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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I w specification used for W eb browsing i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the specification are analyzed in detail in the view of techn[que A typical exampte is 

demonstrated to reinforce the specification Some opimon Ora the development of W eb browsing in future 

is given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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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HTML最 早叫做“HTML in XML”，是 一种基 

于 XML的超 文 本 标记 语 言，也就 是 说，将 以前 用 

SGML定义的 HTML改为用 XML重新定义。从这个 

意义上讲 ，XHTML实际上是 XML的一种应用 表面 

上看 ，在 XHTML中．其标记仍 旧延用 以往的 HTML 

的标记 ．各元素和属性的名称和用法也几乎不变 ，只不 

过 由于改为用 XML定义．就必须严格按照 XML语言 

规 范来处理了 提起 XHTML．就不能不先来看 下 

XHTML的发展历史 

1 XHTML历史 

XHTML的前身是大名鼎鼎的 HTML，HTML作 

为在 |nternet／Intranet网上进行数据浏 览和数据交换 

的一种先进的文件格式规范．以浏览器为依托凭借着 

其丰富而强大的功能打破了传统的数据谊4览方式．给 

人以耳 目一新的感觉，也极大地推动 了 Internet的发 

展 。但是．随着HTML应用的不断深入．其不足之处也 

逐渐暴露出来。首先，实际应用中的 HTML相当不规 

范 。虽然 W3C早已制定出HTML的规范，但是出于商 

业 动机 ，当今两 大 Web谊4览器 软件 铺 作厂 商 Ml_ 

crosoft和 Netscape--为了抢 占 日益扩 大的谊4览器市 

场 ，纷纷在 HTML中加入 自己定义的非规 范的标记 ． 

并在 自己的谢览器中提供相应的特殊支持 ，旨在 占领 

更大的浏览器市场份额，以达到左右 HTML标准的制 

定井最终将竞争对手打垮的目的。这种不 良竞争的结 

果 ．造成 HTML标记的过度膨胀 ，大量与标准 HTML 

不 一致 的标记充 斥于 Internet的大小角落 ．而且某些 

ttTML标识 符只能 在 Netscape Navigator上才 能执 

行 ，而另一些只在lnternetExplorer上才是有效的 这 

种情况 给阿页设计人员带来很大的麻烦 。其次 ，随着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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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飞速发展，新 的 Web社!【览工 具不断被开发 出来 ． 

从小巧的掌上 电脑到功能特异 的能上网的手机再到最 

近被炒得 沸沸扬扬的数字机项盘 ，网 上浏览再也不必 

局限于桌上电脑了 据权威人士预测 ，到 2002年 ．大约 

75 的阿页将会通过非桌上型 电脑来浏览 ]。但是，我 

们不仅叉问 ，到底现在的 HTML标准是不 是真得适合 

在各种非桌上型电脑中进行浏 览呢?很不幸，回答是否 

定的 ，现在的 HTML不能解决这个难题 ．另外 ．HTML 

只能利用现有的有限标记 ，而且 大多数标记都没有实 

际的吉义，逸使得它越来越不适应 人们不断增加的需 

求。在选种情况下，在各大知名厂商的压力下 ，W3C组 

织于 199B年底成 立工 作组 ．专 门讨论 XHTML标准 

的制定。好在在此之前 ，W3C已正式推出 XML1．0规 

范 ．这无疑 为 XHTML规范 的铺定 奠定了 强大的 基 

础 经过不断的计论．该工作组于 1998年 12月 5日提 

出第一个草案 ]．并在随后次年 的 2月 24日Ⅲ、3月 4 

日 ]、5月 5日 分别公布了阶段性草案 。1999年 8月 

24日．第一个建议标准 正式推 出。不过 ．还应指出的 

是 ，这 并不意 味着就 一定能 成为正 式标 准 ，事 实上 ， 

XHMTL1 D的这份标准 目前正处于激烈的讨论 中．争 

议的焦点之一是名称空间(namespace)的解释问题 。不 

过 ．现在总算有了一线希望 ．相信出路就在前方 。 

2 XHTML的优点 

XHTML之所 以能成 为建议标准 。就是因为它具 

有一系列优点 ： 

可忡缩性 XHTML可 以根据用户的需要和浏览 

器的处理 能力选用舍适 的 DTD，单是 从这一点来看 ． 

就充分体 现了一种时下比较流行的理念—— “科技以 

人为车”。XHTML1 D的标准中定义了三个 DTD，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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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讣 别 是 严 格 式 (Strict)http：， w w3 o rg FR‘ 

xhtm[]／strtct、过渡式 (Trausitiona1)http： vyv~％,v w3 

1】[g TR，xhtn1l【"tranmtiona[、分 帻 式 (t：[antesct) 

http www w3 org"TR'xhtm[]"framesvt 每 种 

有不同的应』jj。 

可扩展性 正如 XHTML字面 卜所体现的那样 ． 

XHTML具有 一 定的 扩展 性 这要 归功 于 名樟 空间 

(namespace)的 引 入。有 了名 称 空 间 用 户可 在 

XHTML文档中任意添 加 自已需要的标记 两十 比较 

典型的例于是 ：MathML和 SVG MathML和 sVG作 

为 xML的一种具体应 用 可以灵活地嵌入 XHTML 

文件 中．将使得 XHTML增色不少 现在 ，前者 已经成 

为 W3C正 式推荐标 准 而后者也即将成为建 议推荐 

标准 。 

可重用-睦 XHTML的推 出原本是作 为 XML的 

过渡标准 ，因为 XML尚处于一十不断完善阶段 还有 

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 -因此短时问内将很难推 出一个 

完全支持 xML的剖览器 ，即使声称支持 XML的 In— 

ternet Explorer5 0目前也只是提供部分的支持 ，而在 

这过渡期 内，运用 XHTML完全可 以达到既 定 目标 。 

另 一方 面 ，XHTML从 根 本上 讲 ，也是 一 种规 范 的 

XML，即使将来 xML彻底 替代 了 XHTML，XHTML 

文档 也不会为 XML浏览器 或其它基于 XML的工具 

所不 容 。 

5 XHTML的规则 

在讨论 XHTML规则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十典型 

示例。 

<? m I versbn； 1 O~encoding= B2312 ') 

{： DOcTYPE html PUBLIC+-／／W3C／／DTD xHTML1 

0Prameser／／EN“ 
http-Jl— w3 org／TR／xhtmlI／DTD／sttict dtd 
(html xmlns="http：／／w~,v w3．otg／TR，htroll ) 
(head) 

{tnIe)一十典型的 XHTML示例(／title) 
t mera http—equ~v = "Content—Type"content ’t t，html； 

charset='~3B231 Z ’ ，) 

“ ’ 

(unction couDt(n)( 

Lf(n< 一 0) 

retum 叮 111e”： 

else 

retum "False"1 

]]> 
t／script> 

(／head) 
<body》 

(p>一十典型的 XHTML示倒c／P) 
(hr，> 

<(orm action— rnailto：wzh@bd748 pku edu cn”trt~thod 
= ~post ) 

(input tYPe= u“un‘'name= 曲 mtf～a】 'submit’ ) 

(／1o皿 ) 
t,／body) 

(／hirrd) 

前面提到 ，XHTML实际上是 XML的一种应用 

此 某些在 H FMI 4 0中姚范的柄 记必颓加以修改 

才能符合 XML的约定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档曲坷是规刚的 文档的规 则 ：是 XML中的 
’

个全新概念．其基本要求是 ：元素必额有结 束标记或 

以特 殊的结 求标记 并且标记闭必须严格嵌套。下面是 

两个对}{{【例子 ： 

错误 ： p，This is an emphasized(era)paragraph 

r／p)(／era) 

正确 ：(p~This is an emphasized(era)paragraph(／ 

em ) (／p) 

元幸和属性 名必坷一1、写 XHTML要求所有的元 

紊和属性都必 须以小写 的形式 出现 ，这是 因为 XML 

是大小写敏感的。比如 ：(tr)和 (TR)就是 两十不同的 

标记 

结束#i~T-可省略 在 HTML中 ．有些标记加不 

加结束标 记都是 无美紧要的，浏览器会 自动处理 这种 

忽略 。但是 这种情况在 XHTML中是不允许的 。下面 

是两十对照例子 ： 

错误 ：{p)This is paragraph．{p)here is another 

paragraph． 

正确 ：(p)Th／s is paragraph．{／p){p)here is an- 

other paragraph．i／p> 

属·陛必侦用 引号括起 来 所有的属性必须用引号 

括起来 ，即使 那些是数值 的属性 。下面是两个对 照例 

子 ： 

错误 t(table rows~3) 

正确：(table rows~ ) 

属性 不可最小 化 在 HTML中-属性 允许最 小 

化 ，比如 有些属性 selected、checked、compact在值 为 

TRUE时可 直接放^标记中 ，但这在 XHTML中要求 

必须梅属性表达书写完整 ．下面是两个对 照例子 ： 

错误 ：ioption selected) 

正确 ：(option selected一+selected > 

特玮的空元卡 在 XHTML中 ．定义为空的元紊 

可以有两种表达方式 ．即或者 用结束标记 (象 HTML 

中那样)或者在起始标记后“) 前加“／”。下面是两个对 

照倒子 ： 

错误 ：(br)( ) 

正确 ：(br)‘，br)ihr)i／hr)／br／)ihr／> 

属性值中的空捂赴理 在 XHTML中，解析器会 

将属性值 中的前置和后置的空格过滤掉 ．将 中间所有 

的 空格 (包括换行 符)缩为一 个空格 ，除非设置 xml： 

space一 “preserved” 

Script 和 Style 元 素 置 于 CDATA 中 在 

XHTML中，Script和 Style元 紊被 定义 为 #PCDA— 

TA．因此 为避免 Script或 s yle中的⋯i’和”) 披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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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误认 ，必须将 Sc ript和 Sty[e置于 CDATA 中·下面 

给出示倒 ： 

scriptj 

． 。~CDATA 
--unescaped script c0nte ̈ ’ 

]̈ ) 
,"script) 

使用正确的元素和名称空问 XHTML标准中规 

定，文件的根元索标记必须是(html，，而且要用 xm]ns 

这个特别 的属性 来注 明 XHTML专属 的名称 空间 ， 

如 

<html xmlns=http．．／／www w3．org／TR,"html[ ， 

严格声 明 head和 title 在 HTML 中 (head)和 

(title)可以省略 ，但在 XHTML中，一律得按规则加在 

适当的位置 另外 ，(title>必 须是(head)中第一个 出现 

的元素。 

输 出奏型 经过验证 的 XHTML文件 是一个真 

正的 XML文 件，因此 理论 上讲 可 以为 任何兼 容 的 

XML铡 览器 或 软 件 所 理 解 当 然 也 可 以 输 出 成 

HTML 文 件 ，在 HTML 浏 览 器 中 显 示 要 输 出成 

HTML 类 型 ，必 须 在 meta http—equiv一 “Content— 

Type”的类型设为“text／html”；同样 ，要输 出成 XML 

类 型，必须 在 meta http--equ[v一“Content—Type”的类 

型设为 text／xm[” 

4 XHTML及 Web浏览语言展望 

为了很好地发挥 XHTML的优点，满足各种不同 

的需要 ，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目前 ，W3C正在紧锣密鼓 

地进 行 XHTML相关 标准 的制定工作 有关 的标准 

有 ：HTML的模 块化 、于集与 扩展性 、文档配 置文 件 

(Document Profiles) 届时 ，随着 xHTML1．1规范 的 

推出 ，XHTML文档 的编辑者和浏览器能按实际需要 

去套用不 同组台 的 DTD 那么 ．今后 w 测览将全采 

用什 幺语言 昵?在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到 XML。XML 

是 一种 目前在业内广为流行的新 兴标记语言 ，且大有 

成为 Web洲览技术上的明 日之垦的趋势 ．但是 不是说 

XML马上就可成为取代 HTML的后继者呢?不是的 ． 

XMI 的确有许多优势(详细论述参见参考文献中提到 

的文章)．但它仍存在一些短时 间内无法克服的缺点． 

XMI 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而 XHTMI 做 为对 HTML 

的扩展 ．其优势使其成为 HTMI 的理想继承人 ．现在 

已经 有针对 XHTM1 应 用的 支持 ，MathML和 SVG 

就 是 很 好 的 例 证 ，因 此 ，我 J预 测 在 不 久 的 将 来， 

XHTML将 会成 为浏 览器 中的核 心 页 面语 言 ，直 至 

XML技术的真 正成熟之 日才会逐渐退出所史舞 台 关 

于 XHTML和 Web浏 览技 术，我们将 在今后的工作 

中进行相应的跟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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