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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标准的演变

摘　要 　网络时代 ,元数据有以下特征 :功能上 ,描述从单一到综合 ;结构上 ,从整体式到模块

化 ,从万变不离其宗的大而全到千变万化的随机组合 ;形式上 ,从繁到简 ,并可以自由伸缩 ;覆盖

面 ,从包罗万象到面向特定学科、专业、文献类型 ;表现方式 ,从数字型字段代码到文字型含语义

的元素标签 ,并逐渐实现 XML 化 ;生成方式由手工向自动化方向发展。参考文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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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age of network , metadata have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 from singlenes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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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 10 余年来 ,随着网络化数据交流的普及应

用和数字图书馆的崛起 ,元数据的重要性受到广泛

认识 ,与其相关的标准的发展日益引人注目。元数

据的概念部分起源于图书馆编目工作 ,但是它的发

展趋势又超出图书馆的机读目录格式的格式标准。

如果不理清两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就无法在元数据

标准的研究与应用上取得快速的进展。

1 　怎样看待前网络时代机读目录格式
机读目录格式是图书馆编目规则与计算机磁带

存储格式的结合。图书馆编目规则是长期图书情报

工作的经验总结 ,它既是元数据概念的渊源 ,也是目

前处理书目数据、产生描述元数据的最佳方式。计

算机磁带存储格式是 60 年代计算机技术的产物 ,也

是目前机读目录格式继续发展的主要障碍。机读目

录格式的目录区、指示符和子字段都是为适应顺序

存取的技术要求而设置的。据此 ,我们可以说机读

目录格式是元数据标准中的一种 ,它需要改进的部

分是数据的组织结构 ,也就是如何将现有的数据元

素根据新技术标准 (如可扩充置标语言 XML)组织起

来。

为了发挥机读目录格式的作用 ,而且弥补现在

元数据中缺乏比较详细的综合性的描述元数据的缺

陷 ,机读目录格式已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标准工作

组的操作下 ,脱胎换骨 ,先是从机读目录格式中衍生

出来的元数据物件描述格式表 MODS(Metadata Ob2
ject Description Schema) ,紧接着是机读目录格式的

XML 表现形式 (MARC XML) ,再加上元数据编码与

传输标准 METS(Metadata Encoding and Transmission

Standard)的完善 ,使机读目录格式及任何其他描述

元数据记录都能被融入一个综合的元数据记录 ,“古

老”的机读目录格式终于又受到人们的青睐 ,其魅力

在新的一代数字图书馆中逐渐发挥出来。

在网络时代 ,如果简单地将机读目录格式划到

元数据标准之外 ,排斥机读目录 ,我们就无法将书目

记录与数字图书馆结合在一起 ,会将目前仍是主要

信息源的书目记录排除在数字图书馆之外。但是 ,

若一味坚持采用机读目录格式而阻止新的元数据标

准开发则会影响整个数字图书馆工作的进程 ,这是

我们需要避免的另一个极端。

2 　网络时代数据类型的特点
元数据是关于数据的数据 ,换句话说 ,元数据需

要容纳可能出现的任何类型的数据。多样化的数据

类型包括书目型数据、文献型数据 (半结构化或无结

构) 、数字型数据 (图、声、像) 、数值型数据 (地理数据、

统计数据、软硬件数据交换) 等。针对这些数据而产

生的元数据产品远远超出了机读目录格式时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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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概念的内涵。与处理单一数据类型的机读目录

格式相比 ,现今元数据所要担负的任务超过传统图

书馆过去能承担的范围 ,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每个方

面。从数量上看 ,现在一年中被处理和将被处理的

数据比过去图书馆处理了几十年的数据还要多。

3 　网络时代元数据的特征
数据类型的多样化和数据量的猛增、数字化信

息用户群体的形成以及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 ,促成

了元数据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我们以下分别从几

方面来考察。

311 　功能 :从单一 (描述) 到综合 (描述、管理、技术、

保护等)

机读目录格式的确应被纳入元数据标准或元数

据集的范围 ,但它只是所有元数据中一个侧重于书

目描述用的元数据标准 ,描述在这里基本上是其唯

一的宗旨。机读目录格式基本上满足了对各类型出

版物描述的需要 ,例如早中期的机读目录格式分别

为单本书、连续出版物、地图、缩微资料、音像资料等

等编制了特定的格式。到后期这些形式被有机地统

一起来了 ,但是其基本作用和使用方式并没有变。

以机读目录格式为代表的数据记录是在非数字化、

非网络化时代为了详细描述图书馆所收藏的出版物

而设计的 ,比起卡片式和书本式书目记录来 ,机读目

录格式机读记录已经是一个飞跃。自从有了联机目

录 ,起码读者不用到几十里外或几百里外去查目录 ,

或去验证某一本书或文献到底是不是自己所要的。

机读目录格式将过去印在卡片和书本目录上的信息

用机器可读形式存贮在数据库中 ,不仅方便管理、查

寻 ,而且通过联机形式得到信息共享 ,大大提高了图

书馆工作效率。但是 ,这种工作程序的主要功能局

限在“描述”方面 ,一条机读目录格式数据往往要动

用几十个字段和子字段 ,将一本书或其他实体的物

理特征和内容特征详细地记录在编码中。这种详细

程度是因为书目记录与图书馆馆藏中的实物是分开

的 ,书目记录需要帮助读者根据目录上的描述决定

此书是否就是他所要的。从目录厅到书库 ,又从一

个目录柜到一排书架 ,最起码也要有点距离 ,一个读

者根据目录上的描述 ,决定一本书是否是他所要的。

在开架的情况下这些书可以直接由读者从书库中把

书取出来。在闭架的情况下 ,书单被送进书库 ,由馆

员取来 (至今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等

有世界一流藏书的图书馆仍是以闭架取书为主) 。

这种情况下 ,当要靠书目记录来决定取舍时 ,人们当

然总是希望对实体的描述越彻底越好。

数字化馆藏、特藏和数字化图书馆的基本特点

之一是信息源的数字化 ,几乎所有形式的出版物和

其他信息源都可以用数字化的形式来表现和存贮。

这几年 ,进展最明显的主要是图像、声音文字材料等

的处理。一个人在计算机目录上找到一条关于某作

品的记录时 ,就可以直接点击联到原作的数字化版

本。这种情况下 ,对元数据记录关于文献源的详细

描述的要求就自然而然地降低了。另一方面 ,由于

一个作品现在往往不仅有其最原始的出版形式 ,通

过数字化等过程又产生一个或多个衍生品 ,这就要

求在书目数据中加入管理元数据内容 ,阐明每个原

作和衍生作品的版权所有、使用权限、参与部分制作

的单位的情况等。同时 ,每个数字化的文件在使用

中又有对平台、软件、插入软件 ( PLU G2IN) 等的要

求 ,有在其数字化过程中经过处理的各种参数 ,例如

存贮格式 ( PDF ,DOC ,J PG , GIF 等) 扫描清晰度。体

积、文件 SIZE等。这些则要求在书目数据中加入技

术元数据内容。根据各种类型数字图书馆的需要 ,

有些记录中还要求加入保存元数据内容。这样 ,现

在的元数据的功能不再仅仅是描述或以描述为主 ,

元数据集描述、管理、结构、技术、保存等信息为一

体 ,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功能早已超出了单纯的书目

描述功能。

312 　结构 :从整体式到模块化

描述、管理、结构技术、保存等元数据元素的存

在给机读目录格式时代的元数据带来了另一些特

点。首先 ,元数据可以是模块化的 ,即描述、管理、结

构技术、保存等方面的元数据可以各自在自己的模

块中形成 ,有些是批量形成 ,有些可以是自动形成。

模块不一定要由同一个人、同一个部门做成 ,而形成

的模块又可以被反复使用、分散使用或修改 ,既避免

重复 ,又保证了一致性。例如 ,一幅关于武汉黄鹤楼

全貌的摄影作品经数字化处理后可能产生好几份文

件 ,例如按不同清晰度扫描或存贮成 TIFF 或 J PG格

式 ,这几份文件的元数据记录中 ,描述元数据部分可

能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是技术元数据部分则不同。

又如 ,该摄影者将图片的出版印刷等权利卖给了不

同的出版者 ,其中有一处将照片放入网上教学教材

中 ,另一处将其加工制成电子明信片的形式 ,还有一

处将其电子版复原成与原件一模一样的作品 ,存在

档案中 ,请注意 ,这时的电子版文件是由不同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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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的。这种情况下 ,该照片的描述部分可能还是

相同的 ,但其管理和技术元数据成分则各有不同。

模块化的另一个好处是不要求采用唯一的、统

一的元数据格式标准。大家不需要非要采用机读目

录格式或都柏林核心集的格式来生产元数据记录。

有必要时 ,不同格式下产生的数据可以互相转换 ,比

如在甲方可以将乙方的原始元数据记录根据甲方需

要转换过来。有的时候 ,这种转换甚至都成了多余

的。例如 METS的思想 ,是像粘胶一样 ,把不同模块

粘在一起 ,人们可以把描述部分放上详细的数据 ,也

可以只是放上引导 (链接) 到该描述元数据记录的

URL 。对结构、技术、管理等部分也可照此处理。这

种粘胶的方法 ,原则上允许任何形式的原始数据引

入。

模块化改变了过去用统一一种格式处理所有文

件、万变不离其宗的大而全方式、全国乃至全世界

“统一”化的方式。机读目录格式时代允许千变万化

的有机组合的局面 ,对于充分利用各种原始数据特

别是多年累积的书目数据 ,来兴建数字化馆藏和数

字化图书馆提供了先决条件。

313 　形式 :从繁 (几十个字段 ,上百个字段) 到简 (10

来个核心元素) ,并且可自由伸缩

机读目录格式时代的元数据也以简略著称。可

以说 ,“简单化”和“实用性”是一些主要元数据标准

的基本准则。过去机读目录格式本身的烦琐 ,加上

对英美编目条例 AACRII 的严格实施 ,和对国际标准

书目描述格式 ( ISBD) 的标点符号的严格采纳等 ,使

许多非图书馆编目人员望而生畏。比如 ,编目人员

除了要了解机读目录格式的固定字段和非固定字

段、可重复和不可重复字段的不同用法 ,还要掌握成

百个子字段的应用场合、第一和第二个指示符 ( IN2
DICA TOR)的取值条件等。每条机读目录格式数据

的产生往往需要耗费相当多的人力物力 ,而且只有

经过严格训练的编目人员才能做出符合质量要求的

书目记录来。对机读目录格式编目烦琐哲学的挑战

首先是都柏林核心集 (Dublin Core , DC)的“打群众战

争”的思想。面对浩瀚的网上资源、与日俱增的电子

化资源 ,过去那条机读目录格式编目的道路是行不

通的。DC 工作小组最早提出的 ,就是要让每个网上

资源的作者本人成为其作品的编目者 ,其采用的“核

心”一词 ,一语道破天机 ———不要烦琐的面面俱到、

层层区分的格式 ,而只要能揭示最基本特征的核心

元素。经过几次改进 ,DC 形成 15 个核心元素的一

套定义 ,根据需要 ,每个元素都可以重复使用 ,也可

以被弃之不用 ,十分灵活。

简单化并非是唯一的原则 ,它的实现还要靠可

伸缩的原则。都柏林核心集的可自由伸缩性保证了

某些具体项目的需要 ,例如 ,对需要具体一些的数据

源 ,DC 又定义了一套“特征词汇”(QUAL IFIER) ,允

许在一个元素下按照特征进行细分 ;此外 ,对于面向

类用户、资源的数据源 ,允许在 DC 基础上增加少数

元素 (例如 DC2教育版) 。尽管 DC 从纵向 (扩展的

“特征”)和横向 (增加的专用元素) 都有所发展 ,在申

报国家标准时 ,仍仅有 15 个核心元素被纳入和定为

国家 (N ISO)标准。在利用 DC 的基础而开展的 OAI

(开放描述数据) 的基本协议中 ,也只有 15 个核心元

素被 OAI 接纳 ,任何要参与在 OAI 下进行的数据交

换和投放库的数字图书馆 ,在自己的资源中虽然仍

可保留比 DC 更详细的记录 ,在交换中则必须将数据

转换输出或允许匹配为与 DC15 个元素一致的格式。

在机读目录格式之后制定的元数据标准 ,有简

有繁 ,一般来说越早期的越烦琐 ,比如档案元数据格

式 ( EAD)是继机读目录格式之后为了解决档案材料

的处理问题而编制的 , 其目的是协助查找档案

(FINDIN G AIDS) ,因为档案资料是以盒、文件夹为

单位的 ,FINDIN G AIDS也是为了检索者通过这个目

录来了解档案资源。虽然 EAD 及时采用了标准通用

置标语言 SGML 为表现形式 ,其内容仍十分烦琐。

由 GETTY出面组织制作的描述艺术作品的元数据

范畴 (Categorie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Works of Art ,

CDWA)也是较早问世 ,可以说十分详细 (好几十个元

素) 。与其对应的是后来居上的图像资源协会的原

数据核心集 VRA CORE ,其对“核心”(Core) 一词的

采纳表明了它走简单化道路的意向。VRA Core 最早

将描述作品 ( Work) 本身的元素与描述作品图像

(mage)的元素分成两大组 ,共有 30 多个元素 ,后来

将二者合并 ,形成今天 (第 3 版) 的 17 个核心元素类

目。

314 　覆盖面 :从包罗万象到面向特定学科、专业、文

献 (物件)类型

在欧美国家虽说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一说 ,机读目录格式时代的元数据发展却正是这种

精神的体现。多少年来 ,机读目录格式是处于垄断

地位的唯一的描述格式 ,大大小小的图书馆 ,不论什

么专业 ,都以机读目录格式为自己的编目格式。机

读目录格式时代 ,这种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 ,许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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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特定学科、专业 (如地理、艺术) 、某个用户群 (如

教育) 、某种文献源形式 (如图像资料、毕业论文) 、某

种用途 (如拍卖、鉴定) 等为目的而编制的元数据标

准应运而生 ,如果把元数据集、数据字典和以可扩充

置标语言 (XML)的格式表 (Schema) 或文件类型定义

(DTD)形式发表的数据格式与定义都纳入人们所说

的“元数据运动”,其覆盖面和种类的确可以用“如雨

后春笋、层出不穷”来形容。而且 ,这些面向专门使

用对象的标准格式可能互相之间有所重复 ,例如在

处理艺术作品时 ,人们可以看到起码 5 种比较通用

的标准格式。它们可能是由有不同背景的人或团体

制作的 ,发表元数据标准的团组有计算机行业、非营

利机构、学会、协会等等。

315 　表现方式 :从数字型字段代码到文字型含语义

的元素标签 ,并逐渐实现 XML 化

机读目录格式时代的元数据几乎无一例外地采

用了带语义的文字标记 ,虽然有少数元数据标准 (例

如 IEEE LOM 和 DL ESE)的标记仍然带有数字 ,其作

用只是将元素归类 ,将相关的元素集合在一起 ,实际

应用中产生的数据仍是文字标记。近两年来 XML

的成熟和普遍应用 ,以及 XML 编辑工具的不断完

善 ,大大促进了元数据格式的 XML 化趋势。有些元

数据标准在发表之时既以 XML 的格式表或文件类

型定义形式出现 (例如档案元数据) ,更多的是在将

元数据及元素间关系严格定义后 ,另将其用 XML 形

式发表 (例如 LOM、MODS) 。当然有的时候 , XML

版本要晚于原定义的发表。例如 LOM 的语义定义

经过不断修改已经公布了第 613 版 ,但其 XML DTD

仍反映的是 211 版的内容。MODS 在这方面做得好

一些 ,它集中了分散在机读目录中的相关字段 (例如

100 字段和 700 字段都是关于作者的) ,又用带有清

晰语义的文字形式作为元素标记 ( TA G) ,不再用数

字作为标记。MODS公布时 ,其 XML Schema 同时问

世。

最有轰动效应的是 MARC2212XML 征求意见稿

的问世 ,这项工程不仅将机读目录格式元素全部用

XML SCHEMA 形式表现 ,而且提供了相应的将传统

机读目录格式记录转换成 MARC XML 记录的工具 ,

这项工作将大大促进图书馆将书目数据 XML 化、文

字化 ,对图书馆数字化特藏或数字图书馆工作将起

到推动作用。

316 　生成方式 :由手工向自动化方向发展

机读目录格式时代 ,大多数用于资源发掘的原

数据都是经过耗费人力的图书馆编目完成的 ,虽然

图书馆编目至今仍然是查找书刊资源的最佳标准 ,

但对网上资源来说 ,耗费太大 ,不可能在实践中实

现。在另一个极端 ,检索引擎则用机器在短时间内

处理大量搜索来的网页 ,做成索引文档 ,以供检索 ,

从其成本 —效益之比来看可以说走了一条十分成功

的道路 ,但其质量可想而知。在这两个极端之间 ,是

否有新的道路 ? 经计算机处理的文件 (如 Word 文

件、PDF 文件、网页、TIFF 图像等) 本身带有多项元

数据 ,例如大多数编辑软件都支持用户自己输入元

数据 (标题、关键词、作者隶属单位等) ,能自动记录

一些元数据 (生产日期、有标记的文件结构、文件生

成中采用的软件名、文件格式等) ,还有一些高级算

法可以对文件按内容自动分类 ,或与内部分类词表

匹配 ,自动给类目关键词。所有这些若能相结合 ,有

不少元数据可以做到自动生成。采用 XML 为元数

据格式、使用 XML Schema 描述元数据标准也促成了

数据处理和转换的自动化。比如使用 JAVA 和 Ora2
cle 数据库系统可以通过共享 XML Schema ,将 XML

格式的元数据直接装入数据库 ,或将数据库记录输

出 XML 元数据文件。

自动抽取、生成元数据是当前重点研究对象 ,是

未来趋势。前面所谈到的几个特点 ,模块化、简单

化、语义化等都为自动生成元数据提供了先决条件。

317 　对元数据互操作的前所未有的重视和要求

多种元数据的出现 ,带来了元数据之间的互相

转换的需求。由于不再以一 (一个机读目录格式) 当

十 ,众多元数据标准和元数据集、定义等共存于信息

世界的有限空间。就好像过去大家曾被强迫学说同

一种语言 ,现在一经“解放”,许多新的语种被创造出

来 ,在不同规模的团体中得到应用 ,人们不再局限于

用一套规定的词汇和语法来创造各种作用 ,他们充

分发挥想象力 ,为自己需要的作品形式定义自己的

词汇和语法。但是 ,语言之间若互不沟通 ,最后的交

流便不能实现 ,再好的作品也无法得到最大面的欣

赏。同时 ,动辄产生一种语言 (含词汇和语法) ,也是

很耗人力物力的。

为了排除这两方面的隐患 ,元数据之间互换性

的工作得以在以下几种主要方式下进行 :

(1)制作元数据之间的对照表 (Crosswalks) 。目

前大多数比较通用或有名的元数据格式之间都有对

照表 ,取一种元数据集为源格式 ( Source) ,将其他的

目标 ( Target)格式中的元素一一与源格式相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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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已有元数据集的基础上扩充 ,既保证了专

用性 ,又保证了兼容性 ,而且省却许多重新定义的过

程 ,比如在 DC 元素集上加入几个元素而形成用于教

育的元素集 (DC2ED) ,和在教育专用 DC2ED 上再进

一步扩展的毕业论文元数据集。再如 DL ESE 在整

个 IEEE2LOM/ IMS元数的九大类基础上 ,加入第 10

类 ,专门用于地球科学的专业元数据。

2002 年产生的 MODS ,可以说是一套新的描述

元数据格式 ,但它的产生完全是在 MARC 基础上的 ,

首先 ,MODS将机读目录格式中相关的字段、元素加

以集中 ,仍如原来的 100 号和 700 号字段都与作者有

关 ,现在被放在“作者”下。其次 ,MODS 不再采用数

字符号 ,而采用与其他元数据相同的含语义的文字

标记。MODS的出现 ,将缓解前一段没有详细的描

述元数据标准的矛盾。

(3 )“资 源 描 述 框 架”( 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 ,RDF) 标准的产生。在 W3C 的标准中 ,

有一项是 RDF ,简单地说 , RDF 允许在一条数据中

“借”用不同元数据格式的元素 ,用这些分别选出的

元素形成一个完整的格式。在每条数据前面 , RDF

要求用 XMLNS(Name Space ,XML 域名地点)指出这

些元素的出处 ,通常是其元素集的元素定义的网上

地址。从理论上讲 ,今后也许不需要产生新的元数

据格式、元素集 ,因为人们所需要的元数据记录中可

以容纳从现有的众多的元数据格式来的元素。

(4) METS。前面已经几次提到 METS ,在这里

再从互操作性方面来解释一下。METS 可以有 6 部

分数据组成 :

标示部 ( header) :记录本身有关信息 ,如元数据

制作人或单位 ,数据生成更新时间 ,数据识别符 ,以

及数据状态。

描述元数据 :METS 自己不定义描述性元数据 ,

使用时可以引用任何描述性元数据标准如 DC 或

MARC。既可以是原始数据记录本身 ,也可以是一个

记录的辨识号指向存贮在外部的 (称为 external)元数

据。

管理元数据 :包括在这里的有技术性、信息来

源、版权管理、或数字信息校对等类型的元数据。它

们分别来自不同类型的元数据标准 ,例如数码图形

式美国标准或国会版权元数据标准。如同描述元数

据 ,记录本身可以是一个实际记录或是连接到其他

数据库的链接符。

文档部分 :可以数字文件 ( TIFF 或 J PEG) 直接

与元数据存在一起 ,也可以将数字文件的地址存储

于此。相关信息可以按文件格式排列。

结构部分 :用来管理多个数字文件的相互关系 ,

例如图型文件与音响文件的对应关系 ,扫描文件的

页码顺序。

行为部分 (Behavior Section) : METS 提供了一个

新的途径将播放数字文件所需要的软件信息与元数

据存储在一起。

4 　结束语
Caplan 在 2000 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召开的“新世

纪的书目控制会议”上形象地把元数据的发展形容

成“百花齐放的花园 ,布满了许多的交叉走道 ,在一

条陡峭而布满石块的路的顶上”。事实上 ,现在“元

数据”一词的应用已经走出数字图书馆的界限 ,在工

业界 ,元数据标准化也成为公司数据库或知识库的

首要一环。我们尚不能预见元数据的发展还会形成

什么样的局面 ,什么是理想的目的地。本文通过以

上分析 ,希望给大家留下这样一幅画面 ,让大家看到

远远超出图书馆目录、数字图书馆、数据库的范围的

元数据发展和应用范围 ,这种范围在理论上可以说

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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