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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软件是基于 Visual C++ 6.0 和 Access 2003 工具来完成的, 在 Unicode 字符集模式下进行软件设计, 解决

当前民族文字软件开发时的系统使用兼容性以及字符的输出乱码等问题. 本开发模式使用简单、操作稳定、接口

灵活, 在便于用户对词汇和语音数据库进行统一处理(备份、打印)的同时, 也为其它民族文字翻译软件的开发提

供了初期技术指导. 目前面向傣族地区的翻译辅助工具还尚未推出, “傣泐文-汉文互译有声电子词典”是傣文信息

化领域的一个重要“应用创新”成果, 是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信息元表示与提取研究的基础支撑, 其作用主要是

负责傣文的查询、翻译、朗读等工作. 傣汉互译电子词典设计实现了傣汉对照互译、傣语真人朗读、傣语音标显

示等常用功能, 同时还支持对词库进行添加、修改、删除自定义操作, 实现了良好的人机交互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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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oftware is completed by Visual c + + 6.0 and Access 2003 tools, and designed in the Unicode character 
set patterns, to solve the problem about system compatibility and character output garbled in current national language in 
software development. This development model is used simply, has stable operation, flexible interface, and is convenient 
for user unified processing (backup, print) vocabulary and voice database at the same time also provides technical 
guidance to other national language text translation software development. Currently translation supporting tools for Dai 
region has not yet been released, Daile Wen - Chinese Translation Audible  Electronic Dictionary is an important 
“application innovation” in the field of Dai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s the basic support of research about minority 
language cultural information element representation and extraction, and the main function is responsible for Dai queries, 
translation, reading, etc. Daile Wen - Chinese Translation Electronic Dictionary designed to achieve the common 
functions such as Dai-Chinese bilingual translation, Dai people reading, Dai phonetic display, it also supports the lexicon 
to add, modify, delete custom actions, it implements the good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function. 
Key words: Daile Wen; Xi Shuang Ban Na; electronic dictionary; Dai Chinese translation; Unicode 
 
 

随着傣文信息处理领域的拓宽和进步, 规范傣文

获得了更大的普及和发展, 也使更多的人开始学习和 
 

 
 

研究傣文. 传统的傣文学习辅助工具大多是书籍, 在
电脑和网络上进行学习的辅助工具很少. 目前在西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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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纳傣族自治州内, 汉文和傣文作为官方文字, 在各

行各业中广泛使用. 随着政府上网工程的实施和电子

商务的崛起, 对汉傣互译翻译的需求量也急剧增加. 
但由于各方面信息的大量增加, 新词术语的不断涌现, 
传统的人工翻译己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

获取信息的需求. 各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翻译

人员和广大群众普遍希望研制出一个智能化的机器翻

译系统或能够在计算机上进行实时翻译的双语电子词

典. 同国内电子词典发展水平相比, 汉傣互译电子词

典研究起步较晚. 近些年, 傣文相关新闻网站的不断

面世, 及傣文输入法的研究与开发, 迎来了傣语信息

化发展的新纪元. 由于傣文机器翻译研究才刚刚起步, 
在短时间内研制出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用户都满意

的全文翻译软件难度太大. 但一部收词量较大, 译文

较为规范的在线词典至少在一个阶段能够解决广大用

户浏览网页、在线写作时遇到的困难. 所以无论从用

户群看, 还是从开发现状看, 最现实的做法还是解决

目前急需的翻译软件, 即汉傣互译翻译软件和辅助发

音软件.  
  傣文最大的特点在于, 对于同一字会因不同地域, 
文字读音、形体和结构而差别巨大. 目前, 傣文由于使

用地区的不同, 可分为傣泐文(西双版纳老傣文)、傣纳

文(德宏老傣文)、傣绷文和金平傣文(又称白傣文)4 种. 
为便于普及和研究, 本课题立足于西双版纳州地区开

展调研, 把西双版纳老傣文-傣泐文作为本次傣文研究

对象. 傣文信息化处理其技术难点是在计算机中如何

实现傣文查询、翻译、发音等问题, 那么电子词典的

开发和应用将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  
   
1 理论价值 
  ①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省份, 本语言软

件开发虽是一个个案, 随着对新发现语和濒危语的研

究走向全面和深入, 其开拓价值、示范价值、理论价

值值得重视.  
  ② 傣文信息化处理方案可作为其他语种信息元

表示的理论指导, 尤其对词汇和语音数据库的构建(如: 
字符编码、内码转换)等相关理论的技术积累, 是在计

算机上收集、存储、显示、打印语言文字的基础性工

作, 其相关操作至关重要.  
  ③ 软件开发基于 VC6.0 来完成, 在 Unicode 字符

集模式下进行软件设计, 这样便于所开发的软件能方

便地移植到其它文字电子词典的制作, 增强了本设计

的移植性, 这对其它同类民族语言的电子词典初期开

发提供了技术指导.  
  ④ 在电子词典词库建设方面并没有统一的格式

要求, XML、纯文本、Access 数据库等是目前电子词

典较为常用的格式. 设计采用Access数据表制作词库, 
考虑 Unicode 字符的显示问题, 选择 Access2000 或以

上版本, 解决了 VC6.0 与 Access 数据库兼容性问题.  
  ⑤ VC 6.0 开发环境下, 默认的字符集是 MBCS
多字节字符集, 而目前的傣文字符输入软件是基于

Unicode 字符集设计的, 这将导致输出的傣文字符无

法正常显示的问题, 因此, 本软件在Unicode字符模式

下进行设计, 解决软件界面输出 Unicode 字符时显示

乱码的问题.  
  ⑥ 目前用于傣语翻译系统的文字处理软件还尚

未推出, 因此 Windows 操作平台下的傣汉互译电子词

典研究是一项应用性创新工作, 这一成果会促进了傣

汉机器翻译系统的研究.  
  ⑦ 相关领域的傣文编码标准还没有明确制订, 
通过本软件的首次开发对傣文电子词典的改进和优化

提供了后期依据; 对如何制订傣文电子词典的的现行

技术指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对如何建立科学的傣

文电子词典评价体系有着积极的意义. 
 
2 应用价值 
  ① 可作高校、科研院所语言研究的教学和参考辅

助工具, 而且也为傣汉互译翻译人员及相关用户提供

了方便快捷的电子助手. 如教学个案, 语言接触个案, 
傣语支系研究, 语言比较研究等.  
  ② 可作西双版纳州、德宏州、红河州等地区民族

文化抢救保护部门和工作者的认读和打印工具. 相关

典籍的搜集、理解、传承是民族文化抢救保护工作的

重要议项, 进展不大的原因之一是文字识别和表示不

全面, 在传统的传播媒介中生疏文字容易被丢失或遗

忘.  
  ③ 可供傣族地区旅游推广使用, 西双版纳自治

州是傣族聚居地, 有丰富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 新闻

媒介要主推民族文化特点, 尤其对主打旅游牌的傣族

地区, 可用于制作大量的双语宣传海报和文化介绍片. 
如此, 不仅可以带来财政创收, 也能吸引更多双语人

才加入到具有发展潜力的民族语言学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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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可辅助民族语言新闻媒体推广, 我国跨境民

族居多, 这些民族周边国家同根同源, 世代友好, 有
着相同或者相近的文化特征和语言文字, 民族语言的

新闻媒介是他们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将国内新闻信

息翻译成傣文, 利用傣语新闻媒介的独特优势传播民

族文化, 这比传统中文显得更有亲和力.  
  ⑤ 随着电子产品和多媒体教学的普及, 类似中

文电子词典, 傣汉互译电子词典或将成为傣族日常使

用的文字处理软件, 本课题“傣汉互译电子词典”软件

产品, 可在傣文古籍整理、文献出版、学术研究、教

材编译和建设及学校双语教育等中应用, 还可制作各

级政府单位部门及学校名称、门牌、政府公文、信封

等傣汉互译双文书写等.  
 
3 研究概括 
3.1 设计目标 
  本软件拥有傣汉对照词汇检索功能, 可以傣汉对

照词汇互相查询和检索, 支持傣语词汇真人发音, 自
动显示傣语国际音标, 附带文本分割功能, 全面支持

Unicode 傣文系统, 可以查看任意文字本的内码, 还词

库的添加、修改、删除等操作等功能. 本软件系统遵

循人性化设计, 面向实际, 贴近用户, 美观大方, 功能

众多, 性能稳定, 性价比高. 开发推广的面向用户为

学习傣文的学生, 学习汉语的少数民族人士, 民族语

言文字工作者, 汉傣翻译工作者, 傣文电脑打字学习

者, 民族文字信息处理工作者等服务.  
3.2 环境配置 
  ① 开发环境:  
  编程语言 : Visual C++ 6.0; 数据库设计 : 
Access2003 
  ② 运行环境 
  操作系统: Windows 平台, 适用于 Windows2000
以上; 硬件要求: CPU, 奔腾 2.SGHZ 及以上, 内存, 
256MB 及以上, 显示卡, 标准 VGA256 色显示模式以

上.  
3.3 同类比较 
  目前, 国内对傣汉互译电子词典的研究和开发尚

处于应用性创新阶段, 因而相关产品还未面市或推广. 
为便于分析本款软件的的功能实现, 课题组只能选取

两款同类功能相似的彝文软件作为对比参考[1], 如表 1
所示.  

表 1  三款查询软件功能参数对比 
查询字典类型 中小学彝汉对照电子词典 多功能彝语电子词典 汉傣互译电子词典 

软
件
功
能 

词汇查询 精确查询 模糊查询/精确查询 精确查询 

查询类别 中文→彝文 中文↔彝文 中文↔傣文 

词汇编辑 词汇增加 词汇修改、增加、删除 词汇修改、增加、删除 

真人朗读 无 真人朗读 真人朗读 

音标标注 无 国家音标 国际音标 

词汇数据 无 查询、打印 无 

内码转换 无 YiWin 编码↔Unicode 编码 Unicode 编码 

界面定制 无 颜色、字体选择 无 

输入法模块 否 内嵌集成 配套使用 

设
计
方
式 

开发语言 Visual C C++和 Java 混合编程 Visual C++ 

数据格式 纯文本 XML 数据表 Access 数据表 

数据库 Access2000 Access2003 Access2003 

  第一款软件为“中小学彝汉对照电子词典”, 该产

品是依托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的软件成果, 由西南

民族大学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研究所于 2005 年研

发, 主要功能有词汇查询(精确查询)和词汇修改, 软件

的使用界面如图 1 所示.  

  第二款软件为“多功能彝语电子词典”, 该软件为硕

士毕业论文的软件作品, 由电子科技大学软件工程专业

学生于 2010 年开发. 在功能实现方面, 开发者对词汇查

询模块新增模糊查询, 用户查询词条更加便捷; 对词汇

编辑模块新增词汇增加、词汇删除, 方便用户及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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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查缺补漏和准确修正); 对彝文支持国际音标显示

和语音朗读辅助. 软件的使用界面如图 2 所示.  
  本款软件为“汉傣互译电子词典”, 该产品是依托

国家语委-委托项目的软件成果, 由云南省少数民族语

言文字信息化处理工程研究中心开发完成, 主要功能

有词汇查询(精确查询)和词汇编辑, 查询结果还支持

傣文音标显示和傣语真人朗读. 总体而言, 对比其他

民族语言文字查询翻译字典, 该软件的开发基本满足

了日常使用需要. 软件的使用界面如图 3 所示.  

 
图 1  中小学彝汉对照电子词典查询界面 

 
图 2  多功能彝语电子词典查询界面 

 
图 3  汉傣互译电子词典查询界面 

4 研究概括 
4.1 查询检索 
  一般互译词典开发者会在软件设计中为用户提供

两种词汇检索方式: 精确查询和模糊查询. 但由于目

前收集的傣汉词汇库和傣语录音库还缺乏完善, 仅支

持日常生活中常用的 4386 个傣语词汇检索. 因而现设

计中加入模糊查询意义并不大, 而且还会为用户带来

使用不便, 课题组一致认同, 待词库数量扩充到足够

数量后, 再另行补充, 软件运行界面如图 4 所示.  

 
图 4  傣汉互译电子词典运行界面 

 
  (1)词汇查询: 该款软件仅支持精确查询, 用户可

以根据实际需要, 在输入框内键入傣文或汉文, 按键

盘上 Enter 快捷键或者点击界面上的 按钮来查询, 
程序会自动识别输入文字的编码类型并自动显示查询

结果. 在傣汉对应词汇的互相查询中, 精确查找只能

检索出与用户输入的查询词对应的词汇数据. 如用户

输入汉语“别人”一词, 即可检索出对应的傣语词汇

“ ”和音标“[pən³³]”. 反之, 输入“ ”傣语

词汇, 也可以查询出对应的汉语词汇“别人”, 这就是

精确查询, 如图 5 所示.  

 
图 5  傣汉互译电子词典查询及朗读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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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发音辅助: 傣语真人朗读是本软件的一大特色, 
但是该功能目前只是一个尝试. 程序可以朗读用户输

入的傣语查询词对应傣语词汇, 这一功能极大的帮助

傣语(文)的学习者, 使傣文不仅能看得到且能听得到. 
使用方法为当前输入框中的右边点击小喇叭 按钮

均可朗读傣文, 点几下就读几遍, 如图 5 所示. 
  (3)音标标注: 软件可以用来查询傣语对应的音标, 
而且音标的标注采用了国际标准. 国际音标标注和真

人发音辅助, 这极大的解决了傣语初学者在学习过程

中面临的“会识却不会读的困境. 用户在使用过程中, 
由于音标标注是用一个单独的线程类来管理的, 因此

会和所查询出来的数据在界面上同步显示, 而不是等

到词汇显示完成后音标才显示, 如图 6 所示. 

 
图 6  傣汉互译电子词典音标演示 

 
4.2 词汇更新 
  (1)词汇增加: 采集并整理词库和语音是一个庞大

而又复杂的工程, 因而本软件目前能提供的词汇有限, 
只是基本覆盖了傣汉常用词汇, 只能满足一般的学习

和工作活动, 词汇量不够大是本软件的一个遗憾. 鉴
于此, 本软件本着开放性的设计, 增加了可扩充性, 
允许用户增加和补充自己的专业词汇, 补充数量不限. 
但是增加时只能增加系统自带数据库中没有的词汇, 
系统会判断用户增加的词汇是否己经存在, 若存在则

不能增加, 只有系统中不存在的词汇才能增加成功, 
这样做是为了维护数据的整体性、统一性和安全性. 
当用户增加了自己的专业词汇后, 就可以象系统其他

词汇一样来使用和查询, 而且也可以对其进行编辑操

作修改和删作. 在以后的正式版本和升级版本中我们

将会继续扩充系统的词汇量, 争取做到大、广、全. 但
是当增加了个人专业词汇后, 重新安装本软件前要先

备份数据库, 才能继续使用补充的数据, 如图 7 所示.  

 
图 7  词汇增加示意图 

 
  (2)词汇修改: 课题组在对傣语文字的调研中, 难
免会存在疏漏和错误. 因而起初建傣汉词条库时, 参
考了部分语言专家的意见, 毕竟民族语言文字应用面

窄, 普通翻译都是允许存在误差的, 不可能一一准确

对应, 这就允许傣语专业人士后期对其修正校对. 本
软件开放了词库接口, 用户若对当前傣汉词的查询结

果存在异议, 可点击“开放型词库建设”菜单中的“修
改”项进入到词汇编辑窗口. 用户可选择“翻译”和“音
标”对应编辑的行, 分别进行补充翻译和音标修正. 修
改后点击“确定”选项, 即可在修改表格和查询界面中

查看到修改后的结果, 如图 8 所示.  

 
图 8  词汇修改示意图 

 
  (3)词汇删除: 用户若要删除当前查询词条, 具体

操作方法可点击“开放型词库建设”菜单中的“删除”选
项, 系统会弹出“删除确认”窗口提示, 最终由用户选

择确定或者取消. 注意, 数据删除后是不能恢复的, 
所以删除时务必谨慎操作. 课题组后期会更加注重软

件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并对软件的功能进行升级, 开
放使用权限和管理权限, 并定期对软件进行更新发布, 
如图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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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词汇删除示意图 

 
4.3 词汇数据 
  当增加了自己的补充词汇之后, 应该经常备份系

统的词汇数据库. 如果在安装时是将本软件安装在系

统盘下, 那么当电脑因为其他原因需要重装操作系统

时就会把本软件删除掉, 再安装本软件时之前的补充

数据将消失, 所以如果将本软件安装在了系统盘的话, 
在补充了词汇后应该备份系统数据库. 这样即使重新

安装操作系统后也可以导入补充数据, 可以正常使用

而不必担心补充数据的丢失. 为了方便管理和打印查

询数据的需要, 软件提供了查询数据打印功能. 只要

用户电脑安装或联网了打印机就可以将查询结果打印

出来, 更加方便了用户的进一步使用, 如图 10 所示.  

 
图 10  数据打印示意图 

 
5 语音库构建 
    语音数据库是词典发音辅助模块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数据库质量将直接影响到辅助发音的真实效果. 为
了更好地进行原音录音, 本课题组用先进的数字化技

术设计开发了傣语语音录音软件系统, 其设计原理及

流程不在此详述.  
5.1 录音系统 
  傣语为东亚语系之一, 是傣泰民族使用的语言. 
全球有 6600 万左右的人口使用傣语, 中国云南有 120
多万人口使用傣语. 而其中, 大泰方言(德宏、保山、

临沧方言)、兰纳方言(西双版纳、普洱方言)是中国境

内最主要的两种傣语方言. 课题组虽只研究西双版纳

老傣文-傣泐文, 但其音系分支相当复杂, 部分语种独

立音位接近六十个, 且有大量复辅音(甚至多种四合复

辅音), 多数属声调语言, 是人类记忆的奇迹和文化宝

藏. 傣语支语音在傣泰语族内独具特色, 而使用这些

语言的人数越来越少, 很多语种已濒临灭亡, 急需拯

救. 故傣语的录入将是该系统实现的重要障碍. 我们

采用傣语文字和国际音标作为傣语录入的主要依据[2], 
在参考相关领域发展现状、发展动态以及本课题组前

期工作的基础上, 设计开发出傣语原音录音系统软件

一套. 系统界面如图 11 所示 

 
图 11  傣语语音录音系统界面 

 
5.2 原音录制 
  收集资料完了以后, 接下来就是对傣语语进行原音

录制. 原音录音的目的, 即: 为了得到科学的、准确的、

可靠的原始语音文件. 对录音人员的筛选及录音的环境

的选择提出了高的要求, 也就是说需要专业的人员进行

傣语的原音录音, 安静的录音室和可播放的存储工具.  
5.3 录音人员 
  录音, 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准确性与可靠性的问题, 
其次是通用性的问题. 在课题组的主要成员岩温罕(博
士在读, 傣族, 对傣语进行了多年研究, 目前在民族文

化学院主要承担西双版纳傣语(新、老傣文)教学工作)
老师的支持下, 邀请到本科专业是傣语的学生来录音. 
该学生的家乡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地区, 其方言属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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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版纳老傣文-傣泐文分支, 且祖辈都是傣族出身, 能
够保证傣语录制的原汁原味. 目前西双版纳片区的所

有傣语的原音录入均由其完成的, 我们的录音发音与

所推广的发音达到一致性, 在语音库的建立过程中融

入地道、纯正、浓厚的傣语语音和语言文化.  
5.4 录音特点 
  在安静的实验室里完成了整个原音录制过程, 最
后通过对话质的筛选, 留下了完整的傣语语音文件, 
将其存储为后缀为.WAV 的格式. 在 Windows 平台下, 
WAV 是被音频软件支持得最好的音频格式. 由于本身

可达到较高的音质要求, 因此, WAV 也是音频录制的

首选格式, 适合保存原音素材, 缺点就是占用存储空

间大. 目前电脑的参数配置一般都比价高, 还能够满

足 WAV 格式的应用开发所需的存储容量和运行速度. 
但手机端应用 APP 制作一般都有大小要求, WAV 格式

就不一定适合. 好的是, WAV 能够被作为了一种中介

的格式, 常常使用在其他编码的相互转换之中, 这就

极大的方便了开发者的需求. 至此, 课题组建立了傣

语语音库, 这将为后面的傣汉互译词典加入发音辅助

模块的加入做准备.  
5.5 成果展示 
  为便于录音分工和查询分析, 我们参考傣文词汇

表将傣语录音库分天文、地理类; 时间、方位类; 动物

类; 植物类; 身体、部位类; 房屋、建筑类; 服饰、织

物类; 工具、用品类; 日用品类; 文化、娱乐类; 饮食

类; 动作、行为类; 性质、状态类; 人物、称谓类, 数
量类等 14 大类[3], 共 4386 个词汇音频.  

 
图 12  傣文词汇分类表 

 
  傣文词汇分类表如图 12 所示, 傣语音频录制后的

成果如图 13 所示.  

 
图 13  傣语音频录制成果展示 

 
6 数据库建设 
6.1 数据库原理 
  通俗地说数据库就是储存数据的地方. 数据库是

数据管理的最新技术, 是计算机科学的重要分支, 也
是计算机领域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 数据库是支撑民

族语言研究的信息化技术支撑, 基于这种考虑, 课题

组目前正在建设大中规模的傣语语料库、语音库等基

于数据库的信息系统.  
6.2 数据库选择 
  关系数据库是目前各类数据库中最重要、最流行

的数据库, 它应用数学方法来处理数据库数据, 是目

前使用最广泛的数据库系统, 是存储在计算机上的、

可共享的、有组织的关系型数据的集合. 数据库中的

数据可以是文字、图象、声音等. 现在流行的关系型

数据库有 IBM DB2、Oracle、SQL Server、SyBase、
Informix、MySQL、Access 等[4].  
  本系统采用了 Access 数据库和 XML 可扩展标记

语言两种来组织存放程序运行中所用到的数据信息. 
在本软件中用了 JDOM 来解析 XML 格式文件.  
6.3 词汇数据库 
  本软件采用了 Microsoft 桌面关系数据库

Access2003 和 XML 通用数据格式, 分别采用了 JDBC
和 JDOM 来存取数据. 有 2 个数据表[1].  
  第一个表是系统词汇数据表, 该表收录了西双版

纳州地区日常使用中的傣汉对应词汇 4386 条, 此表用

户可进行修改、增加和删除词汇用, 词汇的查询(精确

查找)就从该表中来检索的.  
  第二个表是傣语音标表, 用 XML 来描述和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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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储存了 4386 个傣文字的对应音标, 该文件在程序初

始化时就被读取并且封装进一个哈希表数据结构中来

常驻内存, 在数据的检索中是用一个线程来读取该哈

希表并且在界面上显示音标, 用线程是可以减少系统

等待时间, 加快查询速度. 如音标和傣文字的对应关

系就用了 XML 格式存储, 如下所示. 
  <?xml version=“1.0’‘encoding’‘UTF-8“?> 
  <daiFontTB> 
  <id>l</id> 
  <dai_font>   </dai_font> 
  <pronunciation >bit< /pronunciation> 
  </daiFontTB> 
  <daiFontTB> 
  <id>2< /id> 
  <dai_font>  < /dai_font> 
  <pronunciation>bix< /pronunciation> 
  </daiFontTB> 
  <daiFontTB> 
   … 
6.4 语音数据库 
  本文中的语音数据库指的是将傣语的语音语调和

语音片断等信息用计算机技术手段记录和录制下来, 
并且将其按一定关系原理存储在数据库中, 作为日后

各种相关开发的基础. 所以语音数据库的建立只是基

础性的工作, 光有语音数据库我们还不能做什么, 语
音数据库的目的是在实际中运用, 只有和程序结合起

来才能真正发挥其强大的威力. 因为语音数据库是机

械死板的, 而程序是人为编制的、灵活的, 我们要让程

序来自动调用、分析、处理、识别、加工和控制语音

数据库来达到我们的应用目的.  
  语音数据库的运作过程是这样的将傣语的语音片

段按一定的关系蕴织存储起来, 当程序中用户需要朗

读的时候则将该语音片段取出来交给媒体播放器播放. 
这样就实现了软件中朗读傣文的目的. 声音片断文件

解析成二进制码后也可以直接存储在数据库中, 但是

那样会增大数据库的体积, 所以在数据库中我们只储

存路径, 具体的声音文件则存储在另外的文件包中.  
 
7 总体模块设计 
7.1 模块构成 
  本研究的目标是在Windows环境下实现具有汉语

和傣语词汇相互查询功能的电子词典. 词典包括词汇

查询、词库维护、即时互译等词典专有功能. 傣汉互

译电子词典的总体设计思想首先是词汇和语音数据库, 
对于一部电子词典来说其后台的数据库是必要的. 因
此软件的核心功能模块是查询模块, 主要是依托傣-汉
词库的建立来完成的[5].  
  电子词典包含的主要功能有, 词汇查询: 查询汉

文词、傣文词汇; 词库维护: 添加词条、修改词条、删

除词条; 查询辅助: 真人发音、国际音标. 功能组成模

块如图 14 所示.  

傣汉互译电子词典

查
询
模
块

显
示
模
块

维
护
模
块

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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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查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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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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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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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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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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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音
标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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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图 14  傣汉互译电子词典功能模块图 
 

7.2 词库建立 
  通常, 电子词典是双语的, 一般会考虑分别设计

汉一傣词库和傣-汉词库[6]. 但该电子词典目前包含的

词汇量还比较少, 对用户只提供精确查询, 那么对应

的后台查询据库是汉傣词汇库和傣语语音库. 录入傣

汉词条时, 傣语和汉语一一对应的, 以汉文或傣文为

关键字建立词库最终的效果是一样的. 为方便录入词

条, 课题组选择以汉文为关键词录入汉一傣词库, 用
于查询汉文和傣文时使用.  
  在数据库的建立过程中考虑到该电子词典只是词

汇的翻译, 而且初期阶段的词汇量不太大, 所以采用

来建立数据库完全可以达到软件对数据库的要求. 本
数据库包含一张词汇表, 下面介绍汉-傣词库的结构设

计, 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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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汉-傣词库的各个字段属性 
字段名称 数据类型 字段大小 必须字段 说明 

汉文 文本 255 是 不允许空字符 

傣文 文本 255 是 不允许空字符 

  在录入过程中, 傣文和汉文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因此汉一傣词库以汉文或傣文字段为索引字段. 课题

组录入示例如下(以汉文为关键词):  
  汉文: 别人                             

汉文: 别人                             
傣文:                            
国际音标: [pən³³] 
其实另一种录入方式(以傣文为关键词):  
傣文:                            
汉文: 别人                             
国际音标: [pən³³] 

  无论哪种操作, 都首先需要操作系统支持傣文显

示, 并且借助额外傣文输入法的辅助, 将傣文键入到

数据库表中.  
7.3 主要模块 
  (1)查询模块: 查询模块是电子词典的重要组成部

分. 本词典将对用户输入的汉文词和傣文词汇进行精

确查询.  
  (2)显示模块: 傣文有两种傣文编码, 操作系统需

要支持编码显示, 不然需要开发者另外制作编码字库, 
并从外部导入到系统字库(C:\Windows\Fonts)中, 否则

会引起乱码. 而 Window 98 以上的操作系统都是默认

支持傣泐文显示的, 在内置字库包含傣泐文字体, 系
统预装自动支持[7]. 预装字库如图 15 所示.  

 
图 15  预装傣文字库支持 

 

  (3)维护模块: 由于纸版汉傣词汇在大量的手工录

入工作中可能出现某些纰漏. 因此“傣汉互译电子词典

中设计词库维护功能是必要的. 维护模块包括添加新

词条、修改词条中的错误的信息和删除词条等功能.  
 
8 总结 
  目前用于翻译系统的傣文文字处理软件还尚未推

出, 因此 Windows 操作平台下的傣汉互译电子词典研

究是一项应用创新性的工作.  
  课题组通过自己设计的傣汉互译电子词典, 基本

实现了本软件系统拥有傣汉对照词汇检索功能, 词汇

自定义, 支持傣语词汇真人发音, 自动显示傣语音标, 
附带文本分割功能, , 还有数据备份、打印等功能. 本
软件系统遵循人性化设计, 面向实际, 贴近用户, 性
能稳定, 性价比高.  
  由于民族语言文字的特殊性, 相关词典的编纂、

管理与完善是一项相当庞大、复杂, 并且时间周期长

的工作. 课题组虽然设计出了傣汉互译电子词典的, 
也基本实现了傣汉对照词汇检索功能, 但基于时间较

短和水平有限, 所进行的工作还远远不够, 还有待后

期继续改进. 例如, 在傣汉互译电子词典管理维护工

具的设计中, 还没有解决词典的词汇的模糊查询和实

时更新等问题. 因此, 课题组在今后的工作中会继续

进行相关的研究, 完善目前课题开展中所存在的缺陷

和不足, 并将致力于傣汉电子词典等领域的新课题研

究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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