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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扩展的数字博物馆元数据规范研究与实践

摘要：随着网络与信息技术的发展，近年来全国各地博物馆数字化建设进展迅速，数字博物馆日益受到

各方面的关注。而数字博物馆相关元数据规范作为数字资源管理、开发与利用的基础，其规范化的进程却发

展缓慢，成为数字博物馆资源共享和信息交换的瓶颈，严重影响了我国数字博物馆事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另

外我国博物馆藏品种类繁多且日趋丰富，藏品数字资源特点各异，决定了在数字博物馆系统中不可能采用一个

元数据标准来满足所有资源描述的需求。综合以上两点考虑，文章提出了基于核心元数据的可扩展的三级数

字博物馆元数据规范体系。接着研究核心元数据规范以及基于核心元数据的扩展规则。最后以基于核心元数

据规范形成的古建筑专门元数据规范为例，表述了数字博物馆元数据规范扩展的方法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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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们处在一个信息开放共享的大数据时代，伴随

着网络与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对大规模网络信息资

源的简单高效管理日趋成为研究的热门课题。综观网络

信息资源现状，目前存在着严重的不规范、不准确、不

开放等问题，因此如何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准确、规范和

可互操作的网络信息资源描述格式和组织系统成为一

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并促成了元数据（Metadata）的

发展[1]。

数字博物馆是以采集、保护、管理和利用人类文化

和自然遗产信息资源为目的而建立的信息网络服务体

系[2]，在应对网络信息资源面临的诸多问题时，需要通

过元数据手段从根本上予以解决。

元数据被称为“关于数据的数据”，是对数据资源

的规范化描述，不仅能起到描述数据的作用，而且起到

管理数据的作用[3]。元数据主要用于描述信息资源，通

过识别、评价、追踪信息资源在使用过程中的变化，实

现简单高效地管理大量网络化数据，实现信息资源的有

效发现、查找、一体化组织和对使用资源的有效管理。

元数据的标准化建设关系到信息发现、资源共享，是有

效利用信息资源的保障[4]，数字博物馆元数据规范体系

建设势在必行。

博物馆及其藏品类型的丰富多样性、数字博物馆

数字资源类型和表现方式的复杂性和数字博物馆所涉

及学科的广泛性等特点，决定了在数字博物馆系统中

不可能采用一个元数据标准来满足所有资源描述的需

求，而应该是一基于核心元数据的可扩展的元数据规范

体系。核心元数据是描述数据集或数据集系列所需的

基本元数据元素的集合[5]，数字博物馆应该从数据扩展

和资源共享的角度出发，确立其核心元数据规范作为各

类数字资源共享操作的语义基础和元数据扩展基础。

核心元数据服务于数据集层次，用以描述数字博物

馆数字资源的核心内容属性、管理属性和形式属性，为

数字博物馆数字资源的检索、整合、交换及其他应用提

供支持。而针对博物馆特定领域，依据博物馆行业内的

专业分类，也应该建立其相应的元数据规范。不同的数

字对象或对象集合可以使用不同的元数据规范[6]，数字

博物馆领域需针对不同类型的数字博物馆数字资源建

立专门元数据规范为博物馆特定领域服务。

元数据标准只提供最广泛意义上的描述，而在其

应用到各种不同的资源对象时可能会要求更为细致精

确的描述，因此元数据规范应该具备扩展能力[7]。诸云

强、项文新[8]等人在环境保护档案领域成功建立了一种

基于核心元数据的可扩展的元数据模型。吕瑞花、韩晶

晶、韩雪[9]等人在科技名人档案编目时，对于一些特殊

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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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属性采用元数据扩展的方式予以实现。所以针对数

字博物馆的实际需求变化，应该建立相应的元数据扩

展规则指导用户对数字博物馆元数据元素进行个性化

定制。

2 数字博物馆元数据规范体系

文章创新性地提出包括核心元数据、专业元数据

和元数据扩展规则在内的三级数字博物馆元数据规范

体系，如图1所示。

核心元数据服务于数据集层次，用以描述数字

博物馆数字资源的核心内容属性、管理属性和形式

属性，为数字博物馆数字资源的检索、整合、交换及其

他应用提供支持。制定数字博物馆核心元数据的目的

是在于建立对博物馆数字资源的基本、核心的元素集

合，作为各类数字资源共享操作的语义基础和元数据

扩展基础。

专门元数据服务于博物馆特定领域，主要通过分

析现有数字博物馆数字资源的专业分类特征，给出数

字博物馆专门元数据基本构成，以及针对不同类型的

数字博物馆数字资源给出相应的元数据描述方法。

专门元数据服务于博物馆特定领域，主要通过分

析现有数字博物馆数字资源的专业分类特征，给出数

字博物馆专门元数据基本构成，以及针对不同类型的

数字博物馆数字资源给出相应的元数据描述方法。

元数据扩展规则以数字博物馆的实际需求变化为

基础，提出数字博物馆元数据扩展规则和实现方法，指

导用户对数字博物馆元数据元素进行个性化定制。

3 数字博物馆核心元数据规范

3.1  核心元数据规范总体框架

数字博物馆核心元数据规范结构上采用元素和元

素限定词的形式进行描述，包含19个元素和若干个元

素限定词。限定词又分为描述对象限定词、复合限定

词、基本限定词三类。

元数据元素 考虑到元数据规范的通用性、可扩展

性、元数据之间的易转换性、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等

问题，核心元数据元素基于DC核心元数据集进行设

图1 数字博物馆元数据规范体系

计，并结合我国可移动和不可移动文物的数字资源描

述特点重点参考国有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采集指标

项、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采集指标项，共提

炼名称、登记号、类别、年代、关键词、描述、创建者、

范围、度量、保存、保护等级、所有权、关联、收藏、质

地、数量、使用情况、环境状况、损毁原因等19项核心

元素，构成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及其数字资源

信息的公共核心元素集。

元素限定词 元素限定词缩小了元素的含义和描述

对象的范围，使其更具有专指性。限定词分为描述对象

限定词、复合限定词、基本限定词。

（1）描述对象限定词 对元素描述对象进行限定

的称为描述对象限定词。描述对象分为“可移动文物”

和“不可移动文物”两类。由于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

文物两者描述属性差异较大，导致可移动文物和不可

移动文物数据集的最小公共子集相对较小，不足以作

为各类藏品资源共享操作的语义基础和元数据扩展基

础，增加后期元数据扩展的难度，故设计描述对象限

定词解决以上问题。描述对象限定词位于限定词的顶

端，通过描述对象限定词的使用，可以清楚地分辨出用

来描述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的元素和元素限定

词，以及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共用的元素和元

素限定词。

（2）复合限定词 一个复合限定词是由若干基本限

定词、或者基本限定词与其他复合限定词、或者若干其

他复合限定词共同组成的。它通常用来表示较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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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是对其下层描述的概括，使元数据结构更加

清晰，也便于相关单位和用户快速准确的定位到相关

元素限定词。例如，影像版权是由“所有者名称”、“版

权限制”和“影像版权描述”3个基本限定词组成的复

合限定词，而相关影像则是由基本限定词“影像拍摄

对象”、复合限定词“影像处理”、复合限定词“影像版

权”、基本限定词“相关影像描述”等4者组成的复合限

定词。

（3）基本限定词 基本限定词是元素限定词中最

基本的信息单元，基本限定词不能再进行元数据的扩

展。

元数据定义 元数据元素和元素限定词定义采用9
个属性进行描述。

核心元数据规范总体框架如图2所示。

说明属性

元素的名称

元素的唯一标识

产生该元素的元数据规范版本

对元素概念与内涵的描述

元素在本层元素集内的可重复性

元素所属的数据类型，包括：复合、字符、数

值、枚举（须给出枚举值列表）

说明元素在本层元素集内是必备的还是可选的

元素的指定值或允许范围

元素的所有限定词，给出限定词的名称、类

别、标识、必备性

名称

标识

版本

定义

可重复性

数据类型

必备性

值域

元素限定词

图2 核心元数据规范总体框架

（4）“年代”：文物的年代相关的信息。

登记名称

名称描述
名称

类别范围

具体类别

类别描述

类别

3.2  数字博物馆核心元数据项

数字博物馆核心元数据项包括19项元素和若干限

定词，具体情况见下文表述。下文表格中灰色区域为元

数据元素，标*者为描述对象限定词，标**者为复合限

定词，其余为基本限定词。

（1）“名称”：文物名称的相关信息。元数据结构

如下表所示：

（2）“登记号”：文物的正式编号。

（3）“类别”：文物的类别的相关信息。元数据结

构如右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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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键词”：描述一件文物的最具代表性的词语。

（6）“描述”：对文物的补充描述。

（7）“创建者”：文物的创建（作）者。

（8）“范围”：描述文物的空间地理信息（地理坐标和范围坐标描述）和具体位置。元数据结构如下表所示：

（9）“度量”：可移动文物度量的内容包括尺寸、质量等信息。不可移动文物度量的内容包括分布面积、保护

范围面积、建筑占地面积、建筑控制地带面积等信息。元数据结构如下表所示：

长

宽

高

尺寸描述

度量

*可移动文物

*不可移动文物

**尺寸（cm）

质量（kg）

分布面积（平方米）

保护范围面积（平方米）

建筑占地面积（平方米）

建设控制地带面积（平方米）

度量描述

测点编号

测点坐标

邻接测点

范围坐标描述

范围

地理坐标

*不可移动文物                        **范围坐标 

具体位置

范围描述

（10）“保存”：对一特定文物的物理状态、特质和完整性的评估。元数据结构如下表所示：

保存

*可移动文物

保存描述

*不可移动文物

所有权

所有权描述

所属单位

所有权类型

（11）“保护等级”：文物的保护等级。

（12）“所有权”：对文物所有权的描述。元数据结构如下表所示：

完残程度

保存状态

现状评估

现状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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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关联”：与文物的关联信息，包括实体关联和逻辑关联。元数据结构如下表所示：

**逻辑关联 **相关影像 影像拍摄对象

影像编号

影像类型

影像文件名称

影像文件路径

影像文件大小

影像创作者

影像创作时间

影像处理描述

**影像处理

所有者名称

版权限制

影像版权描述

参考文献页号

作品引用类型

引文编号

引文摘要

引文全文

引文题名

相关文献描述

所属群组

构件数

文物构成描述

**影像版权

相关影像描述

**实体关联 **文物构成

关联描述

**相关文献

关联

（14）“收藏”：文物搜集、入馆、入藏相关的信

息。元数据结构如下表所示：

收藏

来源方式

入藏时间范围

入藏时间

收藏描述

*可移动文物

质地

质地类别

具体材质

质地描述

*可移动文物

（16）“数量”：相同类型的文物的重复数量。

（17）“使用情况”：文物的使用情况。元数据结构

如下表所示：

使用情况

使用单位

隶属单位

用途

使用情况描述

*不可移动文物

（18）“环境状况”：文物所处的自然、人文环境状

况。元数据结构如下表所示：

（15）“质地”：文物的质地、材质。元数据结构如

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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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状况

自然环境

人文环境

环境状况描述

*不可移动文物

（19）“损毁原因”：文物的损毁原因。元数据结构

如下表所示：

损毁原因

自然因素

人为因素

损毁原因描述

*不可移动文物

4 数字博物馆元数据扩展方法与实践

4.1 元数据扩展方法

博物馆藏品类型丰富多样，而每一类藏品都有其

特殊的应用需求，数字博物馆核心元数据规范不能满

足不同文物类型专业领域的个性化描述。因此当具体

应用时，需要基于核心元数据规范进行扩展，制定针对

专门应用领域的专门元数据规范。

元数据扩展方面，通过对前人的研究成果[8,10]的分

析得出，元数据扩展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广度横向扩

展，通过增加元数据元素的方式对当前元数据进行语

义的扩充；一种是深度纵向扩展，即对当前元数据元素

语义进行更加严格的限定，生成新的元数据限定词。

数字博物馆核心元数据规范主要通过如下方法

来实现元数据的扩展：重用、横向扩展、纵向扩展、删

除。

（1）重用，是指对核心元数据元素或限定词的重

用。重用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完全重用，对某一元素

和元素限定词不作任何修改。第二种是不完全重用，重

用某一元素或限定词的部分属性，根据需要对其部分属

性施加比数字博物馆核心元数据规范更加严格的约束

条件。其中包括：

①缩小元素或元素基本限定词的值域。其中包

括：

a.建立新的元数据代码表，以代替域值过于宽泛的

现有元数据元素或元素基本限定词的域（如用一张元

数据代码表替换值域为“自由文本”的元素或者元素基

本限定词的域）；

b.建立适当值的列表，以代替域值过于宽泛的现有

元数据元素或元素基本限定词的域（如用一组适当值

的列表替换值域为“自由文本”的元素或者元素基本限

定词的域）；

c.对数字博物馆核心元数据规范允许的域值的使

用加以限制。具体表现为某个现有元素及其值域可以

满足需求，但是专门元数据规范所需该元素的值域只

是本标准中所规定值域的一个子集（如在数字博物馆

核心元数据规范中现有元数据元素域值有五个值，在

扩展后可以规定它的域只包含其中三个值，扩展后要求

用户只从这三个域值中选择一个）。

②创建新元数据代码表元素（扩展代码表），即对

代码表中值的数目进行扩展。

③对现有元数据元素的必备性施加比核心元数

据规范要求更加严格的限制（如在数字博物馆核心元

数据规范中是可选的元数据元素，在扩展后成为必备

的）。

（2）横向扩展，即根据扩展原则增加一个元数据

元素。

（3）纵向扩展，即按照扩展原则增加该元素或者

元素限定词的元素限定词，基本限定词不可以进行纵

向扩展。

（4）删除，是指没有被用到的元数据元素或者限

定词。根据数字博物馆元数据扩展的基本方法，总结了

元数据扩展的抽象模型，如图3所示。

图3 元数据扩展的抽象模型

4.2 古建筑元数据规范扩展实践

以古建筑专门元数据规范为例，介绍基于元数据

规范进行扩展的具体过程，并给出了其元数据元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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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元素限定词的著录示例。在元数据规范中，只有数据类型为非复合型的元数据元素或者限定词才可以著录。如

在元素限定词中，只有基本限定词是可以著录的。

首先，对每一个复合型元数据元素进行纵向扩展，增加了“注释”和“引文”两个基本限定词，用于对被扩展

元素进行补充说明和记载相关的参考文献情况，在下文中不再分别赘述。

（1）“名称”：完全重用。元数据结构如下表所示：

元素 元素限定词 著录示例

登记名称（完全重用）

原名（完全重用）

名称描述（完全重用）

注释（纵向扩展）

引文（纵向扩展）

沈阳故宫

武庙

北京故宫，原名：故宫，紫禁城。

名称（完全重用）

（2）“登记号”：完全重用。著录示例：030001-0012。
（3）“类别”：元数据结构如下表所示。其中对“类别范围”不完全重用，将其值域限定为古建筑；对“具体类

别”不完全重用，将其值域限定为城垣城楼、宫殿府邸、宅第民居、坛庙祠堂等16个值。

元素 元素限定词 著录示例

类别范围（不完全重用）

具体类别（不完全重用）

类别描述（完全重用）

注释（纵向扩展）

引文（纵向扩展）

古建筑

学堂书院

类别（完全重用）

（4）“年代”：元数据结构如下表所示。其中对“年代”元素进行纵向扩展，增加“统计年代”基本限定词用

于记录古建筑的统计年代，并增加“年代描述”基本限定词对古建筑的年代信息进行补充描述。

元素 元素限定词 著录示例

统计年代（纵向扩展）

年代描述（纵向扩展）

注释（纵向扩展）

引文（纵向扩展）

B1238 年

大理国仁寿三年

年代（完全重用）

（5）描述：元数据结构如下表所示。其中对“描述”元素进行纵向扩展，增加了“简介”基本元素限定词，用

于对古建筑形态、沿革、价值进行概括性描述。

元素 元素限定词 著录示例

描述（完全重用） 简介（纵向扩展） 解州关帝庙创建于隋开皇九年（589），宋朝大中祥符七年（1014）重建，嗣后屡建屡毁，

现存建筑为清康熙四十一年（1072）大火之后，历时十载而重建的。庙以东西向街道为界，分南

北两大部分，总占地面积约66600余平方米。街南称结义园，由结义坊、君子亭、三义阁、莲花

池、假山等建筑组成。街北是正庙，坐北朝南，仿宫殿式布局，占地面积18570平方米，分中、东、

西三院。中院为主体，包括前院和后宫两部分。前院依次为照壁、端门、雉门、午门、山海钟灵

坊、御书楼和崇宁殿。两侧是钟鼓楼、“大义参天”坊、“精忠贯日”坊、追风伯祠。后宫以“气肃

千秋”坊、春秋楼为中心，左右有刀楼、印楼对称而立。全庙共有殿宇百余间，主次分明，布局严

谨，殿阁嵯峨，气势雄伟。

注释（纵向扩展）

引文（纵向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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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范围：元数据结构如下表所示。其中对复合限定词“范围坐标”进行纵向扩展，增加了“海拔高度”基本

限定词，用于记录测点的海拔高度。

元素 元素限定词 著录示例

E116°15’36”，N30°49’23”

1

E116°15’36”，N30°49’23”

524.9

1；3；5

解州关帝庙位于在山西运城市解州镇西关。

类别（完全重用） 地理坐标（完全重用）

测点编号（完全重用）

测点坐标（完全重用）

海拔高度（纵向扩展）

邻接测点（完全重用）

范围坐标描述（完全重用）

具体位置（完全重用）

范围描述（完全重用）

注释（纵向扩展）

引文（纵向扩展）

（7）度量：元数据结构如下表所示。其中删除了数

字博物馆核心元数据规范中复合限定词“尺寸”以及其

下的所有基本限定词。

元素 元素限定词 著录示例

分布面积（完全重用）

保护范围面积（完全重用）

建筑占地面积（完全重用）

建设控制地带面积（完全重用）

度量描述（完全重用）

注释（纵向扩展）

引文（纵向扩展）

1500平方米

5000平方米

1500平方米

15000平方米

度
量
（
完
全
重
用
）

（9）保护等级：对“保护等级”元素不完全重用，将其值域限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地（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未定”五个值。著录示例：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0）所有权：完全重用。元数据结构如下表所示：

（11）关联：元数据结构如下表所示。其中对“逻辑关联”纵向扩展，增加“相关管理文档”、“相关研究论

著”两个复合限定词，又对两个复合限定词分别进行了纵向扩展，增加如下表中所示的若干基本限定词。

元素 元素限定词 著录示例

现状评估（完全重用）

现状描述（完全重用）

保存描述（完全重用）

注释（纵向扩展）

引文（纵向扩展）

一般

该遗址大部分保存尚好，遗址

东部堆积有被河水冲刷损坏。

保
存
（
完
全
重
用
）

（8）保存：元数据结构如下表所示。其中删除了

数字博物馆核心元数据规范中“完残程度”、“保存状

态”两个针对可移动文物的基本限定词。

元素 元素限定词 著录示例

所有权类型（完全重用）

所属单位（完全重用）

所有权描述（完全重用）

注释（纵向扩展）

引文（纵向扩展）

国家所有

江苏省政协

所有权不存在争议

所有权（完全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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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 元素限定词

A-10080888-A-1

数字影像

img000342.tiff

Imageserver2/d:/max/

5MB

张三

1992.04.05

故宫博物院

仅限本馆使用

关联

（完全重用）

关联

（完全重用）

关联

（完全重用） 关联

（完全重用）

影像拍摄对象（完全重用）

影像编号（完全重用）

影像类型（完全重用）

影像文件名称（完全重用）

影像文件路径（完全重用）

影像文件大小（完全重用）

影像创作者（完全重用）

影像创作时间（完全重用）

影像处理描述（完全重用）

所有者名称（完全重用）

版权限制（完全重用）

影像版权描述（完全重用）

1992年4月5日，对该文物的正立面进行了拍摄

影像拍摄的原格式为GIF格式，存入数据库时

处理为JPG格式。

馆外单位、人员使用本影像，必须经过本馆

书面授权，且不得用于授权之外的任何商业

用途。

参考文献页号（完全重用）

作品引用类型（完全重用）

引文编号（完全重用）

引文摘要（完全重用）

引文全文（完全重用）

引文题名（完全重用）

相关文献描述（完全重用）

文档名称（纵向扩展）

文档编号（纵向扩展）

文档类型（纵向扩展）

制档日期（纵向扩展）

制档人（纵向扩展）

相关管理文档描述（纵向扩展）

研究论著题名（纵向扩展）

研究论著类型（纵向扩展）

研究论著情况（纵向扩展）

研究论著详细内容（纵向扩展）

相关研究论著描述（纵向扩展）

所属群组（完全重用）

构件数（完全重用）

文物构成描述（完全重用）

影像版权

（完全重用）

相关影像描述（完全重用）
该文物的侧视影像于同日拍摄，影像编号

A-10080888-B-1

相关文献

（完全重用）

文物构成

（完全重用）

实体关联

（完全重用）

相关管

理文档

（纵向扩展）

相关研

究论著

（纵向扩展）

著录示例

武英殿属北京故宫。北京故宫登记号

110101-0001

专著

2008.03.19

刘二

北京故宫乾清宫内有匾额 个

关联描述（完全重用）

注释（纵向扩展）

引文（纵向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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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使用情况：完全重用。元数据结构如下表所示。

元素 元素限定词 著录示例

使用单位（完全重用）

隶属单位（完全重用）

用途（完全重用）

使用情况描述（完全重用）

注释（纵向扩展）

引文（纵向扩展）

XX市政协

XX省文物局

开放参观

正常使用

使用情况

（完全重用）

（13）环境状况：完全重用。元数据结构如下表所示。

元素 元素限定词 著录示例

自然环境（完全重用）

人文环境（完全重用）

环境状况描述（完全重用）

注释（纵向扩展）

引文（纵向扩展）

参见《第三次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范本》

参见《第三次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范本》

环境状况

（完全重用）

（14）损毁原因：完全重用。元数据结构如下表所示。

元素 元素限定词 著录示例

自然因素（完全重用）

人为因素（完全重用）

损毁原因描述（完全重用）

注释（纵向扩展）

引文（纵向扩展）

地震、水灾

不合理利用

将该文物保护单位作为企业资产对外承包经营，造成不合理利

用，且缺乏维护保养，文物损毁较严重。

损毁原因

（完全重用）

除此之外，古建筑元数据规范删除了数字博物馆核

心元数据规范中“关键词”“创建者”“收藏”“质地”

“数量”5个元素以及基于其扩展的所有元素限定词。

3 结语

本文提出了由核心元数据规范、专门元数据规范、

元数据扩展规则组成的三级数字博物馆元数据规范体

系，然后研究并形成数字博物馆核心元数据规范以及

元数据扩展规则，最后以古建筑为例，以数字博物馆核

心元数据规范作为扩展基础，实施元数据扩展规则中

的相关方法，最终形成古建筑专门元数据规范。本文

从元数据规范的标准化、通用性、开放性、可扩展性着

手，为我国博物馆行业的数字博物馆领域相关元数据

规范的研发和修订提供切实指导，将会极大地促进我

国数字博物馆的长远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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