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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菁GB／T17971．卜一2010／IsO／IEC9995—1：2006GB／T17971在《信息技术文本和办公系统的键盘布局》总标题下，目前包括以下8个部分：——第1部分：指导键盘布局通则(即GB／T17971．1)；——第2部分：字母数字区(即GB／T17971．2)；——第3部分：字母数字区的字母数字分区的补充布局(即GB／T17971．3)；——第4部分：数字区(即GB／T17971．4)；——第5部分：编辑区(即GB／T17971．5)；——第6部分：功能区(即GB／T17971．6)；——第7部分：用于表示功能的符号(即GB／T17971．7)；——第8部分：数字小键盘上字母的分配(即GB／T17971．8)。本部分为GB／T17971的第1部分。本部分等同采用Is0／IEc9995—1：2006《信息技术文本和办公系统的键盘布局第1部分：指导键盘布局通则》(英文版)。本部分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本部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提出并归口。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赵菁华、刘贤刚、王欣、余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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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7971．1—2010／ISo／IEc 9995—1：2006

引 言

GB／T 17971为信息技术设备(ITE)定义了一个键盘布局的框架。键盘的功能分别由相应的四个

物理键盘区完成。

本标准将通过划分键盘不同的功能区和定位设计提供给用户一个统一、开放的接口。本标准的主

要任务是容纳当今使用键盘的应用系统所要求的各种字符集，主导解决方式是在字母数字区为每个键

分配一个或多个图形字符或控制功能。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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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GB／T17971．1—2010／IS0／IEC9995—1：2006信息技术文本和办公系统的键盘布局第1部分：指导键盘布局通则GB／T17971规定了信息技术设备(ITE)所使用的键盘的各种特性。例如下列ITE：a)具有字母数字键盘的计算机、工作站、计算机终端、可视显示设备(VDT)、打字机。b)具有数字键盘的计算器、电话、自动柜员机(ATM)。GB／T17971定义的键盘是惯用线性键盘。它在物理上分成几个区，每个区又分成几个分区，分区内放置有各种键。GB／T17971的本部分规定了键盘的区的形状和相对放置。本部分包含了键的间距和物理特性，即字符和符号的定位原则。本部分规定在信息技术设备(ITE)上应用的数字键盘、字母数字键盘或这两种键盘的复合键盘(以下简称“复合键盘”)的键编号系统。本部分规定在信息技术设备(ITE)上应用的数字键盘、字母数字键盘或复合键盘上字符和符号排列规则。本部分适用于不同的语言，但主要规范适用于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书写语言。字母数字分区的主要布局根据国家标准和国家习惯用法建立。布局分配指南参照GB／T17971．2。补充布局参照GB／T17971．3。本部分在图1中定义了接口1相关的特性。GB／T17971规定了键(图形字符键和控制功能键)的功能分配。按照使用习惯，给定了图形字符和控制功能的通用名称。一般来说，不希望键盘来产生已编码的控制功能，不过，在数据交换中，对一个控制功能键的操作有可能触发若干个已编码的控制功能。影响键盘状态的各键的效果由GB／T17971其他部分规定。2符合性2．1与本部分的符合性当设备满足第5章到第9章要求时，即与本部分符合。依据使用设备的不同目的，无需实现所描述的全部区和分区。2．2符合性的总要求声称与本标准符合的键盘，至少应与本部分及与特定型号键盘有关的其他所有部分符合。与GB／T17971．7符合不要求与GB／T1797l的其他部分符合。与GB／T17971．8符合不要求与GB／T17971的其他部分符合。2．3符合性声称符合GB／T17971的任何声称都应列出所符合的具体部分。3规范性引用文件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17971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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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7971．1—2010／IsO／IEc 9995—1：2006

IsO 9241—4：1998办公用视觉显示终端(VDTs)的人类工效学要求第4部分：键盘要求
Is0 9241—4：1998／cor 1：2000办公用视觉显示终端(vDTs)的人类工效学要求第4部分：键盘

要求——技术勘误表1

4术语和定义

下面给出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4．1

现用位置active positi∞

表示下～个图形字符的图形符号成像的字符位置，或者相对于下一个待执行的控制功能的字符

位置。

注：通常现用位置在显示器上由光标指出。

4．2

关联系统∞sociated system

一般由处理器和软件组成，键盘与之连接以便处理键盘操作并运行应用程序的系统。

4．3

大写锁定状态 capitals 10ck state

当激活该状态时，将导致键盘上全部图形字符处于所具有的大写形式的状态。

注：这一状态影响到哪些图形字符由国家标准或国家习惯确定。

4．4

控制功能 control function

影响数据的记录、处理、传输或解释的动作。

4．5

功能键 function key

主要用途是输入控制功能的键。

注：功能键在键盘的每个区中都有。

4．6

图形字符graphjc character

通常以手写、打印或显示等可视方式表示，不是控制功能的字符。

4．7

图形键graphic key

其主要用途是输入一个图形字符或图形字符元素的键。

注：在这些键中，某些键也可带有输人控制功能的辅助用途。

4．8

图形符号graphic symbol

图形字符、控制功能、一个或多个图形字符和(或)控制功能的组合的可视表示。

4．9

组gmup

能够对图形字符或图形字符元素的汇集提供访问的键盘逻辑状态。

注：

1．这些围彩字符或图形字符元素在逻辑上通常归人一类并可安排在一组内的几个层上。

2．某些围形字符(比如带重音的字符)的输入可要求对多于一组进行访问。

4．10

组选group select

当激活该状态时，将改变键盘状态以产生来自不同组的字符的功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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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7971．1—2010／IS0／IEC9995—1：20064．11键效果keyeff∞t当一个键被触动时，有可能与一个限定词键或多个键并发操作，依当前实施的层所得到的效果。注：键效果可以是生成图形字符或控制功能。4．12层level键盘对图形字符或图形字符元素的汇集提供访问的逻辑状态。注：1．这些图形字符或图形字符元素在逻辑上通常归入一类，比如大写字母形式。2．在某些情况下，选出的层也可影响功能键。4．13层锁状态levellockstate当激活该状态时，将产生已指派层的字符的状态。4．14层选levelselect当激活该状态时，将改变键盘的状态以产生来自不同的层的字符的功能。4．15锁定状态J0ckstate以单独的或与某一限定词键组合的方式致动锁定键所设置的状态。4．16主要组布局primarygmuplayout将第1组图形字符分配给特定键盘的键上的过程。4．17限定词键qualifierkey对其操作并没有直接效果，但只要其处于致动状态就修改其他键的效果的键。注：例如限定词键可以是层选键或控制键。4．18辅助组布局sec蚰darygrouplayout将第2组图形字符分配给特定键盘的键上的过程。4．19区s盹tion由具有某种功能关系的键组成的块。4．20分区z∞e由本标准定义在键盘区中的部分。5键盘的划分本部分认为键盘是用户与信息处理系统之间的中间元素。键盘特意设计成用户输入信息的手段。见图l。键盘功能如下：——用户致动一个或更多个键(在接口1处的事件)；——将相应的信号发送到信息处理系统(在接口2处的事件)。本部分将键盘在逻辑上划分为组和层，在物理上划分为区和分区。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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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7971．1～2010／ISO／IEc 9995—1：2006

未按比例尺绘制，所有划线都是指示性的

广——]
J关联系统I

I
【．．．．．．．．．．．．．．．．．．-J

两种功能可同时采用。组高于层，一个组内可定义若干个层。

表1逻辑划分为组与层

组选 层选 现用的组与层

无 无 组1，层1

(默认一组1) 层2选中 组1，层2

层3选中 组1，层3

是 无 组H，层1

(到组n) 层2选中 组n，层2

层3选中 组∞，层3

各组中一般都包含全部或特定的功能的集合。键盘可根据实际限制因素设置任何数目的组。

在每一组内，功能键(图形字符和(或)控制功能)至多安排三层。

第1组之外的其他各组通过组选功能访问。第1层，称无换档层，不需层选功能即可访问。第2

层，称带换档层，选择功能提供对第2层的访问。第3层在以前的标准中没有，通过为此提供的附加层

选功能加以访问。

键盘区的组选和层选概念适用于键盘上除字母数字区外的各区。

5．2将键盘物理上划分为区和分区

此处引入区和分区的概念，详情在本部分的其他部分中定义。

键盘所能完成的功能分为四个区，安排如下：

——字母数字区，分区是zA0到ZA4；

——编辑区，分区是zEo到zE2；

——功能区，分区是zF0到zF4；

——数字区，分区是zNo到zN6。

每一区都可视为由中央核心(分区o)以及周围的其他分区组成，可用于支持功能键和其他有关键。

各区和分区的总体安排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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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7971．1—2010／ISO／IEC9995—1：2006未按比例尺绘制，所有划线都是指示性的囤[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回[亘]图2区和分区的布局(zA0到zA4是字母数字区；zE0到zE2是编辑区；zF0到zF4功能区；ZN0到ZN6是数字区)6要求6．1各区放置ITE包括办公设备的键盘，均可由一个或更多个区组成，各区的尺寸均未确定。每区都能用于独立配置。当键盘上有字母数字区时，各区应作如下物理安排：——编辑区，若存在，位于字母数字区的右方，或者左方(特别是对于左利手的人员)；——数字区，若存在，位于字母数字区的右方，或者左方(特别是对于左利手的人员)；——功能区，若存在时，位于其他各区的左方、上方或右方。——若编辑区和数字区都存在时，编辑区应置于字母数字区与数字区的中间。若zFl分区存在，应置于所选定的编辑区或数字区相反方向的外侧以外。对确切位置未予标准化，但以所有区从A行对齐为首选(见第7章)。总体安排如图2所示。6．2对键分配的指示方法按照本部分规定，表示图形字符或控制功能的图形符号应明示在用户能观察到的位置。分配应采用如下方法中的一种或几种，其中方法a)是常见和首选的：a)按第8章，通过在键顶的可见指示；b)通过在键盘的其他位置的可见指示；c)通过键盘的产品说明中包含的信息；d)通过与键盘一起使用的关联设备对用户可用的信息。当分配方法采用c)或者d)时，应随键盘提供相关的产品说明或其他信息。按上述规定的每一控制功能的分配，都应按GB／T17971．7中规定的符号进行标识，或按其中的名称标识，或者按其他语言中的等效名称标识。7键位置的编号系统7．1栅格原则本部分规定的编号系统与一组布局图有关，每一布局图都基于栅格(行和列的交叉)。栅格用于明示键盘区布局各键的相对位置信息。字母数字区、编辑区、数字区，功能区的栅格在下面分别定义。依据用户需求和与现有键盘的兼容性，字母数字区的栅格可能有一定角度(见图3)或正方形(见图4)。本部分对两种安排没有倾向，也不规定角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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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7971．1—2010／IsO／IEc 9995—1：2006

每一区都分为若干分区。对于功能区，各分区不必紧接，键盘编号系统体现了这一点。

对于有重叠的各区，受影响的列应由重叠区的两种列号标识出来。

键盘上不同部分的栅格的布局如图3至图7所示。参照行和有关参照列加上了阴影，易于辨识。

未按比例尺绘制，所有划线都是指示性的

。9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99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图3字母数字区(有角度的栅格)

未按比例尺绘制，所有划线都是指示性的

99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l 12 13 14 15

廖

C

B

荔

99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图4字母数字区(方形栅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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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GB／T17971．1—2010／ISo／IEC9995—1：2006未按比例尺绘制，所有划线都是指示性的3031323334嬲缀313233图5编辑区未按比例尺绘制，所有划线都是指示性的798099000l0203040506070809101l121314153132335051525354荔励黝髟钐勿勿覆79809900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3l3233505l525354图6功能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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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7971．1—2010／ISo／IEC 9995—1：2006

未按比例尺绘制，所有划线都是指示性的

49 50 51 52 53 54 55

荔

黝 黝
缓

图7数字区

7．2键位置的指称

栅格上的每一键位置均用行与列的交叉来标识。

行和列的标识如下：

行以拉丁字母表中的一个大写字母标识。

A行指定为字母数字区、编辑区、数字区和功能区的分区zFl的参照行。参照行上面的各行以序

列B、c、D、E等标识，必要时依此类推。A行下面行号标识如果需要，按照z、Y、x的顺序依此类推。

K行指定为功能区中分区zF2、zFo、zF3和zF4的参照行。参照K行以上的各行以L、M、N等标

识，必要时依此类推。

列以两位数字来标识。

ol列指定为字母数字区和功能区的分区zFo的参照列。参照列右侧的各列以序列02、03、04等标

识，必要时依此类推。参照列左侧的各列以序列00、99、98等标识，必要时依此类推。

31列为表示编辑区和功能区分区zF3的列号。列右侧的列号按照32、33、34的顺序标识，必要时

依此类推。列左侧的列号按照30、29、28的顺序标识，必要时依此类推。

51列为表示编辑区和功能区分区zF3的列号。列右侧的列号按照52、53、54的顺序标识，必要时

依此类推。列左侧的列号按照50、49、48的顺序标识，必要时依此类推。

80列为表示功能区分区zFl和zF2的列号。列左侧的列号按照79、78、77的顺序标识，必要时依

此类推。

7．3行列的参照位置

参照行和有关参照列定义如下：

A行是包含字母数字区中空格键的行。

K行是包含功能区的转义键的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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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7971．1—2010／ISO／IEC9995—1：200601列是包含字母数字区的带数字1的键的列。31列是包含编辑区的带控制光标左移的键的列。51列是包含数字区的带数字1的键的列。80列是功能区的分区zFl和zF2的最右列。7．4键定位编号要求当键盘描述采用的编号系统和(或)布局图不同于7．1和7．2中所描述的系统时，应提供有关编号系统与本部分规定的编号系统如何对照的信息。这种信息应包含在随键盘所带的产品说明中。8键标记设定和符号定位的通则本部分不要求对键在所有组的所有层的分配都加上标记，不限制键的颜色、形状，字型以及特殊字符或符号的尺寸。本部分定义这些符号在键上放置的通则，以及标记设定的匀称性和元歧义性方面的其他考虑。在图形字符或控制功能所在的每一个键上，应明示至少表示一个图形字符或一个控制功能的符号，间隔键除外。表示功能的符号在GB／T17971．7中定义。8．1组位置键上所明示的以及同一组内表示图形字符键的所有符号，均应放在该键的同一列上。这样的符号多于一列时，可在键上并列放置。当多于一组的符号明示时，表示组1分配的符号应放在键的最左侧，表示组2分配的符号应放在键的右侧。可选的情况是，表示其他组的分配应放在键的中间栏。8．2组内层的位置表示分配到同组中不同层的图形字符或功能的符号，利用不同行放在所分配到那一组的列上。本部分允许每个组内至多三层。可能有两种放置情况。8．2．1键顶设定三层标记表示层1分配的符号应放在键顶组栏的中间三分之一处。表示层2分配的符号应放在键顶组栏的上三分之一处，见图8。表示层3分配的符号应放在键顶组栏的下三分之一处。在单一符号同时表示前两个层的符号时(像图形字母M同时表示大写字母M和小写字母m)，可将该符号放大并放在该键顶组栏的上三分之二处。未按比例尺绘制，所有划线都是指示性的图8键顶标记设定三层分配孝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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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键顶设定二层标记和键侧设定一层标记

在此情况中，表示层3分配的符号应放在该键组栏的前侧，在符号表示层1和层2的分配时放在同

一栏。表示层1分配的符号应放在键顶组栏的下半部，见图9。表示层2分配的符号应放在键顶组栏

的上半部。在单一符号同时表示层1和层2分配的符号时(像图形字母M同时表示大写字母M和小

写字母m)，可将该符号放大并占据该键顶组栏的上半部。

层2

层1

层3

未按比例尺绘制，所有划线都是指示性的

组1 组2

翼《
图9键顶标记设定二层分配、键侧一层分配

8．3大小写字母对

凡遇分配到同一键上同一组的层1和层2的一对大小写字母符号时，小写字母符号不需明示。

8．4键顶符号最小尺寸的要求

键顶符号最小尺寸的要求见Is0 9241—4：1998。

9键安排和间距

9．1键布局

各区的键布局见本部分的相应部分。

9．2其他要求

其他要求，例如键顶尺寸和键面、键盘倾斜度、键的移动距离和健力及键的间距，在Is0 9241—4

1998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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