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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ＳＯ／ＩＥＣ１０７４４：１９９７《信息技术　超媒体／时基结构化语言（ＨｙＴｉｍｅ）》，仅有编辑

性修改。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６９６５—１９９７。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６９６５—１９９７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ＧＢ／Ｔ１６９６５—１９９７中的专业术语和定义；

———将ＧＢ／Ｔ１６９６５—１９９７中度量模块并入定位地址模块；

———增加了ＧＢ／Ｔ１６９６５—１９９７中基本模块、定位地址模块、超链接模块、调度模块、绘制模块、

符合性模块的内容；　

———增加了ＧＢ／Ｔ１６９６５—１９９７中规范性附录Ａ的体系结构和需求定义；

———增加了规范性附录ＢＨｙＴｉｍｅ性质集和附录Ｃ体系结构元声明。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是规范性的附录；附录Ｄ是资料性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信息产业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姜瑜涛、马楠、方春燕、袁媛、李幸、宋慧驹。

本标准于１９９７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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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定义了超媒体／时基结构化语言（ＨｙＴｉｍｅ），对于用于在超文本和多媒体应用中处理和交换

的信息，该语言提供了表达静态和动态信息的设施。ＨｙＴｉｍｅ是ＧＢ／Ｔ１４８１４—１９９３《信息处理　文本

和办公系统　标准通用置标语言（ＳＧＭＬ）》的一个应用。

ＨｙＴｉｍｅ支持传统信息引用分类书目模型，同时它能表示在任何时间与任何事物、任何地点通过多

种方式链接。这一模型延伸至计算机化信息时代，即“集成的开放超媒体（ＩＯＨ）”领域，并成为了

ＨｙＴｉｍｅ的一个应用领域。　

ＨｙＴｉｍｅ为文档和其他信息对象之间及其内部的互联（超链），以及多媒体信息在实际和空间的调

度提供了标准化的机制。

如果没有ＨｙＴｉｍｅ，这些信息通常是嵌入在负责描绘这些文档的超媒体“脚本”的处理指令中，因此

无法用于其他形式的处理。如果使用 ＨｙＴｉｍｅ，那些独立于特定处理信息的性质可以不只被生成该信

息的英语和平台处理。

应用设计者和用户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确定从脚本中分离出哪些性质。理想的情况下，只需要考虑

这些性质是不是信息的固有性质，不必管它们是如何处理的。例如，本部分的标题是固有信息；而它所

用的字体通常不是固有信息。

而实际上，表示策略会根据不同的情况而变化，并且依赖于其他方面的考虑，例如，信息的预计使用

方式、脚本语言的灵活性以及性能因素。基于该原因，ＨｙＴｉｍｅ是高度模块化的，使得应用设计者只需

按标准的方法利用设施对它们所关心的性质进行描述。

为了以标准的方式表达超媒体的结构化信息，ＨｙＴｉｍｅ确定了叫做“使能（ｅｎａｂｌｉｎｇ）体系结构”的规

则，该体系结构由许多“体系结构形式”及其相关的语义组成。作为体系结构，本标准的正式定义符合本

标准附录Ａ中体系结构的定义要求。

０．１　犎狔犜犻犿犲模块

ＨｙＴｉｍｅ语言的体系结构形式和属性划分为五个模块，每个模块都有必需设施和可选设施，

“ＨｙＴｉｍｅ支持声明”指明了对模块及其选项的支持。　

———基本模块

基本模块由独立的实用设施组成，其中有些设施是可选。必需的设施提供超文本管理（使用

ＳＧＭＬ）和对象性质的识别。可选的设施提供用于公共元素的查找表、关联对象的使用和访问

策略机制、通过引用的方式关联属性和元素内容的语义值的机制。本模块还定义了所有其他

ＨｙＴｉｍｅ模块使用的基本坐标定位记法。

———定位地址模块

定位地址模块既可以标识不能被ＳＧＭＬ唯一标识符定位的对象，也可以标识外部文档中的对

象。本模块支持三种基本的地址类型：名称、语义定位和坐标定位。也可以进行聚合定位。这

些定位机制的句法和语义独立于被定位数据的数据内容记法。

注１：在给出的记法中解决 ＨｙＴｉｍｅ定位的能力取决于能够解析记法的软件，软件根据提取所有定位的

ＨｙＴｉｍｅ使用方法（见６．１．１对象表示）进行解析。　

ＨｙＴｉｍｅ的超媒体对象地址表达方式，与系统、记法无关，提供了基本的超链接和调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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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链接模块

本模块可在对象之间进行链接（“超链”），即可以在单个文档内部，又可以在构成超文档的文档

和信息对象之间进行链接。

———调度模块

本模块可对事件———对象的出现在———“有限坐标空间”的坐标轴上进行调度，其方式是通过

事件之间的关系表达它们的位置，可以通过时间或空间单位沿坐标轴进行度量。

———绘制模块

当使用调度模块时，对象修改和／或事件投影可以用来表示支配绘制方法的描述参数。

●　对象修改

对象修改设施允许对绘制过程中对象的修改顺序进行说明，并可能影响它们的“对象修改

器”（如放大器和过滤器）。

注２：ＨｙＴｉｍｅ没有定义修改器的语义。

●　事件投影

绘制过程要求把事件投影到一个能被感知的坐标空间中，例如，从一个虚拟时间为坐标轴

的坐标空间投影到一个以实际时间为坐标轴的坐标空间。事件投影设施允许说明一些因

素，用于计算目标坐标空间中事件的位置和范围。当为一个事件所提供的位置和范围不

确定的时候，（比如当用户之间的相互作用会有影响时），起始事件的虚维可以通过一些公

式投影到实际空间／时间上，这些公式出现在任何有用户定义的表达式语言中。在求解被

投影时间的位置和范围的绘制过程中，这样的表达式可以在其他地方接受后滞绑定ｌａｔｅ

ｂｉｎｄｉｎｇ值。

注３：ＨｙＴｉｍｅ不定义格式化的对象的语义来适应新范围。

应用可以选择包括绘制信息包含在超文本文档的基本部分中，也可以把它们包含在处理程序

的“样式表”中。这是由于所提供信息的本质决定的。例如，绘制形式在多媒体文档中比在常

规文档中是基本的形式。

０．２　犎狔犜犻犿犲应用

ＨｙＴｉｍｅ为各种应用提供了通用层次上的支持，不只是某种特定的语义（即 ＨｙＴｉｍｅ就像一个携带

者或基本结构）。

应用和ＨｙＴｉｍｅ之间的界限是可变的，完全由设计者决定，设计者可以自由地决定哪些信息使用

ＨｙＴｉｍｅ进行标准化表达，哪些是应用特定相关的（例如，在数据内容计法中）。

ＨｙＴｉｍｅ体系结构形式和属性的语义都是标准化的，因此可以实现对各种应用所使用软件和／或硬

件的支持。在定义一个基于体系结构形式的元素类型时，应用程序可以定义附加属性。应用本身仅能

定义其定义的元素类型和属性的语义。这些语义可以由工业集团或者正式地由国家或国际标准化组织

进行标准化定义。

在本标准中，ＨｙＴｉｍｅ属性只有特定而非固定的含义。但是，应用可以隐式地添加附加语义，或通

过定义适当的元素类型和属性添加附加语义。例如，ＨｙＴｉｍｅ体系结构形式“维引用”仅指一个元素的

维相对于其他元素的维的计算。而应用可以规定（如果希望的话）使用维引用意味着对象之间的同步关

系，并可以通过“ｓｙｎｃ”强调为维引用元素类型的通用标识符。

ＨｙＴｉｍｅ元素可以出现在任一应用的ＤＴＤ及ＨｙＴｉｍｅ的ｍｅｔａＤＴＤ允许其出现的地方。例如，为

了表示该上下文中的日历或投影平面，有界坐标空间可以出现在一段记录中，多个段落可以作为一个时

序事件的内容出现。

ＨｙＴｉｍｅ的从属，包括应用和应用体系结构，可以像定义元素一样定义非 ＨｙＴｉｍｅ体系结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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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应用不能给ＨｙＴｉｍｅ增加新的体系结构形式，或对 ＨｙＴｉｍｅ形式进行组合，但它们仍可以创建自

己的属性（例如“ＭｙＡｒｃｈ”）来标识自己的体系结构形式。这些体系结构可能起始于全部或部分的

ＨｙＴｉｍｅ体系结构。使用和定义体系结构的设施在附录Ａ的Ａ．３中定义。

例如，如果一个文档同时含有 ＨｙＴｉｍｅ和 ＭｙＡｒｃｈ体系结构形式，通过ＳＧＭＬ分析器以ＳＧＭＬ形

式对各个元素的内容和属性进行处理和验证后，具有 ＨｙＴｉｍｅ属性的元素由 ＨｙＴｉｍｅ引擎处理和确

认，而具有“ＭｙＡｒｃｈ”属性的元素则可能由其他适当的应用来处理和确认，如可能由一个“ＭｙＡｒｃｈ”方

法辅助完成。

ＨｙＴｉｍｅ定义了一些应用所需的参数来完成实现绘制和某些绘制的功能。其余参数可以由应用，

或者由与应用一致的文档体系结构提供。

为了表达不同的需求和服务不同的用户，可以同时存在多个不同的与 ＨｙＴｉｍｅ一致的应用和体系

结构。这些体系结构在非 ＨｙＴｉｍｅ方面可以不相互兼容，但必须由单一的 ＨｙＴｉｍｅ引擎支持。

　　注４：例如，即使一个应用的投影函数非常复杂和特殊，它也不必为表示有限坐标空间而定以自己的系统。

ＨｙＴｉｍｅ有特定的应用投影函数，使用应用选择（或自定义）的函数语言，通过与未投影和投影的有限坐标空

间的标准化表示方式相连接来加以表示。

ＨｙＴｉｍｅ专为典型多媒体应用中的顺序和对齐问题进行了优化设计，而非为复合文档的页输出而

设计的普遍体系结构求解方法，对于后一种情况，用其他方法求解可能会更好。

　　注５：但 ＨｙＴｉｍｅ和其他许多解决方法是兼容的。例如，ＨｙＴｉｍｅ有限坐标空间，可以表示页面描述语言的对象所

映像到的媒体。

　　注６：ＨｙＴｉｍｅ与ＤＳＳＳＬ标准（ＩＳＯ／ＩＥＣ１０１７９：１９９６）共享基本的ＳＧＭＬ性质集和为表示、执行已解析ＳＧＭＬ文档

（和能构造树林的其他对象）的树林提取方法。

０．３　本标准组织

本标准的组织体现 ＨｙＴｉｍｅ的模块化结构，结构如下：

———基本模块（第６章）是其他章的先决条件。它描述的一些设施在 ＨｙＴｉｍｅ的所有应用中都

需要；

———定位地址（第７章）、超链接（第８章）和调度（第９章）描述的模块之间都是彼此独立的；

———绘制模块（第１０章）中描述的模块依赖于调度模块；

———符合性（第１１章）描述ＨｙＴｉｍｅ文档、应用和系统符合性所需要的条件。

本标准还包括以下附录：

———附录Ａ

本规范性附录详细描述了ＳＧＭＬ的扩展设施，其中许多设施是其他章的先决条件。

———附录Ｂ

本规范性附录定义了 ＨｙＴｉｍｅ性质集。

———附录Ｃ

本规范性附录包含完整的用于体系结构引擎的 ＨｙＴｉｍｅ和通用体系结构ｍｅｔａＤＴＤｓ。

———附录Ｄ

本资料性附录指出了 ＨｙＴｉｍｅ中补充指南的来源和引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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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超媒体／时基结构化语言

（犎狔犜犻犿犲）

１　范围

１．１　范围定义

本标准定义了一种语言和基本模型，用于表示链接及同步静态与动态（基于时间的）信息（这些信息

包括在多种常规的和多媒体文档和信息对象中）的“超文档”的基本模型。这种语言被称为“超媒体／时

基结构化语言”或“ＨｙＴｉｍｅ”。

ＨｙＴｉｍｅ既可以用抽象或“虚拟”的意义，也可以采用用户自定义的实际时间单位表示时间。它还

提供了联系这两种方式的方法，这样依赖于时间的文档元素可以得到同步。

　　注７：该设施把曾经局限在常规文档中扩展到多媒体信息表示，扩展到从样式考虑来区分固有信息内容。

ＨｙＴｉｍｅ用于表示时间模型的技术，同样可应用于空间和其他领域，都可以当作沿不同的坐标空间

轴进行度量的系统看待。而且它同样支持任意交叉引用和基于外部相互作用（“超链接”）的访问路径。

ＨｙＴｉｍｅ的时间表示包含足够的信息来导出控制（“姿态的”）数据（例如，对音频或视频硬件的控制

信息），以及直观数据（例如，乐谱，故事描述或电视画面）的存在时间。

在ＨｙＴｉｍｅ超文档中，媒体格式和对象的数据记法可以包括格式化的和未格式化的文档，静止图

像的音频和视频段，以及面向对象的图形，等等。用户可以采用多种计量单位和颗粒来规定对象在空间

中和在时间上的位置范围。通过选择适当的度量颗粒可以支持应用从动画到投影管理的临时需求。

　　注８：本标准没有对音频或视频数据内容的表示进行表达，而仅仅是定义其他数字化信息同步这些数据的起始时

间和持续方式的方法。本标准也没有特别说明适应于未格式化文档和其他信息对象的特定位置和范围的输

出处理。

ＨｙＴｉｍｅ是一个使能标准，而不是一个限定标准。因此，构成ＨｙＴｉｍｅ超文档的对象可以与任何应

用体系结构，或与标准规定的文档体系结构保持一致，并能以这些体系结构允许的记法表示。只有决定

超文档成员“枢纽文档”必须符合其他任何体系结构的同时符合 ＨｙＴｉｍｅ。

ＨｙＴｉｍｅ满足灵活性和可扩展性设计的要求。可选子集可以单独实现、也可与用户自定义的扩展

方式联合实现。

超媒体／时基结构化语言（ＨｙＴｉｍｅ）符合ＧＢ／Ｔ１４８１４—１９９３的ＳＧＭＬ应用。

本标准建议使用的超文档交换格式是由 ＧＢ／Ｔ１５５３６—１９９５规定的ＳＧＭＬ的文档交换格式

（ＳＤＩＦ）。ＳＤＩＦ的定义是按抽象句法记法一（ＧＢ／Ｔ１６２６２．１—２００６），它可按照基本记法编码，编码规

则以ＧＢ／Ｔ１６２６３—２００６为互换使用协议符合开放系统互连（ＯＳＩ）模型。也可以使用其他交换格式。

１．２　应用领域

ＨｙＴｉｍｅ的应用领域是“集成的开放超媒体”（ＩＯＨ），即超链接的“书目模式”，用户可以通过适当的

引用在任何时间与任何东西，在任何地点进行链接。

由于 ＨｙＴｉｍｅ的模块化设计和灵活的符合性规则，在补充实现中只需支持当前使用的设施。由于

对完全超媒体解决方案的向上兼容路径的良好定义，用户也不必对超文本文档作任何准备工作。

ＨｙＴｉｍｅ可以使用和平台无关的超媒体同步和非同步的多媒体应用中信息交换的基础结构。应用

开发人员将使用ＨｙＴｉｍｅ构造设计的信息结构和对象，并使用 ＨｙＴｉｍｅ语言来表示以用于交换。

　　注９：ＨｙＴｉｍｅ语言并不是为了执行应用程序时对信息的内部表示进行编码而专门设计的。

１

犌犅／犜１６９６５—２００９／犐犛犗／犐犈犆１０７４４：１９９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