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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插接兼容技术

从计算机系统结构来看
,

在操作系统层
、

高级语言层和应用软件层都可以通过适当

方式实现计算机系统的汉字处理
。

但在不同层次实现时
,

所得到的汉字处理功能的强弱和

实现的难易程度各不相同
。

一般地说
,

附加汉字处理功能的层次越靠近内核— 棵机
,

所

得到的汉字处理功能就越强
,

使用越方便
,

实现 起来也 简单
。

主 机处理 的是二进制数

据
,

不分中文和西文
,

当主机将二进制数据送给汉字设备后
,

由汉字设备将二进制数据

转换为能识别的形式
,

即显示和打印出西文字符和汉字
。

汉字输入时
,

由输入设备将操

作者输入的汉字代码和西文字符代码转换成能被主机接受的二进制数据给主机
,

主机不

把二进制数据区分为汉字和西文而统一处理
。

这种将汉字处理模块附加到字符设备就称

为插接兼容式汉字字符设备
。

这是一种以硬件为主的技术
,

以实现整个计算机系统达到

兼容汉字和西文信息处理的目的
。

插接兼容式汉字设备应包括汉字显示设备和汉字打印机
。

系统 有如下 优点
:

( 1) 将

汉字处理模块附加到计算机系 统 内 核 上
,

从系统的高层上获得很强的汉字处理功能
,

它基本上不改动原系统的软
、

硬件
,

同时对各种机型的适应 性强
。

( 2) 汉字处理功能原

则上不受操作系统类型版本更新和其它系统软件更新的影响
,

这在其它类型汉字系统中

是难以做到的
。

( 3) 由于汉字处理功能在终端和打印机中实 现
,

完全不占用 主机时 间
,

主机处理汉字和处理西文一样简单方便
,

从而提高了计算机系统处理中文信息的效率
。

对插接兼容汉字终端的技术要求如下
:

( l) 汉字功能完全在终端内实现
,

其中包括汉字输入和代码转换
,

自动添加汉字标

识
,

把混合的汉字和西文代码送入主机系统
。

输出时统一处理混合的汉字和西文代码
,

并转换成相应的字形码供显示和打印
。

( 2) 采用终端仿真技术
。

终端和主机系统交换信息时
,

汉字终端完全模仿主机系统

对西文字符工作方式下的约定
,

包括混合的汉字和字符代码能为主机系统软件所接受
,

主机和终端间控制代码功能的实现
。

汉字显示的屏幕格式要符合主机系统对西文字符编

辑格式的要求
。

上述功能原则上都应由汉字终端承担并与主机相适应
。

(3 ) 汉字终端的各种功能软件要尽可能固化
,

包括汉字字形库
,

码转换表
,

仿真程

序
,

通信程序
,

显示控制
,

打印控制
,

脱机屏幕编辑程序等都要以固件形式提供
。

插接兼容技术是有价值的
,

即能实现以尽量小的代价
,

最大限度地利用各大
、

中型

计算机系统软硬件资源为汉字信息处理服务
。

我们本着上述指导思想开展了汉字终端和打印系统的研制
,

以实现上述基本要求为

目标
,

以 C RO M E M C O 公 司的 C S一 3 具有多用户操作 系统为主 机开展了 工作
。

研制成

功 H Z D 一 7 0 3 2 汉字终端和 H Z P 一 7 0 3 2 汉字打印系统
。

二
、

硬件
、

软件系统构成

插接兼容技术是一种以硬件为主的技术
,

我们没有采用改造现有英文终端的做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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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重新设计硬
、

软件系统
,

并使国产化程度高些
。

硬件系统构成如图 1 所示
。

软件系统构成如图 2 所示
。

采用模块式结 构程序
,

用 2 80 汇编 语言 写成
,

固化在

E P RO M 中
。

除了图上所示的程序外
,

还为主初
咨

配置了实用程序
:

( l) 屏幕编辑程序 ;

( 2 ) 会话式打印参数控制程序 ;

( 3) 15 x 1 6 点阵和 2 4 x 2 4 点阵打印参数控制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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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H Z D一7 0 3 2 汉字终端系统总框图

( 4 ) 2 4 x 2 4 点阵和 1 5 X 2 6 点阵造字程序
。

三
、

代 码 系 统

( 1) 汉字字型码

有直接点阵码和字形压缩码等方式
。

由于显示控制器采用字符方式 ( B yt e m aP )
,

且为提高汉字库存取速度
,

加之 E P RO M 集成度不断提高
,

价 格逐渐 下降
,

采 用直接

点阵法
。

显示和打印使用 16 片 2 7 1 2 8 E P RO M 存故 15 x l6 点阵一
、

二级 汉字字形码
,

2 4 又 2 4点阵打印使用 3 4 片 2 7 1 2 5 E P R OM 存放字形码
。

( 2 ) 汉字终端显示和打印内部码

为了避免由于国标码的不连续性浪费字库空间
,

终端和打印采 用 内部 码
,

内部码

占用 了 7 位所 有组 合形 成连续 代码
。

为中西 文兼 容
,

规 定 位 7 为 O 的 单 字 节 表示



11 8 国 防 科 技 天 李 学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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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H D Z一7 0 32汉字终端系统控制软件

A Sl Cl 码
,

位 7 都为 1 的双字节表示汉字码
。

硬件和软 件根据 位 7 来识别 A S lC l 码和

汉字码
,

并由位 7 控制游标大小
。

刷新存贮器中存放内部码
,

2 4 x 2 4点阵打印机访问汉

字库也使用内部码
。

( 3) 与主机交换代码

交换代码的选择要考虑中西文兼容
,

占用主机内存少
,

处理速度快
,

在设备内
、

接

口
、

操作系统和支持软件中能通过等因素
。

可供选 择的 方案有 多种
。

由于 C S一 3 主机

软
、

硬件对位 7 屏蔽
,

因而采用四个 A S C H 字符表示一个汉字
,

即~ A
,
A Z A 3 形式

,

其

中 A
; ,

A : ,

A
3

为 2 6 个英文大写字母
,

可组合成 17 5 7 6 个汉字
。

这样
,

主机 不能使用

英文字母 、
。

内部码和四个字符码间转换由程序完成
。

交换代码中的控制代码
,

各种不同主机系统定义不 同
。

一般都由 E S C 序列 构成
,

这是仿真技术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插接兼容技术 运用是否 成功的标 志
。

目前我 们仿真

3 10 2 终端
。

( 4 ) 汉字输人码

笔触式大字盘能产生 3 0 7 2 个位置码
,

由硬件完成位置码 到内部码 转换
。

笔触式火

字盘上有 90 个位置用于笔划输入
,

由程序把笔划输入码转换成内部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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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c H码键盘由程序将字元码转换成内部码
。

( ) 5汉字库地址码

梁用字符方式
,

地址码即为内部码
。

汉字终端显示和打印代码转换关系如图 3 所示
。

四
、

显 示 控 制 器

光栅扫描显示控制器分为字符 ( B y et m aP ) 和 图象 ( iV d e o R A M ) 两 种形式
。

前

者只能显示字符
、

汉字
,

速度快
,

占用刷新存贮器容量小
,

后者可显示图象
、

字符
、

汉

字
,

但速度慢
,

占用刷新存贮器容量大
。

我们选取字符方式
,

用于显示汉字
、

字符
,

比

用图象方式速度提高 16 倍
,

这样做
,

无论对提高刷新速度和通信都有利
。

根据对刷新存贮器的存取方式
,

可分为公共总线式行缓冲法和单总线式的无行缓冲

法
。

前者需要双行缓冲器且总线利用率低
,

如 Int e l 8 2 7 5 显示控制器芯片
。

后者总线利用

率高
,

如 M C 6 8 4 5 显示控制器芯片
。

我们采用单总线式无行缓冲 法
,

为提高总线利用

率
,

使用 C P U 比显示优先的异步存取方法
,

以解决 C P U 和显示控制 器访问 刷新存贮

器时发生的冲突
。

方案如图 4 所示
。

在 C P U 访问刷新和属性存贮器时使画 面消隐
,

以

消除屏面上
“

雪花
”
干扰

。

也可选择在显示扫描逆程时 C P U 访问刷新 和属性存贮器
,

而

在扫描正程时 C P U 处于等待周期
,

这样可以完全消除画面上的
“

雪花
”
干 扰

,

但使刷

新和通信速度都降低
。

按照上面方式
,

C P U 把刷新和属性存 贮器看成 内存一部分
,

可

直接访问
,

各种屏幕编辑功能都由软件实现
。

( 1) 汉字终端采用三个 C P U 分担功能 的多 处理机 结构
,

分别 用于 显示
、

打印和

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机 C S
一
333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印控制器器器 四字节码码汉汉字打印机机机 内部码码码 ~ 」 I

A
Z A sss

222 4 书 2 44444444444

汉汉宇终端端端 调制解调器器

内内部码码码码

人人 S C l l 码码码码

瓜瓜 cI , 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
汉汉汉汉汉汉汉汉汉字库

、

字符库库

值值接字形码码

汉汉字打印机机

((( 1肠 X 1 6;
,,

划 3 H z D 一 7 a0 2 汉宇终端显示和打印代码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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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显示控制器方案

A SC n键盘
。

相互间交换信息采用并行方式
。

( 2) 属性功能
。

设置属性存贮器
,

每个字符对应一个属性码
,

它和刷新存贮器具

有同样容量
。

属性分为高亮度
、

字下线
、

闪烁
、

反视频
、

消隐
。

设字下线为方便制表
,

设消隐为使屏面显示保密
。

其中三种属性控制打印机三种字体打印
。

(3 ) 游 标
。

采用双游标的 目的是在进行屏幕编辑和向主机传送批数据时
,

不象

一般终端那样以行
、

帧为单位
,

而是以段 (始末游标间的 区域称 为段 ) 为单 位 进行传

送
,

编辑
,

实行擦
、

插
、

删等操作
,

同时也可实现交换
,

移动等功能
。

始末游标采用不

同形式区别
。

考虑用户习惯
,

克服已有显示器的游标与字符一样大小
,

而在汉字上只有汉字一半

或四分之一大小的缺点
,

通过硬件逻辑判别字符码和汉字码来控制游标大小变化
,

使其

尺寸与它所在位置上的字尺寸一样
。

( 4) 卷行和卷列
。

设置卷列功能的目的是把屏面作为一个窗口
,

使每行扩展到 128

个汉字
,

这样使制表更直观
。

卷列时
,

始游标要跟着移出屏面
。

字符方式实现卷列不会

增加多少刷新存贮器容量
,

而在图象方式下
,

增加容量很可观
。

( 5) 状态信息行
。

为表明终端所处的工作状态和给操作员以提示信息
,

把第 16 行

作为状态信息行
,

用汉字反视频显示
。

侧

五
、

汉
.

字库和字符库

字符方式下
,

汉字库输出直接与辉亮移存器相连
,

显示刷新时
,

不断读取字库
,

把

字形码送人移存器
,

产生辉亮送给 C R T
.

为了使 1 5 x l6 点阵打印 能与 显示 共 用汉字

库
,

控制打印的 C P U 也要访问汉字库
,

所以汉字库必须是双口存贮器
,

它必 须接收显

示刷新连续送来的内部码和打印 C P U 访问字库随机送来的内部码
。

输出数 据既要送给

字形码移存器
,

又要送给 C P U 数据总线
。

由于显示字形码在汉字库 中排列顺序与打印

所需字形码顺序不同
,

C P U 读出的字形码必须经过变换才能送给 打印机
。

单 纯用软件

实现变换
,

会使打印机在打印完一行字后等待下一行字形码的传送
,

降低 了打印速度
,

采用软
、

硬结合的方法完成变换
,

使打印速度明显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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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打印 C U P读取汉字库时不产生屏面的
“

雪花
”

干扰
,

避免与显示 刷新产生冲

突
,

采用扫描正程 C P U 进人等待周期
,

逆程进行读取字库操作
。

为使用户在国标一
、

二级汉字不能满足需要时
,

不致造成困难
,

建立了由 R A M 组

成的活字库
,

用户可用造字程序在屏面上造字 把字形码存入字库并记入盘上供使用
。

字符库选用 7 汉 9 点阵
,

用两片 2 7 16 E P R O M 存放相同的字符字形码
,

在屏面上
,

每个汉字位置显示两个字符
。

六
、

输 入 方 式

卜

( 1 ) 大字盘输入

使用 P U

—
3 0 0 0 C 笔触式大字盘

,

整字输入常用字 2 0 0 0 个
,

其它 用于 功 能键和

各种文字符号
。

为使大字盘一盘两用
,

又提供剩余一块区域作为中字盘
,

采用张贻明同

志早期提出的 90 笔划板块结构编码法
,

能输入一
、

二级汉字
,

每 :个汉字 按触笔三次
。

为调动游标和执行编辑功能方便起见
,

用硬件实现 了大字盘连续功能
。

(黔 A S Cn 美盘编码输入

采用我校研究所提出的字元编码法
,

使用 26 个英文字母编 码
,

按键四次 输人一个

汉字
,

由键盘 C P U 完成码转换
。

由状态行和蜂鸣提示重码的出现
,

并显示出重码汉字
,

由操作员选择输人
。

( 3 ) 内部码和国标码输入

在大字瀚和 A S C ll 键瀚上都可完成这两种码的输入
,

使用 16 进码输人
。

七
、

汉字打印输出

汉字输出打印是擂接兼容技术一个重要方面
,

要求它能与主机串并行打印口相连
,

并且还能与多种型号打印机相连
,

打印速度要快
,

字形还要美观
。

我们设计了两种打印系统
。

( 1) 2 4 x 2 4点阵打印系统
:

它具有打印控制器
,

内有独立字库
,

它能与各种类型主

机的串并行打印口连接
,

也可与显示终端连接
。

它采用每传送一行打印数据就打印一行

的方式
。

为了提高打印速度
,

避免行间等待时间
,

采用硬件实现对汉字库的快速访问
。

( 2) 15 x l6 点阵打印系统
:

由于打印 点阵与显示相 同
,

采用与显示共用字库方案
。

采用待打印的数据全部传送结束后或超过 1 秒再不传送数据时
,

才开始打印
,

打印机打

印时可操作显示屏
。

为使打印出三种字体在屏面上给操作员以
.

提示
,

采用属性区别三种字体
,

属性在屏

面上可在一行内混合出现
,

打印时
,

三种字体也可在一行内混合出现
,

二者一一对应
。

也可打印出屏面上显示的字下线
。

同时设置了字间隔
,

行间隔
,

幅面宽度
,

分页等参数控制
,

这些参数可通过设计的

打印参数控制程序预先设置
,

也可由程序随时改变
。

当打印系统与显示终端连接时
,

可实现脱机打印
,

并可用功能键控制三种字体打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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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仿真功能与脱机功能

采用标准接口 R S一 232 c 与主机连接
,

波特率为 1 10 一 192 00 b p : ,

由硬开关在加电

前预置
。

终端设置了可用 E S C 序列调用的功能 5 0 多种
。

终端具有较强的脱机屏幕编辑功能 30 多种
。

并设计了批传送控制程序
。

擂接兼容技术虽然具有许多优点
,

但在具体实施中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

题
。

如汉字代码的二义性
,

具有一定的专用性
,

传输速率较低
,

屏幕显示格式不一致性

等
。

这些问题随着技术发展会逐步得到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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