在问题,导致图片的

尺寸、位置不易控制,图片也不能预览。目前,我们针对用户需求,
对图形的排版作了较大的改进。

1.对于JPG、GIF、EPS、TIF、BMP、PDF文件,可以从原始的图形

文件中读取尺寸,自动设置图片占位大小,无须用户填写尺寸;
对于GRH、PIC文件,仍须用户在小样中设定尺寸。

2.能够方便地对图片进行按比例放缩。

3.能够指定图片四周的边空。

4.系统可根据图片的尺寸和边空自动在版面上留出合适的区域,
用户也可以自己指定留空区域。例如指定较小的留空区域,可
以实现字和图重叠的效果。

5.系统可能够在大样预览时查看插入的图形,包括:JPG、GIF、

EPS、TIF、BMP、PDF,并可指定图片的显示精度。GRH 和

PIC文件由于格式较早,因此不支持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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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所有格式图片文件都可以在PSPNT、PSPPRO 和文杰上输

出。对TIF图,还可以支持LZW压缩格式的输出。

　　新插注解(XC),用于在行内插入上述各种图形格式文件以及

大样文件。

图片注解(TP)

功能:

　　本注解自动将PDF、JPG、GIF、TIF、BMP、GRH、PIC文件安

排到指定的位置上,并自动安排好图片与周围文字的关系,从而使

图片与文字同时出现在版面上。
公式:

　　〚TP<文件名>〔,@〕〔,<图片占位尺寸>〕〔;<图片实体尺

寸>〕〔<上边空>〕〔<下边空>〕〔<左边空>〕〔<右边空>〕〔<
起点>〕〔<排法>〕〔,<DY>〕〔#〕〔%〕〔H〕〔,TX〔<填入底纹

号>〕〕〔,HD〕〛
参数:

　　<文件名>:<不包括“,”、“;”、“(”、“#”的文件名>|<前缀

><标准 Windows文件名><后缀>
<前缀>:<
<后缀>:>
@:嵌入图片参数

<图片占位尺寸>:<尺寸>
<图片实体尺寸>:<放缩比例>|E<尺寸>
<放缩比例>:%<X方向比例>%<Y方向比例>
<X方向比例>:<比例>
<Y方向比例>:<比例>
<比例>:可以带小数。

<尺寸>:<空行参数>〔。<字距>〕

<上边空>:;S〔〔-〕<空行参数>〕

<下边空>:;X〔〔-〕<空行参数>〕

<左边空>:;Z〔〔-〕<字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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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边空>:;Y〔〔-〕<字距>〕

<起点>:(〔〔-〕<空行参数>〕,〔-〕<字距>)|,ZS|,ZX
|,YS|,YX|,S|,X|,Z|,Y
<排法>:,PZ|,PY|,BP
HD:灰度标记

解释:

　　图片注解增加对 Windows标准文件名的支持,但文件名中不

能有注解闭弧“〛”,此外,由于逗号“,”、分号“;”、左括号“(”和井号

“#”在注解中被作为标志字符,系统扫描时遇到这些字符将认为

文件名结束,所以文件名中应避开这些字符。如果在文件名的开

始加上小于号“<”,在文件名的结尾加上大于号“>”,则文件名就

可使用 Windows标准所允许的任意字符。因此,建议用户总是在

文件名的前后分别加“<”和“>”。例如,如果文件名为C:\Image
\Cat(1).tif,在注解中需要写成:〚TP<C:\Image\Cat(1).tif>〛,
此时由于“(”是在“<”和“>”的括弧中,所以被当成是文件名的一

部分而不作为标志字符。而如果写成〚TPC:\Image\Cat(1).tif〛,
系统就会把“(”处理为标志字符,扫描到它时,系统将终止文件名

的处理,此时得到的文件名为C:\Image\Cat,就会发生错误。另

外,由于图片注解支持多种图片格式,因此文件名一定要加上扩展

名,否则无法找到正确的图片。
书版排版时查找图片的顺序是:若图片注解中指定了图片路

径,则依次在每个图片路径下查找对应图片,如果没有找到,再在

小样所在的目录下查找图片。若图片注解中未指定路径,则在“设
置”对话框中设置的缺省图片文件路径下查找。若未设置缺省图

片路径,则在小样所在的目录下查找图片。
“@”参数表示将小样文件中使用的图片嵌入到大样文件中;

这一功能为文件的传输、加密提供了便利。缺省“@”表示不嵌入

图片。
“HD”参数指定图片为灰度图片。该参数为配合在书版输出

选项中选择CMYK色版而设置的。当注解中使用“HD”参数后,
该图片即被认为是灰度图片。在书版输出排版结果时,系统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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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用户在“输出选项———其它”页面上选择CMYK色版情况,以
及包含图片的页面所含有的CMYK颜色信息决定是否输出该

页。比如用户指定仅输出CMY色版(或C、M、Y色版中任意一

种),此时包含该图片的页面又没有其它的C、M、Y颜色信息,则
该页将不被输出;但是,如果包含图片的页面含有其它CMY的颜

色信息,则该页面将被输出。而一旦输出了该页,那么图片的所有

信息都包含在PS文件中,并不会对图片进行分色。这样,对于

PSPNT2.0及其以前版本的RIP,如果输出了包含彩色图的一页,
那么这页就会输出四个色版。而对于PSPNT2.1及其以后版本

的RIP,由于RIP与书版之间的某种约定,在输出一个彩图时,只
输出其中的某些色面,这些色面满足两个条件:①是该页中的某些

文字、线或底纹的颜色②用户选择输出该色面。为进一步帮助用

户理解,下面举例说明。
一个三页的小样文件,每页内容相同:一张图片及若干文字。

在小样的第1页使用注解〚TP<apple.gif>,HD〛;第2页使用

〚TP<apple.gif>,HD〛,并使用CS注解将文字指定为彩色字,如

〚CS250,0,0,0〛;第3页使用〚TP<apple.gif>〛。该小样在排版

后选择CMY色版输出,其结果是只输出第2、3页。这是因为:第

1页图片选择“HD”参数,文字又是黑白字,亦即该页面只有K版

信息,因此不输出;而第2页虽然也选择了“HD”参数,但由于文字

含有C版颜色信息,因此这一页需要输出;第3页图片没有选择

“HD”参数,且文字为彩色,所以这页也需要输出。被输出的第2、

3页在选择CMYK模式进行RTP时,对于NTRIP2.0及其以前

的版本其结果是第2、3两页的CMYK四个色版全部输出;对于

NTRIP2.1及其以后版本其结果是输出第2页的C、K两个色版,
第3页的C、M、Y、K四个色版。

图片注解对图片文件原始尺寸处理,具体参数如下。

<图片占位尺寸>即图片在版面中的挖空区域,该区域以外

可以正常排文字。如果不指定则自动设为图片实体尺寸加边空。

　　<图片实体尺寸>即图片在版面上实际排多大,可以有指定

比例和指定大小两种形式。

　　<上边空>、<下边空>、<左边空>、<右边空>即实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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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边空。缺省表示边空距离为0。当设置了<图片占位尺寸>
时,边空参数中只有<上边空>和<左边空>有效,用于设置图片

在占位区中的相对位置。

　　边空值可以为负数,此时在字距参数前加负号。

　　若<上边空>中不指定空行参数值,表明上边空的距离为0;

　　若<下边空>中不指定空行参数值,表明下边空的距离等于

上边空的距离;

　　若<左边空>中不指定字距值,表明左边空的距离等于上边

空的距离;

　　若<右边空>中不指定字距值,表明右边空的距离等于左边

空的距离。

　　举例:;S1;X;Z;Y 指上下左右边空相同,均为1个字。;S2;

X;Z1;Y指上下边空相同,为2个字高+1个行距,左右边空相同,
为1个字。

　　起点可为负值,用“-”表示。起点为负值时表示起点可超出

版心,在版心的左边或上边。这一改动使得图片可随意放在版面

上的任意位置。

　　本注解中其他参数的解释及使用方法,请参阅《北大方正书版

排版技术和应用》一书。

　　<图片占位尺寸>和<图片实体尺寸>在版面上的关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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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实体尺寸

　　　　上边空

左

边

空

　右

　边

　空

　　　　
下边空

图片占位尺寸

足　音
轻轻地、耳边

响起你的足音。再

优美的音乐也无法

和它们相比。你每

次都想悄悄地走过

来吓我一跳,然而

我每次听见了你的

足音。这是因为我

的 心 因 你 而 共 鸣

……

开　门
但 愿 每 次 开

门,门里都站着微

笑的你。只有你的

手 能 拭 去 我 的 灰

尘。只有你的问候

能驱散我跋山涉水

的疲顿。为我开门

吧……如果我的灵

魂是一片废墟,当
你的微风吹来,这
废墟便会成为繁华

的宫殿。如果我的

灵魂是一座荒山,
当你的脚步响起,
这荒山便会绿草如

茵,鲜花盛开。

　　注意:竖排中,图片的<上边空>、<下边空>、<左边空>、<右边空>与横

排的意义不同。竖排时的上、下、左、右边空位置为横排版面顺时针旋转90°即可。
见下图:

横
排
时
图
片
的
边
空
位
置

竖
排
时
图
片
的
边
空
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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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表列出了它们之间的计算关系:

参数

图 片

占 位

尺寸

图 片

实 体

尺寸

边空

说明

版面中图片大小 图片挖空区域

有 实 际 尺

寸 的 图 片

(图片文件

存 在 且 可

以 得 到 图

片 的 实 际

大小,以 英

寸为单位)

缺省 缺省 缺省
图片的原始大小(无缩

放)
图片的原始大小(无
缩放)

缺省 缺省 -
图片的原始大小(无缩

放)
图片的原始大小(无
缩放)+边空

缺省 - 缺省
图片的实体尺寸(比例

缩放)
图片的实体尺寸(比
例缩放)

缺省 - -
图片的实体尺寸(比例

缩放)
图片的实体尺寸(比
例缩放)+边空

- 缺省 ×
图片的原始大小(无缩

放)
图片占位尺寸

- - ×
图片的实体尺寸(比例

缩放)
图片占位尺寸

无 实 际 尺

寸 的 图 片

(图片文件

不 存 在 或

从 图 片 文

件 中 不 能

得 到 图 片

的 实 际 大

小)

缺省 缺省 缺省
当前字 宽×当 前 字 高

(比例缩放)
当前 字 宽×当 前 字

高

缺省 缺省 -
当前字 宽×当 前 字 高

-边空(比例缩放)
当前 字 宽×当 前 字

高

缺省 - 缺省
图片的实体尺寸(比例

缩放)
图片的实体尺寸(比
例缩放)

缺省 - -
图片的实体尺寸(比例

缩放)
图片的实体尺寸(比
例缩放)+边空

- 缺省 缺省
图片的占位尺寸(比例

缩放)
图片的占位尺寸

- 缺省 -
图片的 占 位 尺 寸-边

空(比例缩放)
图片的占位尺寸

- - ×
图片的实体尺寸(比例

缩放)
图片的占位尺寸

　　缺省:在注解中不填写该项参数。
　　-:在注解中填写该项参数。
　　×:该参数是否填写对图片大小和图片挖空区域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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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使用图片

轻轻地、耳边响起你的足音。再优
美
的
音
乐
也

无法 和 它
们 相 比。
你每 次 都
想悄 悄 地
走过 来 吓

我一跳,然而我每次听见了你的足
音。这是因为…

示例1:从图片文件Cat.tif直接

读取图片尺寸

轻轻地、耳边响起你的足音。再优
美
的
音
乐
也
无

法和它
们 相
比。你
每次都
想悄悄
地走过

来吓我一跳,然而我每次听见了你
的足音。这是因为…

示例2:设置图片占位尺寸(6。11)

轻轻地、耳边响起你的足音。再优
美
的
音
乐
也

无法和
它们相
比。你
每次都
想悄悄

地走过来吓我一跳,然而我每次听
见了你的足音。这是因为…

示例3:设置图片占位尺寸(5。11)
和缩放比例(X:50%、Y:50%)

轻轻地、耳边响起你的足音。再优
美
的
音
乐
也
无

法和它们相比。
你每次都想悄
悄地走过来吓
我一跳,然而我
每次听见了你
的足 音。这 是

因为…
示例4:设置图片实际尺寸(4。5∗2)

和边空(上、下、左、右:1)

轻轻地、耳边响起你的足音。再优
美的音乐也
无法和它们
相比。你每
次都想悄悄
地走过来吓

我 一
跳, 然
而 我 每
次 听 见
了 你 的

足音。这是因为…

示例5:设置负边空(左:-3)

轻轻地、耳边响起你的足音。再优
美
的
音
乐
也

无法和它
们 相 比。
你每次都
想悄悄地
走过来吓

我一跳,然而我每次听见了你的足
音。这是因为…

示例6:设置图片占位尺寸(5。10)
和实际尺寸(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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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排入PDF文件的说明
(1)当图片为PDF格式时,不能使用嵌入图片参数、阴图参数、底纹填充参数。
(2)PDF文件有多页时,只能排入PDF的第一页。
(3)支持PDF1.4版本的PDF排入、输出。
(4)如果排入的PDF文件中带有阴影、羽化等特殊效果,生成PS文件输出可

以在Prppro2.3或者RIP3.0上正确解释。
(5)输出PS、PDF的时候包含数据。生成的PS文件可以在低版本的 RIP

(Prppro2.3和RIP3.0)中正确解释。

图说注解(TS)

格式:
〚TS((<高度>〕(Z|Y〕(L|M|R〕(!〕〛<图说内容>〚TS)〛

解释:
<高度>:指图片说明所占高度。
Z:表示图片说明在图片的左边;
Y:表示图片说明在图片的右边。
%:表示图说的周围不留边空。
<L|M|R>:表示图片说明的在图片下边、左边或右边的位置。
L表示图说在左边(上边);
M表示图说在中间;
R表示图说在右边(下边),缺省表示在左边(上边)。
!:表示图片说明竖排,缺省为横排。

图注注解(TZ)

格式:
〚TZ(〔<上边空>〕〔<下边空>〕〔<左边空>〕〔<右边空>〕〛图字内容

〚TZ)〛
参数:

<上边空>:S〔〔-〕<空行参数>〕
<下边空>:;X〔〔-〕<空行参数>〕
<左边空>:;Z〔〔-〕<字距>〕
<右边空>:;Y〔〔-〕<字距>〕

解释:
该注解必须跟在图片注解之后才有效,就像图说注解一样。

插入EPS注解(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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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本注解用于插入其他软件生成的EPS文件。
公式:

　　〚PS<文件名>〔,@〕〔,<图片占位尺寸>〕〔;<图片实体尺

寸>〕〔<上边空>〕〔<下边空>〕〔<左边空>〕〔<右边空>〕〔<
起点>〕〔<排法>〕〔,DY〕〔#〕〔%〕〔;<旋转度>〕〔,HD〕〛
参数:

　　<文件名>:<不包括“,”、“;”、“(”、“#”的文件名>|<前缀

><标准 Windows文件名><后缀>
<前缀>:<
<后缀>:>
@:嵌入图片参数

<图片占位尺寸>:<尺寸>
<图片实体尺寸>:<放缩比例>|E<尺寸>
<放缩比例>:%<X方向比例>%<Y方向比例>
<X方向比例>:<比例>
<Y方向比例>:<比例>
<比例>:可以带小数。

<尺寸>:<空行参数>〔。<字距>〕

<上边空>:;S〔〔-〕<空行参数>〕

<下边空>:;X〔〔-〕<空行参数>〕

<左边空>:;Z〔〔-〕<字距>〕

<右边空>:;Y〔〔-〕<字距>〕

<起点>:(〔〔-〕<空行参数>〕,〔-〕<字距>)|,ZS|,ZX
|,YS|,YX|,S|,X|,Z|,Y

<排法>:,PZ|,PY|,BP
　　HD:灰度标记

解释:

　　PS注解支持标准的 Windows文件名。如果输入的文件名中

不带扩展名,系统会自动为其加上“eps”扩展名。有关文件名的说

明,参见图片注解的解释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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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PS注解可以实现在S10的大样中插入 NPS的排版结

果,或在NPS的大样中插入S10的排版结果。例如:用户希望一

个小样文件的主要部分按S10的格式排版并输出,但其中又希望

插入一些NPS格式的排版结果。可以这样实现:首先将要插入的

内容按NPS格式排版并输出成EPS文件(注意定好版心),然后

使用PS注解插入到要生成S10的小样文件中,并对该小样按S10
格式排版并输出。这个过程不会改变EPS文件中的格式,其NPS
的排版格式得到保持。

　　书版排版时查找EPS文件的顺序同其他的图片文件。

　　起点可为负值,用“-”表示。起点为负值时表示起点可超出

版心,在版心的上边或左边。这样,起点的范围就扩大到版面上的

任一点。
“@”参数表示将小样文件中使用的图片嵌入到大样文件中;

这一功能为文件的传输、加密提供了便利。缺省“@”表示不嵌入

图片。
“HD”参数见TP注解中关于“HD”的解释。

说明:

①“@”参数不处理PIC文件;

②灰度属性只对图片有效(如:BMP,JPG,GIF,PIC,GRH,

TIF,EPS),对于插入大样无效。对于以前生成的大样文件中所有

的图片,都认为是彩色图片。

　　其他参数的使用方法请参见图片注解的说明以及《北大方正

书版排版技术和应用》一书。

新插注解(XC)

功能:

　　本注解处理随文图片插入。
公式:

　　〚XC<文件名>〔,@〕〔,<图片占位尺寸>〕〔;<图片实体尺

寸>〕〔<上边空>〕〔<下边空>〕〔<左边空>〕〔<右边空>〕〔<
基线位置>〕{〔〔H〕〔,TX<填入底纹号>〕〕|〔;C〔W〕〕|〔;P〔<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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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度>〕〕}〔,HD〕〛
参数:

　　<文件名>:<不包括“,”、“;”、“(”、“#”的文件名>|<前缀

><标准 Windows文件名><后缀>
<前缀>:<
<后缀>:>
@:嵌入图片参数

<图片占位尺寸>:<尺寸>
<图片实体尺寸>:<放缩比例>|E<尺寸>
<放缩比例>:%<X方向比例>%<Y方向比例>
<X方向比例>:<比例>
<Y方向比例>:<比例>
<比例>:可以带小数。

<尺寸>:<空行参数>〔。<字距>〕

<上边空>:;S〔〔-〕<空行参数>〕

<下边空>:;X〔〔-〕<空行参数>〕

<左边空>:;Z〔〔-〕<字距>〕

<右边空>:;Y〔〔-〕<字距>〕

<基线位置>:,SQ|,XQ|,JZC:表示插入CR文件

W:Wits2.1版本标记

P:表示插入EPS文件

HD:灰度标记

解释:

　　本注解用于在一行文字内插入JPG、GIF、TIF、BMP、GRH、

PIC、EPS和CR文件。使用新插入注解插入的内容不单独成行,
构成一个盒子,随着行内的其他文字一起流动。

　　新插注解支持标准的 Windows文件名。根据注解中指定的

类型(图片,EPS文件和CR文件),文件名的处理分别与图片注

解,PS注解和插入注解一致。

　　当插入的是CR文件时,参数<图片实体尺寸>不起作用,固
定使用CR文件中指定的版心尺寸作为图片实体尺寸。<图片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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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尺寸>和各边空参数的意义仍和TP、PS注解一致。

　　<基线位置>指定图片位置与当前行基线的关系。有下面三

种情况:SQ———上齐;XQ———下齐;JZ———居中。

　　缺省<基线位置>表示根据当前行的基线设置而定,如果当

前是下齐(如在普通正文中),则下齐。如果当前是居中(如在独立

数学态中),则居中。

　　“C”、“P”均缺省时表示插入图片文件。

　　同PS注解一样,可以利用新插入注解能插入EPS文件的功

能实现S92的排版结果和 MPS的排版结果在同一页面上的输

出。

　　使用TP、PS、插入注解时,如果被插入的内容发生了后移,则
随后的正文会移到被插入内容之前去补空。如果用户希望不补

空,即被插入内容之后的正文始终在它的后面,可以使用XC来插

入图片和CR文件。例如使用如下注解:〚JZ〛〚XCtest.tif〛■,或
者:〚JZ〛〚XCtest.cr;C〛■。这时,被插入的内容可以单独占一行

(此时实际是整个插入内容的高度),即使后移,后面的正文也不会

向前移。

　　使用新插入注解插入大样文件时,如果要插入S92、NPS、

S72、PS2、S2文件,同插入注解一样,也不要将文件的扩展名修改

为“.CR”,而应保留原始的扩展名,并在注解中使用带扩展名的完

整文件名,这可以确保正确输出这些大样文件。具体说明请参照

插入注解。

　　书版处理新插入注解时查找各类文件的过程分别和插入注

解、图片注解和PS注解一致,由文件类型决定。
“@”参数表示将小样文件中使用的图片嵌入到大样文件中;

这一功能为文件的传输、加密提供了便利。缺省“@”表示不嵌入

图片。
“W”参 数 指 定 所 要 插 入 的 文 件 是 由 Wits2.1生 成 的。

Wits2.1生成的ps2文件与书版生成的ps2文件有所不同,为此,
程序对 Wits2.1生成的ps2的插入做了特殊处理,以保证插入的

大样文件位置、尺寸的正确性,因此如果要插入的文件是 Wits2.1
文件的,必须指定“W”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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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参数解释见TP注解中相关参数。

　　其它参数同图片注解(TP)、插入EPS注解(PS)、插入注解

(CR)的相关参数。

　　新插注解不仅可用在正文中,还可用在书眉、边文、背景中。

　　新插注解之后不能使用图说注解,否则会导致版面出现混乱。
【例】使用新插

　　单击按钮 打开文件。
小样文件:

　　单击按钮〚XC<Button_open.tif>〛打开文件。

9.7　目录处理

　　目录排版的流程非常简化。用户只需要使用一次菜单上的

“目录发排”命令,即可生成包含目录区内容的大样,然后可以显示

该大样或输出该大样。不需要在小样所在目录下生成别的中间文

件,只生成最终的大样。同时,以前版本在使用目录时就不允许再

使用ZD注解,书版目前已无此限制。而且,可以自动从正文中提

取目录文字和页码,使目录处理更快捷方便。

自动目录定义注解(MD)

功能:

　　定义目录格式。
公式:

　　〚MD(<级号>〛<目录内容>〚MD)〛
参数:

　　<级号>:目录标题的的级号(1-8)。

　　<目录内容>:是一段小样,它可以包含用于指定目录中的文

字的排版格式的注解,如:汉体注解(HT)、居中注解(JZ)、居右注

解(JY),在这段小样中应加目录文字和页码的地方用字符■标

出,以便系统在排目录时自动将目录文字和页码填入所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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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在 MD开闭弧注解中必须出现两个■。前一个■代表将被

抽出的文字,后一个■代表将被抽出的页码。

自动登记目录注解(MZ)

功能:

　　本注解用于标志出正文中将被抽到目录中去的内容。所有被

该开闭弧注解括起的内容将被提取到目录中,构成目录的一项。
公式:

　　①〚MZ〛
　　②〚MZ(〔<级号>〔+〕〔H〕〕〛<目录文字>〚MZ)〛
参数:

　　<级号>:目录标题的的级号(1-8)。

　　+:是一个开关标志,用于改变排目录时页码两端加括号“()”
的状态。缺省在页码数字两边不加圆括弧,使用此参数则在该目

录项及随后的目录项的页码数字两边加括弧。再次使用则恢复到

不加括弧的状态。

　　H:表示在该级目录行后自动添加换行符,否则该级目录之后

的目录将在同一行内继续接着排。

　　<目录文字>:指定要提取到目录中的文字。
解释:

　　自动目录登记注解有两种格式:

　　第一种格式是将用于只将注解所在页的页码提取到目录小样

中。

　　第二种格式是将用于注解括弧对中内容或页码提取到目录小

样中。

　　若自动目录登记括弧对注解参数缺省,表示将<目录文字>
中的内容原封不动的放到目录小样中去,并不提取页码内容。<
目录文字>中的内容只抽到目录区中,正文区中不出现。利用这

个功能,可以指定只在目录区中出现的注解和文字。从而实现任

意定制目录区版面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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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自动目录登记括弧对有注解参数级号时,<目录文字>中

的内容不仅被抽到目录区中,同时也在正文区中出现。

　　MD注解应该出现在所有 MZ注解的最前面,且 MZ中指定

的级号必须在某个 MD注解中指定过。

　　MD、MZ组合和 ML注解冲突。当使用 MD、MZ组合排目录

时,不允许在小样中再出现 ML注解,当使用 ML注解排目录时,
也不允许出现 MD、MZ组合。但单独使用 ML注解仍然是有效

的。

　　在编辑器中选择“目录发排”功能时,书版9.0实际上执行以

下两步的工作:第一步,对全文进行正常排版,每遇到一个 MZ注

解,将该注解括住的正文和页号放到与该注解级别号对应的 MD
注解指定的内容中,然后依次生成一个目录小样;第二步,发排目

录小样,形成目录大样。在发排目录小样时,可以指定其与正文不

同的PRO文件,这在前一章中已讲过。

　　使用自动目录注解,应注意抽取到目录区的注解文字符合

BD语言的语法规范,否则排出的目录内容可能不近人意。用户

可以使用“导出目录小样”的功能,检查抽取到目录小样中的文字

符合需求。如果不符合要求,可修改排版小样中的自动目录注解,
直到导出合格的目录小样。
　　例如,如果指定:

〚MD(1〛〚HT4H〛■〚JY。〛■〚MD)〛■
〚MD(2〛〚HT5SS〛■〚JY。〛■〚MD)〛■

　　假设正文中按顺序出现:
〚MZ(〛〚JZ(〛目录〚JZ)〛■〚MZ)〛
　　　.
　　　.
　　　.
〚MZ(1H〛第一章〚MZ)〛■
　　　.
　　　.
　　　.
〚MZ(2H〛第一节〚MZ)〛■
　　　.
　　　.
　　　.
〚MZ(1H〛第二章〚M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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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第一章、第一节、第二章各自所在的页号分别为1、1、10。
则形成的目录小样为:
　　　　〚JZ(〛目录〚JZ)〛■

〚HT4H〛第一章〚JY。〛1■
〚HT5SS〛第一节〚JY。〛1■
〚HT4H〛第二章〚JY。〛10■

【例】自动目录的使用说明

小样文件:

〚MD(1〛〚HT4H〛■〚WT5BZ〛〚JY。〛■〚MD)〛〚MD(2〛〚HT5SS〛
〓〓■〚WT5BZ〛〚JY。〛■〚MD)〛〚MD(3〛〚HT5SS〛〓〓■〓
〚WT5BZ〛■〚MD)〛〚BT1〛〚MZ(1H〛第五章　信息编码表示和输

入/输出〚MZ)〛■现在,已经学了一台微型计算机的是怎么工作的

以及使用BASIC语言编写程序等知识。也许,你们会很自然地问

……■
〚LM〛■
〚BT2〛〚MZ(2H〛§9.1〓计算机之外的信息编码表示〚MZ)〛■
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各种信息以及对它们的处理对人类来说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LM〛■
〚BT3〛〚MZ(3+〛§9.1.1〓学号和班号〚MZ)〛■
我们每个人……■
〚LM〛■
〚BT3〛〚MZ(3+H〛§9.1.2〓莫尔斯电报码〚MZ)〛■
莫尔斯电报码……■
〚LM〛■
〚BT2〛〚MZ(2H〛§9.2　数的编码〚MZ)〛■■在多国家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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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索引处理

　　索引能够使读者对信息进行查找的过程变得方便而快速,所
以制作索引是书刊(特别是一些大型的书刊)排版中的一项重要工

作。手工编制索引的过程较为繁琐,书版针对这一点,特提供自动

抽取索引和排序的功能,以提高书刊制作的效率。本节将详细介

绍索引的抽取和排序处理。

　　一般来说,索引的内容由若干索引条目按一定次序和格式排

列而成,索引条目(IndexItem)包括索引项(IndexEntry)和索引

值(IndexValue)两个部分。索引项不能为空,索引值可以为空。
例如:

中国　　　　　　　　10
美国　　　　　　　　12

　　其中,“中国”、“美国”是索引项,页码“10”、“12”分别是与其对

应的索引值。

　　索引可分层次。即索引项是分级别的,形成树形结构。例如:

中国　　　　　　　　10
　　上海　　　　　　12
　　北京　　　　　　11
美国　　　　　　　　12
　　纽约　　　　　　13

　　其中,“中国”和“美国”属于一级索引项;“北京”、“上海”是两

个二级索引项,其父索引项为“中国”;“纽约”则是一个父索引项为

“美国”的二级索引项。

　　索引值的内容种类较多,最常见的是页码,此外还可以有其他

内容。

　　具体来说,一些典型的索引值内容包括:

　　(1)空。此时该索引项不带索引值。

　　(2)单个页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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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10

　　(3)多个页码。如:

中国　　　　　　　　10,12,15
美国　　　　　　　　11,13-15,19,21

　　其中连续的页码用连接符(比如“-”)连接,分隔的页码用分

隔符(比如“,”)分开。

　　(4)参照项。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　　　　　12
　　参照　　　　　　 中国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3
　　参照　　　　　 朝鲜,韩国,大韩民国

　　其中多个参照项之间可以用分隔符(比如“,”)分开。

　　(5)对照项。多用于中英文对照索引中,如:

大学　　　　　　　　collage,university
亚洲　　　　　　　　Asia

　　其中多个对照项之间可以用分隔符(比如“,”)分开。

　　这些索引值中,页码可以通过程序自动抽取出来,而其他的内

容则通过用户指定。

　　索引项可以进行排序。即各个索引条目是按照一定规则排列

下来的。

　　(1)一般情况下,以索引项本身作为排序词参加排序,有时也

可指定其他字符串作为排序词。比如索引项“DNA的性能”,如果

指定其排序词为“性能”,则该索引项显示的内容为“DNA的性

能”,但排序时使用“性能”来计算序值。

　　(2)将索引项按其排序词的首字符分为中文索引项和英文索

引项两类:首字符是汉字的为中文索引项,否则为英文索引项。所

有的中文索引项按照中文排序方法按序放在一起,所有的英文索

引项按照英文排序方法按序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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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英文排序方法。

　　按照英文字母的顺序,大写字母与对应的小写字母序值相同,
数字比字母排在前面。依次比较英文词的各个字母。

　　(4)中文排序方法。分为三种:

　　a.拼音

依次比较排序词的每个字的拼音,不考虑多音字。拼音相

同的情况下按照笔画的顺序。

　　b.笔画顺序

依次比较排序词的每个字的笔画数,笔画相同的情况下比

较笔顺(按照“横竖撇捺折”)。

　　c.部首顺序

依次比较排序词的每个字的部首顺序,部首相同的情况下

再看笔画,笔顺。

　　以上排序方法均有相应的序值文件,不过只是针对GB2312
中的汉字,GBK的其他汉字则无序值。

　　(5)同一个父索引项下的各子索引项紧随父索引项之后,且各

子索引项按序排列。比如:

中国　　　　　　　　10
　　上海　　　　　　12
　　北京　　　　　　11
美国　　　　　　　　12
　　纽约　　　　　　13

　　其中“上海”、“北京”是“中国”的子索引项,所以它们放在“中
国”之后,下一个一级索引项“美国”之前;按照笔画排序,所以“上
海”又在“北京”之前。一级索引项之间同样按照笔画排序,所以

“美国”排在“中国”及其属下的所有索引项之后。

　　(6)一个索引项可以指定为不参加排序,此时,可以指定将其

放在同级索引项的最前面或最后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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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10
　　参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上海　　　　　　12
　　北京　　　　　　11

　　其中“参照”是“中国”下的一个二级索引项,其对应的索引值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此时指定它不参加排序,并放在最前面,因
此,它处在“中国”下的二级索引项的第一个,而“上海”、“北京”则
根据笔画顺序排在第2,3位。

　　由于各用户索引的格式、用法都不尽相同。书版只提供将索

引的内容提取出来并进行一定的排序的功能,生成一个文本文件

作为结果。用户如果需要排版索引表,可以在这个索引文件的基

础上进行修改和进一步的加工,排出索引。抽取索引的操作请见

本书第六章第四节。

　　目前,书版提供索引点注解(XP)来定义要抽取的索引内容。

索引点注解(XP)

功能:

　　用于定义索引点。小样中需要抽取到索引中的内容所在的位

置称为索引点,在此加上索引点(indeXPoint)注解XP予以标记。
索引点注解定义了一个索引项的内容、层次关系、索引值、排序词、
是否参加排序等信息。
公式:

　　〚XP(〔Q|H〕〔X〕〛<索引项>〔〚〛〔<索引值>〕〕〔〚∗〛<排

序词>〕〚XP)〛
参数:

　　<索引项>:<父索引项>{■<子索引项>}n0
解释:

　　<索引项>定义了索引项的内容和层次关系。它由多层的<
子索引项>构成,通过<子索引项>之间的“■”连结符来表示层

次关系(“■”就是BD语言注解文件结束符)。<子索引项>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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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小样文字,不能包括下列字符串“■”、“〚〛”和“〚∗〛”。比如:

　　①“中国”表示索引项为“中国”,且它是一个一级索引项。

②“中国■北京”表示索引项为“北京”,且它是一个二级索引

项,其父索引项为“中国”。

③“中国■北京■海淀区”表示索引项为“海淀区”,且它是一

个三级索引项,其上两级依次为“中国”和“北京”。

　　<索引值>是一个字符串,定义了索引值的内容。如果缺省

〔〚〛〔<索引值>〕〕参数,表示使用页码索引值,程序将把该索引点

所在位置的页码抽到索引中。如果不缺省〔〚〛〔<索引值>〕〕参
数,表示使用文字索引值,索引值的内容即为〔<索引值>〕。如果

只缺省<索引值>,表示一个空索引。比如:

　　上面索引项“中国■参照”的<索引值>即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

　　<排序词>定义了排序词的内容。如果缺省,则使用索引项

的内容作为排序词,如果索引项的内容中包括了BD语言注解,这
些BD语言注解将被当作普通字符参加排序;一般来说,这时可以

为指定索引项指定一个排序词。

　　参数“Q”表示该索引项不参与排序,放在同级索引项的第一

个。

　　参数“H”表示该索引项不参与排序,放在同级索引项的最后

一个。

　　缺省参数“Q”、“H”时表示该索引项参加排序。

　　X:表示要将索引内容排在正文中。如果有二级索引,三级索

引等只将最低级的内容排在正文中。

　　缺省X时表示索引内容不排在正文中。

　　抽取出的索引项将记录在索引文件中。索引文件是一个文本

文件,每一行上是一个索引条目。其索引词条与索引值的内容之

间用“〚KG2〛”分隔,如果索引值为空,索引条目即为索引词条。索

引值中连续页码使用“-”作为连结符,分隔页码使用“,”分开,页
码使用阿拉伯数字。如果即有页码索引值,又有文字索引值,则将

文字索引值放在页码索引值之后,中间用“,”分开。

　　索引项的层次关系通过缩进来表达。一级索引项前不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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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索引项前空两个中文空格“〓”,三级索引项前空四个中文空格

“〓”,依次类推。

【例】索引点注解的使用

　　假设我们要抽取如下的中文索引条目,并按照笔画顺序排列:

中国　　　　　　　　10
　　参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上海　　　　　　12
　　北京　　　　　　11,大都

美国　　　　　　　　
　　纽约　　　　　　13,16-17

　　其对应的小样文件和索引文件如下:
小样文件:

　　〚XP(〛中国〚XP)〛……〚XP(〛中国■北京〚XP)〛……

　　〚XP(〛中国■上海〚XP)〛……〚XP(Q〛中国■参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XP)〛……

　　〚XP(〛中国■北京〚〛大都〚XP)〛……

　　〚XP(〛美国〚〛〚XP)〛……

　　〚XP(〛美国■纽约〚XP)〛……

　　〚XP(〛美国■纽约〚XP)〛……

　　〚XP(〛美国■纽约〚XP)〛……

　　〚XP(〛美国■纽约〚XP)〛……
索引文件:

　　中国〚KG2〛10
　　〓〓参照〚KG2〛中华人民共和国

　　〓〓上海〚KG2〛12
　　〓〓北京〚KG2〛11,大都

　　美国

　　〓〓纽约〚KG2〛13,16-17
　　其中,索引项“美国”指定了一个空索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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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彩色版面处理

　　书版支持彩色书刊的排版。用户可以在小样中指定文字、框
线和底纹的颜色,可以插入彩色图片,也可以在大样预览中交互式

地设定普通文字、特殊效果文字、线、底纹等的颜色。另外,在方正

维思报版中排好的彩色版面也可以插入到书版中。所有这些元素

的颜色都能最终输出。

彩色注解(CS)

功能:

　　设置该注解之后出现的文字、框线和底纹的颜色值。
公式:

　　〚CS〔X|D〕〔%〕〔<C值>,<M值>,<Y值>,<K值>〕〛
参数:

　　X:表示设置框线颜色,

　　D:表示设置底纹颜色,

　　%:表示按百分比设颜色值。

　　<C值>:<M值>:<Y值>:<K值>:0-255
解释:

　　缺省“X”和“D”则表示设置字符颜色。

　　<C值>,<M 值>,<Y值>,<K值>用于描述颜色的

CMYK值,缺省则表示将颜色恢复为缺省颜色,即版心注解(BX)
中定义的颜色。即:〚CS〛指将字符颜色恢复为版心颜色,〚CSX〛
指将框线颜色恢复为黑色,〚CSD〛指将底纹颜色恢复为黑色。

<C值>:缺省“%”时,表示C值的实际值,取值范围为0-
255,有“%”时,表示C值的百分比,取值范围为0-100。

<M值>:缺省“%”时,表示 M值的实际值,取值范围为0-
255,有“%”时,表示 M值的百分比,取值范围为0-100。

<Y值>:缺省“%”时,表示Y值的实际值,取值范围为0-
255,有“%”时,表示Y值的百分比,取值范围为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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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值>:缺省“%”时,表示K值的实际值,取值范围为0-
255,有“%”时,表示K值的百分比,取值范围为0-100。

彩色注解还影响到长度注解(CD)、画线注解(HX)、斜线注解

(XX)、着重注解(ZZ)、空心注解(KX)、段首注解(DS)、方框注解

(FK)、分区注解(FQ)、加底纹注解(JD)、添线注解(TX)、开方注

解(KF)、上下注解(SX)、界标注解(JB)、行列注解(HL)、方程组

注解(FC)和化学类注解,对于这些注解所生成的字符均使用彩色

注解里定义的字符颜色,边框、线、括弧、花边均使用彩色注解里定

义的框线颜色,底纹使用彩色注解里定义的底纹颜色。

9.10　多页分区功能

多页分区注解(MQ)是以分区注解(FQ)为基础,对其进行了

扩充,将低版本书版在一页划分一个或若干个区域的处理引申到

多个页面上。与分区注解(FQ)相比,多页分区(MQ)更方便、更
灵活,它不仅可在版面某一位置上连续、或隔页出现,还可根据需

要激活、禁止或修改已有分区。由于多页分区具有可在版面任意

位置连续出现的特性,因而能够起到边文注解(BW)的作用,并且

将边文只能出现在版心四周的限制打破,发展到可放在版面任意

位置。因此在一定意义上,MQ也是边文注解的扩充。多页分区

还有版面层次上的区别,我们在下面的注解介绍中,将说明这一

点。

多页分区注解(MQ)

功能:
将版面上某一区域划分出来,成一独立排版区域,并赋予分区

名,以保证该区域在一页或多页出现,并根据需要禁止、激活或修

改分区。
公式:

①〚MQ(《分区名》〔<分区所在层>〕<分区选页><分区尺

269

第九章　注解与实例



寸><起点>〔<排法>〕〔<-边框说明>〕〔<底纹说明>〕
〔Z〕〔!〕〔%〕〛<分区内容>〚MQ)〛
②〚MQ(《分区名》〛<分区内容>〚MQ)〛
③〚MQ《<分区名>》〔<J|H>〕〔<1|2|3|4>〕〔<S|X>〕〛

参数:

<分区所在层>:1|2|3|4
<分区选页>:D|S|M|B|X
<分区尺寸>:<空行参数>〔。<字距>〕

<起点>:(〔〔-〕<空行参数>〕,〔-〕<字距>)|,Z〔S|X〕

|,Y〔S|X〕|,S|,X
<排法>:,PZ|,PY|,BP
<边框说明>:F|S|D|W|K|Q|=|CW|XW|H<花边编号

>
<花边编号>:000-117
<底纹说明>:B<底纹编号>〔D〕〔H〕〔#〕

<底纹编号>:<深浅度><编号>
<深浅度>:0-8
<编号>:<数字><数字><数字>

解释:

<分区名>为创建的多页分区指定一个名字,可由中、英文或

数字串任意组合而成,长度不限。
系统在处理一页上的背景、边文、正文的时,通常将其分为三

个层面:最下层是背景(BJ)、其上是边文(BW)、最上层是正文。

<分区所在层>就是指多页分区与背景、边文、正文这三个层

面的上下位置关系,请看下图:

底 1
背

景
2

边

文
3

正

文
4 顶

多页分区注解分区所在层示意图

　　不难看出“1”表示分区位于背景下面;“2”表示分区位于背景

上面,边文下面;“3”表示分区位于边文上面,正文下面;“4”则表明

分区位于正文上面。缺省<分区层>表示分区位于“2”,即背景上

面,边文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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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选页>给出多页分区将作用在哪(些)页。“D”表示分

区只在单页出现;“S”表示分区只在双页出现;“M”表示分区在每

页都出现;“B”表示分区只在本页出现;“X”表示分区仅在下页出

现。
“J”禁止多页分区起作用。
“H”激活多页分区。
“S”将分区移到同层所有分区的上面。
“X”将分区移到同层所有分区的下面。

<排法>指定划出一块区域后,该分区外边文字的排法。“,

PZ”表示文字串排在区域左边;“,PY”表示文字排在右边;“,BP”
表示区域两边不串文;缺省<排法>,则表示区域左右都排文字。

<边框说明>给出多页分区的边线线型。F—反线;　S—双

线;　D—点线;　W—不要线也不占位置;　K—表示空边框(无
线但占一字宽边框位置);　Q—曲线;　=—双曲线;　CW—外

粗内细文武线;　XW—外细内粗文武线;　H—花边线;　缺省<
边框说明>时,边线为正线。

<底纹说明>表示给划出的区域添加一个底纹。B<底纹编

号>由四位数字组成,其中第一位是深浅度,后三位是底纹编号。
深浅度从0-8随数字加大而加深。底纹编号可从0-400,大于

400的编号与400相同。“D”表示本区域底纹代替外层底纹;“H”
表示底纹用阴图,缺省表示底纹用阳图;“#”底纹和边框之间不留

余白。
“Z”表示分区内容横排时上下居中,竖排时左右居中。
“!”表示分区内容与外层横竖排法相反。
“%”表示该分区不斥开版心上的文字,即分区内容与正文内

容重叠。缺省表示分区位置已被占用,版心文字将不排在这一区

域里。

多页分区注解举例

【例1】多页分区用法1
设计一篇文章,要求 1).在文章每个单页的右下角、双页的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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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角留有一30mm×40mm(高×宽)大小的区域,分区层次第4
层;2).每章的开始要空出一10个行高×版心宽大小的区域,分
区层次为第2层,用于标识题目和介绍本章内容;3).要求2中定

义的区域仅在每章开始处出现,分区内容根据需要进行调整。排

版结果如图:

小样文件:

〚WTDY〛〚STDY〛〚MQ(《FQ1》4D+30mm。40mm,YX-
WB1001Z〛〚HT2"《方 正 琥 珀 _GBK》〛〚TPsnow.jpg,YX〛FQ1
〚MQ)〛〚MQ(《FQ2》4S+30mm。40mm,ZX-WZ〛〚HT2《方正

琥珀_GBK》〛FQ2〚HT〛〚TPmei.jpg,Y〛〚MQ)〛〚MQ(《FQ3》

2M10(1,1)-WZ〛〚HT0《方正琥珀_GBK》〛〚JZ(〛介绍多页分区

注解■(FQ3)〚JZ)〛〚MQ)〛〚MQ《FQ3》J〛一、功能需求■书版新

增索引(Index)功能,以下对索引的概念和要完成的需求……
分析:

①小样开始处“〚MQ(《FQ1》4D +30mm。40mm,YX -
WB1001Z〛”中FQ1—是第一个多页分区的名字;4———表示分区

所在层是4 层,即分区位于版芯上面。D———表示该分区在单页

出现;“+30mm。40mm”是分区的尺寸高30 毫米、宽40 毫米;
“,YX”———表示分区起点在版面右下方;W———表示分区不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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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B1001———表示给分区加一个深浅度是1 编号是001 的底纹,
分区内容上下居中排。第二个分区FQ2 与第一个差不多,不同的

是该分区在双页出现,起点位于版芯左下角,没有底纹。

②“〚MQ(《FQ3》2M10(1,1)-WZ〛”定义了FQ3 的属性,

2———分区所在层,M———分区在每页出现;“10(1,1)”表示分区

的尺寸高是当前字号10 字高、宽是版芯宽度,起点在x=1y=1
上;W———分区不要边框;分区内容上下居中排。

③“〚MQ《FQ3》J〛”中J———表示名字为FQ3 的分区在下页

将被禁止。

【例2】多页分区用法2
利用多页分区注解实现边文功能。我们举一个《北大方正书

版排版技术和应用》(上)(P.325)用过的例子,这个例子原是用边

文注解制作的,我们利用多页分区注解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排版

结果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给
我
一
个
支
撑
点
︐
我
会
把
地
球
支
起
、

这
是
生
活
的
魅
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走进生活

●吴善磊

　　“给 我 一 个 支 撑 点,我 会 把

地球支 起。从 古 希 腊 哲 人 的 名

言中,读出生活的 几 分 狂 妄 几 分

自信。这是生活的魅力。

泰戈尔 说,错 过 太 阳 时,你

在哭泣,那 么 你 也 会 错 过 星 星。

在生 活 中 抗 争 后,哪 怕 满 身 疮

痍,也该把无奈 沉 入 心 底。这 是

生活的哲理。

不能舍 弃 别 人 都 有 的 便 得

不到别 人 都 没 有 的。会 生 活 的

人失去的多,得到的更多。这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活的固执。

能把心割碎分 赠 给 他 人,你
会赢得更多的朋 友,多 一 个 朋 友

多一个世界。蓦然 回 首,你 以 不

再是孤 寂 的 独 行 人。这 是 生 活

的真谛。

不要一定让生 活 跌 宕 波 澜,

要知道平静无奇 才 是 生 活 的 真。

唯有踏踏实实走 进 生 活 的 人,才
能真正品味生活的真谛。

不要害怕贫穷,要 做 流 浪 的

吉普赛人-即 使 一 无 所 有 也 要

永远唱歌。

生活的 每 一 个 年 轮,都 交 织

着悲愁喜乐,珍藏希望,热爱生活

的人,将永远得到生活的青睐。

生 活 的

每 一 个

年轮,都

交 织 着

悲 愁 喜

乐,珍藏

希望,热

爱 生 活

的人,将

永 远 得

到 生 活

的青睐。

　■

小样文件:

〚MQ(《ZBW》D16。5(0,-5)-F!〛〚HT4"W〛〚JZ(〛给我一个支

撑点,我会把地球支起。■这是生活的魅力。〚JZ)〛〚PN《PN1》-
FY1=10。-3∗6P3〛〚MQ)〛〚MQ(《YBW》S15。3∗2(1,13∗2)-
W〛〚HT5W〛■生活的每一个年轮,都交织着悲愁喜乐,珍藏希望,热
爱生活的人,将永远得到生活的青睐。〓〚PN《PN2》-FY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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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2〛〚MQ)〛〚HT4K〛〚JZ〛走 进 生 活〚HT〛〚KH∗2D〛
〚HT5XBS〛〚JY,1〛●吴善磊〚KH∗2D〛〚HT5"K〛〓〓“给我一个支

撑点,我会把地球支起。”……得到生活的青睐。
分析:

①“〚MQ(《ZBW》D16。5(0,-5)-F!〛”定 义 分 区 名 是

ZBW,D———分区在单页出现,分区尺寸“16。5”表示16个行高、5
个字宽,起点(0,-5)表示x=-5y=0;分区边框用反线-
F;! ———表示分区内容与外层相反。

②“〚MQ(《YBW》S15。3∗2(1,13∗2)-W〛”定义分区名是

YBW,S———分区在双页出现,分区尺寸“15。3∗2”表示15 个行

高、3个半字宽,起点(1,13∗2)表示x=13∗2y=1;W———不要

分区边框。
在这个例子里,还使用了PN 注解,有关PN 的解释请参见下

一节页号注解介绍。

9.11　页号注解功能

页号注解是页码注解的扩充,它解决了页码注解存在的一些问

题和不足。与页码注解比较,页号注解有如下改进:

①可以任意调整页号的纵向位置;

②可有多种页码形式;

③页号增加的幅度可以设定;

④可以设定页号的对齐方式;

⑤可以调整页号和两边的修饰符的距离;

⑥页号的内容原则上可为任意小样注解组合而成。
页号注解的使用较为复杂,从它众多的参数就可感受到,但是

复杂的参数可以组合出更加灵活、美观的排版效果。本节将介绍页

号注解,力争帮助读者熟悉和掌握了PN的用法。

274

书版2008使用指南



页号注解(PN)

功能:
页号注解给出本次排版对页码的要求或改变当前页码的各种

属性,如页号的字号、字体、位置、页码类型、出现方式、页号间隔等

等。
公式:

1.〚PN〔《标识符》〕<页号参数>〛
2.〚PN(〔《标识符》〕<页号参数>〛<页号内容>〚PN)〛

参数:

<页号参数>:〔-<页号类型>〕〔Y<页号出现方式>〕〔<页

号位置>〕〔V<排版方向>〕〔P<当前页号>〕〔+<页号间隔

>〕〔K<页码显示位数>〕

<页号类型>:{L|R|B|H|(|(S|F|FH|FL|S|.}〔Z〔#〕〕〔̂〕

<页号出现方式>:{0│1│2│3│-n}

<页号位置>:<! │=>{<预设位置>│<自定义位置>}

<预设位置>:@<数字>
<数字>:从1(或者01)到12
<自定义位置>:{〔-〕<空行参数>│!}。{〔-〕<字距>

│!}

<排版方向>:{! │=}

<当前页号>、<页号间隔>:<数字>
解释:

<页号类型>包括:L—大写罗马数字;　R—罗马数字;　B—
阳圈码;　H—阴圈码;　(—括号码;　(S—竖括号码;　F—方框

码;　FH—阴方框码;　FL—立体方框码;　S—单字多位数码;　.
点码。　Z—Z中文数字页号;　Z#—小于40的中文页号采用“十
廿卅”方式;缺省为外文页号。“̂”表示单字页号,比如和阴圈码结

合,可以将页号做成一个字的宽度。缺省为多字页号。

<页号出现方式>:0:不出现;　1:只在单页出现;　2:只在双

页出现;　3:在每页都出现;　-n:n指定出现的次数(n>0)。例如

-1表示只在当前页出现一次。　缺省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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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号位置>中“!”表示双页的页号的水平位置和单页的位置

是水平镜像对称的;“=”表示双页的页号的水平位置和单页的位置

是一致的;<预设位置>表示预设的几种位置,数字为一到两位数

字,从1(或者01)到12,分别代表沿页面四边排列的12个位置。<
自定义位置>其中“!”表示居中。缺省为右下角,即“! @7”。自定

义位置的指定的距离是相对于版心的左上角,即版心左上角为0。

0;距离可以为正、负、零,如果页号的位置在版心之内,并不在其中

挖出空地,只是简单地叠加在上面。

<排版方向>里“!”表示与版心排版方向相反;“=”表示与版

心排版方向相同。

<当前页号>指定当前的页号;此参数会影响YM注解的效

果。

<页号间隔>指定页号的增加步长;缺省为1;此参数会影响到

YM注解的效果。

<页码显示位数>:如果页码位数小于要求的显示位数,则在

前补0,它与页码注解(YM)中“页码显示位数”一样。(2到5)
当不带参数而直接使用〚PN〛注解时,没有任何效果。

页号注解用法举例

【例1】页号注解用法1
右图是页号注解一般用法:在版芯四

周12个预设位置上放置12种不同类型的

页码。这段小样如下:

〚PN(《1》-^=@1P16〛〚HT6"〛■
〚PN)〛〚PN(《2》-FLẐ =@2〛〚HT6"〛■
〚PN)〛〚PN(《3》-R=@3〛〚HT6"〛■
〚PN)〛〚PN(《4》-B̂ =@4〛〚HT6"〛■
〚PN)〛〚PN(《5》-Ĥ =@5〛〚HT6"〛■
〚PN)〛〚PN(《6》- (̂=@6〛〚HT6"〛■
〚PN)〛〚PN(《7》-F̂ =@7〛〚H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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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PN(《8》-FĤ=@8〛〚HT6"〛■〚PN)〛〚PN(《9》-FL̂=@9〛
〚HT6"〛■〚PN)〛〚PN(《10》-HẐ =@10〛〚HT6"〛■〚PN)〛〚PN
(《11》-.̂=@11〛〚HT6"〛■〚PN)〛〚PN(《12》-FHZ#̂ =@12〛
〚HT6"〛■〚PN)〛〚HT4K〛〚JZ〛走 进 生 活〚HT〛〚KH∗5D〛
〚HT6XBS〛〚JY,1〛●吴善磊■〚HT6K〛〓〓“给我一个支撑点,我会

把地球支起。……
分析:

①这段小样采用页号开闭弧形式,由于涉及页号的注解基本相

同,因此仅以小样的第一行页号注解为例进行分析。由“《1》、《2》
……《12》”分别是12个位置上的页号标识符,为简单起见用数字1
~12表示。《1》后面的“-̂ =@1P16”“-”后页号类型省略,表示

页码用普通数字,“̂”表示用单字页号,“=”表示单、双页的页号的水

平位置一致,“@”表示页码位置采用预设方式,“@1”即预设位置1。
“P16”表示页码起始页号为16。

②页号内容“〚HT6"〛■”表示页码字号采用小6 号字,符号■
表示自动填写页码的位置。

在这段小样里之所以选择PN 开闭弧形式,是为了调整页码字

号的大小,如果页码使用缺省字号,只需用PN 非开闭弧形式,如
“〚PN(《1》-̂ =@1P16〛〚HT6"〛■〚PN)〛”写为“〚PN《1》-̂ =@
1P16〛即可。

【例2】页号注解用法2
任意位置上的页码:

小样文件:

〚PN(《1》-̂ Y1=1。11P29〛〚XC<DW.JPG>;%170%170〛〚SD1∗
3,1∗3〛〚SP(〛〚HT6L〛第■页〚SP)〛〚PN)〛〚PN(《2》-Z#̂ Y2! 12。

11∗5+3〛〚FK(〛〚HT7《方 正 黄 草 _GBK》〛第■页〚FK)〛〚PN)〛
〚HT4K〛〚JZ〛走进生活〚HT〛〚KH∗5D〛〚HT6XBS〛〚JY,1〛●吴善磊

■〚HT6K〛〓〓〚JP+1〛“给我一个支撑点,我会把地球支起。从古

希腊哲人的名言中,读出生活的几分狂妄几分自信。这是生活的魅

力。■泰戈尔说,错过太阳时,你在哭泣,那么你也会错过星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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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结果:

分析:

①小样第一行“《1》”是定义标识符为“1”的页号名,“-̂ ”表示

用普通数字的单字页码,“Y1”表示该页号只在单页出现,“=”表示

页号水平位置单双页一样;“1。11”是自定义形式的页号位置:在距

版芯左上角空行参数为“1”、字距“11”的位置上。“P29”表示起始

为29。页号名1的内容是由图片、始点、竖排等注解组成。主要用

来修饰页码的效果。

②“〚PN(《2》-Z#̂Y2! 12。11∗5+3〛〚FK(〛〚HT7《方正

黄草_GBK》〛第■页〚FK)〛〚PN)〛”“《2》”是定义标识符为“2”的页

号名,“-Z#”表示中文页号采用“十廿卅”方式多字页码,“Y2”表示

该页号只在双页出现,“!”表示页号水平位置单双页镜像对称;“12。

11∗5”是自定义形式的页号位置:在距版芯左上角空行参数为

“12”、字距“11∗5”的位置上。“+3”表示页号增长步长3。

9.12　边栏、边注功能

　　边栏(BL)、边注(BZ)注解是又一将版面划分成主栏、副栏进行

排版的注解。主栏用于编排正文文字,边栏用于排一些说明注释。
边栏、边注不能分开使用,必须结合使用方可达到预期的结果。

边栏注解(BL)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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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注解将版面划分为主栏和副栏,主栏只有一栏,是版面的主

体,按照正常文字排版、拆页。副栏可为一栏或两栏,用来编排边注

(主栏中文字的说明、注释等);当主栏和副栏各为一个时,主栏和副

栏的左右位置在换页时可以交换;当副栏为两个时,换页时,其左右

位置可以互换。边栏的其它属性,如栏线(及其颜色、粗细)、栏间距

等和分栏类似。
公式:

〚BL(<1<第一副栏>>|<2<第二副栏>>|<1<第一副栏

>;2<第二副栏>>〔,X〕〛<边栏内容>〚BL)〛
参数:

<第一副栏>、<第二副栏>:<副栏参数>
<副栏参数>:。<栏宽>〔! 〔<线型号>〕〔<颜色>〕〕〔K<
与主栏间距>〕

<栏宽>:<版心内栏宽>,<版心外栏宽>|<版心内栏宽>
|,<版心外栏宽>
<版心内栏宽>、<版心外栏宽>、<与主栏间距>:<字距>
<线型号>:<线型>〔<字号>〕

<线型>:F|S|Z|D|Q|=|CW|XW|H<花边编号>
<花边编号>:000-117
<颜色>:@〔%〕(<C值>,<M值>,<Y值>,<K值>)

解释:

1<第一副栏>表示位于主栏左边的副栏,2<第二副栏>表示

位于主栏右边的副栏。

<副栏参数>可由三部分组成:

　1.。<栏宽>-表示副栏的宽度,其中“。”无实际意义,仅
表示其后栏宽参数开始;

2.! 〔<线型号>〕〔<颜色>〕说明栏线属性,

3.主栏与副栏的栏间距(K<与主栏间距>)。其中副栏宽

度是必需给出,不能省略。栏线属性与栏间距可以省略。
线型包括:F—反线;S—双线;Z—正线;D—点线;Q—曲线;

=—双曲线;CW—外粗内细文武线;XW—外细内粗文武线;H—花

边线;缺省—正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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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型号>中的<字号>:表示栏线的粗细,缺省为五号字的

线。

<颜色>指定栏线的颜色。如果缺省,则为黑色。

<与主栏间距>指定副栏和主栏之间的距离,缺省表示间距为

当前字号一字宽。
“X”表示每次换页后副栏与主栏左右位置互换(如果只指定了

一个副栏),或者两个副栏左右位置互换(如果同时指定了两个副

栏)。

边注注解(BZ)

功能:
用来排边注内容。其用法是在边栏主栏中需要说明的地方插

入此注解,用注解开闭弧将说明或注释内容扩起来。此时,系统将

自动完成边注排版并将其放到副栏中。边注起始位置一般和主栏

中需要说明的文字行对齐,其内容一般都较短,不做拆页处理。
格式:

〚BZ(〔1|2〕〔#〕〛<边注内容>〚BZ)〛
参数:

1:边栏第一副栏

2:边栏第二副栏

#:边注自动拆页

解释:
选择1表示边注排在第一副栏中;2表示边栏排在第二副栏中;

缺省时边注排在第一副栏。

#:边注自动拆页

说明:
需要说明的是边注内容拆页时是有条件的,当边栏内容在当前

页排完,而边注内容排不下时,此时不应该进行边注拆页。

边栏、边注注解用法举例

【例】设计一个使用副栏的小样:要求:该副栏位于主栏右边,栏宽

是10个小5号字宽,其中版芯内占8个字,版芯外占2个字。栏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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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画线,栏间距是一个半字宽;换页时主栏与副栏的位置互换。下

图就是这个例子的排版结果:

　　小样文件:〚BL(2。5":8,2K1∗2〛遥望祖国的南海,〚BZ(2〛海

域资源情况严重〚BZ)〛令人心潮难平。近年来,我与东盟国家的睦

邻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南海形势总体上风平浪静,但南海周边国

家对南海岛礁的军事控制始终没有放松,……　〚BL)〛
分析:

注解开始处的“2”表示此边栏注解使用第二副栏,即副栏在版

芯的右侧;紧随其后的“。5":8,2K1∗2”是第二副栏的副栏参数,
“。”只是副栏参数的开始的标记,没有实际意义;“5":8,2”表示栏

宽为小五号字的10 个字宽,其中版芯内8 个字宽,版芯外2 个字

宽;“K1∗2”表示主栏与副栏的栏间距是当前字号的一个字半字

宽。边注注解中的“2”与边栏注解的“2”对应,表示边注的内容放到

第二副栏之中;边注的起始“海域资源”与主栏被说明的“南海”行对

齐。由于本例栏间不要求画线,因此有关栏线的一系列参数全部省

略。

9.13　数学公式注解

　　书版支持上下标、AK、TX、DD、JB、SX、KF、FC、FH、ZQ、HL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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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公式排版,此次仅对HL注解进行说明

行列注解(HL)

公式:

〚HL(<总列数>〔分割线线型〕〔:<列信息>{;<列信息>}
(0到n次)〕〛<行列内容>〚HL)〛
参数:

<总列数>:<数字>
分割线线型:F|S|Z|D|Q|=
其中:

F:反线

S:双线

Z:正线

D:点线

Q:曲线

=:双曲线

<列信息>:<列号>,<<列距>|<位置>|<列距><位

置>>
<列号>:<数字>
<列距>:<字距>
<位置>:Z|Y
解释

Z:左对齐;

Y:右对齐。

9.14　内码盘外符

　　书版在支持书版7.0、8.0、9.0的编码的同时,还支持录入、显示

和输出标准的GBK编码。

方正内码盘外符

功能:

　　用于录入方正内码集中的所有字符。通过该注解录入的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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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书版7.0、8.0、9.0保持一致。这是指:用户以前使用该注解录入

的补字仍然有效;另外,用户以前使用N内码能输出什么字符,现在

仍能输出什么字符。
公式:

　　｟N<方正内码字符编码>｠
参数:

　　<方正内码字符编码>:位于方正内码集中的字符编码,可以

是符号、汉字、补字。输入时必须使用大写的英文字母或数字。

GBK码盘外符

功能:

　　用于录入GBK字符集中的字符。可以是GBK编码集中的标

准符号、汉字,也可以是用户在AEA1到AFFE、F8A1到FEFE之间

补的字。注意:GBK补字区的A140到A7A0、AAA1到ADFE被书

版10.0占用来放书版10.0特有的符号,因此,用户如果输入这个区

域的编码,得到的将不会是用户补的字,而是书版10.0的符号。
公式:

　　｟G<GBK字符编码>｠
参数:

　　<GBK字符编码>:位于GBK字符集中的字符编码。输入时

必须使用大写的英文字母或数字。

【例1】用方正内码盘外符注解输入特殊字符

☾　☽　■　■　■
小样文件:

　　〚JZ〛〚HT3〛｟NA13E｠〓｟NA13F｠〓｟NA140｠〓｟NA141｠〓
｟NA142｠

【例2】用GBK码盘外符注解输入特殊字符

〡　　さ　仩　鏎
小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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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Z〛〚HT3〛｟GA940｠〓｟GA993｠〓｟GA4B5｠〓｟G81A0｠〓
｟GE740｠

9.15　录入书版特有的汉字

　　书版2008可以录入一部分从书版9.x继承过来但在GBK标

准中未定义的汉字。这些汉字一般不能使用通常的 Windows输入

法录入。它们在书版9.0中被放在GBK编码区的补字区中,用户

可以通过 Windows的GBK内码输入法、或书版2008的GBK码盘

外符注解或方正内码盘外符注解录入这些汉字。

　　使用附录的对照表可以查到这些汉字。表中的“方正内码”列
中的编码就是这些汉字在书版9.0中使用的编码,也是在方正内码

中的编码,“GBK内码”列中的编码是这些汉字被书版补在GBK补

字区中的编码。下面举例说明如何在书版中录入这些汉字。

　　如果要输入“冔”字,可以使用基于GBK内码的方法:一种是在

小样编辑器中使用 Windows的GBK内码输入法直接输入“GBK内

码”列中的编码:A582(在书版109.0的编辑器中能正确显示该字);
另一种是在小样中使用GBK码盘外符注解｟GA582｠。

　　另一种方法是使用方正内码盘外符注解。例如对于上面的

“冔”字,可以使用方正内码盘外符注解｟NBE2A｠录入。但对于“繁/
简”列为“简”的汉字,应确保当前的FJ注解状态为简体,否则最终

输出的可能不是列表中的字。例如“ ”字,在FJ注解状态为简体

时,注解｟NF8A9｠生成的是“ ”;而在FJ注解状态为繁体时,注解

｟NF8A9｠生成的是“醜”。对于“繁/简”列为“繁”的汉字,无论FJ注

解状态为简体或繁体,都能正确输出该字。

　　由于使用方正内码盘外符注解受FJ注解的状态影响,因此建

议使用基于GBK内码的方法录入这些汉字。

9.16　低版本书版区位码汉字及补字

　　在低版本书版中,用户使用88到92之间的区位码录入书版在

GB2312基础上增补的汉字。这部分汉字在9.0中的录入方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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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这是因为在 Windows95的区位码定义中,这部分区域被定义

为补字区,因而不能再用来放书版的汉字。用户若要在书版10.0
中录入这些汉字,应对照附录中的表首先查到这些编码对应的GBK
内码,然后使用 Windows下的GBK内码输入法输入这些汉字。

　　另外,用户在后端的补字通常放在区位码的93和94区中,这
部分补字在书版10.0中仍可以使用,方法是使用N内码盘外符。
具体作法是,根据被补字的区位码产生四个十六进制数,然后录入

相应的N盘外符注解:｟NXXXX｠。“XXXX”是根据区位码转换成的

四位数。转换方法是:对于93XX的编码,均转为FDXX;对于94XX
的编码,均转为FEXX。后两位的转换方式见下表。

区位码 新编码 区位码 新编码 区位码 新编码

01 A1 02 A2 03 A3

04 A4 05 A5 06 A6

07 A7 08 A8 09 A9

10 AA 11 AB 12 AC

13 AD 14 AE 15 AF

16 B0 17 B1 18 B2

19 B3 20 B4 21 B5

22 B6 23 B7 24 B8

25 B9 26 BA 27 BB

28 BC 29 BD 30 BE

31 BF 32 C0 33 C1

34 C2 35 C3 36 C4

37 C5 38 C6 39 C7

40 C8 41 C9 42 CA

43 CB 44 CC 45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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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码 新编码 区位码 新编码 区位码 新编码

46 CE 47 CF 48 D0

49 D1 50 D2 51 D3

52 D4 53 D5 54 D6

55 D7 56 D8 57 D9

58 DA 59 DB 60 DC

61 DD 62 DE 63 DF

64 E0 65 E1 66 E2

67 E3 68 E4 69 E5

70 E6 71 E7 72 E8

73 E9 74 EA 75 EB

76 EC 77 ED 78 EE

79 EF 80 F0 81 F1

82 F2 83 F3 84 F4

85 F5 86 F6 87 F7

88 F8 89 F9 90 FA

91 FB 92 FC 93 FD

94 FE

　　根据上表,我们可以得出:区位码为9301的补字在小样中应写

为｟NFDA1｠;9494应写为｟NFEFE｠。

9.17　补充说明

　　1.对照注解(DZ)已可用于竖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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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表格中使用加底纹注解(JD),底纹可以添满整个表栏。

　　3.目录区中允许的条目数不再有限制。

　　4.书版2008不再允许用户自定义转义对照表,这是由于不正

确的定义会导致排版和其他情况下的处理出现严重问题,
因此将此功能去掉。但《北大方正书版排版技术和应用》一
书中预定义的各转义字符仍然有效。

9.18　常见问题答疑

　　问:书版6.0的小样中出现｟FA3C｠是正确的,但书版10.0中

pass1报错:｟注解,盘外符号错。
答:书版10.0中应改为｟NFA3C｠。

　　问:书版6.0的小样中出现〚JP0〛是正确的,而在高版本的书版

中pass1报错:JP注解,多符号错。
答:在6.0以上的书版中,JP中的数字只能是从1到9。

　　问:书版6.0的小样中出现〚ST5FH〛是正确的,而在高版本的

书版中pass1报错:ST注解,字体错。
答:应改为:〚ST5FZ〛

　　问:书版6.0的pro中按以下方式使用眉说是正确的,〚MS5SS,

W,B0,6mm〛,但在10.0中报错。
答:其中有两处需要修改:
(1)在MS中的第一个空行参数中,需要增加了一个“。”。
(2)在第二个空行参数中,需要增加一个“+”。
正确形式为:〚MS5SS,W,B。0,+6mm〛

　　 问:书版6.0的小样中按出现〚TPCAT,+30mm。40mm,BP〛
是正确的,但在10.0发排中会找不到图片文件。

答:其中有两处需要修改:
(1)在TP中的图片文件名中,需要增加了图片文件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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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名,如“.tif”。
(2)在图片尺寸中,需要将“,”改为“;E”。
正确形式为:〚TP<CAT.tif>;E+30mm。40mm,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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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补字处理

　　本章主要介绍方正书版系统中补字的使用。

10.1　书版的补字处理

　　方正书版系统支持GBK标准字符集的汉字及图形符号,可以

录入、显示、输出21003个汉字。但由于各行、各业、各领域的用户

的不同需求,还是有部分字符需要使用补字输出。

　　书版有两种补字方法。

10.1.1　后端的748字库补字

　　这种方法实际上延用书版9.x、6.x、7.x系统的补字方法。即

在后端的方正748码字库补入汉字,在书版的小样文件中使用方正

内码盘外符注解录入所补的汉字。

　　这种补字方法的缺点是只能在后端输出时看到所补的字形,在
编辑器和大样预览时无法显示。但这种补字方法与书版9.x、6.x、

7.x完全一致,用户原来在书版9.x、6.x和7.x上补的字符仍然可

以在书版上使用。

　　例如,假定我们使用方正女娲补字软件在方正748码楷体字库

中字模码“FEA1”位置补了一个内码为“｟NFEA1｠”的汉字,那么在

小样文件中要给出如下的BD语言注解:

　　　　〚HT5K〛｟NFE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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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配置文件

11.1　为什么要使用配置文件?

　　书版用户在出书时会针对每本书设置各种排版和输出参数,如
图片路径、大样格式(S10/NPS)、输出选项中的页面尺寸、各种边空、
字心字身比等。排好一本书,如果一段时间后要修改这本书的内

容,往往会发现以前的这些设置都丢了,需要重新设。一本书一般

有多个排版人员录入。在目前的工作方式下,他们相互之间要统一

设置,需要打开对话框,一项一项去对,效率低下并且容易遗漏。

　　使用配置文件就是可以保证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输

出同一个小样时的一致性。具体说来就是:排版人员之间设置的一

致性;与历史记录设置的一致性;用户与书版维护人员设置的一致

性。

11.2　配置文件保存的信息

　　1.排版参数

　　　　(1)大样格式(S10/NPS):见“排版\指定大样格式为”菜单

项。

　　(2)是否包含大小样对照信息:见 “设置”对话框“发排设

置”选项卡。

　　(3)是否将小样中的“~”处理为软连字符:见 “设置”对话

框“发排设置”选项卡。

　　(4)是否将小样中转义字符“〚”、“〛”、“\”处理为普通字符:
见 “设置”对话框“发排设置”选项卡。

　　(5)缺省图片文件路径:见 “设置”对话框“发排设置”选项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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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缺省PRO文件名:见 “设置”对话框“发排设置”选项

卡。

　　2.页面尺寸:宽度、高度、纸张大小。
见 “输出选项”对话框“页面设置”选项卡。

　　3.边空:上空、下空、左空、右空。
见 “输出选项”对话框“页面设置”选项卡。

　　4.页面校正:水平方向偏移、竖直方向偏移。
见 “输出选项”对话框“页面设置”选项卡。

　　5.页面设置:页面方向(水平/竖直)、是否自动设置页面边空、
是否区分左右页、是否第一页为右页、是否版心居中、是否设置页面

尺寸。

　　　 见 “输出选项”对话框“页面设置”选项卡。

　　6.外挂字体:是否下载。
见 “输出选项”对话框“外挂字体”选项卡。

　　7.GBK字库:是否下载。

　　　 见 “输出选项”对话框“GBK字库”选项卡。(GBK字库在后

端的安装状态由于与系统设置相关,所以没有记录在配置文件

中,而是写入系统注册表中。)

　　8.图片的输出路径:

　　　　(1)是否忽略所有图片。

　　(2)如果不忽略图片,则设置图片输出选项:不包含图片路

径,包含大样中指定的图片路径,重新指定路径,包含图片数

据。

　　(3)重新指定的图片路径。

　 见 “输出选项”对话框“其他”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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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输出页面:是否输出C页面、是否输出Y页面、是否输出 M
页面、是否输出K页面。

　　　 见 “输出选项”对话框“其他”选项卡。

　　10.页号标记:

　　　　(1)是否在纸张上方增加页号标记。

　　(2)页号标记水平方向位置。

　　(3)页号标记竖直方向位置。

　 见 “输出选项”对话框“其他”选项卡。

　　11.其它输出选项:

　　　　(1)字心字身比:自动,92.5%,98%。

　　(2)底纹输出方式:是否兼容6.0、7.0的输出方式。

　　(3)符号字体是否下载。

　 见 “输出选项”对话框“其他”选项卡。

11.3　如何使用配置文件

　　1.打开一个小样文件或PRO文件。
　　2.选择菜单项“工具\保存配置文件”。此时在当前小样文件

或PRO文件所在的目录下将生成一个与小样或PRO文件同名、但
扩展名为“.CFG”的文件,这个文件记录了当前使用的排版和输出

参数(具体保存的参数请参见11.2)。
　　3.在打开某个小样或PRO文件时,如果该文件所在目录下有

对应的“.CFG”文件,系统将自动打开该配置文件并设置相应的排

版和输出参数。此时书版右下角的状态栏将显示“CFG”标志(图11
-1),表明当前小样或PRO文件有对应的配置文件且排版和输出

参数将根据配置文件进行设置。如果没有找到对应的配置文件,系
统将使用缺省参数进行设置。此时状态栏不会有“CFG”标志。

图11-1　正常情况下配置文件的状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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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如果您同时打开了多个小样或PRO文件,则系统会根据当

前激活的小样或PRO文件自动切换对应的配置文件并设置排版和

输出参数。

　　5.在您对排版或输出参数进行了修改后,如果当前的小样或

PRO有对应的配置文件,系统将自动把您所作的改动保存到配置文

件中。如果当前目录不可写或对应的配置文件具有只读属性,则书

版右下角状态栏的“CFG”标志会变成灰色(图11-2),表明您将无

法更新配置文件。

图11-2　只读情况下配置文件的状态标志

　　6.如果您想使用缺省的排版和输出参数而不是配置文件中记

录的参数,可以选择菜单项“工具\删除配置文件”。

　　7.当您以后需要到其它地方进行排版并且希望排版、输出设

置和原来保持一致时,请注意把小样文件、PRO文件和对应的CFG
文件一起拷贝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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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网络组版

　　书版支持编辑、查看、发排局域网上的文件,可以对局域网内不

同机器上的文件使用SB注解进行组版、发排。如果用户的各个计

算机之间已经联网,那么书版会使原来的排版工作更轻松简单。

　　下面我们将举例说明基于网上文件的排版方法。

　　我们假定要排一本名为《实用物理》的科技类图书,共有20章。

　　首先,我们为它在网络上新建一个文件夹(图12-1),用来存放

本书的相关文件,如小样文件、排版参数文件、图片文件和PS文件

等。

图12-1 实用物理文件夹

　　其次,我们在“排版参数文件”目录下为它新建一个排版参数文

件(如:“实用物理.pro”),定义全书的版心字体、字号、行距以及书

眉、页码、注文格式等,暂时不加入组版文件。如果希望该文件不被

随便修改,请将该文件设置成只读形式,只允许级别较高的工作人

员修改它。

　　接下来,我们把书的每一章或连续几章作为一个小样,交于不

同的人去录入、排版。打开“工具”菜单,单击“设置”命令,在“发排

设置”选项卡中的“始终使用该PRO文件发排正文”编辑框内,添入

“实用物理.pro”在网络上的文件路径,这样在排版中保证版式的一

致性。如果本书的所有图片都存放在网络上的某个图片目录下,可
以将“缺省图片路径”指定为该网络路径,这样在排版中系统可以自

动到该目录下去搜索图片信息(图12-2)。

　　对每个小样进行发排,检查和修改,直到校改合格,就可以进行

全书组版。打开排版参数文件
∙∙∙∙∙∙∙∙

(PRO),加入各章的小样。这些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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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实用物理》的发排设置

分别放在网络上的“Zhang”、“Li”、“Liu”机器上。在PRO文件中加

入这些文件的完整网络路径名(图12-3)。执行发排命令,即可排版

全书内容。

图12-3 组版网络文件

　　如果排版结果比较令人满意,这时可以发排目录,输出目录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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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文件。检验合格后,就可以交付印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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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电子图书CEB文档

　　书版可以生成CEB文档。CEB文档格式已经广泛的应用于网

络出版中,全国主要的出版社都采用CEB作为电子书文件格式标

准,同时CEB文档格式广泛应用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部委等政

府部门。作为电子公文的标准版式文件,具有以下特点:不可更改

性、描述能力强、转换容易、浏览方便、集成简单、扩展性强。并且可

以在CEB上画线、批注、电子签名、增加音频视频。同时,可以通过

DRM加密技术有效的实现机密文档的数字版权管理。

　　下面我们将介绍电子图书CEB文档的特点、生成及其应用的方

法。

13.1　CEB文档的特点

　　随着电子政务建设的迅速发展,政府部门在电子公文文档一体

化、电子公文交换、传输方面的建设需求越来越强烈,成为政府当前

信息化建设的重中之重,针对政府部门电子公文应用的需求,我们

推出了一系列电子公文解决方案。其中核心就是CEB文档的生产

与应用。

　　CEB是ChineseE-paperBasic的缩写,取意为中文无纸化办公

基础。CEB文档格式已经广泛的应用于网络出版中,全国主要的出

版社都采用CEB作为电子书文件格式标准,同时CEB文档格式广

泛应用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部委等政府部门,作为电子公文的

标准版式文件。而且,目前CEB文档格式是全国数字图书馆广为接

受的格式。
以下是CEB文档的主要特点:

　　1.CEB是一种版式文件,在不同的软硬件环境下保持显示不

发生变化。

　　2.CEB文档生成后不可修改,保证交换数据的正确性和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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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3.融合了当前主要字型表示技术:包括各种编码体系(Uni-
code、GB18030,BIG5…),各种字库技术(包括TrueType、CID、PS
…)。

　　4.支持少数民族文(蒙文、维文、藏文、韩文等)的转换。

　　5.自动下载补字,保证CEB文档不发生“开天窗”的情况。

　　6.提供全面图形处理技术(包括各种线形的完整描述)。

　　7.提供了全面的图像和颜色处理支持及压缩(如多种色彩空

间、包括ICC在内的色彩还原、RLE,G3,G4,Wavelet等数据压缩)。
支持电子签名,数据加密等安全机制。

　　8.转换方便,几乎所有格式都可以转换成CEB格式,包括

XML、S2、PS、PDF、TIFF、DOC、WPS等。

　　9.CEB文档占用空间小,在排版比较复杂情况下,只有原来

DOC文件的十分之一。

　　10.CEB与XML结合,支持版面自动生成,支持信息提取,使
用灵活。

　　11.可以在CEB上制作目录、链接跳转,增加声音、动画和视

频,画线、批注等其他应用。

　　12.提供免费的阅读器,可以在浏览器界面下浏览,也可以嵌

入到IE中浏览,都能保证在不同机器上显示的版式完全相同。

13.2　生成CEB文档

　　书版生成CEB文档有以下两个方法。

13.2.1　输出CEB文档参数设置

　　选择菜单“工具”中“输出CEB文档参数设置”,打开“CEB参数

模板设置”对话框。通过设置“CEB参数模板设置”对话框不同选

项,我们就可以设置生成CEB所需要的“图片路径”、“封面图片路

径”、“补字路径”(如图13-1)。

设置图片路径:表示输出时在CEB文档中重新设定所有图片文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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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CEB参数模板设置

路径。用户可以在其下的编辑框中设定要写在CEB文档中的图片

路径。例如:该路径可以是用于输出的机器上放图片的路径,也可

以是局域网中某台机器上的某个路径。单击编辑框右部按钮 ,系
统可弹出“浏览文件夹”对话框,提示用户指定图片路径。
设置封面图片路径:表示输出时在CEB文档中重新设定封面图片文

件的路径。单击编辑框右部按钮 ,系统可弹出“浏览文件夹”对话

框,提示用户指定图片路径。
设置补字路径:表示输出时在CEB文档重重新设定补字文字的路

径。单击编辑框右部按钮 ,系统可弹出“浏览文件夹”对话框,提
示用户指定补字路径。

13.2.2　PS文件输出CEB

　　选择菜单“工具”中“选择PS文件输出CEB”,打开“打开”对话

框(如图13-2)。通过“打开”对话框选择所需要输出CEB文档的PS
文件,单击“打开”按钮,进入“输出CEB”对话框(如图13-3)。通过

单击编辑框右部按钮 ,系统弹出“指定CEB文档名”对话框,提示

用户指定CEB文档名称和存放路径。这样,我们单击“确定”按钮,
就可以实现输出CEB文档了。

13.2.3　小样文件直接输出CEB

　　选择菜单“排版”中“正文发排结果输出CEB”,打开“输出CEB”
对话框(如图13-3)。然后按照13.2.2步骤进行操作,我们就可以

实现输出CEB文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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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 选择PS文件输出CEB
图13-3 输出CEB文档

13.2.4　导出目录关联文件

　　选择菜单“工具”中“导出目录关联文件”,即可生成目录关联文

件。然后发排正在编辑的小样生成PS文件,将PS文件输出CEB,
这时就可以用CEB文档阅读工具———ApabiReader软件关联目录

文件了。打开目录窗口的操作方法为:点击键盘“C”键,或者把鼠标

移到没有工具栏一侧的上端时,可弹出本书的目录窗口。在目录窗

口中,用鼠标点击想看的章节,图书会自动翻到所选定的章节。

13.3　CEB文档阅读工具的安装

　　1.将书版安装光盘放入光驱。如果您的 Windows系统没有设

置插入光盘时的自动运行功能,请直接运行光盘根目录下的Auto-
Run.exe。

　　2.稍等片刻,将出现如下窗口(图13-4):

图13-4 安装盘启动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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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5 解压缩文件

图13-6 开始安装界面

　　3.选择“安装ApabiRead-
er”,将出现如下窗口(图13-5,图13-6)。用户也可以到光盘中

ApabiReader目 录 下 直 接 运 行GBKELibraryReaderSetup.exe安

装ApabiReader软件。

　　4.欢迎窗口(图13-7)。请选择“下一步”。

图13-7 欢迎窗口 图13-8 许可证协议窗口

　　5.许可证协议窗口(图13-8)。如果您接受协议中的所有条

款,请选择“是”,继续安装;否则请选择“否”,退出安装。

图13-9 选择目标路径窗口
图13-10 浏览文件夹

　　6.选择目标路径窗口(图13-9)。如果您想改变缺省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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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请选择“浏览”(图13-10),指定其它路径,然后选择“下一

步”。

图13-11 选择程序文件夹 图13-12 安装状态窗口
　

　7.选择程序文件夹窗口(图13-11)。指定要添加的程序文件夹

名称,然后选择“下一步”。

　　8.安装状态窗口(图13-12)。安装程序正在把ApabiReader
软件安装到您的计算机上,请等候。如果要停止安装,请选择“取
消”。

　　9.安装完成窗口(图13-13)。安装已经结束,请选择“完成”
窗口,退出安装程序。

图13-13 安装完成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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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CEB文档的应用

　　CEB文档的应用主要通过ApabiReader软件进行操作,首先必

须安装ApabiReader软件。ApabiReader软件支持与IE浏览器整

合,即可以在线阅读,也可以离线浏览。阅读中可以方便地前后翻

页,也可以通过目录选择阅读章节。还可以对文字内容划线、批注、
查找、打印及部分拷贝等。

13.4.1　CEB阅读工具的启动

　　请依从以下的步骤启动ApabiReader软件

1.单击“开始”按钮,然后指向“程序”。

2.指向“方正ApabiReader”文件夹。

3.指向“方正ApabiReader”图标 。

4.单击此程序。

13.4.2　CEB的基本操作

启动电子图书———CEB文档

　　1.将图书或文件添加到藏书阁内:

　　将图书或文件添加到藏书阁内:ApabiReader可以阅读CEB、

PDF、HTML、TXT或XEB格式的文件。目前可以借阅CEB、XEB
等格式的文件。在藏书阁中,单击“添加新书”按钮,选择相应书籍,
点击“打开”。完成图书添加。或在资源管理器中选定书籍,用键盘

键“Ctrl+C”拷贝,“Ctrl+V”粘贴到藏书阁里。更简便的操作是将

选定的书直接拖到藏书阁。

　　2.打开一本书:

　　在藏书阁中,双击要阅读的书籍,即可打开此书。或在资源管

理器中,右键单击此书,在菜单中选择“用 ApabiReader阅读”。

　　3.显示图书目录:

　　点击键盘“C”键,或者把鼠标移到没有工具栏一侧的上端时,可
弹出本书的目录窗口。在目录窗口中,用鼠标点击想看的章节,图
书会自动翻到所选定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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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操作

　　版面操作包括翻页、放缩、全页翻/半页翻、书签、旋转、撤消与

恢复等功能。在阅读中,点击工具条左上角的图钉标志,可隐藏此

工具条;并可根据个人习惯,在页面左右边界挪动。下次启动Read-
er时会记住上次关闭时的状态。点击界面上的按钮可完成相关操

作,或者使用快捷键来实现。

　　1.放大与缩小:

　　在阅读中,点击“放大”或“缩小”按钮,鼠标变为放大镜形状,即
可进行放缩操作。当光标变为空心,表明已经放大到最大,或缩小

到最小。再单击“放大”或“缩小”按钮,放大或缩小操作完成。随意

放缩:选中“放大”或“缩小”按钮,按住鼠标左键在页面上划出放大

或缩小的区域,随所划区域的大小,放大或缩小到一定的尺寸。

　　2.翻页:

　　(1)前翻/后翻:把鼠标移到页面的边缘(左右边都可),待鼠标

变成书的形状,单击左键实现后翻,单击右键实现前翻。或者直接

点击“向前翻页”和“向后翻页”按钮。

　　(2)翻到首/末页、最近打开页:单击藏书阁中的书,在右键菜

单中选择“最近打开、首/末页打开”。也可以用 Home/End键来实

现翻到首/末页。

　　(3)全/半页翻的切换:

　　单击“全页翻/半页翻”按钮即可进行切换。注:使用按钮切换

到半页翻,阅读窗口自动变为最大化;快捷键全/半页翻切换不能改

变阅读窗口的大小。

　　(4)跳转到所需页面:

　　将鼠标放在界面最下端页面选择区,左右移动鼠标,“换至第几

页”位置上的页码将随之变化。到达适当位置,单击即可跳入。或

者按“J”键,在弹出的跳转对话框中,输入页码号,点击“翻到”。注:
页面跳转只支持CEB和PDF两种格式;输入的页码号和“换至第几

页”的页码数是一致的。

　　3.移动页面:

　　 在阅读中按住鼠标右键随意拖动,可实现页面的移动。
打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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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阅读中,单击“菜单→打印”,进入打印对话框。可以打印未

加密的CEB、PDF格式的文件。如果是已加密的文件,“打印”命令

会变灰,表明该文件不可打印。
标注功能

　　按下鼠标左键选中文字,松开后,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可实现

划线、批注、查找、书签、加亮、圈注、拷贝文字这几个功能。取消标

注的步骤与添加相同,定义后即可弹出取消项的菜单。

　　1.批注功能:添加批注:在标注菜单中选择“批注”,打开“批注

信息”框添加内容,点击“保存”确定,完成后文中会有黄色批注标记

出现。修改、取消批注:双击所做的黄色标记,弹出“批注信息”框。
如修改,改动后点击“确定”;如取消,点击“删除”。

　　2.查找功能:在标注菜单中选择“查找”,或使用快捷键Ctrl+
F键,或者点击“菜单→查找”,都可以进入查找对话框。输入要查找

的内容,点击“查找下一个”,即可看到标有黑色标记的查找到的文

字。继续查找则继续点击“查找下一个”。

　　3.拷贝文字功能:选中需拷贝的文字,在标注菜单中选择“拷
贝文字”;打 开 要 写 入的文 档或 程序 ,选择 好位 置,按“Ctrl+
V”粘贴即可。每次拷贝不能超过200个汉字。注:标注功能只对

CEB、PDF格式的文件有效,对 TXT、HTML 格式的文件无效。

XEB格式的文件不可以圈注。

　　其他的操作请参照《ApabiReader使用说明》,点击ApabiRead-
er软件中藏书阁中的《ApabiReader使用说明》即可打开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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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聪明码

14.1　什么是聪明码?

14.1.1　聪明码简介

聪明码为香港聪明码公司设计的一套编码体系,该编码参照

Unicode编码方式,将Unicode中部分编码与OIDTM 图形码建立一

定的对应关系。

OIDTM 图形码为台湾松翰科技发明的一套精细的图形码。

OIDTM 图形码中包含特定信息,可供松翰科技提供的外置解码设备

读取。
在图书等出版物的版面文字、图形下置入聪明码,供外置解码

设备读取解码,完成客户端特定之功能,如播放相关特定信息的声

音、音效、音乐或其它功能,从而可以实现出版物的跨媒体连接等功

能。
方正书版可以自动为GBK范围内的大部分汉字、字符、常用的

两万余英文单词及自定义内容添加聪明码。

14.1.2　聪明码功能综述

针对用户实际生产制作流程中的问题,方正书版提供了如下功

能,方便用户的使用。

1.批量添加聪明码

在为小样中的内容添加聪明码时,可以一次选中多个内容,批
量为这些内容添加聪明码,方便了用户的操作。

2.自定义聪明码工具

在聪明码表中,有两万余空余码位,可供用户自定义聪明码,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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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用户自己建立内容与OIDTM 图形码的对应关系。方正书版中提

供了自定义聪明码工具,用户可以通过该工具自行定义聪明码并将

其导入方正书版。

3.添加自定义聪明码

用户可以通过工具制作自定义聪明码,然后在小样中自动为自

定义内容添加聪明码。

4.过滤聪明码注解

用户出现制作错误或者其他问题需要取消聪明码时,可以选中

部分或全部内容将聪明码注解过滤掉。

5.　添加聪明码内容提示

用户为内容添加完聪明码后,可以在大样中看到那些内容添加

了聪明码,以方便校对。

6.　预览聪明码

用户添加完聪明码后,可以在大样中预览聪明码。
注意:聪明码所使用的图形码图形单元极小(肉眼难以分辨),

因此排版区域中会包含很多图片单元,因此大样预览会很慢。不建

议用户使用该功能。

14.1.3　OIDTM 图形码的简介

OIDTM 是OpticalIdentification的缩写,OIDTM 图形码是一种二

维的点状码,这是台湾松翰科技发明的一种在印刷品中隐藏数位资

料及撷取隐藏数位资料的技术。该技术可以透过标准的印刷程序

及标准的油墨,来达到将数位资料隐藏在一般的印刷品中,再利用

专用的OIDreader透过光学及影像处理的方式,就可轻易的将预先

隐藏在印刷品中的资料取出。

14.1.4　聪明码图片的安装

使用聪明码需要安装聪明码图片,请拨打电话010-82531826
联系产品经理获取图片文件。建议将获取的图片存放至本机硬盘

分区的根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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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批量添加聪明码

14.2.1　添加聪明码的方法

批量添加聪明码表针对系统自带聪明码表中的所有字符、英文

单词添加聪明码,可以一次为多个字符或者英文单词添加聪明码。
操作步骤:

(1)选中小样中要添加聪明码的内容,单击右键或者单击红色

椭圆所圈图标,如图14-1所示。

图14-1

(2)单击“批量添加聪明码”,弹出对话框如图14-2所示。

图14-2

(3)根据需要勾选相应的选择框,单击“确定”,系统自动为选中

的内容添加上聪明码。如下图所示,选中“为其他字符(拉丁、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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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添加聪明码”,点击“确定”之后的结果如图14-3所示。

图14-3

注意:为相应内容添加聪明码后,在书版小样中的表现为在相

应的内容前面加上了着重注解ZZ,着重注解中的参数如1A51652
为聪明码的序号。

图14-4

14.2.2　对话框详解

(1)为中文添加聪明码(以汉字为单位)
选中该选项将为所有聪明码表中列出的汉字添加添明码,添加

时以汉字为单位,即每个汉字下面都会铺上相对应的聪明码。
(2)为英文(或数字,拼注音)添加聪明码

选中该选项将为所有聪明码表中列出的英文字母、英文单词、1
~1500的阿拉伯数字、汉字拼音、汉字注音添加上相对应的聪明码。
选中该选项,必须选择“以单词为单位添加”或“以字符为单位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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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选择“以单词为单位添加”,系统将为每个独立的英文单词、阿
拉伯数字、汉字拼注音添加聪明码。当以单词为单位添加聪明码

时,小样中的表现为在该单词前后加了着重注解。如图14-5所示,
以单词为单位添加聪明码。

图14-5

选择“以字符为单位添加”,系统将为每个字符分别添加聪明

码。如图14-6所示,对上例以字符为单位添加聪明码。

图14-6

(3)为其他字符(拉丁、日文等)添加聪明码

聪明码表中还包括其他如拉丁字母、标点符号、日文等独立字

符,选择“为其他字符(拉丁、日文等)添加聪明码”,系统将为这些字

符添加上聪明码。

14.2.3　多音多义字的处理

汉字中存在多音字,不同的音对应不同的聪明码;有些字符存

在多义的情况,例如“¥”,既可表示人民币,也可以表示日元,这些

字符根据不同的意义在聪明码表中对应不同的聪明码。在方正书

版中对这类情况的处理同方正书版对多音字的处理,在此不作赘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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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4　添加自定义聪明码

方正书版不仅可以自动为GBK编码范围内的字符及常见的英

文单词添加聪明码,同时,用户也可自己定义要添加聪明码的内容,
比如聪明码表中没有的英文单词、句子、段落等。

1.自定义聪明码表的导入

(1)单击“工具”菜单下的“自定义聪明码”,选择“启用宏”,如图

14-7所示。

图14-7

(2)在第一列“自定义的字符串”中输入要添加聪明码的自定义

内容,在第二列“聪明码编号”中输入欲对应的聪明码。可输入的聪

明码编码规范为:产品信息对应2501~2510,音乐和歌曲对应2511
~2800,游戏和活动对应2801~3300,其他自定义内容对应3301~
13300、55081~65534。

(3)单击“PutinUserDefinefile”按钮,弹出提示框,自定义聪

明码表成功导入。

图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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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添加自定义聪明码

启动书版,在小样中选中自定义的要添加聪明码的内容,单击

右键,在弹出菜单中选中“添加单个聪明码”,系统将为自定义的内

容添加聪明码。如图14-9所示。

图14-9

如果选中的内容在UserDefine.cov中无对应的内容,系统将不

会为该内容添加聪明码。

14.3　过滤聪明码注解

方正书版还提供了过滤聪明码注解的功能,在小样中选中一段

添加了聪明码的内容,单击右键,在弹出菜单中单击“过滤聪明码注

解”,系统会将原来添加的聪明码注解过滤掉。

14.4　添加聪明码内容提示

方正书版还提供了提示那些内容添加了聪明码的功能,在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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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未选定的内容添加了聪明码后,大样中会对这部分拉黑选中。如

图14-10,对部分内容添加了聪明码。

图14-10

大样预览可以看到相应内容拉黑显示,如图14-11所示。

图14-11

通过该功能,用户可以在校对的时候清楚知道那些内容添加了

聪明码。

14.5　正文发排

要使得包含聪明码信息的小样文件能被正确发排,必须进行一

定的设置。打开菜单“工具”—〉“发排设置”,如图14-12所示。

包含聪明码信息的小样文件在发排前,必须勾选“包含聪明码

信息”。否则系统对于小样中的聪明码注解不做任何处理。

313

第十四章　聪明码



图14-12

注意:不添加聪明码的小样在发排时,请保证“包含聪明码信

息”弃选。
包含聪明码信息的小样文件在发排前,需要在“缺省图片文件

路径”中设置图片路径。目前聪明码图片存放在8个文件夹下,分
别 为 unidode1、unidode2、unidode3、unidode4、unidode5、unidode6、

unidode7、unidode8,建议将聪明码图片存放在一个盘的根目录下,例
如存放在E盘 UIC目录下,则缺省图片文件路径为“E:\UIC\
unidode1| E:\UIC\unidode2| E:\UIC\unidode3| E:\UIC\
unidode4| E:\UIC\unidode5| E:\UIC\unidode6| E:\UIC\
unidode7|E:\UIC\unidode8”。

大样预览时,由于聪明码信息中图片过多,会导致预览很慢,因
此建议在大样预览前首先弃选“包含聪明码信息”。如果不弃选,大
样预览时会提示,如图14-13所示。

图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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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输出注意事项

方正书版聪明码功能有其特殊性,下面介绍输出时的注意事

项。
输出PS时,需要选择“不包含图片路径”,否则由于聪明码图片

过多,会造成文件过大。
到输出中心解释PS时,需要拷贝聪明码图片。输出的PS文件

必须使用方正RIP解释。
输出时会输出专色版,名称为TRUE_K,该版输出内容为聪明

码图片。TRUE_K版使用正常的含碳黑油墨印刷,印刷精度要求不

低于1200dpi。而正常的K版使用不含碳的油墨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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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二维条码

15.1　二维条码简介

在国家推出图书二维条码的相应标准后,书版将进行智能化处

理图书中的二维条码。国家公文内已经开始加入二维条码,通过方

正书版内实现二维条码的插入、发排、输出等工作十分方便快捷。
在方正书版公文版本中直接制作二维条码,不仅方便和简化二

维条码的制作排版过程,方正书版办公版还提供了对二维条码的验

证过程,保证二维条码的快捷性、规范性、正确性、专业性等特点,操
作人员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学会如何操作,效率极高。

本章以在公文内加入二维条码为例,介绍二维条码的操作。

15.2　二维条码生成流程

启动书版,打开已有的公文或新建公文。新建一个示例文件

“公文加二维条码示例.fbd”。
点击菜单“插入”中的菜单项“插入二维条码”,如图15-1所示:

图15-1 公文中插入二维条码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直接填写二维条码有关公文的信息,也可以

通过对小样文件进行复制、粘贴,将要素信息填写到对话框中;
如果小样文件所在的当前目录或者在方正书版办公版中指定

了Log文件所在的位置,系统将自动识别,将要素信息自动填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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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中的相应位置。
如图15-2所示:

图15-2 二维条码的要素信息设置

如果需要进行人工校对要素信息,点击“打印”按钮后,会弹出

打印设置对话框。
如图15-3所示:

图15-3 打印二维条码的所有信息

选择连接到本机的打印机,点击“打印”按钮则会打印出所填写

二维条码的所有文字信息,用于校对。
(2)点击“确定”按钮后,如果所填的信息不合规范,出现报错提

示,需要重新填写。
(3)如果所填的信息合乎规范,则会生成二维条码图象,并在书

版小样文件中自动加入相应注解。
如图15-4所示:

特别提示:小样文件中的BP注解注释的内容为二维条码包含

的信息,不参与排版,更改此内容并不影响二维条码中的数据。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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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4 二维条码相应的书版注解

注解中注释的内容仅是给予操作人员的提示,改变BP注解范围中

的内容,二维条码中的数据不变。
(4)发排该小样文件按F7键,大样预览按F5键,翻到文件的最

后一页,就可以看到二维条码已经添加在公文的版心右下方。
如图15-5所示:

图15-5 大样预览结果

这样我们就已经在书版内加入了二维条码,生成PS文件后就

可以按照正常印刷流程进行包含二维条码的公文的输出印刷了。
说明:
(1)方正书版的log名保持相似性与不匹配的错误,避免

例如:小样文件名:关于十一国庆放假的通知.fbd
则log文件名:关于十一国庆放假的通知_barcode.log
二维条码生成的图片文件名:关于十一国庆放假的通知_bar-

code.eps
(2)方正书版生成的二维条码符合"机关公文二维条码使用规

范",生成的二维条码可以使用市场上任何二维条码识别工具进行

识别并获取相关信息,能够保证印刷质量及扫描容错率达到3级。
(3)在书版内直接生成二维条码,整个过程由计算机自动定位,

保证生成的二维条码准确定位,满足智能公文交换系统中的公文收

发准确、唯一等要求。

318

书版2008使用指南



15.3　常规设置

点击方正书版办公版本中的“工具”下拉菜单,选择“设置”栏。
如图15-6所示:

图15-6 工具设置对话框

端口:指扫描枪占用的串口

波特率:扫描枪的波特率设置

这两项设置一旦选择好,下次重新启动书版后,就不必再次设

置了。在翻印文件时,扫描二维条码,瞬间生成Log文件,并保存到

相应的文件夹,配合正文的排版,整个操作快捷、安全。

15.4　条码提取注解

格式:

〚TM〔〔<公文要素>〕〛提取要素内容〚TM〕〛
参数:

<公文要素>:CW|FW|QH|BT|ZS|RQ|
解释:以下是需要加入注解命令进行精确提取的二维条码的要

素,使用TM注解,其参数与公文要素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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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关系为:

CW:成文日期;

FW:发文单位;

QH:文号与期号;

BT:文件标题

ZS:主送单位

RQ:条码制作日期

1、在公文正文中不存在的二维条码的要素;如:条码版本标识、
条码编号;

2、一些二维条码要素可以自动提取,如:紧急程度、秘密等级

等;也可配合在小样文件中进行复制粘

贴二维条码要素的方法将要素信息完善;

3、TM注解仅用于对公文二维条码要素的提取,与排版操作无

关,建议在公文二维条码要素的两侧使用

TM注解,使用开闭括弧将二维条码要素指定提取范围,指定

相关参数,系统将自动把该要素放在正

确的位置;
例如:原来小样文件:〚HT2XBS〛关于十一国庆放假的通知

〚HT〛
现在小样文件:〚HT2XBS〛〚TM〔BT〛关于十一国庆放假的通知

〚TM〕〛〚HT〛
在当前目录或者指定路径下没有log文件,打开“插入二维条

码”系统自动将TM注解范围内

的要素放在正确的位置上。

4、要素中的“CW:成文日期”的使用:在小样文件中应有年、
月、日格式:

例如:〚TM(CW〛一九九八年十月三日〚TM〕〛
〚TM(CW〛2005年11月18日〚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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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Log文件的使用

Log文件是一个纯文本文件,它记录了公文要素信息的内容。
可以从机关的内部网上获得这一文件,如果要翻印文件,在方正书

版办公版本开启的前提下,设置扫描抢的串口和波特率,可以通过

扫描抢扫描自动得到Log文件,并将此文件自动保存到小样文件所

在的文件夹下。
从机关单位的内部网络上可以直接生成Log文件,其内容和制

作完成后扫描二维条码的结果是完全一致的,方正书版办公版将自

动识别Log文件,打开“插入”下拉菜单中“插入二维条码”栏,可在

界面呈现出二维条码规范中要求的公文要素,点击界面中的确认按

钮,将立即在小样文件所在的当前文件夹下生成二维条码图像,同
时方正书版办公版自动将与二维条码相关的注解命令加入到小样

文件中,按键F7进行排版,按键F5进行显示大样,二维条码就这样

轻松地生成了。
如果确认当前文件夹下或者指定的路径下LOG文件是正确

的,可以直接点击书版编辑器中的按钮这一按钮在工具栏中。也可

以直接点击书版编辑器中的“插入”下拉菜单中的“直接插入二维条

码”栏直接完成二维条码图像的生成和相关注解命令加入到小样文

件中的工作。此方法在确保log文件正确的前提下,加入二维条码

的工作将更加简单。

Log文件存在的路径:可以是网络上已经共享的一个文件夹,
给出完整的路径。也可以是本机的一个文件夹,此设置是方便操作

人员在专门存放Log文件的目录中提取文件。
生成二维条码后自动删除Log文件:选择此项,书版将在二维

条码图片文件生成后,自动将Log文件删除。Log文件本身是一个

辅助文件,当确认其中要素信息正确,生成了二维条码图片文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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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为Log文件冗余,没有保存的必要,可以选择此项,系统将自

动删除Log文件。
方正书版公文版会对网络上的路径优先读取Log文件,如果没

有设置Log文件的网络路径,系统将在本机上小样文件所在的文件

夹下寻找Log文件,一旦找到Log文件系统即可自动识别,可以在

“插入二维条码”界面上看到要素信息,或者按键“直接插入二维条

码”,生成二维条码图象文件,同时将注解命令插入到小样文件中。
如果在网络和本机上均没有找到Log文件,系统将自动提取部

分要素信息,如紧急程度等。同时自动提取小样文件中的TM注解

中的要素信息。
对于需要翻印的文件,只需要在开启方正书版办公版前提下,

使用扫描抢扫描二维条码就可以在瞬间得到Log文件。

15.6　包含图片数据

这是书版本身具备的功能,在此做出提示,以方便日常文件传

送、输出等工作。
二维条码图像是Eps文件格式,当排版工作完成,生成结果文

件PS文件时,存在两种选择,可以将生成的二维条码Eps文件连同

生成的PS文件一同发送,用于印刷,也可以在选项中进行设置,选
择“排版”下拉菜单“正文发排结果输出”栏。

如图15-7所示:

图15-7 生成PS文件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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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选项”,而后选择“其他”对话框,选择

“包含图片数据”,这样在生成PS文件的过程中Eps文件就嵌套在

PS文件里面了,此时PS文件的字节数将略变大,只需要将PS文件

发送给印刷单位就可以了。

图15-8 输出选项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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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书版全部外文字体列表

　　本附录列出书版目前支持的全部方正外文字体,并给出这些字体的注解名、中文

名称及示例。

1.1　S10格式的外文字体

注解名 中文名称 示例

B1 白1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1X 白1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2 白2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2X 白2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3 白3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3X 白3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4 白4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4X 白4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5 白5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5X 白5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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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名 中文名称 示例

B6 白6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6X 白6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7 白7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7X 白7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8 白8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8X 白8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D 白哥德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KB 半宽白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KBX 半宽白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KH 半宽黑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KHX 半宽黑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X 白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Z 白正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DY 大圆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1 方黑1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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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名 中文名称 示例

F1X 方黑1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2 方黑2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2X 方黑2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3 方黑3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3X 方黑3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4 方黑4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4X 方黑4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5 方黑5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5X 方黑5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6 方黑6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6X 方黑6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7 方黑7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7X 方黑7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8 方黑8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8X 方黑8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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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名 中文名称 示例

F9 方黑9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9X 方黑9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X 方头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Z 方头正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1 黑1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1X 黑1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2 黑2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2X 黑2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3 黑3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3X 黑3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4 黑4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4X 黑4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5 黑5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5X 黑5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6 黑6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327

附录一　书版全部外文字体列表



注解名 中文名称 示例

H6X 黑6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7 黑7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7X 黑7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D 黑哥德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T 花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T1 花1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T2 花2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X 黑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Z 黑正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KY 空圆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SX 数学体

TT 特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X1 细1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X1X 细1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X2 细2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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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名 中文名称 示例

X2X 细2斜

XFX 细方黑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XFZ 细方黑正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XT 细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XY 细圆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YB 音标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YT1 圆1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YT2 圆2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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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NPS格式的外文字体

注解名 中文名称 示例

B1 白 1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1X 白 1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2 白 2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2X 白 2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3 白 3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3X 白 3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4 白 4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4X 白 4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5 白 5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5X 白 5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6 白 6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6X 白 6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7 白 7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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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名 中文名称 示例

B7X 白 7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8 白 8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8X 白 8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D 白哥德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KB 半宽白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KBX 半宽白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KH 半宽黑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KHX 半宽黑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X 白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BZ 白正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DY 大圆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1 方黑 1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1X 方黑 1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2 方黑 2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2X 方黑 2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331

附录一　书版全部外文字体列表



注解名 中文名称 示例

F3 方黑 3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3X 方黑 3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4 方黑 4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4X 方黑 4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5 方黑 5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5X 方黑 5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6 方黑 6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6X 方黑 6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7 方黑 7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7X 方黑 7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8 方黑 8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8X 方黑 8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9 方黑 9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9X 方黑 9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FX 方头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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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名 中文名称 示例

FZ 方头正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1 黑 1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1X 黑 1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2 黑 2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2X 黑 2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3 黑 3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3X 黑 3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4 黑 4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4X 黑 4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5 黑 5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5X 黑 5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6 黑 6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6X 黑 6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7 黑 7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7X 黑 7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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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名 中文名称 示例

HD 黑哥德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T 花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T1 花 1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T2 花 2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X 黑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HZ 黑正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KY 空圆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SX 数学体

TT 特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X1 细 1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X1X 细 1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X2 细 2体

X2X 细 2斜

XFX 细方黑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XFZ 细方黑正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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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名 中文名称 示例

XT 细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XY 细圆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YB 音标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YT1 圆 1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YT2 圆 2体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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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书版全部花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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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
■■■

■

■■■
■
■ ■

■■

019
■■■
■

■■■
■
■ ■

■■

020
■■■

■

■■■
■
■ ■

■■

021
■■■

■

■■■
■
■ ■

■■

022
■■■

■

■■■
■
■ ■

■■

023

■■■
■

■■■
■
■ ■

■■
024

■■■
■

■■■
■
■ ■

■■
025

■■■
■
■■■
■
■ ■
■■

026
■■■

■

■■■
■
■ ■

■■
027

■■■
■

■■■
■
■ ■

■■
028

■■■
■

■■■
■
■ ■

■■
029

■■■
■

■■■
■
■ ■

■■
030

■■■
■

■■■
■
■ ■

■■
031

■■■
■

■■■
■
■ ■

■■

032
■■■

■

■■■
■
■ ■

■■

033
■■■

■

■■■
■
■ ■

■■

034
■■■

■
■■■
■
■ ■

■■

035
■■■

■

■■■
■
■ ■

■■

036
■■■

■

■■■
■
■ ■

■■

037
■■■
■

■■■
■
■ ■

■■

038
■■■

■

■■■
■
■ ■

■■

039

■■■
■

■■■
■
■ ■

■■

040
■■■

■

■■■
■
■ ■

■■

041
■■■

■

■■■
■
■ ■

■■

042
■■■

■

■■■
■
■ ■

■■

043
■■■

■
■■■
■
■ ■

■■

044
■■■

■

■■■
■
■ ■

■■

045
■■■

■

■■■
■
■ ■

■■

046
■■■
■

■■■
■
■ ■

■■

047

■■■
■

■■■
■
■ ■

■■

048
■■■

■

■■■
■
■ ■

■■

049
■■■

■

■■■
■
■ ■

■■

050
■■■

■

■■■
■
■ ■

■■

051
■■■

■

■■■
■
■ ■

■■

052
■■■

■

■■■
■
■ ■

■■

053
■■■

■

■■■
■
■ ■

■■

054
■■■

■

■■■
■
■ ■

■■

055

■■■
■

■■■
■
■ ■

■■

056
■■■

■

■■■
■
■ ■

■■

057
■■■

■

■■■
■
■ ■

■■

058
■■■

■

■■■
■
■ ■

■■

059
■■■

■

■■■
■
■ ■

■■

060
■■■

■

■■■
■
■ ■

■■

061
■■■

■

■■■
■
■ ■

■■

062
■■■

■

■■■
■
■ ■

■■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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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064
■■■

■

■■■
■
■ ■

■■

065
■■■

■

■■■
■
■ ■

■■

066
■■■

■

■■■
■
■ ■

■■

067
■■■

■

■■■
■
■ ■

■■

068
■■■

■

■■■
■
■ ■

■■

069
■■■

■

■■■
■
■ ■

■■

070 071

■■■
■

■■■
■
■ ■

■■

072
■■■
■

■■■
■
■ ■

■■

073
■■■

■

■■■
■
■ ■

■■

074
■■■

■

■■■
■
■ ■

■■

075 076
■■■

■

■■■
■
■ ■

■■

077
■■■

■

■■■
■
■ ■

■■

078 079

❈❈❈
❈

❈❈❈
❈
❈ ❈

❈❈

080
■■■

■

■■■
■
■ ■

■■

081
■■■
■

■■■
■
■ ■

■■

082
■■■

■

■■■
■
■ ■

■■

083
■■■

■

■■■
■
■ ■

■■

084
■■■

■

■■■
■
■ ■

■■

085
■■■

■

■■■
■
■ ■

■■

086
■■■

■

■■■
■
■ ■

■■

087

■■■
■

■■■
■
■ ■

■■

088
■■■

■

■■■
■
■ ■

■■

089
■■■

■

■■■
■
■ ■

■■

090
■■■
■

■■■
■
■ ■

■■

091
■■■

■

■■■
■
■ ■

■■

092
■■■

■

■■■
■
■ ■

■■

093
■■■

■

■■■
■
■ ■

■■

094
■■■

■

■■■
■
■ ■

■■

095

■■■
■

■■■
■
■ ■

■■

096
■■■

■

■■■
■
■ ■

■■

097
■■■

■

■■■
■
■ ■

■■

098
■■■

■

■■■
■
■ ■

■■

0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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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书版全部底纹列表

x001 x002 x003 x004 x005 x006 x007 x008

x009 x010 x011 x012 x013 x014 x015 x016

x017 x018 x019 x020 x021 x022 x023 x024

x025 x026 x027 x028 x029 x030 x031 x032

x033 x034 x035 x036 x037 x038 x039 x040

x041 x042 x043 x044 x045 x046 x047 x048

x049 x050 x051 x052 x053 x054 x055 x056

x057 x058 x059 x060 x061 x062 x063 x064

x065 x066 x067 x068 x069 x070 x071 x072

x073 x074 x075 x076 x077 x078 x079 x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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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081 x082 x083 x084 x085 x086 x087 x088

x089 x090 x091 x092 x093 x094 x095 x096

x097 x098 x099 x100 x101 x102 x103 x104

x105 x106 x107 x108 x109 x110 x111 x112

x113 x114 x115 x116 x117 x118 x119 x120

x121 x122 x123 x124 x125 x126 x127 x128

x129 x130 x131 x132 x133 x134 x135 x136

x137 x138 x139 x140 x141 x142 x143 x144

x145 x146 x147 x148 x149 x150 x151 x152

x153 x154 x155 x156 x157 x158 x159 x160

x161 x162 x163 x164 x165 x166 x167 x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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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69 x170 x171 x172 x173 x174 x175 x176

x177 x178 x179 x180 x181 x182 x183 x184

x185 x186 x187 x188 x189 x190 x191 x192

x193 x194 x195 x196 x197 x198 x199 x200

x201 x202 x203 x204 x205 x206 x207 x208

x209 x210 x211 x212 x213 x214 x215 x216

x217 x218 x219 x220 x221 x222 x223 x224

x225 x226 x227 x228 x229 x230 x231 x232

x233 x234 x235 x236 x237 x238 x239 x240

x241 x242 x243 x244 x245 x246 x247 x248

x249 x250 x251 x252 x253 x254 x255 x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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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57 x258 x259 x260 x261 x262 x263 x264

x265 x266 x267 x268 x269 x270 x271 x272

x273 x274 x275 x276 x277 x278 x279 x280

x281 x282 x283 x284 x285 x286 x287 x288

x289 x290 x291 x292 x293 x294 x295 x296

x297 x298 x299 x300 x301 x302 x303 x304

x305 x306 x307 x308 x309 x310 x311 x312

x313 x314 x315 x316 x317 x318 x319 x320

x321 x322 x323 x324 x325 x326 x327 x328

x329 x330 x331 x332 x333 x334 x335 x336

x337 x338 x339 x340 x341 x342 x343 x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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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45 x346 x347 x348 x349 x350 x351 x352

x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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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书版符号表

　 　 本附录列出全部书版使用的符号及其对应编码。 这些符号均可在编辑器中录

入,但并非所有的符号都能在发排 S10和 NPS时正确输出。 其中大部分符号在发排

S10和 NPS时均可以正确输出;一部分符号只能在发排 S10时才能正确输出;另一部

分符号只能在发排NPS时才能正确输出。 因此本附录分三节:公共符号(S10和NPS
都能正确输出的符号),仅供 S10使用的符号,仅供 NPS使用的符号。 请用户根据所

要发排的文件类型选择正确的符号。
　 　 每一节中的符号都分为两类:A库和 B库。 A库中包括了 GBK标准符号及书版

的特有符号,B库中则全部是书版的特有符号。
　 　 A库符号的录入较简单,可以直接使用 Windows98 / 2000 下的 GBK内码输入法

输入对应编码即可。
　 　 使用“插入”菜单中的“插入符号”功能或直接按 Ctrl+T,会打开“插入符号”对话

框,这时既能录入 A库符号,也能录入 B库符号。 只需在打开的对话框中输入编码

并选择是 A库或 B库即可。
　 　 你也可以在动态键盘的“修改键定义信息”功能中录入你希望经常使用的 A库

编码或 B库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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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公共符号

3.1. 1　 A库符号

A140 ■

A141 ■

A142 ■

A143 ■

A144 ■

A145 ■

A146 ■

A147 ■

A148 ■

A149 ■

A14A ■

A14B ■

A14C =

A14D -

A14E ∕

A14F ０

A150 １

A151 ２

A152 ３

A153 ４

A154 ５

A155 ６

A156 ７

A157 ８

A158 ９

A15C ■

A15D ☾

A15E ☽

A15F ■

A160 ■

A161 ■

A162 ■

A163 ≒

A164 ■

A165 ﹢

A166 ■

A167 ■

A168 ©

A169 ©

A16A ©

A16B ®

A16D ■

A16E —

A16F ◢

A170 ◣

A171 ◥

A172 ◤

A173 ◜

A174 ◝

A175 ◟

A176 ◞

A177 ＝

A178 ‖

A179 |

A17A ⤸

A17B ↺

A17C ↻

A17D ⤾

A17E ⤿

A180 ⇧

A181 ⇩

A182 ■

A183 ■

A184 ■

A185 ■

A186 ■

A187 ■

A188 ■

A189 ■

A18A ■

A18B ■

A18C ■

A18D ■

A18E ■

A18F ■

A190 ■

A191 ■

A192 ■

A193 ■

A194 ■

A195 ■

A19F ?

A1A0 !

A1A1

A1A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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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A3 。

A1A4 ·

A1A5 ̄

A1A6 ˇ

A1A7 ¨

A1A8 〃

A1A9 々

A1AA —

A1AB ~

A1AC ‖

A1AD …

A1AE ‘

A1AF ’

A1B0 “

A1B1 ”

A1B2 〔

A1B3 〕

A1B4 〈

A1B5 〉

A1B6 《

A1B7 》

A1B8 「

A1B9 」

A1BA 『

A1BB 』

A1BC 〚

A1BD 〛

A1BE 【

A1BF 】

A1C0 ±

A1C1 ×

A1C2 ÷

A1C3 ∶

A1C4 ∧

A1C5 ∨

A1C6 ∑

A1C7 ∏

A1C8 ∪

A1C9 ∩

A1CA ∈

A1CB ∷

A1CC √

A1CD ⊥

A1CE ∥

A1CF ∠

A1D0 ⌒

A1D1 ☉

A1D2 ∫

A1D3 ∮

A1D4 ≡

A1D5 ≌

A1D6 ≈

A1D7 ∽

A1D8 ∝

A1D9 ≠

A1DA ≮

A1DB ≯

A1DC ≤

A1DD ≥

A1DE ∞

A1DF ∵

A1E0 ∴

A1E1 ♂

A1E2 ♀

A1E3 °

A1E4 ′

A1E5 ″

A1E6 ℃

A1E7 ＄

A1E8 ¤

A1E9 ¢

A1EA £

A1EB ‰

A1EC §

A1ED №

A1EE ☆

A1EF ★

A1F0 ○

A1F1 ●

A1F2 ◎

A1F3 ◇

A1F4 ◆

A1F5 □

A1F6 ■

A1F7 △

A1F8 ▲

A1F9 ※

A1FA →

A1FB ←

A1FC ↑

A1FD ↓

A1FE 〓

A240 「

A241 」

A242 『

A243 』

A244 ⌉

A245 ⌊

A246 ╗

A2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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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8 <

A249 >

A24A 《

A24B 》

A24C ‶

A24D ‶

A24E „

A24F !

A250 ?

A251 <

A252 >

A253 ⌉

A254 ⌊

A255 ╖

A256 ╙

A257 ‼

A258 ‼

A259 ⁇

A25A ⁇

A25B ⁈

A25C ⁈

A25D ⁉

A25E ⁉

A25F ■

A260 ■

A262 ł

A263 ı

A264 ŋ

A265 。

A266 ¿

A267 ¡

A268 Ø

A269 ø

A26A ‡

A26B †

A26C ■

A26D ff

A26E fi

A26F fl

A270 ffi

A271 ffl

A272 Ł

A273 Ç

A274 Æ

A275 æ

A276 Œ

A277 œ

A278 ß

A279 ƒ

A27A å

A27B â

A27C ä

A27D ā

A27E a

A280 a

A281 a

A282 ã

A283 ë

A284 ẽ

A285 î

A286 ï

A287 õ

A288 ô

A289 ö

A28A û

A28B ñ

A28C š

A28D ŝ

A28E ĝ

A28F ÿ

A290 ž

A291 ẑ

A292 ĉ

A293 ç

A294 e

A295 e

A296 e

A297 e

A29A ̇

A29B ·

A29C ͂

A29D *

A29E  

A29F ,

A2A0 …

A2A1 ⅰ

A2A2 ⅱ

A2A3 ⅲ

A2A4 ⅳ

A2A5 ⅴ

A2A6 ⅵ

A2A7 ⅶ

A2A8 ⅷ

A2A9 ⅸ

A2AA ⅹ

A2AB ⅺ

A2AC ⅻ

A2AD ■

A2AE ■

A2A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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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B0 ■

A2B1 ⒈

A2B2 ⒉

A2B3 ⒊

A2B4 ⒋

A2B5 ⒌

A2B6 ⒍

A2B7 ⒎

A2B8 ⒏

A2B9 ⒐

A2BA ⒑

A2BB ⒒

A2BC ⒓

A2BD ⒔

A2BE ⒕

A2BF ⒖

A2C0 ⒗

A2C1 ⒘

A2C2 ⒙

A2C3 ⒚

A2C4 ⒛

A2C5 ⑴

A2C6 ⑵

A2C7 ⑶

A2C8 ⑷

A2C9 ⑸

A2CA ⑹

A2CB ⑺

A2CC ⑻

A2CD ⑼

A2CE ⑽

A2CF ⑾

A2D0 ⑿

A2D1 ⒀

A2D2 ⒁

A2D3 ⒂

A2D4 ⒃

A2D5 ⒄

A2D6 ⒅

A2D7 ⒆

A2D8 ⒇

A2D9 ①

A2DA ②

A2DB ③

A2DC ④

A2DD ⑤

A2DE ⑥

A2DF ⑦

A2E0 ⑧

A2E1 ⑨

A2E2 ⑩

A2E3

A2E4

A2E5 ㈠

A2E6 ㈡

A2E7 ㈢

A2E8 ㈣

A2E9 ㈤

A2EA ㈥

A2EB ㈦

A2EC ㈧

A2ED ㈨

A2EE ㈩

A2EF ■

A2F0 ■

A2F1 Ⅰ

A2F2 Ⅱ

A2F3 Ⅲ

A2F4 Ⅳ

A2F5 Ⅴ

A2F6 Ⅵ

A2F7 Ⅶ

A2F8 Ⅷ

A2F9 Ⅸ

A2FA Ⅹ

A2FB Ⅺ

A2FC Ⅻ

A2FD ■

A2FE ■

A340 ■

A341 ■

A342 ■

A343 ■

A344 ■

A345 ■

A346 ■

A347 ■

A348 ■

A349 ■

A34A ■

A34B ■

A34C ⓿

A34D ❶

A34E ❷

A34F ❸

A350 ❹

A351 ❺

A352 ❻

A353 ❼

A354 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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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55 ❾

A356 Ⓐ

A357 Ⓑ

A358 Ⓒ

A359 Ⓓ

A35A Ⓔ

A35B Ⓕ

A35C Ⓖ

A35D Ⓗ

A35E Ⓘ

A35F Ⓙ

A360 ⒜

A361 ⒝

A362 ⒞

A363 ⒟

A364 ⒠

A365 ⒡

A366 ⒢

A367 ⒣

A368 ⒤

A369 ⒥

A36A ⓐ

A36B ⓑ

A36C ⓒ

A36D ⓓ

A36E ⓔ

A36F ⓕ

A370 ⓖ

A371 ⓗ

A372 ⓘ

A373 ⓙ

A374 ⒜

A375 ⒝

A376 ⒞

A377 ⒟

A378 ⒠

A379 ⒡

A37A ⒢

A37B ⒣

A37C ⒤

A37D ⒥

A37E ㎖

A380 ㎗

A381 ㏋

A382 ㎘

A383 ㎠

A384 ㎤

A385 ㎥

A386 ㎢

A387 ㎾

A388 ■

A389 ㎃

A38A ㏂

A38B ㏘

A38C ㏍

A38D ㏗

A38E ㏚

A38F ㎜

A390 ㎝

A391 ㎞

A392 ㏎

A393 ㎎

A394 ㎏

A395 ㎡

A396 ㏒

A397 ㏑

A398 ㏄

A399 ㏕

A39A ■

A39B ℓ

A39C ｀

A39D ｘ

A39E y

A39F (

A3A0 )

A3A1 !

A3A2 "

A3A3 #

A3A4 ¥

A3A5 %

A3A6 &

A3A7 '

A3A8 (

A3A9 )

A3AA *

A3AB +

A3AC ,

A3AD -

A3AE .

A3AF /

A3B0 0

A3B1 1

A3B2 2

A3B3 3

A3B4 4

A3B5 5

A3B6 6

A3B7 7

A3B8 8

A3B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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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BA :

A3BB ;

A3BC <

A3BD =

A3BE >

A3BF ?

A3C0 @

A3C1 A

A3C2 B

A3C3 C

A3C4 D

A3C5 E

A3C6 F

A3C7 G

A3C8 H

A3C9 I

A3CA J

A3CB K

A3CC L

A3CD M

A3CE N

A3CF O

A3D0 P

A3D1 Q

A3D2 R

A3D3 S

A3D4 T

A3D5 U

A3D6 V

A3D7 W

A3D8 X

A3D9 Y

A3DA Z

A3DB [

A3DC \

A3DD ]

A3DE ^

A3DF _

A3E0 `

A3E1 a

A3E2 b

A3E3 c

A3E4 d

A3E5 e

A3E6 f

A3E7 g

A3E8 h

A3E9 i

A3EA j

A3EB k

A3EC l

A3ED m

A3EE n

A3EF o

A3F0 p

A3F1 q

A3F2 r

A3F3 s

A3F4 t

A3F5 u

A3F6 v

A3F7 w

A3F8 x

A3F9 y

A3FA z

A3FB {

A3FC |

A3FD }

A3FE -

A440 ■

A441 ■

A442 ■

A443 ■

A444 ■

A445 ■

A446 ■

A447 ■

A448 ■

A449 ■

A44A ■

A44B ■

A44C ■

A44D ■

A44E ■

A44F ■

A450 ■

A451 ■

A452 ■

A453 ✚

A454 ⚬

A456 ◉

A457 ■

A458 ■

A45A ♨

A45B ♩

A45C ♪

A45D ♬

A45E ⦾

A45F ■

A4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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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61 ‥

A462 ☜

A463 ☞

A464 〡

A465 〢

A466 〣

A467 〤

A468 〥

A469 〦

A46A 〧

A46B 〨

A46C 〩

A46D 〸

A46E 〹

A46F 〺

A470 ▢

A471 ■

A472 •

A473 〇

A474 ♡

A475 ♢

A476 ■

A477 ︰

A478 ■

A479 ■

A47A ■

A47B ℅

A480 ■

A481 ɮ

A482 ʧ

A483 ǫ

A484 ʋ

A485 ■

A486 ᶓ

A487 ᵴ

A488 ᶒ

A489 ᶕ

A48A ʮ

A48B ᶋ

A48C ę

A48D ■

A48E ᶗ

A48F ʓ

A490 ■

A491 ɓ

A492 ʇ

A493 ƫ

A494 ʍ

A495 ᶍ

A496 ɩ

A497 ɜ

A498 ʥ

A499 ƞ

A49A ƪ

A49B ɐ

A49C ʆ

A49D ƻ

A49E ■

A49F [

A4A0 ]

A4A1 ぁ

A4A2 あ

A4A3 ぃ

A4A4 い

A4A5 ぅ

A4A6 う

A4A7 ぇ

A4A8 え

A4A9 ぉ

A4AA お

A4AB か

A4AC が

A4AD き

A4AE ぎ

A4AF く

A4B0 ぐ

A4B1 け

A4B2 げ

A4B3 こ

A4B4 ご

A4B5 さ

A4B6 ざ

A4B7 し

A4B8 じ

A4B9 す

A4BA ず

A4BB せ

A4BC ぜ

A4BD そ

A4BE ぞ

A4BF た

A4C0 だ

A4C1 ち

A4C2 ぢ

A4C3 っ

A4C4 つ

A4C5 づ

A4C6 て

A4C7 で

A4C8 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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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C9 ど

A4CA な

A4CB に

A4CC ぬ

A4CD ね

A4CE の

A4CF は

A4D0 ば

A4D1 ぱ

A4D2 ひ

A4D3 び

A4D4 ぴ

A4D5 ふ

A4D6 ぶ

A4D7 ぷ

A4D8 へ

A4D9 べ

A4DA ぺ

A4DB ほ

A4DC ぼ

A4DD ぽ

A4DE ま

A4DF み

A4E0 む

A4E1 め

A4E2 も

A4E3 ゃ

A4E4 や

A4E5 ゅ

A4E6 ゆ

A4E7 ょ

A4E8 よ

A4E9 ら

A4EA り

A4EB る

A4EC れ

A4ED ろ

A4EE ゎ

A4EF わ

A4F0 ゐ

A4F1 ゑ

A4F2 を

A4F3 ん

A4F4  

A4F5  

A4F6 ㊣

A4F7 ㊞

A4F8 ㊤

A4F9 ㊥

A4FA ㊦

A4FB ㊧

A4FC ㊨

A4FD ■

A4FE ■

A540 đ

A541 ᶀ

A542 ᶁ

A543 ɒ

A544 ■

A545 ɫ

A546 ᶈ

A547 ᶂ

A548 ʦ

A549 ɟ

A54A ■

A54B ɗ

A54C ■

A54D ■

A54E ˀ

A54F ʯ

A550 ■

A551 Ɂ

A552 ɚ

A553 ᶊ

A554 ʖ

A555 ᶌ

A556 ᵿ

A557 ᵭ

A558 ɽ

A559 ɺ

A55A ƺ

A55B ■

A55C ɳ

A55D ■

A55E ■

A55F ᶅ

A560 ɠ

A561 ᶆ

A562 ɷ

A563 ʤ

A564 ʣ

A565 ᶇ

A566 ■

A567 ʨ

A568 ᶏ

A569 ʚ

A56A ■

A56B ■

A56C ᶃ

A56D ■

351

附录三　书版符号表



A56E ʞ

A56F ƕ

A570 ᵶ

A571 ɾ

A572 ᶎ

A573 ᶉ

A574 ɼ

A575 ɹ

A576 ƍ

A577 ■

A578 ɝ

A579 ■

A57A ɻ

A57B ɭ

A57C ɧ

A57D ■

A57E ■

A58F ̯

A590 '

A591 °

A592 ’

A593 ‘

A598  

A599 .

A59A ̠

A59B ̪

A59C ̬

A59D ■

A59E ̩

A59F {

A5A0 }

A5A1 ァ

A5A2 ア

A5A3 ィ

A5A4 イ

A5A5 ゥ

A5A6 ウ

A5A7 ェ

A5A8 エ

A5A9 ォ

A5AA オ

A5AB カ

A5AC ガ

A5AD キ

A5AE ギ

A5AF ク

A5B0 グ

A5B1 ケ

A5B2 ゲ

A5B3 コ

A5B4 ゴ

A5B5 サ

A5B6 ザ

A5B7 シ

A5B8 ジ

A5B9 ス

A5BA ズ

A5BB セ

A5BC ゼ

A5BD ソ

A5BE ゾ

A5BF タ

A5C0 ダ

A5C1 チ

A5C2 ヂ

A5C3 ッ

A5C4 ツ

A5C5 ヅ

A5C6 テ

A5C7 デ

A5C8 ト

A5C9 ド

A5CA ナ

A5CB ニ

A5CC ヌ

A5CD ネ

A5CE ノ

A5CF ハ

A5D0 バ

A5D1 パ

A5D2 ヒ

A5D3 ビ

A5D4 ピ

A5D5 フ

A5D6 ブ

A5D7 プ

A5D8 ヘ

A5D9 ベ

A5DA ペ

A5DB ホ

A5DC ボ

A5DD ポ

A5DE マ

A5DF ミ

A5E0 ム

A5E1 メ

A5E2 モ

A5E3 ャ

A5E4 ヤ

A5E5 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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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E6 ユ

A5E7 ョ

A5E8 ヨ

A5E9 ラ

A5EA リ

A5EB ル

A5EC レ

A5ED ロ

A5EE ヮ

A5EF ワ

A5F0 ヰ

A5F1 ヱ

A5F2 ヲ

A5F3 ン

A5F4 ヴ

A5F5 ヵ

A5F6 ヶ

A5F7 〖

A5F8 〗

A5F9 ■

A5FA ■

A5FB ■

A5FC ﹇

A5FD ﹈

A5FE ■

A640 Å

A641 Ā

A642 Á

A643 Ǎ

A644 À

A645 Â

A646 Ä

A647 Ã

A648 Ē

A649 É

A64A Ě

A64B È

A64C Ê

A64D Ë

A64E Ẽ

A64F Ī

A650 Í

A651 Ǐ

A652 Ì

A653 Î

A654 Ï

A655 Ō

A656 Ó

A657 Ǒ

A658 Ò

A659 Ô

A65A Ö

A65B Õ

A65C Ū

A65D Ú

A65E Ǔ

A65F Ù

A660 Û

A661 Ü

A662 Ǖ

A663 Ǘ

A664 Ǚ

A665 Ǜ

A666 U

A667 Ĉ

A668 Ĝ

A669 Ĥ

A66A Ĵ

A66B Š

A66C Ŝ

A66D Ÿ

A66E Ž

A66F Ẑ

A670 ĥ

A671 ĵ

A672 Ñ

A680 A

A681 Ѓ

A682 E

A683 Ќ

A684 O

A685 ■

A686 ■

A687 ■

A688 Ӭ

A689 ■

A68A ■

A68B ■

A68C ■

A68D ■

A69F :

A6A0 ;

A6A1 Α

A6A2 Β

A6A3 Γ

A6A4 Δ

A6A5 Ε

A6A6 Ζ

A6A7 Η

A6A8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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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A9 Ι

A6AA Κ

A6AB Λ

A6AC Μ

A6AD Ν

A6AE Ξ

A6AF Ο

A6B0 Π

A6B1 Ρ

A6B2 Σ

A6B3 Τ

A6B4 Υ

A6B5 Φ

A6B6 Χ

A6B7 Ψ

A6B8 Ω

A6B9 ■

A6BA ■

A6BB ϑ

A6BC ϕ

A6BD ■

A6BE ϰ

A6BF ϱ

A6C0 ς

A6C1 α

A6C2 β

A6C3 γ

A6C4 δ

A6C5 ε

A6C6 ζ

A6C7 η

A6C8 θ

A6C9 ι

A6CA κ

A6CB λ

A6CC μ

A6CD ν

A6CE ξ

A6CF ο

A6D0 π

A6D1 ρ

A6D2 σ

A6D3 τ

A6D4 υ

A6D5 φ

A6D6 χ

A6D7 ψ

A6D8 ω

A6D9 ︐

A6DA 、

A6DB ’

A6DC 。

A6DD ：

A6DE ；

A6DF ！

A6E0 ︵

A6E1 ︶

A6E2 ︹

A6E3 ︺

A6E4 ︿

A6E5 ﹀

A6E6 ︽

A6E7 ︾

A6E8 ﹁

A6E9 ﹂

A6EA ﹃

A6EB ﹄

A6EC ？

A6ED ︘

A6EE ︻

A6EF ︼

A6F0 ︷

A6F1 ︸

A6F2 ︱

A6F3 ︙

A6F4 ︳

A6F5 ︴

A6F6 .

A6F7 ，

A6F8 。

A6F9 、

A6FA ：

A6FB ；

A6FC ！

A6FD ？

A6FE .

A7A1 А

A7A2 Б

A7A3 В

A7A4 Г

A7A5 Д

A7A6 Е

A7A7 Ё

A7A8 Ж

A7A9 З

A7AA И

A7AB Й

A7AC К

A7AD Л

A7AE 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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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AF Н

A7B0 О

A7B1 П

A7B2 Р

A7B3 С

A7B4 Т

A7B5 У

A7B6 Ф

A7B7 Х

A7B8 Ц

A7B9 Ч

A7BA Ш

A7BB Щ

A7BC Ъ

A7BD Ы

A7BE Ь

A7BF Э

A7C0 Ю

A7C1 Я

A7C2 Љ

A7C3 Њ

A7C4 Џ

A7C5 Ү

A7C6 Ђ

A7C7 Ћ

A7C8 Ѵ

A7C9 Ѣ

A7CA ѣ

A7CB Ө

A7CC љ

A7CD њ

A7CE џ

A7CF ү

A7D1 а

A7D2 б

A7D3 в

A7D4 г

A7D5 д

A7D6 е

A7D7 ё

A7D8 ж

A7D9 з

A7DA и

A7DB й

A7DC к

A7DD л

A7DE м

A7DF н

A7E0 о

A7E1 п

A7E2 р

A7E3 с

A7E4 т

A7E5 у

A7E6 ф

A7E7 х

A7E8 ц

A7E9 ч

A7EA ш

A7EB щ

A7EC ъ

A7ED ы

A7EE ь

A7EF э

A7F0 ю

A7F1 я

A7F2 a

A7F3 c

A7F4 ■

A7F5 o

A7F6 y

A7F7 ■

A7F8 ■

A7F9 ■

A7FA ■

A7FB ђ

A7FC ћ

A7FD ѵ

A7FE ө

A840 ˊ

A841 ˋ

A842 ˙

A843 –

A844 ―

A845 ‥

A846 ‵

A847 ℅

A848 ℉

A849 ↖

A84A ↗

A84B ↘

A84C ↙

A84D ∕

A84E ∟

A84F ∣

A850 ≒

A851 ≦

A852 ≧

A853 ⊿

A8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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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55 ║

A856 ╒

A857 ╓

A858 ╔

A859 ╕

A85A ╖

A85B ╗

A85C ╘

A85D ╙

A85E ╚

A85F ╛

A860 ╜

A861 ╝

A862 ╞

A863 ╟

A864 ╠

A865 ╡

A866 ╢

A867 ╣

A868 ╤

A869 ╥

A86A ╦

A86B ╧

A86C ╨

A86D ╩

A86E ╪

A86F ╫

A870 ╬

A871 ╭

A872 ╮

A873 ╯

A874 ╰

A875 ╱

A876 ╲

A877 ╳

A878 ▁

A879 ▂

A87A ▃

A87B ▄

A87C ▅

A87D ▆

A87E ▇

A880 █

A881 ▉

A882 ▊

A883 ▋

A884 ▌

A885 ▍

A886 ▎

A887 ▏

A888 ▓

A889 ▔

A88A ▕

A88B ▼

A88C ▽

A88D ◢

A88E ◣

A88F ◤

A890 ◥

A891 ☉

A892 ⊕

A893 〒

A894 〝

A895 〞

A896

A897

A898

A899

A89A

A89B

A89C

A89D

A89E

A89F

A8A0

A8A1 ā

A8A2 á

A8A3 ǎ

A8A4 à

A8A5 ē

A8A6 é

A8A7 ě

A8A8 è

A8A9 ī

A8AA í

A8AB ǐ

A8AC ì

A8AD ō

A8AE ó

A8AF ǒ

A8B0 ò

A8B1 ū

A8B2 ú

A8B3 ǔ

A8B4 ù

A8B5 ǖ

A8B6 ǘ

A8B7 ǚ

A8B8 ǜ

A8B9 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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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BA ê

A8BB ɑ

A8BC m

A8BD ń

A8BE ň

A8BF ǹ

A8C0 ɡ

A8C1 十

A8C2 〹

A8C3 〺

A8C4 ■

A8C5 ㄅ

A8C6 ㄆ

A8C7 ㄇ

A8C8 ㄈ

A8C9 ㄉ

A8CA ㄊ

A8CB ㄋ

A8CC ㄌ

A8CD ㄍ

A8CE ㄎ

A8CF ㄏ

A8D0 ㄐ

A8D1 ㄑ

A8D2 ㄒ

A8D3 ㄓ

A8D4 ㄔ

A8D5 ㄕ

A8D6 ㄖ

A8D7 ㄗ

A8D8 ㄘ

A8D9 ㄙ

A8DA ㄚ

A8DB ㄛ

A8DC ㄜ

A8DD ㄝ

A8DE ㄞ

A8DF ㄟ

A8E0 ㄠ

A8E1 ㄡ

A8E2 ㄢ

A8E3 ㄣ

A8E4 ㄤ

A8E5 ㄥ

A8E6 ㄦ

A8E7 ㄧ

A8E8 ㄨ

A8E9 ㄩ

A8EA 一

A8EB 二

A8EC 三

A8ED 四

A8EE 五

A8EF 六

A8F0 七

A8F1 八

A8F2 九

A8F3 十

A8F4 〹

A8F5 〺

A8F6 一

A8F7 二

A8F8 三

A8F9 四

A8FA 五

A8FB 六

A8FC 七

A8FD 八

A8FE 九

A940 〡

A941 〢

A942 〣

A943 〤

A944 〥

A945 〦

A946 〧

A947 〨

A948 〩

A949 ㊣

A94A ㎎

A94B ㎏

A94C ㎜

A94D ㎝

A94E ㎞

A94F ㎡

A950 ㏄

A951 ㏎

A952 ㏑

A953 ㏒

A954 ㏕

A955 ︰

A956 ￢

A957 ￤

A958

A959 ℡

A95A ㈱

A95B

A95C ‐

A95D

A9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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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5F

A960 ー

A961 ゛

A962 ゜

A963 ヽ

A964 ヾ

A965 〆

A966 ゝ

A967 ゞ

A968 ﹉

A969 ﹊

A96A ﹋

A96B ﹌

A96C ﹍

A96D ﹎

A96E ﹏

A96F ﹐

A970 ﹑

A971 ﹒

A972 ﹔

A973 ﹕

A974 ﹖

A975 ﹗

A976 ﹙

A977 ﹚

A978 ﹛

A979 ﹜

A97A ﹝

A97B ﹞

A97C ﹟

A97D ﹠

A97E ﹡

A980 ﹢

A981 ﹣

A982 ﹤

A983 ﹥

A984 ﹦

A985 ﹨

A986 ﹩

A987 ﹪

A988 ﹫

A989 

A98A 

A98B 

A98C 

A98D 

A98E 

A98F 

A990 

A991 

A992 

A993 

A994 

A995 

A997

A998

A999

A99A

A99B

A99C

A99D

A99E

A99F

A9A0

A9A1 ■

A9A2 ■

A9A3

A9A4 ─

A9A5 ━

A9A6 │

A9A7 ❘

A9A8 ┄

A9A9 ┅

A9AA ┆

A9AB ┇

A9AC ┈

A9AD ┉

A9AE ┊

A9AF ┋

A9B0 ┌

A9B1 ┍

A9B2 ┎

A9B3 ┏

A9B4 ┐

A9B5 ┑

A9B6 ┒

A9B7 ┓

A9B8 └

A9B9 ┕

A9BA ┖

A9BB ┗

A9BC ┘

A9BD ┙

A9BE ┚

A9BF ┛

A9C0 ├

A9C1 ┝

A9C2 ┞

A9C3 ┟

A9C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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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C5 ┡

A9C6 ┢

A9C7 ┣

A9C8 ┤

A9C9 ┥

A9CA ┦

A9CB ┧

A9CC ┨

A9CD ┩

A9CE ┪

A9CF ┫

A9D0 ┬

A9D1 ┭

A9D2 ┮

A9D3 ┯

A9D4 ┰

A9D5 ┱

A9D6 ┲

A9D7 ┳

A9D8 ┴

A9D9 ┵

A9DA ┶

A9DB ┷

A9DC ┸

A9DD ┹

A9DE ┺

A9DF ┻

A9E0 ┼

A9E1 ┽

A9E2 ┾

A9E3 ┿

A9E4 ╀

A9E5 ╁

A9E6 ╂

A9E7 ╃

A9E8 ╄

A9E9 ╅

A9EA ╆

A9EB ╇

A9EC ╈

A9ED ╉

A9EE ╊

A9EF ╋

A9F0 ⇨

A9F1 ⇦

A9F2 ⬆

A9F3 ⬇

A9F4 ➡

A9F5 ⬅

A9F6 ➝

A9F7 ■

A9F8 ↑

A9F9 ↓

A9FA ⇁

A9FB ↽

A9FC ■

A9FD ↕

A9FE ↕

AAA1 ｟

AAA2 ■

AAA3 ｠

AAA4 ■

AAA5 ■

AAA6 ■

AAA7 ■

AAA8 ■

AAA9 ⦃

AAAA ⦄

AAAB ■

AAAC ⤊

AAAD ⤋

AAB0 ，

AAB1 ．

AAB2 -

AAB3 ∗

AAB4 ！

AAB5 ∂

AAB6 ∑

AAB7 ∏

AAB8 ⫮

AAB9 ‱

AABA ≻

AABB ≺

AABC ⊂

AABD ⊃

AABE ≜

AABF ¬

AAC0 ■

AAC1 ⊆

AAC2 ⊇

AAC3 ■

AAC4 ≃

AAC5 ⩾

AAC6 ⩽

AAC7 ∔

AAC8 ∸

AAC9 ⨰

AACA ■

AACB ■

AA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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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D ⪯

AACE ■

AACF ■

AAD0 ∀

AAD1 ⇑

AAD2 ■

AAD3 ↾

AAD4 ⇓

AAD5 ■

AAD6 ⇃

AAD7 ⤸

AAD8 ⇥

AAD9 ⋰

AADA ⇔

AADB ⇆

AADC ↔

AADD ⇒

AADE ■

AADF ⇀

AAE0 →

AAE1 ⇐

AAE2 ■

AAE3 ↼

AAE4 ←

AAE5 ↖

AAE6 ↙

AAE7 ↘

AAE8 ↗

AAE9 ⋕

AAEA ⫅

AAEB ⫆

AAEC ⧋

AAED ≫

AAEE ≪

AAEF ⩲

AAF0 ⊻

AAF1 ⍊

AAF2 ≷

AAF3 ≽

AAF4 ≼

AAF5 ℉

AAF6 ∃

AAF7 ⋱

AAF8 ❙

AAF9 ≁

AAFA ≄

AAFB ≶

AAFC ∉

AAFD ■

AAFE ■

ABA1 ≋

ABA2 ≢

ABA3 ≑

ABA4 ⊄

ABA5 ⊅

ABA6 ≙

ABA7 ∅

ABA8 ∇

ABA9 ⊕

ABAA ⊗

ABAB ■

ABAC ■

ABAE ■

ABAF ≇

ABB0 ≉

ABB1 ≸

ABB2 ⋷

ABB3 ⫺

ABB4 ⫹

ABB5 ≅

ABB6 ≧

ABB7 ≐

ABB8 ≦

ABB9 ■

ABBA ∓

ABBB ■

ABBC ■

ABBD ■

ABBE ⊈

ABBF ⊉

ABC0 ≚

ABC1 ⌀

ABC2 ■

ABC3 $

ABC8 ℞

ABC9 ■

ABCA ‴

ABCB ■

ABCC ⫋

ABCD ⫌

ABCE ⩣

ABCF 0

ABD0 1

ABD1 2

ABD2 3

ABD3 4

ABD4 5

ABD5 6

ABD6 7

ABD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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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D8 9

ABD9 Ⅼ

ABDA Ⅽ

ABDB Ⅾ

ABDC Ⅿ

ABDD ■

ABDE ■

ABDF ■

ABE0 ■

ABE1 ■

ABE2 ■

ABE3 ■

ABE4 ■

ABE5 ■

ABE6 ■

ABE7 ≊

ABE8 ■

ABE9 ■

ABEA ⋛

ABEB ⋚

ABEC ⪌

ABED ⪋

ABEE ≳

ABEF ≲

ABF0 ⦥

ABF1 ⦤

ABF2 ♠

ABF3 ⎔

ABF4 ■

ABF5 ■

ABF6 ♣

ABF7 ▱

ABF8 ▭

ABF9 ▯

ABFA ♥

ABFB ♦

ABFC ◁

ABFD ▽

ABFE ▷

ACA1 ◀

ACA2 ▼

ACA3 ▶

ACA4 ◺

ACA5 ◿

ACA6 ■

ACA7 ■

ACA8 ⟡

ACA9 ■

ACAA ■

ACAB ■

ACAC ≹

ACAD ■

ACAE ■

ACAF ■

ACB2 ■

ACB3 ⊦

ACB4 ⊨

ACB5 ⊧

ACB6 ■

ACB7 ■

ACB8 ■

ACB9 ■

ACBA ■

ACBB ■

ACBC ✓

ACBD ■

ACBE ■

ACBF ■

ACC0 ≎

ACC1 ≏

ACC2 ■

ACC3 ■

ACC4 ■

ACC5 ✕

ACC6 ■

ACC8 ■

ACC9 ■

ACCA ■

ACCB ■

ACCC ■

ACCD Ω

ACCE ■

ACCF ⦠

ACD0 ∢

ACD1 ■

ACD2 ∹

ACD4 ■

ACD5 ■

ACD6 ■

ACD7 ⇌

ACD8 ❋

ACD9 ⬁

ACDA ⬃

ACDB ⬂

ACDC ⬀

ACDD ■

ACDE ■

ACDF ■

ACE0 ■

ACE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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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2 ■

ACE3 ■

ACE4 ■

ACE5 ■

ACE6 ■

ACE7 ■

ACE8 ■

ACE9 ∳

ACEA ∲

ACEB ∬

ACEC ∯

ACED ∭

ACEE ∰

ACEF ■

ACF0 ’

ACF1 ˈ

ACF2 ∑

ACF3 ∏

ACF4 ■

ACF5 ■

ACF6 ■

ACF7 ■

ACFD ■

ACFE ■

ADA1 ㊀

ADA2 ㊁

ADA3 ㊂

ADA4 ㊃

ADA5 ㊄

ADA6 ㊅

ADA7 ㊆

ADA8 ㊇

ADA9 ㊈

ADAA ■

ADAB ■

ADAC ■

ADAD ■

ADAE ■

ADAF ■

ADB0 ■

ADB1 ■

ADB2 ■

ADB3 ■

ADB4 ■

ADB5 ⓪

ADB6 ‘

ADB7 “

ADB8 ’

ADB9 ”

ADBA ɛ

ADBB ■

ADBC ə

ADBD ■

ADBE ʌ

ADBF ɔ

ADC0 ʃ

ADC1 ˑ

ADC2 ː

ADC3 ʒ

ADC4 ■

ADC5 ■

ADC6 ð

ADC7 ■

ADC8 ɣ

ADC9 ɘ

ADCA ɪ

ADCB ɨ

ADCC ɿ

ADCD ʅ

ADCE ʊ

ADCF ■

ADD0 ɵ

ADD1 ɯ

ADD2 ʏ

ADD3 ɥ

ADD4 ʉ

ADD5 ɸ

ADD6 ʈ

ADD7 ʐ

ADD8 ɖ

ADD9 ʂ

ADDA ɲ

ADDB ɱ

ADDC ɤ

ADDD ȡ

ADDE ɕ

ADDF ȵ

ADE0 ʑ

ADE1 ȶ

ADE2 ɬ

ADE3 ʎ

ADE4 ᶄ

ADE5 ■

ADE6 ħ

ADE7 Ɣ

ADE8 ʁ

ADE9 ʔ

ADEA ʕ

ADEB ɢ

ADEC 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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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F ■

ADF0 ‘

ADF1 Ә

ADF2 Һ

ADF3 Җ

ADF4 Ң

ADF7 ә

ADF8 һ

ADF9 җ

ADFA ң

ADFC ■

ADFD ˌ

ADFE 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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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　 B库符号

87A2 ■

8940 ḷ

8941 ṃ

8942 ṇ

8943 Ş

8944 ş

8945 Ţ

8946 ţ

8E8F ■

8E90 ■

8E91 ■

8E92 ■

8E93 ■

8E94 ■

8E95 ■

8E96 ■

8E97 ■

8E98 ‖

8E99 ＝

8E9A ‖

8E9B ＝

8E9C ‖

8E9D ＝

8E9E ‖

8E9F ＝

8EA0 ‖

8EA1 ＝

8EA2 ‖

8EA3 ＝

8EA4 ■

8EA5 ■

8EA6 ■

8EA7 ■

8EA9 ■

8EAA ■

8EAB ■

8EAC ■

8EAD ■

8EAE ■

8EAF ■

8EB0 ⥬

8EB1 ⥫

8EB2 ■

8EB3 ■

8EB4 ⥭

8EB5 ⥪

8EB6 ■

8EB7 ■

8EB8 ⥬

8EB9 ⥫

8EBA ■

8EBB ■

8EBC ⥭

8EBD ■

8EBE ■

8EBF ■

8EC0 ■

8EC1 ■

8EC2 ■

8EC3 ■

8EC4 ■

8EC5 ■

8EC6 ■

8EC7 ■

8EC8 ■

8EC9 ■

8ECA ■

8ECB ■

8ECC ■

8ECD ■

8ECE ■

8ECF ■

8ED0 ■

8ED1 ■

8ED2 ■

8ED3 ■

8ED4 ■

8ED5 ■

8ED6 ■

8ED7 ■

8ED8 ■

8ED9 ■

8EDA ■

8EDB ■

8EDC ■

8EDD ■

8EDE ■

8EDF ■

8EE0 ■

8EE1 ■

8EE2 ■

8EE3 ■

8EE4 ■

8EE5 ■

8EE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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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E7 ■

8EE8 ■

8EE9 ■

8EEA ■

8EEB ■

8EEC ■

8EED ■

8EEE ■

8EEF ■

8EF0 ■

8EF1 ■

8EF2 ■

8EF3 ■

8EF4 ■

8EF5 ■

8EF6 ■

8EF7 ■

8EF8 ■

8EF9 ■

8EFA ■

8EFB ■

8EFC ■

8EFD ■

8EFE ■

91BB ■

91C4 ■

91DB  

91DE  

91E0 1

91E1 2

91E2 3

91E3 4

91E4 5

91E5 6

91E6 7

91E7 8

91E8 9

91ED  

91EF  

91F3  

91F5  

92AD ■

9380  

9381 ■

9382  

9383  

9384 ■

9386  

9387  

9388  

938B ■

938C ■

9391  

9392  

9393  

9394  

9395  

9397 ♯

9398 ♮

9399 ♭

939A  

939B ■

939C ■

939D ■

939F  

93A2  

93A3  

93A6  

93A7  

93AA ■

93AB ■

93AC  

93B2 ■

93B3 ■

93B4 ■

948B ■

948D  

948E  

9495 ■

9496 ■

9497 ■

94C0 ♔

94C1 ♕

94C2 ♖

94C3 ♘

94C4 ♗

94C5 ♙

94C6 ♚

94C7 ♛

94C8 ♜

94C9 ♞

94CA ♝

94CB ♟

94CC ♔

94CD ♕

94CE ♖

94CF ♘

94D0 ♗

94D1 ♙

94D2 ♚

365

附录三　书版符号表



94D3 ♛

94D4 ♜

94D5 ♞

94D6 ♝

94D7 ♟

94D8  

94DA ■

94DB ┏

94DC ┓

94DD ┗

94DE ┛

94DF ┯

94E0 ┷

94E1 ┠

94E2 ┨

94E3 ■

94E4 ■

94E5 ■

94E6 ■

94E7 ■

94E8 ■

94E9 ■

94EA ■

94EB ■

94EC ■

94ED ■

94EE ■

94EF ■

94F0 ■

94F1 ■

94F2 ■

94F3 ■

94F4 ■

94F5 ■

94F6 ■

94F7 ■

94F8 ■

94F9 ■

94FA ■

94FB ■

94FC ■

94FD ■

94FE ■

9580 ■

9581 ■

9582 ■

9583 ①

9584 ②

9585 ③

9586 ④

9587 ⑤

9588 ⑥

9589 ⑦

958A ⑧

958B ⑨

958C 0

958D ①

958E ②

958F ③

9590 ④

9591 ⑤

9592 ⑥

9593 ⑦

9594 ⑧

9595 ⑨

9596 ①

9597 ②

9598 ③

9599 ④

959A ⑤

959B ⑥

959C ⑦

959D ⑧

959E ⑨

959F 0

95A0 ①

95A1 ②

95A2 ③

95A3 ④

95A4 ⑤

95A5 ⑥

95A6 ⑦

95A7 ⑧

95A8 ⑨

95A9  

95AA ①

95AB ②

95AC ③

95AD ④

95AE ⑤

95AF ⑥

95B0 ⑦

95B1 ⑧

95B2 ⑨

95B3 ①

95B4 ②

95B5 ③

95B6 ●

95B7  

95B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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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B9 ❶

95BA ❷

95BB ❸

95BC ❹

95BD ❺

95BE ❻

95BF ❼

95C0 ❽

95C1 ❾

95C2  

95C3 ❶

95C4 ❷

95C5 ❸

95C6 ❹

95C7 ❺

95C8 ❻

95C9 ❼

95CA ❽

95CB ❾

95CC ❶

95CD ❷

95CE ❸

95CF ❹

95D0 ❺

95D1 ❻

95D2 ❼

95D3 ❽

95D4 ❾

95D5  

95D6 ❶

95D7 ❷

95D8 ❸

95D9 ❹

95DA ❺

95DB ❻

95DC ❼

95DD ❽

95DE ❾

95DF 0

95E0 1

95E1 2

95E2 3

95E3 4

95E4 5

95E5 6

95E6 7

95E7 8

95E8 9

95E9 1

95EA 2

95EB 3

95EC ♠

95ED ♥

95EE ♦

95EF ♣

95F1 ■

95F2 ■

95F3 ■

95F4 ■

95F5 ■

95F6 ■

95F7 ■

95F8 ■

95F9 ■

95FA ■

95FB ■

95FC ■

95FD ■

95FE ■

968F ■

97A0 ䷀

97A1 ䷁

97A2 ䷂

97A3 ䷃

97A4 ䷄

97A5 ䷅

97A6 ䷆

97A7 ䷇

97A8 ䷈

97A9 ䷉

97AA ䷊

97AB ䷋

97AC ䷌

97AD ䷍

97AE ䷎

97AF ䷏

97B0 ䷐

97B1 ䷑

97B2 ䷒

97B3 ䷓

97B4 ䷔

97B5 ䷕

97B6 ䷖

97B7 ䷗

97B8 ䷘

97B9 ䷙

97BA ䷚

97BB ䷛

97BC ䷜

97B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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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BE ䷞

97BF ䷟

97C0 ䷠

97C1 ䷡

97C2 ䷢

97C3 ䷣

97C4 ䷤

97C5 ䷥

97C6 ䷦

97C7 ䷧

97C8 ䷨

97C9 ䷩

97CA ䷪

97CB ䷫

97CC ䷬

97CD ䷭

97CE ䷮

97CF ䷯

97D0 ䷰

97D1 ䷱

97D2 ䷲

97D3 ䷳

97D4 ䷴

97D5 ䷵

97D6 ䷶

97D7 ䷷

97D8 ䷸

97D9 ䷹

97DA ䷺

97DB ䷻

97DC ䷼

97DD ䷽

97DE ䷾

97DF ䷿

97E0 ☰

97E1 ☷

97E2 ☳

97E3 ☴

97E4 ☵

97E5 ☲

97E6 ☶

97E7 ☱

97EF ■

97F0 ɴ

97F1 ʀ

97F2 ■

97F3 ■

9980 ■

9981 ■

9982 ■

9983 ■

9984 ■

9985 ■

9986 ■

9987 ■

9988 ■

9989 ■

998A ■

998B ■

998C ■

998D ■

998E ■

998F ■

9990 ■

9991 ■

9992 ■

9993 ■

9994 ■

9995 ■

9996 ■

9997 ■

9998 ■

9999 ■

999A ■

999B ■

999C ■

999D ■

999E ■

999F ■

99A0 ■

99A1 ■

99A2 ■

99A3 ■

99A4 ■

99A5 ■

99A6 ■

99A7 ■

99A8 ■

99A9 ■

99AA ■

99AB ■

99AC ■

99AD ■

99AE ■

99AF ■

99B0 ■

99B1 ■

99B2 ■

99B3 ■

99B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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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B5 ■

99B6 ■

99B7 ■

99B8 ■

99B9 ■

99BA ■

99BB ■

99BC ■

99BD ■

99BE ■

99BF ■

99C0 ■

99C1 ■

99C2 ■

99C3 ■

99C4 ■

99C5 ■

99C6 ■

99C7 ■

99C8 ■

99C9 ■

99CA ■

99CB ■

99CC ■

99CD ■

99CE ■

99CF ■

99D0 ❈

99D1 ■

99D2 ■

99D3 ■

99D4 ■

99D5 ■

99D6 ■

99D7 ■

99D8 ■

99D9 ■

99DA ■

99DB ■

99DC ■

99DD ■

99DE ■

99DF ■

99E0 ■

99E1 ■

99E2 ■

99E3 ■

99E4 ▁

99E5 ▂

99E6 ▃

99E7 ▄

99E8 ▅

99E9 ▆

99EA ▇

99EB █

99EC ▁

99ED ▂

99EE ▃

99EF ▄

99F0 ▅

99F1 ▆

99F2 ▇

99F3 █

99F4 ■

99F5 ■

9A80 ■

9A81 ■

9A82 ■

9A83 ■

9A84 ■

9A85 ■

9A86 ■

9A87 ■

9A88 ■

9A89 ■

9A8A ■

9A8B ■

9A8C ■

9A8D ■

9A8E ■

9A8F ■

9A90 ■

9A91 ■

9A92 ■

9A93 ■

9A94 ■

9A95 ■

9A96 ■

9A97 ■

9A98 ■

9A99 ■

9A9A ■

9A9B ■

9A9C ■

9A9D ■

9A9E ■

9A9F ■

9AA0 ■

9AA1 ■

9AA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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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A3 ■

9AA4 ■

9AA5 ■

9AA6 ■

9AA7 ■

9AA8 ■

9AA9 ■

9AAA ■

9AAB ■

9AAC ■

9AAD ■

9AAE ■

9AAF ■

9AB0 ■

9AB1 ■

9AB2 ■

9AB3 ■

9AB4 ■

9AB5 ■

9AB6 ■

9AB7 ■

9AB8 ■

9AB9 ■

9ABA ■

9ABB ■

9ABC ■

9ABD ■

9ABE ■

9ABF ■

9AC0 ■

9AC1 ■

9AC2 ■

9AC3 ■

9AC4 ■

9AC5 ■

9AC6 ■

9AC7 ■

9AC8 ■

9AC9 ■

9ACA ■

9ACB ■

9ACC ■

9ACD ■

9ACE ■

9ACF ■

9AD0 ❈

9AD1 ■

9AD2 ■

9AD3 ■

9AD4 ■

9AD5 ■

9AD6 ■

9AD7 ■

9AD8 ■

9AD9 ■

9ADA ■

9ADB ■

9ADC ■

9ADD ■

9ADE ■

9ADF ■

9AE0 ■

9AE1 ■

9AE2 ■

9AE3 ■

9AE4 ■

9AE5 ■

9AE6 ■

9AE7 ■

9AE8 ■

9AE9 ■

9AEA ■

9AEB ■

9AEC ■

9AED ■

9AEE ■

9AEF ■

9AF0 ■

9AF1 ■

9AF2 ■

9AF3 ■

9AF4 ■

9AF5 ■

9B80 ■

9B81 ■

9B82 ■

9B83 ■

9B84 ■

9B85 ■

9B86 ■

9B87 ■

9B88 ■

9B89 ■

9B8A ■

9B8B ■

9B8C ■

9B8D ■

9B8E ■

9B8F ■

9B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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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91 ■

9B92 ■

9B93 ■

9B94 ■

9B95 ■

9B96 ■

9B97 ■

9B98 ■

9B99 ■

9B9A ■

9B9B ■

9B9C ■

9B9D ■

9B9E ■

9B9F ■

9BA0 ■

9BA1 ■

9BA2 ■

9BA3 ■

9BA4 ■

9BA5 ■

9BA6 ■

9BA7 ■

9BA8 ■

9BA9 ■

9BAA ■

9BAB ■

9BAC ■

9BAD ■

9BAE ■

9BAF ■

9BB0 ■

9BB1 ■

9BB2 ■

9BB3 ■

9BB4 ■

9BB5 ■

9BB6 ■

9BB7 ■

9BB8 ■

9BB9 ■

9BBA ■

9BBB ■

9BBC ■

9BBD ■

9BBE ■

9BBF ■

9BC0 ■

9BC1 ■

9BC2 ■

9BC3 ■

9BC4 ■

9BC5 ■

9BC6 ■

9BC7 ■

9BC8 ■

9BC9 ■

9BCA ■

9BCB ■

9BCC ■

9BCD ■

9BCE ■

9BCF ■

9BD0 ⅇ

9BD1 ■

9BD2 ■

9BD3 ■

9BD4 ■

9BD5 ■

9BD6 ■

9BD7 ■

9BD8 ■

9BD9 ■

9BDA ■

9BDB ■

9BDC ■

9BDD ■

9BDE ■

9BDF ■

9BE0 ■

9BE1 ■

9BE2 ■

9BE3 ■

9BE4 ■

9BE5 ■

9BE6 ■

9BE7 ■

9BE8 ■

9BE9 ■

9BEA ■

9BEB ■

9BEC ■

9BED ■

9BEE ■

9BEF ■

9BF0 ■

9BF1 ■

9BF2 ■

9BF3 ■

9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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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F5 ■

9FEC ■

9FED ■

9FEE ■

9FEF ■

9FF0 ■

9FF1 ■

9FF2 ■

9FF3 ■

A080 ·

A084 ■

A085 ■

A086 ■

A087 ■

A088 ■

A08E 〈

A08F 〉

A090 《

A091 》

B14B .

B14C ，

B14D 0

B14E 1

B14F 2

B150 3

B151 4

B152 5

B153 6

B154 7

B155 8

B156 9

B157 0

B158 1

B159 2

B15A 3

B15B 4

B15C 5

B15D 6

B15E 7

B15F 8

B160 9

B17E 十

B180 ■

B181 一

B182 二

B183 三

B184 四

B185 五

B186 六

B187 七

B188 八

B189 九

B18A 十

B18B 〹

B18C 〺

B18D ■

B18E 一

B18F 二

B190 三

B191 四

B192 五

B193 六

B194 七

B195 八

B196 九

B240  

B241 一

B242 二

B243 三

B244 四

B245 五

B246 六

B247 七

B248 八

B249 九

B24A  

B24B 一

B24C 二

B24D 三

B24E 四

B24F 五

B250 六

B251 七

B252 八

B253 九

B254  

B255 一

B256 二

B257 三

B258 四

B259 五

B25A 六

B25B 七

B25C 八

B25D 九

B261 十

B280 0

B281 1

B282 2

B28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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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84 4

B285 5

B286 6

B287 7

B288 8

B289 9

B28A 0

B28B 1

B28C 2

B28D 3

B28E 4

B28F 5

B290 6

B291 7

B292 8

B293 9

B294 0

B295 1

B296 2

B297 3

B298 4

B299 5

B29A 6

B29B 7

B29C 8

B29D 9

B29E ◈

B29F ■

B2A0 □

B340 0

B341 1

B342 2

B343 3

B344 4

B345 5

B346 6

B347 7

B348 8

B349 9

B34A 0

B34B 1

B34C 2

B34D 3

B34E 4

B34F 5

B350 6

B351 7

B352 8

B353 9

B354 0

B355 1

B356 2

B357 3

B358 4

B359 5

B35A 6

B35B 7

B35C 8

B35D 9

B35E .

B380 │

B381 —

B382 │

B383 ━

B384 ‖

B385 —

B386 ■

B387 ■

B388 ■

B389 ■

B38A ┊

B38B ┈

B38C ︴

B38D ﹏

B38E ■

B38F ■

B390 ■

B391 ■

B392 ■

B394 ■

B395 一

B396 二

B397 三

B398 四

B399 五

B39A 六

B39B 七

B39C 八

B39D 九

B39E 十

B39F 〹

B3A0 〺

B47E 十

B480 ■

B481 一

B482 二

B483 三

B484 四

B485 五

B486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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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87 七

B488 八

B489 九

B48A 十

B48B 〹

B48C 〺

B48D ■

B48E 一

B48F 二

B490 三

B491 四

B492 五

B493 六

B494 七

B495 八

B496 九

B57E 十

B580 ■

B581 一

B582 二

B583 三

B584 四

B585 五

B586 六

B587 七

B588 八

B589 九

B58A 十

B58B 〹

B58C 〺

B58D ■

B58E 一

B58F 二

B590 三

B591 四

B592 五

B593 六

B594 七

B595 八

B596 九

B597 〇

B598 ■

B599 ■

B59A □

B59B .

B59C □

B59D .

B680 0

B681 ⅟

B682 2

B683 3

B684 4

B685 5

B686 6

B687 7

B688 8

B689 9

B68A 0

B68B 1

B68C 2

B68D 3

B68E 4

B68F 5

B690 6

B691 7

B692 8

B693 9

B694 ⒑

B695 ⒒

B696 ⒓

B697 ⒔

B698 ⒕

B699 ⒖

B69A ⒗

B69B ⒘

B69C ⒙

B69D ⒚

B69E ⒛

B780 0

B781 1

B782 2

B783 3

B784 4

B785 5

B786 6

B787 7

B788 8

B789 9

B78A 0

B78B 1

B78C 2

B78D 3

B78E 4

B78F 5

B790 6

B791 7

B792 8

B793 9

B794 0

B79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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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96 2

B797 3

B798 4

B799 5

B79A 6

B79B 7

B79C 8

B79D 9

B7A0 .

B880 0

B881 1

B882 2

B883 3

B884 4

B885 5

B886 6

B887 7

B888 8

B889 9

B88A 0

B88B 1

B88C 2

B88D 3

B88E 4

B88F 5

B890 6

B891 7

B892 8

B893 9

B894 0

B895 1

B896 2

B897 3

B898 4

B899 5

B89A 6

B89B 7

B89C 8

B89D 9

B89F ■

B8A0 ■

B980 0

B981 1

B982 2

B983 3

B984 4

B985 5

B986 6

B987 7

B988 8

B989 9

B98A 0

B98B 1

B98C 2

B98D 3

B98E 4

B98F 5

B990 6

B991 7

B992 8

B993 9

B994 0

B995 1

B996 2

B997 3

B998 4

B999 5

B99A 6

B99B 7

B99C 8

B99D 9

B9A0 ■

BA80 ∙

BA81 ∘

BB80 ■

BB81 ■

BB82 ■

BB83 ■

BB84 ■

BB85 ■

BB86 ■

BB87 ■

BB88 ■

BB89 ■

BB8A ■

BB8B ■

BB8C ■

BB8D ■

BB8E ■

BB8F ■

BB90 ■

BB91 ■

BB92 ■

BB93 ■

BB94 ■

BB95 ■

BB96 ■

BB97 ■

BB98 ～

BC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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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81 1

BC82 2

BC83 3

BC84 4

BC85 5

BC86 6

BC87 7

BC88 8

BC89 9

BC8A 0

BC8B 1

BC8C 2

BC8D 3

BC8E 4

BC8F 5

BC90 6

BC91 7

BC92 8

BC93 9

BD80 ■

BD81 ■

BD82 ■

BD83 ■

BD84 ■

BD85 ■

BD86 ■

BD87 ■

BD88 ■

BD89 ■

BD8A ∁

BD8B ℕ

BD8C ℤ

BD8D ℚ

BD8E ℝ

BD8F ℂ

BD90 ■

BD91 ■

BD92 ■

BD93 ■

BD94 ■

BD95 ∋

BD96 ∌

BD97 ■

BD98 ■

BD99 ⋾

BD9A ■

BD9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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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仅供 S10 使用的符号

3.2. 1　 A库符号

　 　 无

3.2. 2　 B库符号

8140

8141

8142

8143

8144

8145

8146

8147

8148

8149

814A

814B

814C

814D

814E

814F

8150

8151

8152

8153

8154

8155

8156

8157

8158

8159

815A

815B

815C

815D

815E

815F

8160

8161

8162

8163

8164

8165

8166

8167

8168

8169

816A

816B

816C

816D

816E

816F

8170

8171

8380

8381

8382

8383

8384

8385

8386

8387

8388

8389

838A

838B

838C

838D

838E

838F

8390

8391

8392

8393

8394

8395

8396

8397

8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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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99

839A

839B

839C

839D

839E

839F

83A0

83A1

83A2

83A3

83A4

83A5

83A6

83A7

83A8

83A9

83AA

83AB

83AC

83AD

83AE

83AF

83B0

83B1

83B2

83B3

83B4

83B5

83B6

83B7

83B8

83B9

83BA

83BC

83BD

83BE

83BF

83C0

83C1

83C2

83C3

83C5

83C6

83C7

83C8

83C9

83CA

83CB

83CC

83CD

83CE

83CF

83D0

83D1

83D2

83D3

83D4

83D5

83D6

83D7

83D8

83D9

83DA

83DC

83DD

83DF

83E9

83EA

83EB

83EC

83EE

83F0

83F1

83F2

83F4

83F6

83F7

83F8

83F9

83FA

83FB

83FC

8480

8481

8482

8483

8484

8485

8486

8487

8488

8489

848A

848B

848C

848D

848E

848F

8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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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91

8492

8493

8494

8495

8496

8497

8498

8499

849A

849B

849C

849D

849E

849F

84A0

84A1

84A2

84A3

84A4

84A5

84A6

84A7

84A8

84A9

84AA

84AB

84AC

84AE

84AF

84B0

84B1

84B2

84B3

84B4

84B5

84B6

84B7

84B8

84B9

84BA

84BB

84BC

84BD

84BE

84BF

84C0

84C1

84C2

84C3

84C4

84C5

84C6

84C7

84C8

84C9

84CA

84CB

84CC

84CD

84CE

84CF

84D0

84D1

84D2

84D3

84D4

84D5

84D6

84D7

84D8

84D9

84DA

84DB

84DC

84DD

84DE

84DF

84E0

84E1

84E2

84E3

84E4

84E5

84E6

84E7

84E8

84E9

84EA

84EB

84EC

84ED

84EE

84EF

84F0

84F1

84F2

84F3

84F4

84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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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F6

84F7

84F8

84F9

84FA

8580

8585

8589

858A

858D

858E

858F

8590

8596

85A0

85A1

85A4

85A5

85A8

85A9

85AD

85AE

85AF

85B0

85B1

85B5

85B6

85B7

85B8

85B9

85BA

85BB

85BC

85BD

85BE

85BF

85C0

85C1

85C2

85C3

85C4

85C5

85C6

85C7

85C8

85C9

85CA

85CB

85CC

85CD

85CE

85CF

85D0

85D1

85D2

85D3

85D4

85D5

85D6

85D7

85D8

85D9

85DA

85DB

85DC

85DD

85DE

85DF

85E0

85E1

85E2

85E3

85E4

85E5

85E6

85E7

85E8

85E9

85EA

85EB

85EC

85ED

85EE

85EF

85F0

85F1

85F2

85F3

85F4

85F5

85F6

85F7

85F8

85F9

85FA

85FB

85FC

85FD

85FE

8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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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81

8682

8683

8684

8685

8686

8687

8688

8689

868A

868C

868F

8690

8691

8692

8693

8694

879D

879E

87A1

87A3

87A4

87A6

87A7

87A8

87A9

87AA

87AC

87AD

87AE

87B6

87B7

87B8

87B9

87BA

87BB

87BC

87BD

93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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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仅供 NPS使用的符号

3.3. 1　 A库符号

A159 ♤

A15A ♧

A15B ¶

A196 ■

A197 ■

A198 ⚠

A199 ■

A19A ■

A19B ■

A19C ↷

A19D ↶

A19E ✖

A261 ■

A455 ♴

A47D ■

A47E ™

A673 ■

A674 ■

A675 ■

A676 ■

A677 ■

A7D0 ■

ABAD ■

ABC4 ✉

ABC5 ✮

ABC6 ✯

ABC7 ❄

ACD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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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2　 B库符号

94AC ■

94AD ■

94AE ■

94AF ■

94B0 ■

94B1 ■

94B2 ■

94B3 ■

94B4 ■

94B5 ■

94B6 ■

94B7 ■

94B8 ■

94B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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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书版特殊汉字列表

汉字 方正内码 GBK内码 繁/简 汉字 方正内码 GBK内码 繁/简
■ B46C A580 繁  B97D A581 繁

冔 BE2A A582 繁 ■ CA75 A583 繁

 D830 A584 繁 噂 D873 A585 繁

瑹 DA7D A586 繁  DE41 A587 繁

爿 E3DC A588 繁 ■ EA3E A589 繁

䴩 F125 A58A 繁  F558 A58B 繁

 F566 A58C 繁  F56A A58D 繁

 F56B A58E 繁 ■ F56F A594 繁

 F574 A595 繁 䑛 F57E A596 繁

 F62A A597 繁  F639 A678 繁

 F66B A679 繁  F676 A67A 繁

㲠 F67E A67B 繁 ■ F724 A67C 繁

 F745 A67D 繁  F74B A67E 繁

 F759 A68E 繁 鄋 F75F A68F 繁

 F773 A690 繁  F775 A691 繁

 F821 A692 繁  F826 A693 繁

 F830 A694 繁  F831 A695 繁

 F832 A696 繁 㘾 F834 A697 繁

 F835 A698 繁 ■ F837 A699 繁

 F83B A69A 繁  F83C A69B 繁

 F845 A69C 繁  F85F A69D 繁

 F86A A69E 繁  F86B A740 繁

 F86E A741 繁  F873 A742 繁

䭣 F87D A743 繁  F8A9 A74E 简

 F8B4 A74F 简  F8CC A751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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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 方正内码 GBK内码 繁/简 汉字 方正内码 GBK内码 繁/简
 F8E3 A756 简  F8F0 A757 简

 F8F4 A758 简  F92D A744 繁

 F935 A745 繁 簆 F936 A746 繁

 F94B A747 繁  F94C A748 繁

 F952 A749 繁  F956 A74A 繁

 F958 A74B 繁  F95E A775 繁

 F95F A776 繁  F976 A777 繁

 F978 A778 简  F9A2 A75A 简

 F9A3 A75B 简  F9B2 A752 简

 F9C2 A753 简  F9C4 A754 简

 F9C8 A75D 简 㭴 F9D7 A75E 简

 F9E8 A74D 简  F9F1 A750 简

䏲 F9F3 A75F 简  FA27 A779 繁

 FA28 A77A 繁  FA32 A77B 繁

㖘 FA33 A77C 繁  FA35 A77D 繁

 FA36 A77E 繁 䍧 FA37 A780 繁

 FA3D A781 繁  FA3F A782 繁

㛢 FA43 A783 繁 㗎 FA48 A784 繁

■ FA4F A785 繁 䓪 FA50 A786 繁

 FA51 A787 繁  FA52 A788 繁

㗭 FA57 A789 繁  FA58 A78A 繁

 FA5A A78B 繁  FA5B A78C 繁

 FA5D A78D 繁  FA5E A78E 繁

■ FA61 A78F 繁  FA6B A790 繁

 FA6E A791 繁  FA6F A792 繁

 FA72 A793 繁  FA73 A794 繁

 FA74 A795 繁 䃟 FA76 A796 繁

 FA7A A797 繁  FA7B A798 繁

䌒 FA7C A799 繁  FA7D A79A 繁

 FA7E A79B 简 㾦 FAA1 A761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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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 方正内码 GBK内码 繁/简 汉字 方正内码 GBK内码 繁/简
 FAA5 A762 简 䃚 FAAE A760 简

 FAB1 A76B 简  FAB9 A763 简

 FAC0 A766 简  FAC3 A767 简

 FAC4 A768 简  FAC5 A769 简

 FAD9 A76F 简 䖬 FAE3 A76C 简

䗪 FAE6 A755 简 䇲 FAEA A76E 简

 FAF0 A76D 简 䨱 FB22 A79C 繁

 FB24 A79D 繁  FB26 A79E 繁

 FB27 A79F 繁  FB28 A7A0 繁

 FB2A ACF8 繁 㘭 FB36 ACF9 繁

㩒 FB39 ACFA 繁 㹴 FB3C ACFB 繁

 FB3F ACFC 繁 䱽 FB43 ADED 繁

 FB47 ADEE 繁  FB48 ADF5 繁

 FBA7 A770 简  FBA9 A771 简

 FBAA A772 简  FBAB A773 简

 FBB0 A774 简  FCA2 A74C 简

㖞 FCB3 A759 简 㨘 FCB8 A75C 简

 FCC9 A764 简  FCE3 A76A 简

 FCE6 A765 简
386

书版2008使用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