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誉
,

F刁

1951 年9 月
,

原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公布了《标点符号用法)
,

同年 10

月原政务院下达指示
,

要求全国遵照使用
。

四十年来
,

文字书写和书刊排印

已由直行改为横行
,

标点符号用法也有了某些发展交化
,

因此
,

1 9男)年3月
,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重新发布了修订后

的《标点符号用法》
。

本标准就是在新颁《标点符号用 法》的基础上制定的
。

本标准参考 了国内外标点符号用法的文献
,

广泛听取了语文学界
、

新闻

界
、

出版界
、

教育界的意见
。

本标准对汉语书面语中常见的标点符号用法进行 了规定和说明
,

目的

在于使人们正确掌握标点符号用法
,

以准确表达文意
,

推动汉语书面语言的

规范化
。

本标准从 199 6年6月 l日起实施
,

从实施之 日起
,

原(标点符号用法》即行

废止
。

本标准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提出
。

本标准由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 究所《标点符号用法》课题组负责起

草
。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 龚千炎
、

刘一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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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标点符号的名

称
、

形式和用法
。

本标准对汉语书写

规范有重要的辅助作用
。

木标准适用于汉语书面语
」

外语

界和科技界也可参考使用
。

2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

句子 se
n te n e e

前后都有停顿
,

并带有一定的句

调
,

表示相对完整意义的语言单位
。

陈述句 dec lar a tiv e
se

n te n e e

用来说明事实的句子
。

祈使句 im pe
r a

tiv
e

se
n le n
况

角来要求听话人做某件事情的

句子
。

疑问句 in te
确, tive 叨如te n e e

用来提出何题的句子
。

感叹句
e x e la砒t卿 sen 协 n e e

用来抒发某种强烈感情的句子
。

复句
、

分句
e o m p le x

se
n te n e e ,

e la u s e

意思 上有密切联系的小句子组

织在一起构成一个大句子
。

这样的大

句子叫复句
,

复句中的每个小句子叫

分句
。

词语
e x p res

, io n

词和短语(词组 )
。

词
,

即最小的

能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
。

短语
,

即由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按一定的语法

规则组成的表达 一定意义的语言单

位
,

也叫词组
。

3 基本规则

3
.

, 标点符号是辅助文字记录语言

的符号
,

是书面语的有机组成部分
,

用来表示停顿
、

语气以及词语的性质

和作用
。

3
.

2 常用的标点符号有 16种
,

分点

号和标号两大类
。

点号的作用在于点断
,

主要表示

说话时的停倾和语气
。

点号又分为句

末点号和句内点号
。

句末点号用在句

末
,

有句号
、

问号
、

叹号3种
,

表示句末

的停顿
,

同时表示句子的语气
。

句内

点号用在句内
,

有逗号
、

顿号
、

分号
、

冒号4种
,

表示句内的各种不同性质

的停顿
。

标号的作用在于标明
,

主要标明

语句的性质和作用
。

常用的标号有9

种
,

即
:
引号

、

括号
、

破折号
、

省略号
、

着重号
、

连接号
、

间隔号
、

书名号和专

名号
。

4 用法说明

4
.

1 句号

4
.

,
.

, 句号的形式为
“ 。 ” 。

句 号还

有一种形式
,

即 一个小圆点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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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在科技文献中使用
。 ’

4
.

,
.

2 陈述句末尾的停顿
,

用句号
。

例如
:

a)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

都
。

b) 虚心使人进步
,

骄傲使人落后
。

c) 亚洲地域广阔
,

跨寒
、

温
、

热三

带
,

又因各地地形和距离海洋远近不

同
,

气候复杂多样
。

4
.

,
.

3 语气舒缓的祈使句末尾
,

也用

句号
。

例如
:

请您稍等一下
。

4
.

2 问号

4
.

2
.

1 问号的形式为
“
?’’

。

4
.

2
.

2 疑问句末尾的停顿
,

用问号
。

例如
:

a) 你见过金丝猴吗?

b )他叫什么名字?

c) 去好呢
,

还是不去好?

4. 2
.

3 反问句的末尾
,

也用问号
。

例

如
:

a) 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

b)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4
.

3 叹号

4 :3 1 叹号的形式为伙
” 。

4
.

3. 2 感叹句末尾的停顿
,

用叹号
。

例如
:

a) 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奋斗 !

b) 我多么想看看他老人家呀 !

4. 3. 3 语气强烈的祈使句末尾
,

也用

叹号
。

例如
: ,

a) 你给我出去 !

b) 停止射击 !

4
.

3
.

4 语气强烈的反问句末尾
,

也用

叹号
。

例如
:

我哪峨比得上他呀 !

4
.

4 逗号

4. 4
.

, 逗号的形式为
“ , ” 。

4
.

4
.

2 句子内部主语与谓语之间如

需停顿
,

用逗号
。

例如
:

我们看得见的星星
,

绝大多数是

恒星
。

4
.

4
.

3 句子内部动词与宾语之间如

需停顿
,

用逗号洞如
:

应该看到
,

科学需要一个人贡献

出毕生的精力
。

4
.

4
.

4 句子内部状语后边如需停顿
,

用逗号
。

例如
:

对于这个城市
,

他并不陌生
。

4. 4
.

5 复句内各分句之间的停顿
,

除

了有时要用分号外
,

都要用逗号
。

例

如
:

据说苏州园林有一百多处
,

我到

过的不过十多处
。

4
.

5 倾号

4
.

5
.

1 顿号的形式为
“ 、

飞

4
.

5
.

2 句子内部并列词语之间的停

顿
,

用顿号
。

例如
:

a) 亚马孙河
、

尼罗河
、

密西西比河

和长江是世界四大河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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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8 引号

4
.

8
.

1 引号的形式为双引号
“ “ ” .

和单引号
“‘ ’”。

4
.

8
.

2 行文中直接引用的话
,

用引

号标示
。

例如
:

a) 爱因斯坦说
: “

想象力比知识

更重要
,

因为知识是有限的
,

而想象

力棍括着世界上的一切
,

推动着进

步
,

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
。 ”

b)
“

满招损
,

谦受益
”

这句格言
,

流传到今天至少有两千年了
。

c) 现代西家徐悲鸿笔下的马
,

正

如有的评论家所说的那样
, “

神形兼

备
,

充满生机
”。

4
.

8
.

3 需要着重论述的对象
,

用引

号标示
。

例如
:

古人对于写文章有个差本要求
,

叫做
“

有物有序
”。 “

有物
”

就是要有内

容
, “

有序
,

就是要有条理
。

4
.

8
.

4 具有特殊含义的词语
,

也用

引号标示
。

例如
:

a) 从山脚向上望
,

只见火把排成

许多
“
之

”

字形
,

一直连到天上
,

跟星

光接起来
,

分不出是火把还是星星
。

b) 这样的
“

聪明人
”
还是少一点

好
。

4
.

8
.

5 引号里面还要用引号时
,

外

面一层用双引号
,

里面一层用单引

号
。

例如 :

他站起来问
: “
老师

, ‘

有条不紊
’

的
‘

紊
’

是什么意思?"

4. 9 拮号

4
.

9
.

, 括号常用的形式是圈括号
“

(》
”。

此外还有方括号
“

【】
”、

六角括号
“

()
”
和方头括号

“

11
”。

4
.

9
.

2 行文中注释性的文字
,

用括

号标明
。

注释句子里某些词语的
,

括

注紧贴在被注释词语之后 ;注释整个

句子的
,

括注放在句末标点之后
。

例

如
:

a) 中国狼人 (全名为
“

中国狠人

北京种
” ,

或简称
“

北京人
”

)在我国的

发现
,

是对古人类学的一个重大贡

献
。

b) 写研究性文章限文学创作不

同
,

不能摊开稿纸摘
“
即兴

”。

《其实文

学创作也要有家养才佬有
“
即兴

”。

)

4
.

10 破折号

4
.

10
.

1 破折号的形式为
“
一一一尹

。

4
.

1 0. 2 行文中解释说明的语句
,

用

破折号标明
。

例如
:

a) 迈进金黄色的大门
,

穿过宽阔

的风门厅和衣帽厅
,

就到了大会堂建

筑的枢纽部分一一中央大厅
。

b) 为了全国人民
—

当然也包

括自己在内
—

的幸福
,

我们每一

个人都要兢兢业业
,

努力工作
。

4
.

10
.

3 话题突然转变
,

用破折号标

明
。

例如 :

“
今天好热啊 l

—
你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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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上海?" 张强对刚刚进门的小王说
。

4
.

10
.

4 声音延长
,

象声词后用破折

号
。

例如
:

“

呜
—

,
火车开动了

。

4
.

, 0
.

5 事项列举分承
,

各项之前用

破折号
。

例如
:

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
,

环境物理

学分为以下五个分支学科
:

—
环境声学 ;

—
环境光学 ;

—
环境热学 ;

—
环境电磁学 ;

—
环境空气动力学

。

4
.

1 1 省略号

4
.

, 1
.

1 省略号的形式为
“
⋯⋯

” ,

六

个小圆点
,

占两个字的位置
。

如果是

整段文章或诗行的省略
,

可以使用十

二个小圆点来表示
。

4
.

1 1
.

2 引文的省略
,

用省略号标

明
。

例如
:

她轻轻地哼起了《摇篮曲》
: “
月

儿明
,

风儿静
,

树叶儿遮窗权啊
·

一之

4
.

, ,
.

3 列举的省略
,

用省略号标

明
。

例如
:

在广州的花市上
,

牡丹
、

吊钟
、

水

仙
、

梅花
、

菊花
、

山茶
、

墨兰⋯
‘二春秋

冬三季的鲜花都挤在一起啦 !

4
.

1 1
.

4 说话断断续续
,

可以用省略

号标示
。

例如
:

“
我⋯⋯对 不起 ⋯⋯ 大家

,

我

·

” ”
·

没有⋯⋯完成⋯⋯任务
。”

4
.

12 粉皿号

4
.

12
.

1 着重号的形式为
“

.

” 。

4
.

12
.

2 要求读者特别注意的字
、

词
、

句
,

用着重号标明
。

例如
:

事业是干出来的
,

不是吹出来

的
。

4
.

, 3 连接号

4
.

13
.

1 连接号的形式为
“

一
” ,

占一

个字的位置
。

连接号还有另外三种形

式
,

即长横
“

—
”

《占两个字的长

度)
、

半字线
“ 一 ”

(占半个字的长度》和

浪纹
“ 一 ”

(占一个字的长度)
。

4
.

13
.

2 两个相关的名词构成一个

意义单位
,

中间用连接号
。

例如
:

a) 我国秦岭一淮河以北地区属

于沮带季风气候区
,

夏季高温多雨
,

冬季寒冷干澡
。

b) 复方叙化钠注射液
,

也称任
一洛二氏溶液 (凡

n

ger
一

硫ke
50 1,

d加)
,

用于医疗和哺乳动物生理学实

脸
。

4
‘

13
.

3 相关的时间
、

地点或数目之

间用连接号
,

表示起止
。

例如
:

a )每迅(18 8 1一19 36 ) 中国现代

伟大的文学家
、

思想家和革命家
。

原

名周树人
,

字豫才
,

浙江绍兴人
。

b )
“
Jt京

—
广州

”

直达快车
。

c) 梨园乡种植的巨峰葡萄今年

已经进人了丰产期
,

亩产 1(X) 倪扮斤
-

一~

习



巧加公斤
。

4
.

1 3. 4 相关的字母
、

阿拉伯数字等

之间
,

用连接号
,

表示产品型号
。

例如
:

在太平洋地区
,

除了已建成投人

使用的 H A W一4 和 n 祀一召海底光统

之外
,

又有 TPC - 4 海底光缆投人运

营
。

4
.

13
.

5 几个相关的项目表示递进

式发展
,

中间用连接号
。

例如
:

人类的发展可以分为古狼一猿

人一古人一新人这四个阶段
。

4
.

14 间一号

4
.

14
.

1 间隔号的形式为
“

·
” 。

4
.

14
.

2 外国人和某些少数民族人

名内各部分的分界
,

用间隔号标示
。

例如
:

列奥纳多
·

达
·

芬奇

爱新觉罗
·

努尔哈赤

4
.

, 4. 3 书名与篇(章
、

卷)名之间的

分界
,

用间隔号标示
。

例如
:

《中国大百科全书
·

物理学》

(三国志
·

蜀志
·

诸葛亮传》

4
.

1 5 书名号

4
.

, 5
.

1 书名号的形式为双书名号
“

O
”
和单书名号

“

(>
”。

4
.

15. 2 书名
、

篇名
、

报纸名
、

刊物名

等
,

用书名号标示
。

例如
:

a) 《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
。

b) 你读过鲁迅的(孔乙己)吗?

c) 他的文章在(人民 日报》上发

表了
。

d) 桌上放粉一本《中国语劝
。

4
.

15
.

3 书名号里边还要用书名号

时
,

外面一层用双书名号
,

里边一层

用单书名号
。

例如
:

(( 中国工人 >发刊词 )发表于

194 尽年明 7 日
。

4
.

16 专名号

4
.

16
.

1 专名号的形式为

一
。

4
.

, 6
.

2 人名
、

地名
、

朝代名等专名

下面
,

用专名号标示
。

例如 :

包丑担鱼者
,

丝塑鱼应鱼人也
,

字长卿
。

4
.

16. 3 专名号只用在古籍或某些

文史著作里面
。

为了跟专名号配合
,

这类著作里的书名号可 以用浪线
。

“ _ 一才例如
:

昼复放逐
,

乃斌鱼丝
,

左丘失明
,

厥有国语
。

5 标点符号的位里

5
.

1 句号
、

问号
、

叹号
、

逗号
、

倾号
、

分号和冒号一般占一个字的位置
,

居

左偏下
,

不出现在一行之首
。

5
.

2 引号
、

括号
、

书名号的前一半不

出现在一行之末
,

后一半不出理在一

行之首
。

5
.

3 破折号和省略号都占两个字

的位置
,

中间不能断开
。

连接号和间

隔号一般占一个字的位置
。

这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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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点符
⋯

号
~

琅清务

有何修
·

计

199 5年一2月 13 日
,

(标点符号用

法》经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
,

已列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

并于 199 6

年6月旧起正式实施
。

笔者试把作为
“

标准
”
的(标点符号用法》(下简称(标

准)) 和 l夕叭〕年3月 22 日修订发布的

《标点符号用法)( 下简称《用法)) 作了

比较
,

发觉前者除了在行文上体现出
“

标准
”

的特点
、

个别例句作了更换

外
,

还有以下几处变动 :

阵 范

一
、

《标准》对标点符号数量的

认定留有余地
。

(用法》在
“

修订说

明
”

中说
: “

原列 14 种符号
,

现为 16

种
。 ”

《标准》的提法则是
: “

常用的标

点符号有 16种
。 ”

加上
“

常用的
”
这个

定语
,

无非是说除了这 16种外
,

还有

非常用的
。

这既符合标点符号的使

用现状
,

也为标点符号的丰富和发

展作了铺垫
。

二
、

16种标点符号
,

《用法》只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 . . 勿 . . . . , , . 卜 , , 冲.

⋯
, , . , , , , , , , . , 二, , , , . ,

符号上下居中
。

5
.

4 着重号
、

专名号和浪线式书

名号标在字的下边
,

可以随字移行
。

6 直行文稿与横行文稿使用

标点符号的不同

6
.

, 句号
、

间号
、

叹号
、

逗号
、

顿

号
、

分号和胃号放在宇下偏右
。

6
.

2 破折号
、

省略号
、

连接号和间

筋号放在字下居中
。

6
.

3 引号改用双引号
“ L l ” 和单引

号
“L 飞”。

6
.

4 着重号标在字的右侧
,

专名

号和浪线式书名号标在字的左侧
。

l一 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