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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建议书规定了在国际公众电信中使用的四种类型号码的结构和功能：地理区域、全球业务、网络和

成组国家（GoC）。对于每一种类型号码，规定了编号结构中各个组成部分和成功实现呼叫路由所需的号

码分析。附件A规定了国际公众电信号码（此后称为“国际E.164号码”）结构和功能方面的补充信息。附

件B规定了网络标识、业务参数、主叫/被连接线识别、拨号程序以及基于地理的ISDN呼叫寻址等方面的

信息。具体基于E.164的应用，在使用中会有所不同，另见单独的建议书。 

 

 

 

 

 
来    源 

ITU-T第2研究组（2005-2008）按照WTSA第1号决议规定的程序，于2005年2月24日批准了ITU-T 
E.164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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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国际电信联盟（ITU）是从事电信领域工作的联合国专门机构。ITU-T（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部

门）是国际电信联盟的常设机构，负责研究技术、操作和资费问题，并且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电信标准

化，发表有关上述研究项目的建议书。 

每四年一届的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确定ITU-T各研究组的研究课题，再由各研究组制定有

关这些课题的建议书。 

WTSA第1号决议规定了批准建议书须遵循的程序。 

属ITU-T研究范围的某些信息技术领域的必要标准，是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技术委员

会（IEC）合作制定的。 

 

 
注 

本建议书为简要而使用的“主管部门”一词，既指电信主管部门，又指经认可的运营机构。 

遵守本建议书的规定是以自愿为基础的，但建议书可能包含某些强制性条款（以确保例如互操作性或

适用性等），只有满足所有强制性条款的规定，才能达到遵守建议书的目的。“应该”或“必须”等其它

一些强制性用语及其否定形式被用于表达特定要求。使用此类用语不表示要求任何一方遵守本建议书。 

 

 

 

 
知识产权 

国际电联提请注意：本建议书的应用或实施可能涉及使用已申报的知识产权。国际电联对无论是其

成员还是建议书制定程序之外的其它机构提出的有关已申报的知识产权的证据、有效性或适用性不表示

意见。 

至本建议书批准之日止，国际电联尚未收到实施本建议书可能需要的受专利保护的知识产权的通知。

但需要提醒实施者注意的是，这可能不是最新信息，因此大力提倡他们查询电信标准化局（TSB）的专利

数据库。 

 

 

 

 
 国际电联 2005 

版权所有。未经国际电联事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手段复制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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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T E.164建议书 

国际公众电信编号计划 

1 引言 

电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为满足用户不断增长的多样化的需求，出现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公众交换网

（固定和移动电话、数据等），使得有必要为各种网络结构（即电路、分组、基于IP等）规定一种统一的

用户访问方式。这些网络体系结构在许多国家正在实施中，最终将能承载所有现有的和新的业务。 

为了给这些新情况提供一个宽泛的基础，编号和原来的国际电话业务保持一致。 

2 范围 

本建议书规定了在国际公众电信中使用的四种类型号码的结构和功能：地理区域、全球业务、网络和

成组国家（GoC）。对于每一种类型号码，规定了编号结构中各个组成部分和成功实现呼叫路由所需的号

码分析。附件A规定了国际公众电信号码（此后称为“国际E.164号码”）结构和功能方面的补充信息。附

件B规定了网络标识、业务参数、主叫/被连接线识别、拨号程序以及基于地理的ISDN呼叫寻址等方面的信

息。本建议书还描述了一种能够开展潜在的新的国际公众通信业务试验的资源。具体基于E.164的应用，其

用法方面会有所不同，由单独的建议书规定，如ITU-T E.168建议书 — UPT中E.164编号计划的应用。 

3 参考文献 

下列ITU-T建议书和其他参考文献的条款，通过在本建议书中的引用而构成本建议书的条款。在出版

时，所指出的版本是有效的。所有的建议书和其他参考文献都面临修订，使用本建议书的各方应探讨使用

下列建议书和其他参考文献最新版本的可能性。当前有效的ITU-T建议书清单定期出版。本建议书中引用

某个独立文件，并非确定该文件具备建议书的地位。 

— ITU-T Recommendation E.123 (2001), Notation for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elephone numbers, e-mail 
addresses and Web addresses. 

— ITU-T Recommendation E.129 (2002), Presentation of national numbering plans. 

— ITU-T Recommendation E.131 (1988), Subscriber control procedures for supplementary telephone 
services. 

— ITU-T Recommendation E.164.1 (2005), Criteria and procedures for the reservation, assignment and 
reclamation of E.164 country codes and associated identification codes (ICs). 

— ITU-T Recommendation E.164.2 (2001), E.164 numbering resources for t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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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U-T Recommendation E.164.3 (2001), Principles, criteria and procedures for the assignment and 
reclamation of E.164 country codes and associated identification codes for groups of countries. 

— ITU-T Recommendation E.166/X.122 (1998), Numbering plan interworking for the E.164 and X.121 
numbering plans. 

— ITU-T Recommendation E.168 (2002), Application of E.164 numbering plan for UPT. 

— ITU-T Recommendation E.169 (1998), Application of Recommendation E.164 numbering plan for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freephone numbers for international freephone service. 

— ITU-T Recommendation E.169.2 (2000), Application of Recommendation E.164 numbering plan for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numbers for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using country codes for 
global services. 

— ITU-T Recommendation E.169.3 (2000), Application of Recommendation E.164 numbering plan for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shared cost numbers for international shared cost service. 

— ITU-T Recommendation E.190 (1997), Princip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management, assignment and 
reclamation of E-series international numbering resources. 

— ITU-T Recommendation E.191 (2000), B-ISDN addressing. 

— ITU-T Recommendation E.213 (1988), Telephone and ISDN numbering plan for land mobile stations in 
public land mobile networks (PLMN). 

— ITU-T Recommendation E.214 (2005), Structure of the land mobile global title for the signalling 
connection control part (SCCP). 

— ITU-T Recommendation E.331 (1991), Minimum user-terminal interface for a human user entering 
address information into an ISDN terminal. 

— ITU WTSA (Florianopolis 2004) Resolution 20, Procedures for allo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numbering, naming, addressing and identification resources. 

— ETS 300 738 ed.1 (1997-06), Human Factors (HF); Minimum Man-Machine Interface (MMI) to public 
network based supplementary services. 

— TS 100 907 V7.1.0 (1999-08), Digital cellular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 (Phase 2+) (GSM); Man-
Machine Interface (MMI) of the Mobile Station (MS) (GSM 02.30 version 7.1.0 Release 1998). 

4 定义 

在综合业务环境中，所有网络和业务的术语都必须保持相容和一致。本建议书规定下列术语。 

4.1 address  地址 

 F: adresse 

 S: dirección 

字符串或者十进制数字、符号和附加信息的组合，用以标识公众网络或（适当时）与其他网络互连的

专用网络中的一个连接的某个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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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ountry code (CC) for geographic areas  地理区域国家码（CC） 

 F: indicatif de pays pour zones géographiques 

 S: indicativo de país para áreas geográficas 

1位、2位或者3位数字的组合，用以标识一个国家、综合编号计划中的国家组或者某个地理区域。 

4.3 country code (CC) for global services  全球业务国家码（CC） 

 F: indicatif de pays pour les services mondiaux 

 S: indicativo de país para servicios mundiales 

一个3位数字的国家码，用以标识全球业务。 

4.4 country code (CC) for groups of countries  成组国家码（CC） 

 F: indicatif de pays pour les groupes de pays 

 S: indicativo de país (cc) para grupos de países 

一个共用的3位国家码，和组标识码共同标识一组国家。 

4.5 country code (CC) for networks  网络国家码（CC） 

 F: indicatif de pays pour les Réseaux 

 S: indicativo de país para Redes 

一个共用的3位国家码，和标识码共同标识一个国际网络。 

4.6 country code (CC) for trials  试验国家码（CC） 

 F: indicatif de pays pour les essais 

 S: indicativo de país para (cc) para ensayos 

一个共用的3位国家码，和3位试验标识码共同标识一个试验。 

4.7 destination network (DN) code  目的地网号 

 F: indicatif de réseau de destination (DN) 

 S: indicativo de red de destino (DN) 

国际E.164编号计划中的一个可选域，标识为目的地用户提供服务的目的网络。它实现NDC的目的地

网络选择功能。在一些情况下，它可以和长途区号共同组成NDC。网号可以是1位或者多位十进制数字的

组合（不包括任何呼叫前缀）。 

4.8 dialling plan  拨号计划 

 F: plan de numérotation 

 S: plan de marcación 

字符串或者十进制数字、符号和附加信息的组合，定义编号计划使用的方法。拨号计划包括呼叫前

缀、后缀和附加信息的使用、编号计划的补充以及完成呼叫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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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global service  全球业务 

 F: service mondial 

 S: servicio mundial 

由ITU-T定义的在公众交换网上提供的一种业务，ITU-T为该业务分配一个国家码，使该业务能够在两

国或者更多国之间以及/或者在不同综合编号计划之间提供。 

4.10 global subscriber number (GSN)  全球用户号码 

 F: numéro d'abonné mondial (GSN) 

 S: número de abonado mundial (GSN) 

国际E.164号码中的一部分，标识全球业务中的一个用户。 

4.11 group identification code (GIC)  组标识码  

 F: code d'identification de groupe (CIG) 

 S: código de identificación de grupo (CIG) 

分配给成组国家的1位数字标识码。 

4.12 group identification code administrator (GICA)  组标识码管理者（GICA） 

 F: administrateur de code d'identification de groupe (GICA) 

 S: administrador de códigos de identificación de grupo (GICA) 

受委托管理CC+GIC后号码资源的组织。 

4.13 groups of countries (GoC)  成组国家 

 F: groupe de pays (GoC) 

 S: grupo de países (GoC) 

几个ITU-或者UN-组织的国家，共用同一个CC+GIC。 

4.14 identification code (IC)  标识码 

 F: code d'identification (IC) 

 S: indicativo de identificación (SC) 

跟在网络国家码后面的代码，唯一标识一个国际网络。 

4.15 international prefix  国际呼叫前缀 

 F: préfixe international 

 S: prefijo internacional 

1位或多位数字的组合，用以指示其后是一个国际E.164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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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international public telecommunication number  国际公众电信号码 

 F: numéro de télécommunications publiques internationales 

 S: número de telecomunicaciones públicas internacionales 

一个十进制数字串，对于地理区域国家码，唯一标识一个用户或者业务提供点；对于全球业务国家

码，标识该业务的用户；对于网络，标识该网络的用户。 

国际公众电信号码（此后称为“国际E.164号码”）既可具有名字功能，也可具有地址功能。可携带

性减弱了号码的地址功能。号码更多地具有名字功能。 

号码包括国家码以及其后的数字，但不包括国际呼叫前缀，包含了将呼叫路由到公众网络上某个终端

点的必要信息（也包含了将呼叫前转到专用网络上的补充信息）。这些号码有时特指“E.164号码”或者

“国际号码”。 

4.17 name  名字 

 F: nom 

 S: nombre 

名字是字符的组合，用以标识用户。这些字符可包括数字、字母和符号。 

4.18 national (significant) number（[N(S)N]）  国内（有效）号码 

 F: numéro (significatif) national [N(S)N] 

 S: número (significativo) nacional [N(S)N] 

国际E.164号码的一部分，跟在地理区域国家码的后面。国内（有效）号码由国内目的地码（NDC）
及后面的用户号码（SN）组成。N（S）N的功能和格式由国内自行规定。 

4.19 national (trunk) prefix  国内（长途）字冠 

 F: préfixe (interurbain) national 

 S: prefijo (interurbano) nacional 

1位或多位数字的组合，供用户拨打国内非本编号区电话时使用。它提供进入自动的发话长途设备的

途径。 

4.20 national destination code (NDC)  国内目的地码 

 F: indicatif national de destination (NDC) 

 S: indicativo nacional de destino (NDC) 

国际公众电信编号计划（此后称为“国际E.164编号计划”）中，国内部分的一个可选域，和用户号

码（SN）共同组成基于地理区域的国际E.164号码中的国内（有效）号码。NDC可选择采用网号和/或长途

区号方式。 

NDC可以是1位或者多位十进制数字的组合（不包括任何呼叫前缀），它标识了一个国家（或者综合

编号计划中的成组国家、地理区域）/网络/业务中一个编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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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Network  网络 

 F: Réseau 

 S: Red 

国际范围内互连的物理节点和操作系统，它由一个或几个组织机构运营和维护，用以提供国际公众电

信业务。专用网络不属于该范围。 

4.22 numbering plan  编号计划 

 F: plan de numérotage 

 S: plan de numeración 

编号计划是指在计划中使用的号码的格式和结构。号码一般由十进制数字组成，用于鉴权、路由和计

费等功能，通常将十进制数字分成几组，用来标识不同的意义，如国家、国内目的地以及用户。 

编号计划不包括呼叫前缀、后缀以及完成呼叫所需的附加信息。 

国内1编号计划是国际E.164编号计划在国内的实现。 

4.23 prefix   呼叫前缀 

 F: préfixe 

 S: prefijo 

呼叫前缀是一个指示符，由1位或多位数字组成，允许在号码格式、网络和/或业务上有不同的选择。 

4.24 subscriber number (SN)   用户号码 

 F: numéro d'abonné (SN) 

 S: número de abonado (SN) 

国际E.164号码的一部分，用以标识网络或编号区域内的用户。 

4.25 trial identification codes   试验标识码 

 F: codes d'identification d'essai 

 S: código de identificación de ensayo  

3位标识码，用以唯一标识国际公众通信业务试验的参加者。 

4.26 trials   试验 

 F: essais 

 S: ensayos 

____________________ 
1 本建议书中，“国内”定义为一个国家、成组国家、全球业务或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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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的国际公众通信业务的临时实施，以验证它在技术、运营和商业上的可行性。 

4.27 trunk code (TC)   长途区号 

 F: indicatif interurbain (TC) 

 S: indicativo interurbano (TC) 

1位或多位数字的组合，不包括国内（长途）字冠，标识国家（或一个综合编号计划下的成组国家，

或者某个地理区域）内的一个编号区。 

当主叫和被叫在不同的编号区时，需将长途区号置于被叫用户号码前。长途区号是NDC的一种应用。 

5 缩写 

本建议书采用下列缩写。 

CC 国家码 

CCITT 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 

CDLI 被叫线识别 

CLI 主叫线识别 

COLI 被连接线识别 

DN 目的地网络 

GoC 组成国家 

GIC 组标识码 

GICA 组标识码管理者 

GSN 全球用户号码 

IC 标识码 

ISDN 综合业务数字网 

ITU 国际电信联盟 

ITU-T 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部门 

NDC 国内目的地码 

NPI 编号计划标识符 

N(S)N 国内（有效）号码 

NT2 二类网络终端 

PSTN 公众交换电话网 

ROA 经认可的组织机构 

SA 子地址 

SN 用户号码 

TIC 试验标识码 

TC 长途区号 

TON 号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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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B 电信标准化局 

UIFN 国际通用免费电话号码 

6 国际E.164号码结构 

本节规定了国际E.164号码的四种不同结构： 

· 用于地理区域的国际E.164号码。 

· 用于全球业务的国际E.164号码。 

· 用于网络的国际E.164号码。 

· 用于成组国家的国际E.164号码。 

6.1 国际E.164号码的长度 

ITU-T建议用于地理区域、全球业务、网络和成组国家的国际号码长度最长15位（不包括国际呼叫字

冠）。管理部门应尽量将号码限制在和满足业务需求相一致的长度。 

6.2 国际E.164号码的结构 

6.2.1 用于地理区域的国际E.164号码（如图1）由变长的十进制数字组成几个域，即国家码域和国内

（有效）号码域。 

用于地理区域的国际E.164号码结构如图1所示。 

 

图 1/E.164－用于地理区域的国际E.164号码结构 

6.2.2 用于全球业务的国际E.164号码（如图2）和具体业务相关，它由3位全球业务国家码和全球用

户号码（GSN）组成。 

用于全球业务的国际E.164号码结构如图2所示。号码格式和具体业务相关，取决于相关建议书如ITU-
T E.169建议书 — 通用国际被叫集中付费电话号码的E.164编号计划的应用规定的编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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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E.164－用于全球业务的国际E.164号码结构 

6.2.3 用于网络的国际E.164号码（如图3）由十进制数字组成三个码域，分别为3位网络国家码

（CC）域、1到4位长的IC域、最长为15－CC和IC域的号码总位长的用户号码（SN）域。 

用于网络的国际E.164号码结构如图3所示。 

 

图 3/E.164－用于网络的国际E.164号码结构 

6.2.4 用于成组国家的国际E.164号码（如图4）由十进制数字组成三个码域，分别为3位成组国家码

（CC）域、固定为1位长的组标识码域、最长为11位长的用户号码（SN）域。 

用于成组国家的国际E.164号码结构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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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E.164－用于成组国家的国际E.164号码结构 

6.3 国家码（CC）的分配 

6.3.1 国际码可以分配给地理区域、全球业务、网络或者成组国家。 

6.3.2 TSB定期公布分配给地理区域、全球业务、网络和成组国家的国家码状态。 

6.3.3 所有剩余的国家码将以3位为基础进行分配。 

6.3.4 国家码的分配和预留应该遵从ITU-T E.164.1建议书定义的地理区域、全球业务和网络以及ITU-
T E.164.3建议书定义的成组国家、E.164.2定义的试验国家码的规则和程序。 

6.4 标识码、组标识码和试验标识码的分配 

6.4.1 TSB和国家码一起定期地公布已分配和预留的各类标识码。 

6.4.2 各类标识码的分配和预留应遵从ITU-T E.164.1、E.164.2或者E.164.3建议书中规定的相关规则

和程序。 

7 用于地理区域的国际E.164编号 

用于地理区域的国际E.164编号的分配原则、规则和程序见ITU-T E.190和E.164.1建议书。 

7.1 地理区域国家码 

国家码用来选择目的地国家2（即标识的用户注册的国家或者业务提供地点所在的国家），1到3位
长。 

____________________ 
2 本节中“国家”、“目的地国家”、“发起国家”是指某个国家、综合编号计划下的一组国家或某个地理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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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国内（有效）号码  

7.2.1 ITU-T建议国内（有效）号码的最大长度应等于15－n，其中n为国家码的位数。 

7.2.2 N（S）N用于选择目的用户（在第7节中，“用户”指使用者或者业务提供点）。但在选择目

的用户过程中，可能需选择目的地网络。为了实现这种选择，N(S)N域由国内目的地码（NDC）和其后的

用户号码（SN）组成。在一些国内应用中，NDC和SN需连接在一起共同组成一个呼叫序列。 

7.2.3 若使用，NDC位长可变，根据每个国家的需要而定。每个NDC可选择如下的结构： 

a） 网号（DN），用于选择目的用户所在的目的地网络； 

b） 长途区号（TC）； 

c） 网号和长途区号（TC）的任意组合。 

一个国家的NDC可以选择上述一种结构或者按照国内编号计划定义。 

注 — DN-TC和TC-DN的排列顺序属于国内问题。NDC各种结构（TC/DN）如图5所示。 

7.2.4 SN的长度取决于目的地国家的需求。 

7.2.5 当需要识别目的地国家内的某个网络时，应在国际E.164号码中使用NDC。 

 

图 5/E.164－NDC的多种结构 

7.3 呼叫前缀 

7.3.1 应用 

呼叫前缀是一个指示符，由1位或者多位数字组成，允许在号码格式、网络和/或业务上有不同的选

择。呼叫前缀不是国际E.164号码的一部分，不在国际间传送。国内网络之间是否传送呼叫前缀，属于国

内问题。 

在国内，呼叫前缀也可以用于运营商网络和业务的选择。 

7.3.2 国内（长途）字冠 

国内（长途）字冠不包括在N（S）N中。因此，在国际业务中，不必拨目的地国家的国内（长途）

字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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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注意，在一些国家，通常将国内（长途）字冠包含在国内拨号计划而不是N（S）N中。因此必须区

分这种国内定义和国际通用的ITU-T定义。为了避免误解，ITU-T的定义在中间括号内加入“有效”两个

字，读作“国内（有效）号码”。 

ITU-T建议国内编号计划的管理者采用1位数字作为长途字冠，用于接入到国内自动长途网络的指示，

其优选0。但不管采用哪个数字作为长途字冠，该数字都应未包括在已经使用的N（S）N号码中的第一位

数字。 

作如上建议的理由是： 

— 最大可能的统一不同国家使用的国内（长途）字冠，使用户从一个国家旅行到另一个国家时，拨号

尽量简单； 

— 尽量减少拨叫的号码； 

— 减少在自动国际操作中，由于不准拨入目的地国家的长途字冠而引起的用户问题。 

在自动国际业务中，国际前缀和被叫的国家码后，应拨入被叫用户的N(S)N（也就是说，不能拨入国

内（长途）前缀）。 

国际和国内E.164号码中字符和空格的使用和打印，详见ITU-T E.123建议书。 

7.4 国内编号计划 

7.4.1 国内编号计划的特征 

每个国内编号计划的管理部门应充分考虑为其网络制定国内编号计划。该计划应满足如下原则： 

a） 具有足够的余量，满足国内用户数和业务未来的增长； 

b） 考虑国内网络最终将允许其他国家的用户通过国际拨号程序接入； 

c） 不管从国内编号计划下的什么地方发起呼叫，用户可以使用相同的N(S)N还是SN被呼叫，属于国内

问题。 

编号计划将以现在应用在国内和国际公众电话网的编号计划为基础进行适当演变。 

有多个目的地（如ROA或网络运营商）服务于被叫方的地理区域时，目的地国家的国内编号计划应提

供区别不同ROA或网络运营商的方法。 

编号计划格式中全部使用0-9这10位数字，包括用户号码、国内（有效）号码和国家码。 

呼叫前缀和其他标识选择程序或网络业务参数（如服务质量或传输时延）的信息不属于号码的一部分。 

综合编号计划中应包括一个明确的国家标识。若需要，号码中还可标识出这些国家内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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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国内编号变化的通告 

国内编号计划管理部门应在国内编号计划重大变化之前，在非绑定信息的基础上通知ITU-T，使这些

信息可由TSB进行公布。为了确保将正式的、及时的信息发布到最大范围，建议至少提前2年提交通告。 

鼓励国内编号计划管理部门在国内编号计划重大变化实施前通知其他国内编号计划管理部门。ITU-T 
E.129建议书为所有国家规定了一种标准的描述国内编号计划的方法（即每个国家对国际E.164编号计划的

国内实现），以及将这些信息（和信息的变化）通知所有感兴趣方的方法。 

7.5 数字分析 

7.5.1 为了确定： 

— 目的地国家； 

— 最优的网络路由； 

— 正确计费； 

发端国家必须对国际E.164号码进行数字分析。国内目的地码（NDC）具有长途区号和/或网络标识的

功能，它的长度增加了对数字分析的要求。因此需慎重考虑国内目的地码的分配规划。 

7.5.2 在国际呼叫中，发端国家需作的数字分析位数，应不超过： 

— 当国家码为3位数字时，需要分析4位N（S）N； 

— 当国家码为2位数字时，需要分析5位N（S）N； 

— 当国家码为1位数字时，需要分析6位N（S）N。 

7.5.3 国内编号计划应满足对国际来话的数字分析不超过规定的对N(S)N分析的位长，但允许： 

a） 确定反映经济和其他适当的网络因素的路由； 

b） 在那些具有费用差别的国家内区分不同费用； 

8 用于全球业务的国际E.164编号 

用于全球业务的编号计划和具体业务相关。全球业务的E.164国家码的使用需遵守ITU-T E.190建议书

中规定的编号分配原则，以及ITU-T E.164.1建议书中规定的具体业务识别、规则和程序。并参考相应的关

于编号方案、具体业务原则的编号建议书，如ITU-T E.168建议书 — UPT的E.164编号计划的应用。 

用于全球业务的国际E.164号码由3位全球业务国家码和全球用户号码（GSN）组成。最长15位（如

图2）。 

8.1 全球业务国家码 

全球业务国家码用于标识全球业务，3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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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全球用户号码 

全球用户号码（GSN）是全球业务的国家码后的数字。这些数字的结构和功能和具体应用相关，将在

适当的全球业务编号建议书中规定，如ITU-T E.169建议书 — 通用国际被叫集中付费电话号码的E.164编号

计划的应用。 

8.3 数字分析 

全球业务的数字分析和具体业务相关。为了确定具体的全球业务、路由和计费，数字分析不应该超过

7位，如3位CC＋4位N(S)N。参考相应的关于具体的全球业务号码分析要求的ITU-T编号建议书。 

8.4 用于全球业务的国际E.164编号的演进 

编制用于全球业务的编号计划时，需考虑那些已经在使用相似业务的用户，将他们国内用户号码

（SN）变为全球业务号码（GSN）。 

假设ITU-T认可的全球业务和地理位置无关。 

若在全球业务实施中，有两种编号需求，又没有具体业务的解决程序，则两种编号需求的程序应参见

ITU-T E.169建议书 — 通用国际被叫集中付费电话号码的E.164编号计划的应用。 

9 用于网络的国际E.164编号 

用于网络的国际E.164编号的分配原则、规则和程序参见ITU-T E.164.1和E.190建议书。 

用于网络的国际E.164号码由3部分组成：共用的3位网络E.164国家码、标识码以及用户号码（见图

3）。用于网络的国际E.164号码的最大为15位长。 

9.1 用于网络的国家码 

即用于网络的国际E.164号码的前三位数字。用于网络的国家码是共用的3位数字，和标识码共同标识

网络。 

9.2 标识码 

标识码为1到4位数字，用于标识网络。用于网络的国际E.164号码中，这些数字跟在共用的国家码后。 

9.3 用户号码 

用户号码是在共用的国家码和IC后的数字。其结构和功能由网络运营商决定。用户号码的最大长度等

于15减去CC和IC的位数和。其最小长度如下： 

— 当IC为1位数字时，用户号码为9位； 

— 当IC为2位数字时，用户号码为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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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IC为3位数字时，用户号码为7位； 

— 当IC为4位数字时，用户号码为6位。 

另外，用于网络的编号资源总容量的最多10％，CC+IC后的长度允许批准小于所要求的最短位长。 

9.4 数字分析 

呼叫用于网络的国际E.164号码，需分析的最大位长为7位，其中包括3位E.164国家码、标识码和用户

号码中前面的有效数字（若有）。为了确定路由和计费，至少应分析3位的国家码和IC。 

10 用于成组国家的国际E.164号码 

用于成组国家的国际E.164号码分配的原则、规则和程序参见ITU-T E.164.3和E.190建议书。 

用于成组国家的国际E.164号码由3个部分组成：共用的3位成组国家的E.164国家码、1位组标识码和最

长11位的用户号码（见图4）。用于成组国家的国际E.164号码最长为15位。 

10.1 成组国家的国家码 

即用于成组国家的国际E.164号码的前三位数字。成组国家码的国家码是共用（在一组国家之间共

用）的3位数字CC和1位GIC唯一地标识一组国家。 

10.2 组标识码 

组标识码（GIC）长1位，用于唯一地标识一组国家。用于成组国家的国际E.164号码中，GIC紧跟在

共用的国家码后面。 

10.3 用户号码 

用户号码是在共用的国家码和IC之后的数字（最长为11位），用以标识GoC中的用户或者终端。用户

号码的最小长度为9位，但跟在CC+GIC后面的编号资源总量的最多10％被允许小于9位。用户号码的结构

和功能由GoC确定，由组标识码管理者（GICA）批准和管理。 

10.4 数字分析 

呼叫用于成组国家的国际E.164号码，需分析的最大位长为7位，其中包括CC域（3位）、GIC域（1
位）和用户号码的前3位。为了确定路由和计费，至少应分析4位数字（即CC+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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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用于试验的国际E.164号码 

目前已分配一个E.164国家码（即991）用于试验新的国际公众通信业务。另外，3位长的试验标识码

（TIC）域将和共用的国家码共同分配给试验参与方。关于这些资源使用方面的规定，详见ITU-T E.164.2建
议书。 

12 国际呼叫前缀 

ITU-T建议出于各种原因在国家之间、不同国内编号计划管理者之间以及国际网络运营商之间还没有

引入自动操作的国内编号计划的管理者，定义或修改他们的编号计划，采用由两位数字003组成的国际呼

叫前缀（用于接入到国际自动网络的码）。 

根据ITU-T E.123建议书，建议使用符号“＋”指示需要国际呼叫前缀。 

13 建议书历史 

ITU-T E.29建议书，1960年第一次出版，随后进行了修订。第一版本被重编号为CCIF no.26。 

ITU-T E.161建议书，1964年第一次出版，是E.29的重新编号。随后修订过数次。 

ITU-T E.163建议书，1980年第一次出版，将1976年的ITU-T E.161建议书中关于号码部分内容去掉，

并将其放到了新的ITU-T E.163建议书中。 

1991年，取消了ITU-T E.163建议书，并将其内容合并到了ITU-T E.164建议书中（见下面）。 

1984年ITU-T E.164建议书第一版。 

1988年ITU-T E.164建议书第二版。 

1991年ITU-T E.164建议书第三版－合并了ITU-T E.163建议书。 

1997年ITU-T E.164建议书第四版－合并了ITU-T E.160和E.162建议书。 

____________________ 
3 进一步区分国际网络运营商和/或他们提供的不同业务的方法，属于国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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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A 

国际E.164号码结构和功能的解释和说明 

A.1 范围 

A.1.1 国际E.164号码是在固定和移动网中实现全球寻址的基础。这些号码资源唯一地标识了用户－

网络接口，如PSTN/ISDN、移动终端和使用某种全球业务，如通用国际被叫付费业务号码（UIFN）的个

人。大多数业务/用户可直接寻址，但在非直接寻址时，需进行号码翻译，如UIFN。 

A.1.2 本附件提供了国际E.164号码结构和功能的解释和说明。这些结构/功能和技术实现无关，用来

对呼叫进行记录、计费或者路由。 

A.2 结构 

A.2.1 国际E.164号码具有分层结构，由国家码和其他必要的附加元素（NDC+SN，GSN，IC+SN或

GIC+SN）组成。国际E.164号码仅存在于国际层面，即CC和GSN结合形成一个拨叫序列。 

A.2.2 在NDC和SN结合组成一个拨叫序列或NDC不存在的国家中，本地和国内层面相同，用户号码和

国内（有效）号码之间没有区别。 

A.2.3 国际E.164号码具有分层结构，如图A.1所示。 

A.2.4 在本地层面，通常使用国内（长途）呼叫前缀接入到国内层面，使用国际呼叫前缀接入到国

际层面。 

A.2.5 仅在本地、网内和/或国内层面存在的号码，不在国际E.164号码考虑范围内。 

A.3 号码长度 

A.3.1 用于地理区域的国际E.164号码 

A.3.1.1 用于地理区域的国际E.164号码最大长度为15位。 

A.3.1.2 国内（有效）号码的最大长度等于15减去国家码的位长。 

A.3.1.3 用户号码的长度等于15减去国家码和国内目的码的长度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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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E.164－国际E.164号码的分层结构 

A.3.2 用于全球业务的国际E.164号码 

由于全球业务国家码为固定3位，因此全球用户号码的最大长度为12位。 

A.3.3 用于网络的国际E.164号码 

由于网络国家码为固定3位，因此标识码和用户号码的最大长度之和为12位。 

A.3.4 用于成组国家的国际E.164号码 

由于成组国家码为固定3位，组标识码为固定1位长，因此用户号码的最大长度为11位。 

A.3.5 号码长度总结 

表A.1总结了四种国际E.164号码在每个层面上的最大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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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E.164－最大号码长度 

层  面 地 理 区 域 全 球 业 务 网  络 成 组 国 家 

本地 15－(CC+NDC 的位数) NA NA NA 

国内 15－(CC 位数) NA NA NA 

网内 NA NA 15－(CC+IC 的位

数) 
NA 

国际 15 15 15 15 

NA 不适用 

A.4 用于地理区域的国际E.164号码的唯一标识 

A.4.1 用于地理区域的国际E.164号码在本地、国家和国际范围内，唯一地标识了一个用户，即在本

地拨用户号码，在国内拨国内（有效）号码和在国际上拨国际E.164号码，都标识同一个用户。 

A.4.2 不管呼叫从国内或者同一个CC标识下的地理区域内的什么地方发出，国内（有效）号码提供

了用户的唯一标识。 

A.4.3 不管呼叫从同一个NDC标识下的本地区域内什么地方发出，用户号码提供了用户的唯一标识。

用户号码是一个完整的号码，不能拆分。 

A.4.4 使用呼叫前缀区别用户号码和国内（有效）号码、国际号码，不改变国际E.164号码的唯一

性。 

A.5 用于全球业务的国际E.164号码的唯一标识 

用于全球业务的国际E.164号码仅在国际层面上唯一标识用户。它是一个完整的号码，不能拆分。 

A.6 用于网络的国际E.164号码的唯一标识 

为了举例说明，假设网内用户间拨叫使用用户号码。 

A.6.1 用于全球业务的国际E.164号码在网内唯一地标识用户，即在网内拨用户号码和国际E.164号
码，标识同一个用户。 

A.6.2 不管呼叫从网内，即同一个CC+IC标识下的什么地方发起，用户号码提供了用户的唯一标识。

用户号码是一个完整的号码，不能拆分。 

A.6.3 使用国际呼叫前缀区别用户号码和用于网络的国际E.164号码，不改变国际E.164号码的唯一

性。 



 

20               ITU-T E.164建议书  (02/2005) 

A.7 用于成组国家的国际E.164号码的唯一标识 

用于成组国家的国际E.164号码仅在国际层面上唯一识别用户。用于成组国家的国际E.164号码是一个

完整的号码，不能拆分。 

A.8 非E.164号码 

A.8.1 任何用于地理区域、全球业务、网络或成组国家的不符合附件或本建议书正文中定义的结构、

长度、唯一性要求的号码，都不属于国际E.164号码。 

A.8.2 若无双边协议，非E.164号码可能不能穿过网络边界。 

A.8.3 下面列出了部分第一类号码中非E.164号码的例子。 

A.8.3.1 本地特殊用途号码 

如，本地特殊用途号码（LSPN）是指比用户号码短，仅作为特殊用途使用，在一个NDC区域内限定

的地方有效的号码。 

LSPN具有分级结构，可分为如下三个层面： 

— 本地层面：LSPN。 

— 网内层面：NDC+LSPN。 

— 国际层面：CC + NDC + LSPN。 

LSPN比用户号码短，因此，在表A.1限制范围内。 

如果LSPN和NDC+LSPN终结在同一个业务上，则LSPN是一个国际E.164号码，不属于本例所述情

况。在本例中，在NDC区域内，根据主叫用户位置的不同，LSPN终结在不同的业务上。LSPN和

NDC+LSPN区分不开，因此不是国际E.164号码。 

A.8.3.2 国内使用的国际特殊号码 

本例中，国际特殊号码（ISPN）是指比一般的用户号码短、仅在提供该号码的国家里以国际号码格式

存在的号码。ISPN和用户号码的第一位或前几位数字相同。 

在国内，ISPN仅以国际层面出现，如下： 

— 国际层面：CC + NDC + ISPN。 

ISPN比用户号码短，因此，在表A.1限制范围内。 

在国内CC + NDC + ISPN可终结在一个业务中心。当ISPN的数字和一个用户号码的前几位相同时，由

于CC + NDC + ISPN和CC + NDC + SN的前几位无法区分，所有到该业务中心的国际来话无法接通，因此

不属于国际E.164号码。 

A.8.3.3 网络相关号码 

本例中，网络相关号码是指在一个有多个运营商存在、且网络运营商要求主叫用户拨叫附加数字的国

家里，连接到某个运营商网络的用户的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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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相关号码具有分级结构，可分为如下三个层面： 

— 本地层面：SN。 

— 网内层面：NDC+SN。 

— 国际层面：CC + AD+NDC +SN (见注)。 

注 — AD（Additional Digits，附加数字）是指网络运营商的标识数字，由国外的主叫用户加拨在号码前面，用

于明确指示到达某个国内网络的用户。  

网络相关号码不符合分级结构，由于它的号码多于国家码加上国内（有效）号码。AD不是国内（有

效）号码的一部分，但可能是区分国内（有效）号码和用户号码的国内前缀的一部分。 

由于NDC + SN和CC + NDC + SN指向两个不同的用户，网络相关号码不是唯一的。 

这种使用方式的网络相关号码，不属于国际E.164号码。 

A.8.3.4 超长的国内（有效）号码 

本例中，国内（有效）号码(NDC + SN)长度是可变的，且最长的国内（有效）号码超出了表A.1规定

的最大长度限制。 

号码具有分级结构，如下所示。这种结构和号码长度无关。 

— 本地层面：SN。 

— 国内层面：NDC+SN。 

— 国际层面：CC + NDC+ SN。 

大于表A.1中规定的最大值的国内（有效）号码(NDC + SN)和国际号码(CC + NDC+SN)，不属于国际

E.164号码。除表A.1中长度的限制外，大部分国内（有效）号码都和国际E.164号码一样，具有唯一性。 

 

 

附 件 B 

国际E.164号码在ISDN中的应用 

（为了更好地反映最新发展情况，附件B需做进一步的考虑。 
在2005-2008年研究期内有待进一步研究。） 

B.1 范围 

本附件介绍了国际E.164号码在ISDN编号和寻址中的应用。其他编号和寻址的要求见另外的建议书，

如B-ISDN的ITU-T E.191建议书。 

B.2 ISDN号码 

ISDN的编号是国际E.164编号计划的一个独立部分。 

ISDN号码是用于地理区域和网络的国际E.164编号在ISDN用户－网络接口或网络终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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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寻址  

B.3.1 标识符 

在ISDN边界外用户装置内某点的标识，需要将地址信息从公网转移到用户设备。可用两种方法进行

标识： 

— ISDN号码； 

— ISDN号码加其他地址信息。 

B.3.2 ISDN号码的寻址 

当选择用户装置内的目的地时，ISDN用户号码的最后几位数字作为部分号码转移到被叫用户装置

（见图B.1）。号码位数取决于被叫用户设备及使用的编号计划的容量。 

在使用部分号码的情况中，如二类网络终端（NT2），将在直接拨入补充业务中使用转移的数字。 

如果用户装置仅包含终端设备，将在多用户号码补充业务中使用转移的数字。 

 

图 B.1/E.164－ISDN号码的寻址 

B.3.3 子地址（网络地址的扩展） 

子地址在ISDN编号计划外提供了附加的寻址能力，属于ISDN寻址能力的一部分。子地址是跟在ISDN
号码后面的数字串。最大长度为20个八位字节（40个数字）。如图B.1所示，子地址可跟在ISDN号码后

面，组成ISDN地址，被转移到用户设备。 

子地址使用时，由主叫在呼叫建立程序中发送，并独立于ISDN号码和用户－用户信息，在网络中透

明传输。公网中不需要处理子地址信息。 

B.3.4 寻址和子地址寻址的结合 

子地址寻址可单独使用，也可和部分号码结合使用（见图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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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拨号程序 

B.4.1 本地、国内和国际的拨号程序同第7节。补充业务的用户控制程序在ITU-T E.131建议书（欧洲

也可参见ETSI ETS 738 和 TS 001 907）或具体业务的建议书中规定。 

B.4.2 无论呼叫从公网的什么地方发出，ISDN用户总是使用相同的用户号码。对于同一个编号区或

本地网络的呼叫，只拨用户号码。对于编号区或本地网络间的国内呼叫，可能需在用户号码前加拨国内前

缀和国内目的地码。 

B.4.3 使用子地址寻址的程序见B.3介绍。 

B.5 网络标识 

B.5.1 地理区域 

在有多个ISDN和/或公众交换电话网（PSTN）的国家，网络标识由国内自行规定。 

国内（有效）号码中的网络标识，应满足： 

— 国内所有目的ISDN和PSTN网应在同一个国家码下； 

— 国际E.164号码不应超过最大15位，也不应超过7.5节规定的需要分析的号码位数。 

— ISDN和PSTN网共用一个综合编号计划的国家，不强制要求规定网络标识。 

B.5.2 网络 

分配了网络码，就需补充分配一个标识码（IC），唯一地识别每个国际网络。 

对CC+IC进行数字分析，即可识别网络。 

B.6 业务参数 

ISDN号码本身并不能识别具体的业务属性，业务属性由具体的信令参数识别，不属于ISDN编号计划

范围。例如，一个ISDN呼叫，除了号码及可能的呼叫前缀外，还需在信令协议中提供承载能力的选择。

因此一个号码能够提供对多种业务的接入。 

B.7 主叫/被连接线识别 

主叫/被连接线识别(CLI/COLI)是网络中传送的地址信息，提供如主叫（或被连接）线标识显示等补充

业务。国际呼叫中CLI和COLI必须是完整的国际E.164号码格式，即国家码（CC）、国内目的码（NDC）
和用户号码（SN）。除子地址外，不应包括任何其他信息，如呼叫前缀或符号（如“＋”）。在使用网

络相关号码标识用户或网络业务的国家，CLI和COLI的格式由国内自行规定。在实现时，应使用NPI（编

号计划标识）TON（号码类型）机制定义主叫/被连接线的编号情况。对CLI/COLI穿越国际边界的授权，

由国内自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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