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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表示模型BITS及其对中文科技图书的

适用性分析*

摘要：出版物的结构化处理是语义出版发展的基础。图书交换标签集（Book Interchange Tag Suite，
BITS）是一套面向科技类图书的结构化表示模型。本文通过分析BITS模型的元素和结构，比较BITS与期刊标

签集JATS以及电子书标准Docbook和DITA的异同，并结合中文科技类图书的特点，以探讨BITS对中文图书的

适用性和改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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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出版物的结构化处理是实现语义出版的必经环节。

经过结构化处理后的出版物多以XML语言表示，内涵

丰富的树状结构语义标签，体现内容的有序层次化知识

结构，有利于内容的存档、重用、格式转换与互操作，

能够更好地满足出版物内容发布和再利用需求。

图书交换标签集（Book Interchange Tag Suite， 
BITS）是由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下属国立生物技术信

息中心开发的一套基于XML的图书表示模型，旨在为

科学、技术、医学（Scientific，Technical and Medical，
STM）出版提供一套通用的图书数据存储和交换格式，

便于图书内容资源的表示、存储和多样化开发利用。

BITS问世于2013年12月，之后经过不断地发展和修正，

于2016年2月更新为BITS 2.0。从本质上看，BITS是一套

基于XML的描述图书叙事化内容及其元数据的模型，

不仅适用于单本图书，还适用于系列图书和成套图书，

可用于出版商之间、出版商与发行商之间进行内容的交

互、存档和格式转换[1]。源于出版物内容与结构的相似

性，BITS的应用对象不仅是STM图书，还包括政府报

告、参考书、系列丛书、会议论文集和百科全书等多种

形式的出版物[2]。

目前，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和学者开始关注和应用

BITS，并在其基础上开发出多个更具领域性特征的个

性化版本，如剑桥大学出版社在BITS基础上开发的图

书内容存档标准CUP-BITS[3]；Wheeles在Silverchair 
信息系统中对BITS的应用 [4]；加拿大学者门户网站

（Scholars Portal）基于BITS制定的电子书格式标准管

理超过60万本电子书[5]。

相较于西方专业出版机构，国内出版社对科技类

图书的结构化处理工作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近

五年，很多出版机构在借鉴Docbook、DITA等电子书

模型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图书结构化标准与规范。为进

一步提高中文STM图书结构化处理和编辑的规范性，

提高内容资源的互操作效率，有必要分析BITS的元素

与结构特点及其对中文科技类图书的适用性。

2 BITS元素、标签与结构

2.1 BITS的元素与标签

图书是内容的集合，内容单元可以进行粗细粒度不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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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划分。较粗粒度层面上，图书不仅包括“正文本”，

即图书的各章节内容，还包括各种具有特殊意义的“副

文本”，如前言、后记、目录、版权页等；较细粒度层面

上，图书的内容单元包括标题、段落、公式、表格、句

子，甚至词汇。图书内容单元的类型及语义内涵是图书

模型（Book Model）中元素（element）及其对应标签

（tag）的设计依据。

一般说来，根据图书内容单元的功能和意义，可以

把图书内容单元对应的元素和标签分为三种类型，分

别是结构类、内容类和表示类[6]。结构类标签指架构图

书“骨架”的标签，是封装内容类元素的容器，界定图

书的结构，并没有实证性意义的标签，如代表图书前置

部分的标签、后置部分的标签、图书主体部分的标签

等；内容类标签是用于标记填充“骨架”的“血肉”，这

类标签指明元素的具体语义，如代表问题部分的标签、

答案部分的标签等；表示类标签是用于图书的视觉表

现标记，包括字体、字号、下划线、上标、下标等，如表

示缩写、斜体的标签等。

BITS模型包含309个元素及其对应的标签，158个
属性，基本实现对图书构成要素及其组成结构的清晰、

完整和规范的描述。按照上述分类体系对BITS模型中

的标签划分后的示例如表1所示。

2.1.2  <book-part-wrapper>元素

图书片段元素<book-part-wrapper>主要用于表示

图书内部的章节性模块。该元素所定义的模块在内容

表 1 BITS标签的分类示例

结构类标签

内容类标签

表示类标签

标签类型 标签示例

<front>前置部分；<back>后置部分；<body>主体部分；<book-app>图书附录；

<book-app-group>图书附录集；<sec>小节；<float>浮动部分

<question>问题；<answer>答案；<answer-set>答案集；<array>列表；<article-title>文章标题；

 <chapter-title>章标题；<city>城市；<code>编码；<conf-date>会议日期；<disp-formula>方程式；

<era>年代；<event>事件；<speaker>发言人；<speech>演讲；<state>声明

<abbrev>缩写；<bold>黑体；<disp-quote>显示引用；<italic>斜体；<monospace>单间隔；<overline>上划线；

<roman>罗马字体；<sans-serif>无衬线字体；<sub>下标；<sup>上标；<underline>下划线

顶层元素是XML文件的根元素。在BITS中根元

素有两个，分别为<book>和<book-part-wrapper>。其
中<book>包含一整本图书，例如一本教材或者专著；

<book-part-wrapper>包含图书的一个独立的部分，例

如一章或者一节。

2.1.1 <book>元素

顶层元素<book>可包含五个部分，分别为（1）集

合元数据（<collection-meta>，可选部分），用于描述

当前图书所在丛书的元数据；（2）图书元数据（<book-
meta>，可选部分），描述当前图书的元数据，包括书

名、图书出版日期、出版者、版权声明等；（3）前置内容

（<front-matter>，可选部分），包含正文前的扉页内容，

例如题词、前言、序言等；（4）主体部分（<book-body>，
可选部分），指图书的正文内容，包括文本和图像等；

（5）后置内容（<book-back>，可选部分），包含术语表、

附录、参考文献列表等，附录也包括浮动元素<f loat-
group>，例如图表、数据和图书的侧边栏内容。<book>

元素的结果及各元素间的包含关系如图1所示[7]。

book ~

collection-meta ~

book-meta ~

front-matter ~

book-body ~

book-back ~

注：                      表示元素可选，可出现0次或多次；

表示元素可选，至多出现次；

表示该元素有属性值进行描述；

表示各元素是按照先后顺序出现

Element

Element

Element ~

Element3

Element2

Element1

图 1 <book>元素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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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逻辑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7]，其内部可包含的部分如

图2所示。

book-part-wrapper ~

book-meta ~

collection-meta ~

book-part ~

xi:include ~ xi:fallback ~

book-app ~

book-app-group ~

floats-group ~

index ~

index-group ~

ref-list ~

front-matter-part ~

foreword ~

preface ~

notes ~

ack ~

bio ~

dedication ~

fn-group ~

glossary ~

toc ~

toc-group ~

注：       表示文本、数字和特殊的字符；

Element3

Element2

Element1

表示各元素没有顺序要求

图 2 <book-part-wrapper>元素的结构

<book-part-wrapper>元素可包含的子元素除了与

元数据相关的集合元数据（<collection-meta>）和图书

元数据（<book-meta>）外，还有19个可选的叙事性内

容元素，如表2所示。

2.2 BITS的结构

BITS模型结构代表BITS对图书的理解，反映图书

中各内容单元组合关系和模块特征。在SGML和XML
产生前，人们对图书的理解往往考虑其物理结构和编

辑体系结构，由此形成封面、页面、页眉、页脚、边白等

概念，这种分类体系与印刷图书的物理实体性特征有

很大关系。进入数字出版时代后，电子图书的兴起使得

以物理图书为基础的概念体系产生不足，如何从认识论

表 2 <book-part-wrapper>中的19个可选元素

内容相关

索引相关

附录相关

注释相关

其他

图书单元<book-part>；前置内容<front-matter-part>；

浮动元素组<floats-group>

索引<index>；索引集合<index-group>；

目录<toc>；目录组<toc-group>

图书附录<book-app>；

图书模块附录<book-app-group>；

致谢<ack>；传记<bio>；致辞<dedication>；

前言<foreword>；序言<preface>

脚注集合<fn-group>；术语表<glossary>；

注释<notes>；参考文献列表<ref-list>

独立标记<xi:include>

（方便在标记过程中进行独立标记，

并且纳入最终整体文档）

的角度重新认识图书的构成，成为图书模型创新的关

键，也是图书脱离印刷纸张继续存在的逻辑基础。

从本体角度看，图书作为一种文本形式的内容，本

质上存在一种“内容对象的有序层次结构”，即图书内

容存在一种有序的、层次化的结构，这种结构基于文本

而存在，无论印刷载体还是电子载体，这种结构都长久

存在，是图书内容的本体结构[8]。在XML语言产生后，

这种本体结构可以使用XML表现出来；从形式上，以

XML语言表示的图书呈现为一种树状结构。图书可以

分为章，章下面可以分为节，节下面可以分为段落，段落

内包括文字、图形、公式等，这种结构对应到XML文档

上就是元素及其子元素的嵌套结构。这种树状结构的

设计为图书结构化处理和标注实践工作奠定了理论基

础。利用BITS对图书进行结构化处理的示例[9]见图3。

3 BITS与其他出版物表示模型的比较

3.1 BITS与JATS 

期刊文档标签集/套件（Journal Article Tag Suite，
JATS）是由NCBI开发的主要用于科技期刊表示的模型[10]。

BITS与JATS是一种继承与扩展的关系，BITS继承了

JATS的绝大部分功能，包括多语言环境、扩展性、开放

性等。根据图书的特点，BITS在JATS基础上做了元素

和结构的扩展。JATS与BITS的比较如表3所示。



2016年第8期（总第147期） 39

图书表示模型BITS及其对中文科技图书的适用性分析王晓光，刘怡丹

系列新元素。该问答结构定义的是问题和回答的模式，

尽管没有定义测验的形式，但是经过修改，能够按照需

求定义问答形式。

（4）更深入的嵌套结构元素。图书中拥有相互嵌

套的结构，例如卷、章、节等，JATS结构无法满足。

3.2 BITS与Docbook、DITA 

除BITS外，其他知名的图书表示模型还有DocBook
和DITA。DocBook是一种主要用于技术文件的标记语

言，它使用XML定义了一系列文档元素，是一种将文件内

容与样式分开处理的文件规范[11]；达尔文信息分类体系

构架（Darwin Information Typing Architecture，DITA）
是一种面向主题的DTD规范[12]。BITS与DocBook、
DITA三者都专注于交付技术类信息，但是各有所长，同

时在实际应用中也有各自的限制。

（1）适用对象。DITA适用于对格式有严格限定的

技术手册类出版物；DocBook适用于一般性出版物，文

档易于组织和排版；BITS适用于STM领域多种类型的

出版物。

（2）基本结构。DocBook、BITS与DITA的基

本结构对比如图4所示。DocBook的主体内容以章节

（Section）为组织单元，易于整体内容的组织和排版，

但无法做到更加细粒度内容的语义表示；对于内容需

要频繁修改的文档排版，DocBook也显得力不从心。

DITA使用主题（Topic）作为单元组织文档，支持模块

化的内容创建；同时允许作者组织并描述特定领域；在

生成多种文档格式的内容重用过程中，能够保持内容

的高度一致性。BITS的设计完全考虑了图书的有序层

级结构，在元素粒度及其属性和关系设计上，BITS考
虑得也十分细致和全面。

表 3 JATS与BITS对比

前置部分

主体部分

后置部分

浮动部分

问答模块

评论模块

元素

属性

JATS BITS

适用范围 STM期刊 STM图书

√

√

√

√

×

√

254

135

√

√

√

√

√

×

309

158

文档构成

组件数量/个

从表3可见，相对于期刊，图书的内容和结构更为

复杂，所以需要更多的元素和属性辅助表示。BITS新增

的主要元素包括4个。

（1）目录元素（<toc>）。由于期刊文章是单篇，而

图书由多个章节组成，丛书由多册单本组成，需要目录

来呈现整本图书的内容及章节结构。BITS新增了目录

元素（<toc>），用于对图书的目录进行表示。 
（2）索引元素（<index>）。一本书的内容较多，

篇幅较长，需要索引以方便查阅。BITS新增了索引元素

（<index>），对图书的索引进行标注。

（3）问答元素 [2]。包含<quest ion>、<quest ion-
wrap>、<answer>、<answer-set>、<explanation>等一

DITA

Chapter

Topic
(Sub-Topic)

Topic
(Sub-Sub-topic)

Topic
(Front Matter)

Topic
(Back Matter)

Front Matter

Float Group

Back Matter

Body

BITS

Question/Answer

DocBook

Front Matter

Chapter

Section

Section

Section

Section

Back Matter

图 4 DocBook、BITS与DITA的结构对比

图 3 利用BITS表示的图书结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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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BITS的特点

通过分析BITS的元素及其属性，对BITS与DocBook、
DITA的比较，可以发现BITS在图书模型表示上具有明

显优势，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1）适用范围广、内容集成便利。BITS本身是在

JATS基础上开发完成的，二者使用的元素标签保持高

度一致性。随着两个模型的更新，二者的互操作能力有

了很大的保障，这使得期刊和图书的内容集成有了很多

便利。

（2）粒度细致，结构灵活。与其他图书模型相比，

BITS的元素更为丰富，这使得BITS在内容单元的表示

和描述上更加细致，有利于内容单元的提取、集成、检

索和再利用。由于使用更为准确和细致的标签，计算机

在“理解”内容单元的能力上也得到提升，为内容资源

的重组和互联等开发提供便利。

（3）应用方便、学习成本低。DITA包含众多语法

和标签定义，在应用过程中学习曲线较陡，在文档生

成过程中一般需要Ant命令进行编译；DocBook门槛较

低，只需了解基本知识就可以使用；BITS的基础元素和

属性数量相对较少，学习难度较低，但是扩展性和灵活

性强，便于用户的扩展应用。目前，使用JATS的机构较

多，掌握JATS使用方法可以迅速接受BITS。

4 BITS对中文科技图书的适用性

4.1 语言适用性

BITS沿袭了JATS的强大功能，支持包括中文在内

的多种语言，“zh”标签代表中文。在BITS中，语言属

性@xml:lang用于解释所定义内容的语言类型，所定义

的值具有延续性。例如，@xml:lang定义一段内容为中

文，则下述段落也默认为中文。若改变语言类型，需对

专属语言属性重新定义。此外，大多数语言有不同的书

写规范及书写字体，就中文来说，有简体、繁体之分。

BITS在支持多种语言的同时，对语言的呈现形式及规

范也纳入考虑。

在BITS中，通过语言标签与字体标签进行组合，

可以实现不同的中文表现形式。例如：xml:lang="zh-
Hant"表示中文繁体书写体；xml:lang="zh-Hans"表示

中文简体书写体；xml:lang="zh-Hans-CN"表示在中国

大陆使用的中文简体书写体。

对于中国大多数科技类图书来说，语言以中文为

主，少部分为纯英文或其他语种。BITS的多语言功能，

能够较为全面地匹配中文科技图书在结构化工作中对

语言的需求。

4.2 元素适用性

中文科技图书既包含文档层次，也包括页面层次

的逻辑元素。在文档层次上，中文科技图书的逻辑元素

有封面、书名页、版权页、目录页、前言、正文页、参考

文献、附录、术语表、索引等；在页面层次上，中文科技

图书的逻辑元素主要包括书名、作者、目录条目、章、节

标题、正文段落、图片、表格及其标题、页眉、页脚、页

码、注释、索引条目等。逻辑元素的适用性是指文档中

的逻辑元素能够被识别[13]，综合文档层次与页面层次

的逻辑元素，可以看出，对中文科技图书进行结构化标

注，需要识别的主要逻辑元素有封面、书名页、版权页

等23个逻辑元素，BITS元素具体适配情况如表4所示。

BITS能够满足中文科技图书主要逻辑单元的调

用，图书中主要逻辑元素在BITS中至少能找到一个元

素进行对应，并且BITS拥有309个元素能够满足对中

文科技图书标注更加细粒度的要求。

4.3 结构适用性

一般说来，中文科技类图书与英文科技类图书的

结构无太大差异。除元数据部分外，图书的叙事性内

容部分都由三部分构成，分别为前项部分、正文章节部

分和后项部分。这三部分与BITS<book>元素的子元素

结构一一对应。如BITS<front>元素对应图书的前项部

分，<body>元素对应图书的正文章节部分，<back>元素

对应图书的后项部分。除这种基本层次结构的对应外，

中文科技类图书的内部关联结构，如不同内容单元间的

索引关系、引用关系、参照关系等都能利用BITS的元素

及其属性关系表示，说明BITS对中文科技类图书有极

强的适用性。

4.4 BITS在中文科技图书应用上的不足

BITS虽然对中文科技类图书有极强的使用性，但

囿于语言习惯和文化差异，BITS在两个方面还需改进

以更加适用中文科技类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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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加一定的表示类标签。BITS使用下划线

<underline>标签表示重点图书中的重点内容，但是在

中文图书中，重点内容通常用打黑点的方式表示。此

外，部分字词可能会需要增加拼音显示。这些特殊的表

现样式要求，在具体工作中虽可以使用CSS定义解决，

但增加一种标签更为方便。

（2）增加代表中国特色的元素和标签。中文图书在

版权页通常有代表中国国情的信息，如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它们在BITS中没有对应的元素和标签。针对这

种情况，可以增加新的元素对BITS进行扩展实现。

5 总结

本文详细分析图书表示模型BITS的元素、结构及

表 4 中文科技图书逻辑元素与BITS元素的适配

封面

书名页

版权页

目录页

前言

正文页

参考文献

附录

术语表

索引

书名

作者

目录条目

章标题

节标题

正文段落

图表

表格及其标题

页眉

页脚

页码

注释

索引条目

中文科技图书
逻辑单元

可调用的BITS元素
BITS中是否
有可调用元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age>、<front-matter>、<front-matter-part>

<book-Title>

<copyright-holder>、<copyright-statement>、<copyright-year>

<toc>

<foreword>

<book-body>

<ref>、<ref-list>

<book-app>

<glossary>

<index>

<book-Title>

<attrib>

<toc-div>、<toc-entry>、<toc-group>、<toc-title-group>

<chapter-title>

<part-title>

<p>

<graphic>、<fig>

<table>、<table-wrap>、<table-wrap-foot>、<table-wrap-group>、<tbody>、<tfoot>

<floats-group>

<fn>、<fn-group>

<page-range>

<note>、<notes>

<index-div>、<index-entry>、<index-title-group>

文档层次

页面层次

其特点，并将其与JATS、DocBook、DITA进行比较研

究，进而论述BITS对中文科技类图书的适用性。研究

表明：BITS比DITA和DocBook拥有更强大的图书结构

与单元表示能力，能够满足绝大多数科技类图书的结

构化处理要求，是一套理想的图书结构化表示模型。需

要注意的是BITS并不适用于包含大量图片、以视觉设

计为重心的科技类图书，如各种建筑图像集、工程绘图

作品等。

总的来说，BITS标准的推出有利于提高图书结构

化处理的规范性，而加强图书结构化处理不仅有利于

提高图书内容的重用性，也有利于增强图书内容的细粒

度检索、集成和重组能力，是语义出版系统发展过程中

必不可少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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