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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tom的数字图书馆资源描述框架

摘要：文章从元数据互操作的角度出发，提出一个适用于数字图书馆领域的资源概念模型，采用

Atom连锁格式描述，希望能够利用Atom的内建特性简化数字图书馆系统之间的数据集成工作，既保证原

始数据的完整性，又可以实现完全无损失的元数据互操作。文章从对元数据互操作技术的概述开始，

介绍了Atom的基本特性，阐明选择Atom描述资源的理由。在分析Atom在数字图书馆领域的应用基础上，

提出基于Atom的数字图书馆资源描述框架，并给出期刊文献的描述样例，同时给出一个基于Atom机制构

建的数字图书馆资源网络，指出重构资源网络框架将面临的风险及规避方法。文章结尾指出下一步的

主要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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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是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用

来描述和组织信息资源必不可少的

工具。随着数字图书馆建设的蓬勃

发展，出现了许多元数据格式，例

如DC、MARC、EAD、CDWA以及

VRA等，大部分都是针对特定资源

类型、具有特定用途的专用格式。

应用经验表明：由于数字图书馆资

源类型的多样化，很难有一个统一

的元数据格式可以满足所有类型的

信息资源描述需要，并全面支持所

有的数字图书馆应用。元数据之间

的互操作是数字图书馆建设中不可

回避的关键问题。

1 元数据互操作概述

业界对于元数据互操作技术的

研究主要分为语义互操作、语法与

结构互操作和协议互操作三类[1]。

语义互操作实际上是在具体的元数

据格式之间建立映射关系，技术上

实现很容易，难度主要集中在元素

对照上。由于各种元数据方案在设

计角度和描述粒度上存在差异，简

单的映射必然存在歧义，难免会丢

失信息，甚而可能出现对照错误的

情况。这种实现方式的优点在于一

旦建立起良好的映射关系之后，

系统之间可以真正做到无缝连接；

而最大的缺点则是映射关系难以复

用，出现一种新的元数据方案，就

需要研究新的映射关系。语法与结

构互操作的基本思路是通过一个标

准的描述框架兼容所有的元数据格

式。因此，系统只需要解析这个标

准描述框架，就能够解读相应的元

数据，显然比一一建立对照关系更

为通用。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RDF/XML方面，也有提出基于本

体技术来实现元数据互操作[2,3]。

协议互操作通常采用OAI-PMH、

Z39.50、OpenURL等标准协议从服

务层面实现元数据的互操作。

语法结构和协议这两类互操

作技术在目前应用较为广泛，但是

存在不同程度的技术难点。从理论

上说，建立标准框架可以很好地

解决异构数据的互操作问题，但是

资源的共性、服务的共性是非常难

以提取和把握的。普遍认同的框架

模型必然是模糊的、抽象的、一般

化的，复杂的问题抛给了实际应

用。同样，单纯从服务层面解决元

数据互操作问题，简单的协议（如

OpenURL）无法完全满足实际的

应用需求，而一个周全的协议（如

Z39.50）实现起来也非常复杂。

笔者提出一种基于Atom的数

字图书馆资源描述框架（简称DL-
RDF/Atom），采用Atom连锁格式

描述资源，与Atom发布协议结合，

快速解决异构数字图书馆系统间的

元数据互操作问题，是后两类技术

的一种融合。文章第二节介绍Atom
的基本特性，指出其在数据表示

和管理方面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同

时，分析Atom在数字图书馆领域的

应用，阐明选择Atom描述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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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第三节提出基于Atom的数字

图书馆资源描述框架，并给出期刊

文献的描述样例。第四节描述基于

Atom机制构建的数字图书馆资源网

络，指出采用Atom重构资源描述框

架可能遇到的风险及相应的规避方

法。第五节给出下一步的主要研究

内容。

2 Atom[4-7]

Atom是继RSS之后推出的内

容聚合规范，由Atom连锁格式

（Atom Syndication Format）和

Atom发布协议（Atom Publishing 
Protocol，AtomPub）两部分组成。

Atom连锁格式是一种基于XML的
文件格式，通过定义明确的内容类

型标签以及动态可扩展的链接机

制构造了一个健壮、灵活、没有歧

义的内容模型，具有良好的可扩展

性。Atom发布协议构建在Atom连

锁格式之上，通过简单的HTTP操
作发布和管理内容，其核心是可编

辑资源“集合”（collection）。每

一个集合都有一个唯一的URI，所

有的操作都是通过向URI发送请求

完成的。

2.1 Atom在数据表示与

管理方面的应用

Atom连锁格式和发布协议最

初只是为了聚合和发布站点内容而

设计的，内建特性使其在论坛讨

论、日程安排、照片共享、维基

网站、文件管理等多个领域得到广

泛应用，甚至有很多Web应用开发

都采用其表示数据、管理数据，

用于快速构造轻量级的Web服务。

GData[8]（Google Data API）就是

这样一个典型的应用。GData实际

上是Google提供的一套API，使用

Atom和RSS两种聚合协议，通过对

Atom发布协议进行扩展，实现外部

程序对支持GData接口的服务（如

Google博客、日历和网络相册）发

送查询或更新请求，让客户端软件

能在浏览器外的环境中获取信息。

另外一个典型应用是AtomServer。
AtomServer[9]是一个可扩展的开源

的Atom存储框架，采用Atom条目

存储通用数据，将Atom发布协议

（借鉴GData作了适当扩展）作为

一种通用的前端API实现各种数据

存储服务。

2.2 Atom在数字图书馆

中的应用

目前，国内图书馆界对Atom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Web2.0/Lib2.0的应

用领域，采用该技术实现“新闻报

道、服务推送、书目或其他数据的

定题查询定制（类似传统的SDI服
务）等”[10]。国外则领先一步，开

始关注如何将Atom发布协议应用于

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Jangle（just 
another generic library environment）
框架就是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产生

的。

Jangle[11]是一个开放源码软件

项目，其1.0版规范草案于2008年11
月5日推出，提出了一套基于Atom
发布协议的图书馆网络服务设计规

范，旨在通过图书馆服务层建设

“另一种通用的图书馆环境”，

与图书馆现有系统连接，方便快捷

地构造新的REST风格的图书馆服

务。

Jangle框架的核心在于利用

Atom发布协议机制读写数据，通

过该协议从服务层面解决元数据互

操作问题。在数据建模方面，该

框架只是从图书馆信息模型的角

度提出了参与者（Actors）、资源

（Resources）、项目（Items）和集

合（Collections）四个实体概念，

并没有深入到“资源”和“项目”

的内部作更多的定义，关注的焦点

是REST风格的面向图书馆服务的

体系结构。正因为如此，Jangle项
目组在应用实现中甚至提出一种直

接移植现有数据到新系统中的建设

方案，将解决数据异构的问题抛到

整个项目建设之外，只专注于构建

REST风格的Web服务。

3 基于Atom的数字图
书馆资源描述框架

本研究课题的提出是为了解决

“元数据互操作”问题，关注的对

象是“文献”①，核心目标是建立

一个面向数字图书馆资源的领域框

架，要求这个框架是适用于数字图

书馆领域的模型，而不是一个一般

化的、完全抽象的资源描述框架。

“实体－关系”分析法是建

立概念模型普遍采用的方法，而一

个概念模型是否具有生命力最关键

的因素是其是否能够清晰地映射基

础存储数据。实体对象的确立是起

点，也是最重要的环节。

3.1 实体

追溯导致互操作性差的原因，

文献对象存储和管理方式上的差异

是其源头。因此，笔者从数字图书

馆对文献资源的组织存储展开研

究，以文献品种作为实体分析的起

点，定义了三种具有层次关系的实

① 文献是记录知识的一切载体。具体地说，在数字图书馆中，文献资源包括期刊、会议集、报告、学位论文、单册图书、丛书、工具书等类型，从载体形式上看，有印刷本、音像资
料、缩微胶片、实物、分散的网络资源、数据库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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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 种（varieties）
“种”即文献资源的品种，其

含义与资源采购中常用的“品种”

概念相似，可以是一种期刊、一卷

丛书，或者一个图书品种。一般来

说，一个品种即一个编目对象，关

于品种的描述形成一条书目记录。

● 册（items）
“册”是一个单本概念，指某

个实际存在的资源，可以是一本期

刊、丛书中的一个分册，也可以是

一个电子资源的URL链接。一般来

说，关于册的描述形成一条馆藏记

录。

● 片段（fragments）
“片段”是根据单个文献资源

的内容结构特征对其进行的细分，

可以是一本图书中的索引、章节或

段落，也可以是某本期刊中的一篇

文献。甚至一篇文章中的图表，如

果有单独识别的必要，也可以根据

应用需求将其也定义为“片段”，

加以描述。

构反映的是概念模型中实体间的关

系，与资源本身的存储位置无关。

3.3 属性

目录结构的URI标识反映的仅

仅是“整体/部分”这一相对简单、

易识别的层次关系。现实中实体间

的关系纷繁复杂，可以类似于URI
这样在单一记录中直接标识出来，

更多的则需要通过实体特征之间的

比较才能发掘。

实体特征是通过属性或属性

组反映出来的，不仅是区分不同实

体类型的关键，也用来识别同类实

体的不同实例。定义属性的过程实

际上是制定元数据方案的过程，可

以参考的资料很多，包括各种复杂

的编目规范，以及针对不同文献类

型制定的特殊的元数据描述规范。

过多考虑属性的全面与详尽，很容

易陷入细节，最终成为一个编目

标准，接下来“概念模型－存储模

型”的映射也会变得复杂而困难，

更是丢失了Atom简单易用的特性。

因此，本框架为三类实体定义了一

组通用属性，详细说明见表1②。这

些属性按照Atom连锁格式定义，在

AtomPub协议机制下使用，可以根

据应用需要进行扩展，扩展的部分

要求建立单独的命名空间进行规范

管理。

表1是关于实体通用属性的说

明，并给出了相应的Atom描述。实

体与实体的差异与联系通过属性来

识别，其中Link元素非常关键。

Link是建立实体间链接关系的

重要元素，Atom格式中为该元素

规定了href、rel、type、hreflang、
title、length等6个属性，其中rel属
性描述当前实体与href指定实体

直接由一个或多个章节（片段）组

成，没有“册”这一层次；如果一

个图书品种存在复本，也可以将不

同的复本定义为不同的“册”，这

种描述方式能够非常方便地支持馆

藏外借服务。

3.2 实体的全局唯一标识

本框架采用URI形式为每一个

实体建立全局唯一标识，基本语

法格式为：{entity}/{id}。其中，

{entity}可取的值包括varieties、
items和fragments，分别表示三种

不同的实体类型。{id}是实体在

本地系统内部使用的唯一标识，

可以是单个值，也可以用列表形

式（以逗号分隔）或者起止范围

（用连字符分隔）表示多个实体。

例如：items/00018,00032,00076；
items/00081-00095；items/00018,000
32,00076,00081-00095。

这种URI形式简单直观，与实

体类型间的层次结构结合起来，就

不仅仅是斜杠分隔的字符串，而是

具有层次关系的目录结构。例如，

可以用varieties/{varietieid}/items得
到某种期刊（由{varietieid}标识）

的卷期列表。如果在/items/后面加

上{id}，能够很容易地得到具体卷

期的信息，继而获取单篇文献信

息。

“易于理解且可预测”是该

URI结构最大的特点，对于资源的

寻址非常方便，接口开发人员只需

花很少时间了解其构造规则即可理

解其含义，直接获得相关的资源。

需要注意：实体的全局唯一

标识应该是静态的，在资源发生更

改或应用系统发生变化时，URI链
接保持不变。显然，URI的层级结

② 注：星号标记的属性表示对标准Atom连锁格式有所扩展。

种

册

册

片段

片段

片段

片段

片段

图1 三种实体的层次模型

图1展示了三种实体的层次结

构，这实际上是一种“整体/部分”

关系。对于期刊这种资源类型，这

种层次关系是完整的，形如：期

刊－本（年卷期）－篇。对于单册

图书来说，“图书”是品种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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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实体属性及其描述格式

ID

Title

Subtitle

Author*

Contributor*

Language*

Resources Type*

Resource Code*

Description*

Category Info*

Link*

Format Info*

实体通用
属性

feed/{entry}/id

feed/{entry}/title

feed/{entry}/subtitle

feed/{entry}/author
@name
@uri
@email
@responsibility
@organization
@address

feed/{entry}/contributor
@name
@uri
@email
@responsibility
@organization
@address

feed/{entry}/lang

feed/{entry}/type
@label
@scheme

feed/{entry}/code
@codeno
@scheme

feed/entry/content
@abstract
@tableofcontents

feed/{entry}/category
@term
@scheme
@label

feed/{entry}/link
@href
@rel
@type
@hreflang
@title
@length

feed/{entry}/formatinfo
@type
@extent
@medium
@version
@href

实体的全局唯一标识，采用URI
形式表示

题名

其他题名

主要责任者

      -  姓名（必备）

      -  URI
      -  E-mail
      -  责任方式

      -  所属机构

      -  通信地址及邮编

其他责任者

      -  姓名

      -  URI
      -  E-mail
      -  责任方式

      -  所属机构

      -  通信地址及邮编

第一语种

资源类型（内容）

      -  描述

      -  编码体系

资源标识

      -  标识码

      -  编码体系

说明

      -  文摘

      -  目录

主题类别说明

      -  主题词/分类号

      -  编码体系

      -  描述

链接关系

      -  目的链接（必备）

      -  链接关系的类型说明

      -  媒体类型

      -  链接到实体的语种

      -  链接到实体的题名

      -  链接到实体的内容长度

载体形态

      -  载体类型（必备）

      -  大小

      -  媒体

      -  版本

      -  获取链接

N

N

N

Y

Y

N

N

Y

N

Y

Y

N

Y

Y

N

Y

N

Y

Y

Y

N

N

N

Y

Atom描述 是否
必备

可否
重复

说明

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alternate、
related、self、enclosure以及via等5
种最常见、最一般的链接类型，示

例1－3给出了如何灵活运用这些链

接类型描述实体间关系的范例。

示例1.

<link rel="alternate" href=”
http://example.com/varieties/varietie
id?format=cnmarc” />

说明：href链接指向当前

实体（由v a r i e t i e i d标识）的

CNMARC记录，建立不同元数

据格式之间的关系。

示例2.

<link rel="related" href=”
http://example.com/varieties/
varietieid/items/” />

说明：href链接指向当前期

刊（由varietieid标识）的卷期列

表，支持期刊目次浏览服务。

示例3.

< l i n k  r e l = " e n c l o s u r e " 
type="audio/mpeg" title="MP3" 
hre f=”ht tp : / / example .com/
varieties/varietieid.mp3” 

length="5214" />
说明：采用Link元素描述多

媒体形式的非书资料，其中type
属性指定了href链接中的媒体类

型为MP3，其后的链接提供音频

下载。

除了以上内建链接之外，还可

以对rel取值进行扩展，用Link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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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实体属性及其描述格式

Page Info*

Publisher Info*

Publish Date*

Copyright*

Generator*

Last Updated
Date

Icon

实体通用
属性

feed/entry/pageinfo
@firstpage
@lastpage
@totalpages
@sequencenumber

feed/{entry}/publisherinfo
@name
@address
@frequency

feed/{entry}/published
@year
@month
@day
@date

feed/{entry}/rights
@copyright
@accessrights

feed/{entry}/generator
@label
@uri
@version

feed/{entry}/updated

feed/icon

页码信息

      -  起始页码

      -  结束页码

      -  总页数

      -  顺序号

出版发行

      -  名称

      -  地址

      -  出版周期

出版时间

      -  年
      -  月
      -  日
      -  日期（RFC 3339）

版权信息

      -  版权声明

      -  访问权限

记录加工方

      -  描述

      -  加工系统URI
      -  加工系统版本

记录更新时间（RFC 3339格式）

可用来存储资源封面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Y

N

Atom描述 是否
必备

可否
重复

说明

描述更多的联系类型。最常见的扩

展是利用Link元素实现检索结果集

的跳转，例如：可以规定rel的取

值为first/last/prev/next，分别表示

href链接指向当前结果集的首页/末
页/前页/下一页。还可以规定rel的
取值为cite/cited，分别表示当前实

体与目标实体之间的引用/被引用

关系。

一般来说，实体属性是实体的

静态特征，其取值是相对固定的，

在数字化过程中完成，存储在数据

库中。但Link元素是一个特例，它

反映的某些链接关系是在系统运行

过程中产生的。例如，用Link元素

表示文献与参考文献之间的引用关

系是静态的，用其实现检索结果集

的跳转则是实时的。

示例4以期刊为例，给出了

“刊－期－篇”三个层次的描述片

段。

示例4.

Variaties：
<id>varieties/10433</id>
<title>European Journal of 

Ageing</title>
<subtitle>Social, Behavioural 

and Health Perspectives</subtitle>

<author>
    <name>Springer-Verlag</

name> 
    < a d d r e s s > B e r l i n /

Heidelberg</address> 
</author>  
<lang>En</lang>
<category>
    <term>Social Sciences, 

general</term>
    < t e r m > P s y c h o l o g y, 

general</term>
    <term>Public Health/

Gesundheitswesen</term>
    <term>Demography</term>
    <term>Aging</term>
    <term>Social Sciences, 

general</term>
</category> 
<type>
    <label>J</label> 
    <scheme>GB3469-83</

scheme> 
</type>
<code>
    <codeno>1613-9372</

codeno> 
    <scheme>ISSN(ISO3297:20

07)</scheme> 
</code>
<code>
    <codeno>1613-9380</

codeno> 
    <scheme>EISSN(ISO3297:2

007)</scheme> 
</code>
<! - -链接该刊下的所有卷

期-->
< l i n k  r e f = " r e l a t e d " 

type="application/atom+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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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r e f = " h t t p : / / e x a m p l e . c o m /
openbiblio/varities/10433/items"/>

<publisherinfo>
    <Name>Springer-Verlag</

Name>
    < A d d r e s s > B e r l i n /

Heidelberg</Address>
    <frequency>monthly</

frequency>
</publisherinfo>
<generator>
    <uri>http://example.com</

uri>
</generator>
< u p d a t e d > 2 0 0 9 - 4 -

02T14:39:37Z</updated>
…… 

Items：
<id>items/10433-2008.5:1</

id>  
<title>European Journal of 

Ageing</title>
< s u b t i t l e > Vo l . 5 , N o . 1 < /

subtitle>
<!--链接到刊的详细记录-->
< l i n k  r e f = " r e l a t e d " 

type="application/atom+xml" 
h r e f = " h t t p : / / e x a m p l e . c o m /
openbiblio/varities/10433"/>

<!--链接该期的所有文章-->
< l i n k  r e f = " r e l a t e d " 

type="application/atom+xml" 
h r e f = " h t t p : / / e x a m p l e . c o m /
openbiblio/items/10433:2008.5:1/
fragments/"/>

<published>
   <year>2008</year>  
   <month>2</month>
   <day>25</day>

</published>
…… 

Fragments：
<id>fragments/10433-2008.5:1

-76</id>  
<title>Intergenerational contact 

beyond the dyad: the role of the 
sibling network<</title>

<author>
   <name>Gaalen, R.I. van</

name>
   <email>rubenvangaalen@

yahoo.com</email>
   <organization>Statistics 

Netherlands (CBS), SAV/SET</
organization>

   < a d d r e s s > P . O . 
B o x  4 0 0 0 ,  Vo o r b u r g ,  T h e 
Netherlands(2270JM)</address> 

</author>  
<lang>En</lang>
<category>
   < t e r m > F r e q u e n c y  o f 

contact</term>
   < t e r m > P a r e n t – c h i l d 

relationships</term>   
   <term>Sibling network</

term> 
</category> 
<content>
<abstract>this paper we aim to 

reach beyond the dyadic perspective 
on intergenerational contact and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the sibling 
network on parent–child contact. 
……  

</abstract>
</content>
<!--文章的DOI号-->

<code>
    < c o d e n o > 1 0 . 1 0 0 7 /

s10433-008-0076-6</codeno> 
    <scheme>DOI(ANSI/NISO 

Z39.84:2000)</scheme> 
</code>
<pageinfo>
   <firstpage>19</firstpage>  
   <lastpage>29</lastpage>
   <sequencenumber>3</

sequencenumber>
 </pageinfo>
<!--链接到刊的详细记录-->
< l i n k  r e f = " r e l a t e d " 

type="application/atom+xml" 
h r e f = " h t t p : / / e x a m p l e . c o m /
openbiblio/varities/10433"/>

<!--链接到期的详细记录-->
< l i n k  r e f = " r e l a t e d " 

type="application/atom+xml" 
h r e f = " h t t p : / / e x a m p l e . c o m /
openbiblio/items/10433:2008.5:1"/>

<!--链接到参考文献-->
< l i n k  r e f = " c i t e " 

type="application/atom+xml" 
h r e f = " h t t p : / / e x a m p l e .
c o m / o p e n b i b l i o / f r a g m e n t s /
s e a r c h / ? D O I = 1 0 . 1 1 1 1 /
j.1741-3737.2000.01288.x"/>

< l i n k  r e f = " c i t e " 
type="application/atom+xml" 
h r e f = " h t t p : / / e x a m p l e . c o m /
openbiblio/fragments/search/
?DOI=10.1093/esr/jcl032"/>

……

<rights>
<copyright>Springer-Verlag, 

2008</copyright>
</righ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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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Atom机制重构
资源描述框架

采用Atom连锁格式对数字图

书馆资源进行描述，目的在于利用

Atom发布协议快速构建数字图书

馆网络服务，解决元数据互操作问

题。图2描述了一个基于Atom机制

建立的数字图书馆资源网。

 

描述文档也是Atom机制中不

可缺少的，大都是对数据格式的说

明，用以支持各类应用服务。例

如，实现查找功能就需要检索说明

文档的支持。图2中描述文档的路

径标识为“/”，实际应用中并不要

求一定部署在根路径下，但是需要

在相关应用中给出文件链接。

基于Atom机制重构数字图书馆

资源描述框架主要面临两大风险：

风险一：实体对象的分类与标

识是整个框架的基础，通用属性的

定义目前只是一个草案，可以利用

Atom提供的扩展机制按需定义。然

而，一旦出现各自规定的可能，在

现实应用中就必然存在不同的元素

与表示方式，尤其在面临复杂资源

的时候，这种风险更大。

逐步完善框架应用规范是减少

风险的可行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方

面：

-  必备的元素；

-  元素修饰词；

-  所采用的编码体系修饰词及

值；

-  有可能使用的、取自其他命

名域的元素；

-  有可能使用的、取自其他应

用纲要的元素或元素修饰词；

-  各种限定约束的规范、标

准、无歧义。

风险二：现实环境中存在着多

种元数据描述格式，并且已经积累

了大量宝贵资源。采用Atom连锁格

式重构资源描述框架，绝不可能丢

失这些信息财富。如何继承现有数

据，是信息重构必须首先解决的问

题。

MARC在图书馆领域有多年的

应用历史，笔者选取CNMARC格

式，与本框架之间进行对照，见表

2[12-14]。

图2 基于Atom机制的数字图书馆资源网

基于Atom的数字图书馆描述框

架是资源网络的基础，主要作用于

图2中虚线框出的范围。该范围标

识的是整个文献资源集合，是Atom
机制中应用服务访问的数据源。

关于资源集合的说明存放在根

路径下的Atom服务文档中。该文

档是Atom机制的核心，不仅明确

定义了可用的资源集合，还包括对

应用服务的说明。图2中列出了识

别（Identify）、查找（Find）、选

择（Select）、获得/存取（Acquire/
Obtain Access）和关联（Relate）

五个方面的应用。关于应用服务的

说明实际上为客户机提供了一个访

问端点。服务器返回的结果同样以

Atom服务文档的格式描述，不同的

是它包含的是符合要求的资源集合

列表。这些资源集合是根据客户机

发出的服务请求动态生成的，可以

看作数据源的动态视图。虽然它们

只是整个数字图书馆文献资源集合

的子集，但是可能包含更丰富的链

接关系，而且这些链接关系是在实

际应用中产生的，因此具有进一步

分析研究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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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CNMARC与DL-RDF/Atom格式对照

CNMARC

001 本地系统控制号

200$a正题名

200$d并列题名$e副题名

责任者名称：701$a / 702$a / 711$a / 712$a

著作责任：701$4 / 702$4 / 711$4 / 712$4

任职机构/地址：701$p / 702$p

任职机构/地址：701$p / 702$p

101$a作品语种

105 / 110 数据编码（内容类型）

010$aISBN
011$aISSN
016$aISRN
017$a其他标准号

022$a政府出版物号

040$aCODEN

330$a提要、文摘或全文

610$a非控主题词

606$a受控主题词

分类号：675$a / 676$a / 680$a / 686$a / 690$a / 692$a

分类法版本：675$v / 676$v / 680$v / 686$v / 690$v /  692$v

215$e附件

856$u电子资源URL

106$a物理介质

215载体形态

其他文献特殊细节：

135 / 230电子资源

194中国古籍

206测绘制图资料

208录音资料与印刷乐谱

205$a版本说明

215$a页数

210$c出版发行者名称

210$a出版发行地$b出版发行者地址

326$a出版频率（连续出版物）

210$d出版发行日期

801$a国家$b机构

801$c处理日期

feed/{entry}/id

feed/{entry}/title

feed/{entry}/subtitle

feed/{entry}/author@name

feed/{entry}/author@responsibility

feed/{entry}/author@organization

feed/{entry}/author@address

feed/{entry}/lang

feed/{entry}/type

feed/{entry}/code

feed/entry/content

feed/{entry}/category@term

feed/{entry}/category@scheme

feed/{entry}/link
     rel="enclosure"

feed/{entry}/formatinfo@type

feed/{entry}/formatinfo
@extent
@medium

feed/{entry}/formatinfo@version

feed/entry/pageinfo@totalpages

feed/{entry}/publisher@name

feed/{entry}/publisherinfo@address

feed/{entry}/publisherinfo@frequency

feed/{entry}/published@date

feed/{entry}/generator@label

feed/{entry}/updated

DL-RDF/Atom

表2是从CNMARC格式到本框

架的对照关系。由于MARC格式本

身只是对文献著录项目、格式、顺

序的规定，因此派生出若干针对特

定文献类型的著录规则，如GB/T3 
792系列国家标准、国家图书馆编

著的《中国文献编目规则》。更多

实际应用又在标准框架下按需扩

展。显然，信息重构不是一个简单

的对照转换过程。期刊文献的著录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MARC标
准中只规定了如何描述期刊，并没

有关于一本刊里文献的著录说明，

因而衍生出不同的解决方案。例

如，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的文献

加工细则规定采用463字段连接篇

与刊的MARC记录，在篇级著录中

463$v存放物理本的年卷期，形如

$v2000,vol.30,no.4。类似这样的著

录细则，在做信息重构时就需要编

写特定的转换规则。

由于MARC源于传统的图书馆

编目工作，虽然为适应数字化、网

络化发展陆续进行了扩展，但是

仍然难以满足数字图书馆多资源类

型、多载体格式的描述需求，尤其

在网络信息资源的描述方面存在先

天缺陷。在此背景下DC元数据标准

应运而生，并逐渐在业界得到广泛

应用。笔者选取DC图书馆应用纲要

（DC-LIB）2004年9月版本[15]，给出

了核心元数据与本框架之间的对照

关系，见表3。

5 结语

从资源描述的角度来看，如果

要完全解决元数据互操作问题，需

要尽可能地兼容各种元数据格式，

或者穷尽细节做到全面覆盖，或者

采用抽象的方法，通过宽容和松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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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DC LIB与DL-RDF/Atom格式对照

feed/{entry}/id

feed/{entry}/title

feed/{entry}/subtitle

feed/{entry}/autor@name

feed/{entry}/author@responsibility

feed/{entry}/author@name

feed/{entry}/author@responsibility

feed/{entry}/publisherinfo@name

feed/{entry}/category@term

feed/{entry}/category@scheme

feed/entry/content

feed/entry/content@abstract

feed/entry/content@tableofcontents

feed/{entry}/published@date

feed/{entry}/updated

feed/{entry}/type

feed/{entry}/formatinfo

feed/{entry}/formatinfo@extent

feed/{entry}/formatinfo@medium

feed/{entry}/link
    rel="related"

feed/{entry}/link
    rel="related"

feed/{entry}/lang

feed/{entry}/category@term

feed/{entry}/rights@copyright

feed/{entry}/rights@accessrights

feed/{entry}/formatinfo@version

feed/{entry}/code@codeno

dc:title

dcterms:alternative

dc:creator

dcterms:role

dc:contributor

dcterms:role

dc:subject

dcterms:DDC/LCC/LCSH/MESH/UDC

dc:description

dcterms:abstract

dcterms:tableofcontents

dcterms:issued

dcterms:modified

dc:format

dcterms:extent

dcterms:medium

dc:rights

dcterms:accessrights

DL LIB DL-RDF/Atom

dc:identifier

title

creator

contributor

dc:publisher

subject

description

date

dc:type

format

dc:source

dc:relation

dc:language

dc:coverage

rights

dc:edition

dc:location

来支持应用。这两种技术路线是正

确的，沿途也布满了荆棘，沿着任

何一条路线坚持走下去都可能构造

出理想的、自圆其说的体系，然而

却直接面临着应用上的困难，或者

实现起来过于复杂，或者需要自定

义的部分太多，最终互操作问题仍

然得不到解决。在“特殊”和“抽

象”之间寻找平衡，是框架走向实

用的关键。

本框架构想从文献资源的“整

体/部分”关系进行梳理，目的在

于利用Atom机制快速构造数字图

书馆网络服务，解决元数据互操作

问题。实体对象的分类与标识是整

个框架的基础，通用属性的定义目

前只是一个草案，可以利用Atom
提供的扩展机制按需定义。接下来

的主要工作是对实体属性持续不断

地扩展与改进，使其更结构化，便

于理解，从而有利于机器的识别与

处理。

资源描述框架研究工作只是

一个开始。Atom机制的实现需要

Atom连锁格式与Atom发布协议相

结合，本框架的研究属于对Atom连

锁格式的领域应用与扩展，除了对

其完善改进之外，还需要对Atom发

布协议进行扩展，以支持数字图书

馆领域内的典型应用。同样，寻找

合适案例，开发原型系统，也列入

下一步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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