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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消息中邮件的 XML标准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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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原始邮件松散的结构和过于灵活的定义给应用程序分析带来了困难，为 了给基于邮件的应用程序开发提供 

统一的结构化表示和统一管理各种消息，可以选择XML来标准化邮件。在对邮件的语法结构进行简要分析的基础 

上，分剐给出了XML表示邮件头和邮件体的方法，该方法解决了复杂邮件实体结构的表示问题。还对这种表示方法 

的性能进行 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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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x structure and the flexible definition of the email bring difficulty to the programs to analysis，a uni— 

formed representation is needed nOW for applications in emails and managing kinds of messages．XM is a good choice 

for representing ema il in a uniform ed form．In this paper，based on an overview of the syntax structure of email，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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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 Internet的普及，email已作 

为商务或朋友之间互相联系的主要手段。现在电子邮件可以 

传递文本信息、超文本信息和其他各种类型的二进制附件，甚 

至可以通过邮件调用各种程序，比如访问 P／www服务 

器、订阅电子杂志、查询资料等。这类应用一般是邮件服务器 

将接收到的邮件转交给被访问的应用程序进行处理，处理结 

果被组织成邮件再通过邮件服务器发送给访问者。 

但是传统的email结构松散定义过于灵活，XML作为一 

种能够以统一的格式描述信息的文本语言，可以克服这些缺 

点，提供具有良好语法结构的信息，可以省去第三方对邮件的 

分析工作。目前，XML能将不同系统来源的信息按照统一的 

格式显示，也能够进行格式的互相转化，已经成为当前信息标 

准化的主流。 

另一方面，通讯方式呈多样化发展，但来自不同媒介的信 

息相互独立，缺乏关联 ，各种不同的终端设备以不同的方式进 

行不同信息的交互显得非常不方便，越来越多的通讯方式引 

发了一个管理的问题，不易于统一管理，这就需要将现行 的通 

讯系统关联起来，使不同媒介的信息相互转换，又能通过一个 

平台统一管理这些信息。整合各种通讯方式(语音、短消息、 

电子邮件、Web访问等)，并对各种信息加以智能管理、转换、 

分发、存储的新一代实时性通讯系统，这就称为“统一消 

息”【”。统一消息使得用户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设备访问 

用户拥有的信息，提高工作效率。要统一化消息，首先必须进 

行各种消息的标准化，这样不同媒介的信息才可以相互转化。 

本文的目的是提出一种统一消息中的邮件的XML标准 

化方法，这种方法兼容于其他格式消息，分别包括邮件头和邮 

件体，并以邮件的XML表示为基础，讨论了XML邮件的应 

用。 

2 邮件格式以及 XML表示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是一种包含结构化 

信息的标记语言[引，在不同的应用领域 XML可以按照该应 

用领域的特点构造 自己所需的标记 (tag)，XML适合描述文 

档的内容和结构，而不关心其展现格式，这使得人们阅读更清 

晰，也使非人类、机器定位文档中的各类信息更加容易，邮件 

的原始信息复杂，难以理解，对邮件使用 XML来表示可以使 

其充分结构化，解析后的XML文件结构清晰，适合在不同的 

结构中进行传输以及处理。 

2．1 邮件的基本组成 

邮件的格式最初在 RF~ 22中提及[3]，目的是定义邮件 

系统之间(邮件客户代理(MUA，Mail User Agent)和邮件传 

输代理(MTA，Ma il Transport Agent)之 间或者 MTA 和 

MTA之间)传输的由7bit(或 8biO组成的字符流的含义。每 

封邮件都必须由邮件头部和邮件正文组成，头部和正文之间 

由一个空白行 (CRLF)分割 ，这也是程序区别邮件头部和正 

文的唯一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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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的头部由称为“域”(field)的实体构成，其语法定义 

很松散，除部分包含结构化信息的域具有比较严格的语法定 

义外，其他域的语法要求主要是域以域名“：”域体的形式出 

现，即field"：=field-nanle“：”[field-body]，各个域之间出现 

的次序没有限制，域包含了对于邮件传输系统( A和 

MTA)具有意义的信息，涵盏发送者身份、传递路径信息、邮 

件传输版本信息、邮件来源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从语法分析的角度看，我们从信息是否具有特定的语法 

结构分类进行处理。地址信息、类型信息和表示信息的域体 

部分由更小的语法单位组成，对这些粒度更小的语法单位的 

分析和提取更有利于XML表示的结构化，称之为“结构化信 

息”，其余各类信息(跟踪信息、标识信息等)则不包含更小的 

语法结构，或者说，域体的字符串是一个不可再分解的语法单 

位，属于另一类，称之为“无结构化信息”。当然，这里的划分 

是从 XML标准化方面考虑的。一个对邮件进行过滤的防火 

墙系统可能认为“Received”域的信息更具有分析的必要。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正文部分是最为简单的一个部分，由 
一 个或者多个包含属于us-ascii字符集的字符的行组成，既不 

需要解码操作，也不需要对正文的结构进行分析，只需要取出 

第一个空白行之后的文本即可。但是随着 email应用范围的 

扩大，为了传输声音、图像以及其他二进制数据，IETF提出了 

多媒体互联网邮件扩展(Multipurpose Internet Mail Exten— 

sions，MIME，RR O45L5])。这样，邮件可以看作是由一个或 

者多个的MIME实体组成，这些实体之间还可以组合和嵌 

套。 

2．2 头部信息的处理 

近年来在这个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的尝试，用XML表示 

邮件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可借鉴的成果有 Digital 

PreservationTestbed组织的研究[6]，在其 中提到 了两种方 

法：AIbin-One方法和 Split-Files方法。前者将传输文件直接 

转化为XML文件，头部的每个域的域名和域体被分别标注， 

域名的元素标记名是“nalTle”，域体的元素标注名是“value”， 

邮件内容和附件保留原有的传输格式，直接表示成 CDATA 

的形式，这种方 法类似 于“XML Wmp~r”方法。而 Split- 

Files方法，传输文件被分成几个部分，域名作为XML文档的 

元素标注名，域体作为XML文档的元素标注值，邮件内容保 

存为它们的原始格式，通过在域的名字和 XML文档的元素 

标注名之间建立简单的对应关系得到邮件的XML表示。事 

实上，域的名字和XML文档的元素的标注名之间有 自然的 

对应关系。AI1-In-One方法的缺点是XML文件冗长，查询不 

方便，但优点是扩展性好，格式统一lSplit-Files很灵活，域直 

接变成 XML标记，这种方法适合于有着复杂内容的邮件，弥 

补了第一种方法的缺点，XML文件长度相对较小且结构清 

晰，查询方便，可以根据域的名字直接读取同名标注的XML 

元素即可得到相应信息，但缺点是可扩展性差，格式不统一。 

这两种方法足以指导非结构化信息的表示，但对结构化信息 

的处理则不够，因而对于实际应用来说，还有很大的不足。 

在结构化信息中包含很多常用的信息，尽可能地分离这 

些信息以方便读取，在本文的XML标准化方案中，我们克服 

了上述两种方法的缺点，对非结构化和结构化这两类信息转 

换为 Ⅺ 进行分别处理： 

(1)对于非结构化域，如“Received”那么将域体部分直接 

作为元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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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结构化域，类型信息和表示信息都以“Content-” 

开头，我们采用以下的步骤变换，域名作为元素的标注名，域 

体直接作为元素的内容，如果域体还包含属性，那么属性的名 

字作为元素的属性名，域体属性的值作为元素的属性值，例 

如： 

Content-Type．text／plaim eharset=“gb2312”被表示成 

(Content-Type charset= “gb2312”)text／plain(／Co ntent- 

Type)。 

但是这些信息和邮件主体的内容相关，我们把它们放人 

邮件体的XML标准化中，并未放人邮件头的标准化中。 

(3)地址信息是比较特殊的一类，语法结构最为复杂，有 

以下几种： 

·somebody@domain．com，这是最基本的邮件地址格 

式；． 
· Some Body(somebody@ domairL eom)，其 中“Some 

body"在 RF~22中被称为phrase，MUA常常显示邮件地址 

中的 phrase部分，而不是“()”中的 email地址平； 

·somdxxiy@domair~com (Some Body)，括号引进的字 

符串被称为 comment，它可以包含任意的说明信息。 

对于以上三种情况，我们将地址部分直接作为XML文 

档的元素的内容，而phrase或 comment部分应该是 email地 

址的补充，而不是邮件传输中起决定作用的元素。因此将它 

作为元素的属性更适当和简洁。例如： 

From：“wsf”(wsf@mes．nju．edtr cn>则对应地转换为 

(From n啪 e一“wsf")wsf@mes．nju．edu．en(／From> 

对于统一的消息模式来说，一般都具有收件人、发件人、 

时间、消息长度、主题这些信息，而邮件和其他类型的消息一 

般都会有自己的特别的一些头域 ，比如邮件可能有 Message- 

I【)、优先级等信息，相对短消息头部信息相对少些。考虑到可 

扩展性，将各种格式的消息中都有的域列出，其余的则插入 

Additional标记中，这样就克服了文[6]中Split-Files的缺点， 

EBNV7]表示邮件头如表 1。 

表 1 邮件头的 EBNF表示法 

beaderInfo=fromtolistdate subject content-Length additi~aal 
from=“<From"[attributeInfo]“、 Value“<／From> 
to=“<To [attfibuteInfo]“> ValIle“<／To> 
tolist=to(to} 
date=“<Date> Value“<／Date> 
∞nt∞t_I 匝h一“<Contmt-~ > Digital“(／Content-Length>" 
additional= {“( 协gNar {attributdrffo}“>”Vallie“(／ tagNa~  
“> ) 

tagName=[‘‘Received I“M m妒 Ⅱ)，’I“Cc I“MIME-Version”l 
“M 鞠昌9}-Ⅱ lextcmion-fieldIu．~r-defined-fidd] 

attributeInfo=“rⅢ = V Ile 
extemk~-field= (* Any field which is defined in a dooln'~ t pub- 

Iished as a formal e)ct日lsion to RF℃822；r跚 wilI have r扭rnes be- 

sinning withthe “X- *) 

u9er il field= (* Any field w has嗽 been defmed in 
RFC822 or published as arI extensiontORFC822；mrnesfor such 

fidds must be maique and r瑾Iy be plP．aTlpted bly published exten- 
日 ’ 

对于头部信息进行语法分析转换得到的XML文档给应 

用程序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应用程序只要根据域名即可得到 

相应的信息，原来混杂在域体中的属性可以直接作为元素的 

属性存取。 

2．3 正文部分的处理 

在 045中提到 MIME的概念，它是当前广泛应用 

的一种电子邮件规范，MIME实体实际上成为组成邮件的基 

础，从最简单的邮件到复杂的邮件，其邮件组成单位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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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ME实体。MIME实体可以看作是一个由Content-Type 

域、Content-Transfer-Encoding域以及其他可选域组成头部， 

任意多行以CRLF结束的文本组成内容的语法单位。 

邮件头相当于传统邮件中的信封，和邮件体是逻辑上独 

立的，这样就要求邮件体的处理能够和整个邮件头无关，而邮 

件头中的 content-type域表明了 MIME内容类型以及编码信 

息等，Content-transfer-Encoding说明了 MIME内容的传输 

编码格式，所以在邮件头的XML化中，我们没有把这些类型 

信息和表示信息直接放人邮件头的XML文件中，将邮件体 

的 Ⅺ儿 设计成：整个 邮件正文 Body由一个 MI ME组成 ， 

MIME由 Info和 Body组成，Info中放的是这个 MI ME部分 

的类型信息和表示信息，如 Content-Type信息等，Body由若 

干个 MIME或纯文本组成，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嵌套定义。上 

述的邮件 XML格式有利于分开处理 ，因为邮件正文的处理 

(编码、解码等)除了和 Content-type、Content-Transfer-Enco— 

ding这些有关，与信封信息无关，所以将 content-type等信息 

放在体中，虽然 Content-Type这些信息在原始邮件中是显示 

在 头部 中的。将 Content-Type、Content-Tmnsfer-Encoding 

常用的信息列出，而将其余的插入 Additional标记中，这样的 

格式方便扩充，使用EBNF定义邮件体如表 2所示。 

表 2 邮件体的 EBNF表示法 

mime=info body 

info=“<Info>”headerInfo“(／Info>” 
body~{mime}l Value 
headerInfo=content-Type co ntent-Transfer-Encoding additional 

content-Type=“<Content-Type”{attributelnfo}“>”Value“<／ 
Content-Type)” 

co ntent-Tram fer-Encodin~= “<Co ntent-Transfer-Encoding>”value 

“<／Co ntent-Transfer-Encodin~>” 
additional={“<”tagName{attfibutelnfo}“>”value“<／”tagName 

“>”} 
attributeInfo= attributeNalTle“一 value 

tagN帅 e一[“Content-ID”l“Content-Disposition”l“Content-De— 
scription”l“Content-locatioaM l 

attributeName= [“boundary”l“nlLrne”l“charset”l“type”I 
“filename” 。 

表 3 基本邮件及其转换后的 XML文件 

原邮件 
Dlte：Fri，8 Oct 2oo4 09：33：48+O800 

From：“wmgslx~ g"<ws4@me~ u edu m> 
To：“t筐盹e，<住ster@tnes．nju edu co> 
Subject：test 
X-mailer#Fommil 5．O[cn] 
~ Veraion：1．0 

Cxmtent-Type：text／plain, 
d诅rset一“iso-8859—1” 

Cxmtent-Transfer—Ent~ing：7bit 

Thisis atestmail 

转换后的 XML文件 
<～k age> 

<Header> 

<FromIllm “wangshoufang'>wsf@rae~ u edu．cn<／From> 
<To mrne一“tester">tester~mes．nju．edu cn<／TO) 
<【 te)Fri，8 Oct 2004 09：33：48+0800<／Elate> 
<Subject>test<／Subject> 
(Content-Length)<／Cxmtent-1．,mgth) 
<Addi~ ><X．mailer>R)Ⅺnail 5．0[en-](／X-rmiler) 

<ktan~Version>1．O<／h击me-VerSion> 
<IAaditia-~> 
<／Header> 
<Body><MIME> 

( IF0> 

<Content-Type charset一“iso-8859—1”>text／plain<／Qmtent- 
Type> 

<Content-Transfer一 ng>7bit<／CC眦饥卜1 nsfe卜 ng> 

<／e~FO><Body>this is a test mail<／Body><／MIME> 
<／Body> 
(／Messa~> 

．  2．3．1 基本邮件的表示方法 最基本的邮件只包括一 

个 MIME实体，但是形式仍然和复杂的邮件是统一的。邮件 

可以在 MIME头部附加上一些域“From”，“To”，“Subject” 

等，下面的例子中斜体部分表示了附加在 MIME实体的域。 

在附加了这些域之后仍然是一个有效的MIME实体，因为按 

照 2045的规定，不以“Content-”开头的域出现在 MIME 

实体中可以忽略，对斜体的处理和前面我们介绍的邮件头部 

的处理方法完全一样，原邮件和转换后的XML文件见表 3。 

2．3．2 复合的 MIME实体 Co ntent-Type中的 type 

(主类型)为multipart的MIME实体，称之为复合实体，它由 

MIME实体的嵌套组成，是附件和多格式邮件的基础，email 

藉此传递多种信息，同时，这也是对 email分析的最大难点。 

越来越多的增强功能不可避免地导致格式种类繁多，语法也 

不甚严格。邮件处理软件对邮件正文的分析大量依赖于字符 

串的顺序搜索，效率十分低下，按照 content-Type的主类型来 

分，最常用的邮件的格式有以下几种： 

① 没有使用 multipart扩展的邮件，一般具有类型 text／ 

plain或者 text／html或者 text／xml； 

② 夹带附件的邮件，具有类型 multipart／mixed； 

③ 包含相同的信息不同展现形式的邮件，具有类型mul— 

tipart／alternative 

④ 存在内嵌资源的，具有类型multipart／related； 

可以看出，如果在邮件中要添加附件，必须定义 multi- 

part／mixed段}如果存在内嵌资源，至少要定义 multipart／re— 

lated段；如果纯文本与超文本共存，至少要定义 multipart／al— 

ternative段。“至少”的意思是 ：如果只有纯文本与超文本正 

文，那么在邮件头中将类型扩大化，定义为 multipart／related， 

甚至multipart／mixed，都是允许的[8]。内嵌资源是 MIME的 
一 个亮点，它能使邮件内容变得生动活泼。可在邮件的mul- 

tipart／related框架内定义一些与正文关联的图片。动画等， 

通常是在 HTML正文中，使得超级链接与内嵌资源相联系。 

复合实体有多种子类型，我们以mixed为例介绍，假设有 

一 个最简单的 mixed子类型 MIME实体，它包含一行“This 

is an example”文本和一个包含一个同样 内容的文本附件。 

为了节省篇章，我们只给出邮件正文和正文转换后的 XML 

文件，邮件头部处理和前面介绍的处理方法一致。对于下表 

左边的邮件正文，我们对应的XML文档使用元素的嵌套来 

表示，假设按照前文所述的方法将外层 MIME 实体称为 A， 

内层两个实体分别称为B和 C，那么 B和C成为 A的Body 

元素的子元素，这种结构非常清晰。参见表4。 

2．4 性能分析 

邮件表示成 XML文档之后，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 邮 

件的尺寸增加，标注给文档带来结构化特性的同时，也带来了 

信息冗余，因为XML文档的标注必须成对出现，为了对邮件 

大小的增加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包括 日常生活中接收的邮件 

以及科研中与他人联系的邮件进行了分析，实际转换结果的 

对比参见表 5。 

可以看出，按照我们的转换方法邮件的大小变化并不明 

显，幅度一般在 5 之内，转换后的大小基本上和转换前相 

当。可以看出，随着邮件的增大，增长越来越不明显。增长的 

主要原因是标注，但是在 XML文件中我们消除了原来邮件 

中一些空格、注释等，两者起了一些抵消作用，增量并不明显， 

因此还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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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原邮件正文以及正文转换的XML文件 

原邮件正文 正文转换的XML文件 

Content-Type：multipart／mixed； <Body><MIME><]NFO> 

boundary=”example-boundary” <Content· boundary=”exam ple·bo undary”>multipart／mixed <／Content·Type> 

<Content．Transfer．Encoding><／Content．Transfer-Encoding> 

一 example-boundary -、 <／INFO><Body> ～ 

ContenbType：tex~plain；charsct=”UrF·8” <MIME><INFO> I 
Content-Transfer-Encoding："／bit 文本信息 <Content-Type chat'set='。urF·8”>tex~plain<／Content-1~jpe> 》l喝 

1’hi。isan。 ple 
—J A <Content．Transfer．Encoding>7bit<／Content-Transfer-Encodin2=> l 

<／INFO><Body>This is all example<／Body><／MIME> ，、 
· · exam ple·boundary <MIME><INFO> I 

Content·螗 ：application／octet—str~ ；name--”demo．Utt <Content-Type nanl~~”demo．Utt”>application／octet—stream<／Content-Type> 
c0ntent-Transfer-Encod ng：7b 文本附件 <Content—Transfer-Encoding>7bit<／Content—Transfer．Encoding> l 

<／INF0><Body>This is an example<／Bed y><／MIME> 

Thisis an example —J ~<／Body><／MIME><Body> 
． 一 examvle-bo undary-- 

表 5 邮件转换前后的大小比较 

3 应用举例 

转换后的 Ⅺ儿 文件是结构化的文档，易于被计算机处 

理，从我们的邮件的XIVlL标准化方法来看，我们分别详细对 

邮件头和邮件体进行 了 XIVlL转换，而头和体的处理充分考 

虑了独立性，力求在进行体(头)的处理时不需要查询头(体) 

的信息，由于无线设备容量和网络速度收到限制 ，这种方法能 

适用于无线设备上的邮件客户端，将邮件表示成 xML文件， 

根据用户设定的不受欢迎的主题和邮件地址等，自动将其删 

除邮件或拒收邮件内容。如果附件很大，使用转换化的XML 

文件可以方便地只查看邮件正文中的文本信息。甚至可以通 

过转换后的 XIVlL文件调用各种应用程序，比如将邮件 附件 

转发到最近的传真机。这样当用户出差在外，他们只想收看 

那些紧急的邮件，而不是所有的冗长而又复杂的邮件，用户使 

用移动电话阅读小数据量的邮件，大而复杂的邮件就转发到 

最近的传真机，然后在纸上处理。 

结束语 XIVlL技术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各种应用对 

它的支持也在逐步加强，目前，我们实现了使用协议将原始邮 

件转换为 XIVlL文件，可以弥补原始邮件格式的随意性的缺 

点，如果在简单邮件传输协议(Simple Mall Transfer Proto— 

col，SMTPC9])应用环境中XML成为传输emaU的基本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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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A／MTA可以节省很多分析工作。我们在邮件标准化时， 

不丢弃任何信息，以便信息能够重新构造和查询，这样就可以 

更大程度地适合于其他应用，比如转化成其他格式的消息进 

行转发等。在未来的情况下，可以设想，人们可以通过电子邮 

件发送命令控制各种终端，比如要求打印，这些程序通过终端 

设备将接收到的邮件转交给被访问的应用程序进行处理。使 

用 XML统一表示各种信息，可以使不同媒介的信息能相互 

转换，用户可以随时随地通过任意一种终端，比如智能电话、 

计算机、PDA来收发任何消息，这样就方便了人们的工作和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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