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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计算机上，英文字形的尺寸大小（font size）常常以“点”

（point）为度量单位来表示，而中文字形大小则常用“号”来说

明。有时我们也用“号”来说明英文字形，用“点”来说明中文字

形。因此，了解和研究号制和点制这两套字形度量标准及其相

互关系对于语言文字的应用和计算机信息处理都具有重要的

意义。这方面的知识有时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例如，笔者前不久

收到某论文集的入编通知，其中对于文章的排版格式做出这样

的要求：“论文用 Word 编排，正文为中文宋体，字号 5 号⋯⋯。

文章内的图表、参考文献、作者简介要用 6 号宋体⋯⋯。题目必

须居中，用小 2 号宋体加粗，作者名字写在题目下面且居中，用

4 号楷体，⋯⋯。”虽然我使用的英文版 Windows XP 和 Word

2003 提供所需的各种中文字体，但在字形大小方面只有点

制可用，没有字号的选项。要在这种“点”的计算机环境中满

足“号” 的版面要求，就必须弄清字号和字点之间的对应

关系。

关于字形号制和点制的讨论，我们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

库”上仅检索到两篇学术论文[1，2]（不包括科普性短文）。由于写

作时间较早，文章中有关 Word 97 等软件的内容现在看来显

得过于陈旧，另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是许多重要数据的来源没

有明确交待。本文以在“Windows XP+Word 2003”语言信息处

理环境中获取的第一手实验数据为依据，较为全面深入地讨论

字形号制和点制的关系、应用和发展等问题。

2 字号和字点简介

国际上，字形大小一般用“点”来度量；在中国内地，字形大

小常用字 “号”来表示。中文简体字版 Windows XP 和 Word

2003 既提供点制服务又提供号制服务。

2.1 字形的点制度量标准

“点制”是英文“point system”的译文，这里的“point”（简称

pt 或 p）在汉语中除了意译为“点”之外，还有音译为 “磅”的。

在西方印刷工业发展的初期，社会上使用的英尺英寸度量体制

未能提供足够精确的度量单位来满足字形排版的需要，因此，

1737 年法国巴黎的印刷字模铸造家 Pierre Fournier 发明了点

制度量法，他的一个单位点相当于现在的 0.349mm（毫米）。大

约 40 年以后，巴黎的另一个字模铸造家 Francois Ambroise

Didot 向社会推介他的改良版点制度量法，Didot 的一个点单位

长度是 0.375 9mm。美国和英国则分别于 1886 和 1898 年决定

以单位长度相当于 0.351 5mm（约 1 /72 英寸）的点作为国内统

一的字形度量标准[3]。这个标准一直延用至今，而且由于英美在

世界政治经济和科技上的影响，尤其是其科技产品（如 MS

Windows 和 MS Word 等）的作用，已经成为国际上最为通用

的字形尺寸标准。下文所说的点制，如无特别说明，则是指英美

点制。

字形大小为多少点，指的是该字形的满格字符高度有多

长。在 MS Word 2003 上可用的字形点值是 1～1 638 之间可以被

0.5 整除的所有数字，即集合{1，1.5，2，2.5，⋯，1 637，1 637.5，1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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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任一元素（这些规定可以直接在 Word 2003 上得到验

证）。可见点制度量范围之广，取值之密。

2.2 字形的号制度量标准

根据中国国家标准 GB/T12200.2- 94[4]第 4.1.2.9 节，字号

就是“印刷体依据字体大小所编的号”。从历史上看，字号是印

刷行业为统一字模规格而人为规定的尺寸标准。活字排版印刷

技术发明以后，汉字大小的度量方法长期没有统一，直到 1858

年，美国人 William Gamble 根据当时美国铅字的尺寸为汉字

制定了七种尺寸规格，即 1 至 7 号。后来人们又根据需要增加

了一些新号，逐步发展成现在的字号体系[5]。

中文简体字版 Windows XP 和 Word 2003 提供的字号选

项由小到大是：八号、七号、小六号、六号、小五号、五号、小四

号、四号、小三号、三号、小二号、二号、小一号、一号、小初号、初

号。其中最小的八号字形高度约 1.76mm，最大的初号字形高度

约 14.76mm（将在第三节说明）。方正电子排版系统还设有比初

号 更 大 的 小 特 号 （14.794mm）、特 号 （16.917mm）和 特 大 号

（19.726mm）[6]。

顺便说明，“点制”和“号制”有人称之为“点数制”和“号数

制”，本文不采用后种说法是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1）字号

系统中的“特号”、“初号”、“小一号”、“小二号”等都不是严格的

数量表达式；（2）就是严格按数量计算的“米制”、“尺制”等人们

也很少称之为“米数制”、“尺数制”等；（3）点制的英语原文“The

point system（of measurement）”并没有“数”的含义；（4）在语言

表达上，“点制”和“号制”比“点数制”和“号数制”简练些。

3 号- 点对照表及其制作方法

字形号- 点对应关系的主要内容在于说明每种字号相当于

多少点的尺寸。由于号制和点制之间不存在换算公式（这一点

将在第 5 节说明），所以我们只好采用对照表的方法。

3.1 号- 点对照表

表 1 是笔者用一手实验数据建立起来的 “号- 点- 毫米”对

照表。

表中涵括了中文简体字版 Windows XP 和 Word 2003 上

的所有字号，每种字号都附有相应的点（pt）数和毫米（mm）数，

而且三项数据都以该尺寸排版。例如，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五

号字的尺寸相当于 10.5pt 或 3.69mm。而且“五号”、“10.5”和

“3.69”这组数据就是用它们自身所表示的字形尺寸排版的。有

了这个号- 点转换表，要在各种非中文简体字版 Windows 上的

点制字形环境中实现用字号说明的版面要求就显得轻而易

举了。

3.2 号- 点对照表的制作方法

上述“号- 点- 毫米”对照表的基本数据不是从其它文献抄

拼而成的二手材料，而是笔者亲自在 Windows XP 和 Word

2003 上通过简单可靠的实验直接获取的，步骤如下：

（1）在支持字号的中文简体字版“Window XP+Word 2003”环

境中列出“八号、七号、小六号、六号、小五号、五号、⋯”等 Word

提供的所有字号名称，而且每个名称都用它自身所表示的尺寸

规格设定字形大小，由此得出对照表中的第一列内容。然后将

结果存为一个 Word 文件。

（2）将步骤（1）所产生的文件拿到不支持字号的英文版

Window XP+Word 2003 环境中打开。用鼠标点击每一个字号

名称，Word 工具列上的”Font Size”文字框中就会显示它们各

自的字形点数。将这些数据写入对照表中的第二列，并用相应

的尺寸设定字形大小。

（3）按 1 pt=0.351 459 8mm 的精确转换公式（见下文第 5

节中的说明）计算出第三列的数据，并设定相应的字形大小。

最后再回到中文简体字版“Window XP+Word 2003”环境

中核对数据。

4 号- 点对照表的用途

号- 点对照表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首先，该表提供较全面的

“号- 点- 厘米”字形大小对应数据，并显示各种规格的印刷效

果，有助于人们了解字形大小的不同描述体系以及它们之间的

关系，有利于国际信息交流和学术合作。

在无字号选项的计算机环境中，号- 点对照表可帮助用户

实现用字号说明的排版格式。例如，由于采用 Unicode，MS

Word 2003 的英文版、简体字中文版（内地）和繁体字中文版

（台湾）都能处理包括中英文在内的多语字符集，此外，它们也

都提供点制的字形度量服务，然而，字号选项却只有简体字中

文版的 Word 提供。因此，如果要在 Word 2003 的英文版或繁

体字中文版上从事涉及“字号”的格式排版，就可通过对照表将

字号转换为点数来处理。

在有字号表示的排版环境中，号- 点对照表可用于在相邻

字号间“微调”字形大小。假如我们需要比小四号大，比四号小

的字形。这在纯字号的环境中是无法满足的。但由于支持字号

的计算机排版环境一般都同时支持点制，我们可以利用号点对

照表来实现这种“微调”。从表中查得小四号相当于 12pt，四号

相当于 14pt。在 Word 上，12pt 和 14pt 之间还有 12.5pt，13pt 和

13.5pt 三个数值可供选用。

为了进一步方便在无字号服务的环境中处理字号排版要

求，可考虑给 Windows XP 和 Office 2003 附加安装多语用户

接口（Multilingual User Interface）软件，这样可提供简体中文用

户界面，并在字形大小选项中加入各种字号，结果就可以像使

用简体字版 Word 一样来处理字号排版问题。但是这种方法也

有缺点，就是多语用户界面软件需要额外购买，另外安装。如果

电脑不是自己的，就是买了软件，恐怕也不能随便安装。另一种

方法不需额外装软件，而是在 Word 上根据对照表提供的数据

为每种字号建立以该字号命名的新“样式（Style）”。 假设要在

字号 点数 /pt 毫米 /mm

5

5.5

6.5

7.5

9

10.5

12

14

15

16

18

22

24

26

36

42

1.76

1.93

2.28

2.64

3.16

3.69

4.22

4.92

5.27

5.62

6.33

7.73

8.44

9.14

12.65

14.76

八号

七号

小六号

六号

小五号

五号

小四号

四号

小三号

三号

小二号

二号

小一号

一号

小初

初号

表 1 字形大小“号- 点- 毫米”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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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 尺寸 /mm 长度差 /mm 长度比

八号 1.76 0.17 1.10

七号 1.93 0.35 1.18

小六号 2.28 0.36 1.16

六号 2.64 0.52 1.20

小五号 3.16 0.53 1.17

五号 3.69 0.53 1.14

小四号 4.22 0.70 1.17

四号 4.92 0.35 1.07

小三号 5.27 0.35 1.07

三号 5.62 0.71 1.13

小二号 6.33 1.40 1.22

二号 7.73 0.71 1.09

小一号 8.44 0.70 1.08

一号 9.14 3.51 1.38

小初号 12.65 2.11 1.17

初号 14.76

英文版 Word 2003 的环境中建立宋体五号的样式，先在对照

表中查得五号字形相当于 10.5pt，然后选择工具菜单 Format，

Style and Formatting，New Style，就可以在“新样式”对话框里

建立名称为“宋体五号”，字体为“宋体”，大小为“10.5pt”的字形

样式供日后直接选用。如需要另一种字体的五号尺寸，可为其

另建一个字样，也可先用已有的宋体五号处理后再将字形改为

所需字体（大小不变）。

除 Word 之外，号 - 点对照表对于 PowerPoint，Excel 和

WWW 等其它计算机环境也照样有用。这里就不赘述了。

5 关于号制和点制的思考

号制和点制都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号制只限于表示字形

大小，应用面比较窄。而且，从八号到初号总共只有 16 个选项

可用，对于当今的科技信息时代来说实在是太少了。这个问题

不是单靠增加新字号就可以解决的，原因在于号制的另一个缺

陷：字号之间除了粗略的大小关系之外，并无规律可循。例如，

我们知道五号字形比四号小，但是五号所表示的尺寸长度却难

以从四号或其他号码的尺寸计算出来（注：尽管字号可以分为

五个系列，但无整体规律[6]）。这种情况可以从表 2 得到证实。

表中的第一、二列分别给出各种字号名称和相应的毫米尺

寸。第三列表示相邻两号的长度差（mm）。对应于某一个字号的

长度差表示该字号与下一字号的尺寸差值。例如对应于八号字

的长度差 0.17mm，表示该字号的尺寸长度与下一字号（七号）

相差 1.93mm- 1.76mm=0.17mm。第四列给出相邻字号的长度

比。对应于某一个字号的长度比表示下面一行的字号与该字号

的长度之比，例如第一行数据中的长度比 1.10 是七号的毫米

数除八号的毫米数之商，即 1.93 /1.76=1.10。

表中第三列的数据显示，号制中各相邻两个字号之间的尺

寸距离不恒等，而且变化也无规律。例如，小五号和五号相差

0.53mm，五号和小四号也相差 0.53mm，但小四号和四号的差

值上升到 0.70mm，而四号和小三号的差值又下降到 0.35mm。

第四列长度比数值的变化也是无规则可循的。图 1 以折线的形

式描述字号之间的尺寸关系，显然这是一条无规则变化的曲

线。因此，在字号和毫米之间不存在一个转换函数。字号内部及

号- 点之间也没有统一的转换公式。

表 2 相邻字号的长度差和长度比

令问题更加复杂的是，除了微软的号制外，社会上还使用

着与其不一致的其他号制版本。例如，北大方正的一号字就定

为 9.657mm[6]，不同于微软 Word 一号字的 9.14mm。号制的

种种缺陷使得有些学者甚至建议电子排版采用点制而不用

号制 [1]。

然而点制也并不完美。同“字号”一样，点也是为满足印刷

排版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新度量体系。对于人们的认知活动来

说，多一套体系意味着多一份负担。由于点是排版专用的度量

单位，一点所代表的长度必须换算为人们所熟悉的一般度量单

位才易于被理解。令人遗憾的是，较精确的转换因数相当冗长。

一般教科书常将作为字形度量单位的一个点解释为“大约相当

于 1 /72 英寸的高度”[7]。较为精确的数据是“1pt=0.351 46mm”[6]。

更准确的换算公式有 1pt=0.351 459 8mm，约等于 1 /72.272 英

寸[8]和 1pt=0.996 264 /72 英寸[9]等等。如此种种，显然是不便掌

握的。

点制的另一个缺点是，尽管上面介绍的英美点制影响最

大，但它不是唯一的点制标准，欧洲还使用着法国的 Didot 点：

1pt=0.375 9mm。此外，还有 TeX 标准的 1pt=0.351 459 803 5mm，

Postscript 的 1pt=0.352 777 777 8mm，和 I’Imprimerie nationale

的 1pt=0.4mm[8]。这种多点制并存的现象也是不利于应用的。

号制和点制的种种缺点不能归咎于他们的设计者，如果考

虑到早期铅字印刷时代的科技水平和社会需要，就应该说这两

类字形度量标准在当时还是很完善的。例如，在使用传统字模

的时代，最小的印刷体汉字是 7 号，因为再小就没法刻制字模

了，就是能刻出来，也难以把字印清楚。而且，增加字号意味着

需要更多铸字材料和更复杂的印刷设备。然而，现在是科技高

度发达的计算机信息时代，我们完全有条件而且有必要考虑字

形度量体制的进一步改善，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笔者建议以毫米（mm）为基本单位来统一字形度量标准。

技术实现上，精确度一般可定为 0.1mm，并将常用 mm 字形规

格列为选项，其余的由用户根据需要来填写，类似目前 Word

点制的处理方法。这样，既能克服点制和号制的种种缺陷，又能

保留他们原来的好处，大大简化字形处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

将排版印刷中使用的英制等其他各种尺寸说明都统一到米制

上来。例如，把排版说明“论文中的中文摘要用宋体五号，英文

摘要用 Times New Roman 9 点，版心尺寸 6.5*9.5 英寸，文章

内的图表宽度不超过 12cm。”统一用米制表达成“论文中的中

文摘要用 3.7mm 宋体字形，英文摘要用 3.2mm Times New

Roman 字形，版心尺寸 165mm*240mm，文章内的图表宽度不

超过 120mm。”这样显然简便多了。米制是全球通用的国际标

准，是中国的法定计量体制，在欧洲和日本已经有人在排版中

用米制代替点制[8]。看来米制统一点制和号制乃至所有长度度

量标准将成为大势所趋。

（下转 2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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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77 页）

6 结论

号制和点制是中文和英文字形尺寸的最常用度量方法。本

文介绍了这两种方法的历史和现状，给出了一个由一手实验数

据建立起来的“号- 点- 厘米”对照表，并介绍了对照表的用途。

为了方便读者和有关专家检查数据的可靠性，文章还交待了实

验的方法。最后，我们分析讨论了号制和点制的种种缺陷，并提

出文字排版全球统一使用米制度量标准的初步设想，为语言文

字现代化建设提供参考。（收稿日期：2005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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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用

分别使用 KFD、阈值算法、BCV（Between class variance）算

法对以下岩石节理裂隙彩色图像进行分割。

可以看出，使用 KFD 能更完整地分割出岩石节理裂隙，更

好地去除噪声，达到了较好地分割效果。

3 总结

由于图像的多样性，使得每一种图像分割算法的适用范围

很有限。岩石节理裂隙图像中，节理裂隙形状复杂、噪声很多，

这样就使得一般分割算法的分割效果不太理想。而统计模式识

别法在分割一幅岩石节理裂隙图像时，可以学习该图像的不同

样本的特征，并且利用这些特征对图像中的每个像素进行分

类，进而实现分割，所以该方法具有较广的适用性和较好的分

割结果。

本文中，使用了基于核函数 Fisher 判别法（KFD）构造了统

计模式识别的分类器。KFD 可以将高维的属性空间上的非线

形判别转化为特征空间上的线形判别，而不需要知道从属性空

间到特征空间的具体映射形式。

通过对岩石节理裂隙图像的分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收稿日期：2005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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