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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视频资源元数据及描述

摘要：本文详细阐述视频资源的定义、类型、特征，介绍国内有代表性的数字视频资源元数据及编目规则，

指出其现存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对策。文本认为数字视频资源元数据及编目规则是创建视频资源数据库的基础，

编目标准化是共建共享数字视频资源数据库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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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视频资源的定义与类型

视频资源（video resource）是指用于存储活动或

静止图像的媒体，所记录的视频需用特定的回放设备

（如视频播放器、DVD播放机等）播放，包括用数字

信号和模拟信号存储的视频资源，但不包括静态图像

资源。

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视频资源可分为不同的类

型。按视频信号划分，视频资源类型包括用模拟信号存

储的视频资源和用数字信号存储的数字视频资源；按

视频资源的存储载体划分，视频资源类型包括实体视

频资源（如DVD、VCD、录像带等）和网络视频资源；

按内容划分，视频资源类型包括新闻、讲座、访谈、电

影、电视剧、舞蹈、动漫、相声、小品、杂技、戏剧、戏

曲、音乐会、综艺节目、体育节目等。

2 视频资源的特征

2.1 结构的特殊性

视频资源是集语言、音响、图像或字幕于一体的信

息资源，其结构具有特殊性。无论电影还是录像均是按

顺序承载一系列图像，在快速按顺序投影时会产生运动

错觉的原理来呈现画面。视频资源物理结构的最小单位

是帧，由帧构成镜头，由镜头构成场景，由场景构成片

段，由片段构成节目，即一部完整的录像资料或电影。

2.2 特征的独特性

视频资源是集图、文、声、像于一体的信息资源，物

理特征复杂。视频资源通常包括时长、入点、出点、画

面宽高比、色彩、分辨率、声道格式、制式、视频数据码

率、视频编码格式、视频取样格式、音频编码格式、音

频数据码率、音频采样频率、音频位深度等物理特征，

数字视频资源尤为如此。

2.3 题名的层次性

视频资源题名层次多，尤其是影视节目题名的层

次。如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由五部分84集组成，不

仅有系列题名《三国演义》还有分部总题名（如第一部

《群雄逐鹿》、第二部《赤壁逐鹿》等），甚至在各部下

还载有分集题名（如在第一部《群雄逐鹿》中包括第1集
《桃园三结义》、第2集《十常侍乱政》等）。

2.4 责任方式的复杂性

视频资源责任者及责任方式复杂多样。如主持、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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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表演、演唱、演奏、演讲、编剧、导演、导播、策划、

作词、作曲、音乐总监等，其中导演又可细分为总导演、

合成导演、导演组、电视导演、外拍导演、执行导演、录

音导演、配音导演、舞台导演、原排导演、译制导演。

2.5 新闻的时效性

新闻资讯类视频资源包括消息、信息推介、深度报

道三种节目形态。这类视频资源具有信息量大、涉及领

域广泛、时效性强、内容简明、语言简洁的特点。随着时

间的推移，有些内容虽会老化，但历史性视频信息仍有

再利用的价值。

3 数字视频资源的收藏与制作

目前，我国数字视频资源的收藏与制作具有两个

特点。

3.1 收藏机构的广泛性

2005年之前，我国视频资源的收藏机构主要是电

视台音像资料馆、电影资料馆、电化教育馆，而且收藏

视音频资源的图书馆为数不多（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北

京大学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

随着人们对视频资源需求的增长，视频资源的收

藏机构已从音像资料馆、电影资料馆扩展至省市公共图

书馆、大学图书馆、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分

中心）以及科学技术协会等单位。

3.2 视频资源制作者的多样性

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视频资源的

制作者已不局限于电视台、出版社及网站，而是扩展

至图书馆乃至个人。目前，我国许多图书馆既收藏、组

织、揭示数字视频资源，还自行策划、出品、拍摄、制

作视频资源。现在不少图书馆成为视频资源的产出机

构。如首都图书馆策划出品的《京味儿趣玩》系列等

儿童动画片、辽宁图书馆制作的《辽宁战争往事》、上

海图书馆制作的《螺旋藻人工养殖和加工》农业专题

片等；部分图书馆还设立视频拍摄室和视频制作室，

为图书馆和个人用户拍摄和制作视频创造良好条件。

简而言之，图书馆已不仅是收藏、揭示、组织视频

资源的机构，还成为自行策划、出品、拍摄、制作视频

资源的产出机构，部分图书馆甚至创建了许多专题视频

资源的特色数据库。

4 我国数字视频资源元数据及描述现状

在我国，数字视频资源迅猛发展，收藏机构广泛，

新创建的数字视频资源元数据规范层出不穷。下面介

绍四部我国参照《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元素集》（Dublin 
Core metadata element set，DC）创建的数字视频资源

元数据规范或编目规则。

4.1 《广播电视音像资料编目规范 第1部分：

电视资料》

2004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布的GY/T 202.1—
2004《广播电视音像资料编目规范 第1部分：电视资料》

行业标准在节目层复用15个DC元素，并设置97个修饰

词。如在“题名”元素中设置正题名、并列正题名、副题

名、题名说明、系列题名、分集总数、分集次、并列系列题

名8个修饰词；在“格式”元素中设置实长、入点、色彩、

字幕形式、声道格式、声音质量、画面质量、画面宽高比、

载体类型、制式、音频数据码率、音频编码格式、音频采

样频率、音频位深度、视频数据码率、视频编码格式、视

频取样格式及文件格式18个修饰词。

《广播电视音像资料编目规范  第1部分：电视资

料》行业标准的特点：明确规定按节目层、片段层、场

景层、镜头层四个层次揭示视频资源，并规定各层次

元素与修饰词。深度揭示视频资源的内容，以满足专业

用户的需求。该标准存在两点不足：第一，图书馆学方

面的名词术语，其定义和英文名称未与相关标准保持

一致，缺乏规范性；第二，设置一些无实际意义的修饰

词，如“系列”“分类”等。

4.2 《中央电视台音像资料编目细则》

2005年中央电视台音像资料馆落成，参考《都柏

林核心元数据元素集》和《广播电视音像资料编目规范 
第2部分：广播资料》制定《中央电视台音像资料编目细

则》。2008年经修订形成《中央电视台音像资料编目细

则（3.0版）》，2015年再次修订。其元数据集由题名、主

题、描述、责任者、出版者、版权、语种、日期、类型、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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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时空覆盖范围、来源以及关联12个元素构成，并设

置67个修饰词。《中央电视台音像资料编目细则》包括

1个通则和有关新闻类节目、专题节目、综艺节目、影视

剧节目、体育赛事节目、纪录片及节目素材的7个分则。

与广播电视行业GY/T 202.1—2004标准的区别

在于。

第一，元数据集未复用DC的标识符、创建者、其他

责任者这3个元素。

第二，根据视频资源责任者的特点，将DC元数据

的“创建者”和“其他责任者”两个元素合并为“责任

者”；根据中央电视台电视节目版权管理的实际需要，将

“权限”改为“版权”。

第三，根据中央电视台专业用户的特殊需求，在

GY/T 202.1—2004行业标准的基础上增设17个修饰

词。如在“描述”元素中增设现场同期声、拍摄地点、

拍摄方式、景别、拍摄角度、限用、馆方分类、磁带条

形码、索带号以及表现主体类型10个修饰词；删除

或修改广播电视行业标准中的一些修饰词，如“分类

号”是“广电分类法”修饰词中的著录内容，故将GY/T 
202.1—2004行业标准“主题”元素中的“分类法”和

“分类号”合并为一，并将其修饰词名称改为“广电分

类法”。

第四，明确规定节目层、片段层、场景层、镜头层

各层记录的元素、修饰词及分层方法。截至2016年7
月，中央电视台数字视频资源的编目量达96万小时，

特别是视频资源书目记录与数字视频资源实现超链接

（见图1）。

馆专门元数据”项目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数字图书馆

工程专门元数据标准与著录规范——视音频”项目组于

2009年10月—2011年2月制作而成。项目组主要成员来自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和北京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国家图书馆视频资源元数据规范》的特点主要

体现在四方面。

第一，元数据规范既适用于数字视频资源、网络视

频资源，也适用于实体视频资源。

第二，元数据规范是建立在对国内外视频资源元

数据调研、国家图书馆视频资源分析以及对视频资源

元数据标准设计研究的基础上，并参考DC元数据和

GY/T 202.1—2004行业标准制定而成。元数据集在

DC15个元素的基础上，增设“版本”“受众”“馆藏信

息”及“源载体”四个元素。

第三，元数据规范将19个元素分为核心元素、资源

类型核心元素及个别元素三部分。核心元素指“使用频

率高的、共性的、可用于不同类型的信息资源描述的元

数据元素”[1]5，其收录DC15个元素作为该元数据规范

的核心元素；资源类型核心元素指“在制定不同类型和

不同资源的元数据规范时，根据资源对象的特点设计

出的、相似资源共同所需的元素及修饰词”[1]5，其将版

本、受众、馆藏资源视为资源类型核心元素；个别元素指

“为某一特定的资源对象设计的、仅适用于这类对象的

元素，不用于交换”[1]5，其中源载体属于个别元素。

第四，视频资源著录层次包括集合层、个体层及

分析层。以单个视频文件或无层次的实体视频资源为

单位编制个体层记录。为满足用户深度检索和利用视

频资源的需求，适当地以个体层视频中析出的片段、场

景、镜头为单位编制分析层记录。此外，有选择地为系

列视频资源编制集合层记录，以便全面揭示一种视频

资源的全貌。

4.4 文化部全国文化发展中心的《数字资源

元数据规范》

2013年6月—2014年6月，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持

制定的“数字资源元数据标准规范、交换标准规范及著

录规则”是“国家公共文化数字支撑平台数字资源标准

规范”项目的子课题之一，其研究成果由《数字资源元

数据规范》和《数字资源编目规则》两部分构成。《数字

资源元数据规范》参考GB/T 25100—2010《信息与文

献  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元素集》和《国家图书馆视频资

4.3 《国家图书馆视频资源元数据规范》

《国家图书馆视频资源元数据规范》是“国家图书

图 1 中央电视台数字视频资源检索结果界面

数字视频资源元数据及描述段明莲，李燕



2016年第12期（总第151期）1�

源元数据规范》，设置21个元素和105个修饰词，其中复

用12个DC元素（即标识符、题名、日期、描述、主题、类

型、格式、语种、来源、关联、权限、时空范围，复用率达

80%）。根据数字资源特点，将DC元数据的“创建者”

与“其他责任者”合并为“责任者”。由于DC元数据的

“出版者”元素无法涵盖“出版地”“出品地”以及“出

品者”而设立“出版发行”元素，故将DC“出版者”元

素调整为修饰词。根据文化部全国文化发展中心数据

管理的实际需要新增6个元素，即受众、源载体、馆藏信

息、资源加工、资源服务、资源验收。

《数字资源元数据规范》的特点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适用范围不局限于视频资源，还包括音频资

源、图像资源以及视音频数据库。

第二，根据文化部全国文化发展中心（分中心）的

实际需求和资源特点，《数字资源元数据规范》明确规

定按集合层、个体层及分析层三个层次设计元数据方

案，以揭示数字资源（含数字视频资源）。该元数据规

范还明确规定以单个具有独立标识的数字文化资源文

件为单位编制个体层记录。必要时可为成套或成系列

的数字文化资源编制集合层记录，或为从个体层中析出

的视频信息编制分析层记录。

第三，物理记录与逻辑记录相结合。以文件为单位

创建的个体层记录是物理记录，而集合层记录和分析

层记录是逻辑记录。个体层记录的元素及修饰词设置

详尽，而集合层记录和分析层记录的元素及修饰词设

置则相对简化。

第四，存在从属关系、引用关系、派生关系及并列

关系的资源间，通过“关联”元素中的“原版本、其他版

本、包含、包含于、参考、被参考”修饰词进行链接。如系

列数字视频资源与其所含的具有独立标识的单个数字

视频资源文件之间，或单个数字视频资源文件与其析出

的数字视频信息之间存在从属关系，可用“包含”或“包

含于”关联方式予以链接，具体见例1和例2。
例1：视频个体层记录

        题名：艺文中国

                【并列题名】：Art China
                【其他题名信息】：本期人物展望

      责任者【个人名称】：翁菱

        【责任方式】：策划

        【个人名称】：卢敏捷

        【责任方式】：策划

        【个人名称】：王平

        【责任方式】：策划

        【个人名称】：王水泊

        【责任方式】：导演

        【个人名称】：叶小虎

        【责任方式】：摄像

        【个人名称】：王赫泽

        【责任方式】：摄像

        【个人名称】：刘泽民

        【责任方式】：摄像

        【个人名称】：高原

        【责任方式】：摄像

        格式【数量】：168.20M
               【时长】：00:39:52

例2：视频分析层记录

        题名：不锈钢假山石系列

      责任者【个人名称】：翁菱

【责任方式】：策划

【个人名称】：卢敏捷

【责任方式】：策划

【个人名称】：王平

【责任方式】：策划

        描述【摘要】：1995年，展望从古代园林假山

石中获取灵感，开始创作“不锈钢假

山石系列”。这一系列成为他最具代表

性最为世人所关注的作品。

        格式【时长】：00:00:24
              【入点】：00:01:37
        关联【包含于】：王水泊. 艺术中国：展望. 2010

5 我国元数据规范分析与现存的问题

5.1 元数据规范大同小异

DC元数据是一种简单结构的元数据，适合组织网

络环境下的数字资源。因此，我国无论是广播电视行业

制定的GY/T 202.1—2004《广播电视音像资料编目规

范 第1部分：电视资料》《中央电视台音像资料编目细

则》，还是GC-HD090190《国家图书馆视频资源元数

据规范》、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的《数字资源

元数据规范》均参考DC元数据扩展而成。但是，在各

元数据规范间存在差异。如部分元数据规范复用DC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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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创建者”和“其他责任者”，部分元数据规范

则将其合并为“责任者”。DC的创建者指“创建资源的

主要责任者”，其他责任者指“对资源做出贡献的其他

责任实体”[2]。在实现计算机检索的今天，书目记录无

须区分主要责任者和次要责任者，尤其是视音频资源很

难选取负主要责任的创建者，故“创建者”和“其他责

任者”元素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5.2 名词术语欠规范

目前，我国基于《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元素集》创建

的视频资源元数据规范，对于同一事物却使用不同名

称术语。如GC-HD090190《国家图书馆视频资源元数

据规范》和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的《数字资

源元数据规范》分别将“has part”和“is part of”译为

“包含”和“包含于”，而GY/T 202.1—2004《广播电视

音像资料编目规范 第1部分：电视资料》和《中央电视

台音像资料编目细则》则分别译为“部分为”和“组成

部分”；又如，有的元数据规范将赋予资源的名称称为

“题名”，有的则称为“名称”。

5.3 修饰词设置方法不一

主题词表和分类法是信息资源主题标引和分类标

引的依据。在修饰词设置方面，图书馆界通常参照DC元

数据修饰词的设置方法。如通常用主题词表题名（《汉

语主题词表》《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等）或分类法题名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广播电视节目资料分类法》

等）作为“主题”元素的修饰词，而GY/T 202.1—2004
《广播电视音像资料编目规范 第1部分：电视资料》则是

在“主题”元素下设“分类”修饰词，在“分类”修饰词下

设置“分类法”和“分类号”两个子修饰词。“分类”不

仅是无实际意义的修饰词，而且所设置的“分类法”和

“分类号”两个子修饰词也缺乏科学性。

5.4 编目规则各行其是

《数字资源编目规则》依据GB/T25100—2010《信

息与文献  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元素集》国家标准将“题

名”定义为“赋予资源的名称”[3]。《国家图书馆视频资

源元数据著录规则》和GY/T 202.1—2004《广播电视

音像资料编目规范 第1部分：电视资料》则分别将其定

义为“赋予视频资源的名称”[1]15“创作者或出版者赋

予一个电视音像资料的正式名称信息”[4]。“题名”是各

类资源共同的特征，在视频资源元数据规范或编目规

则中不宜过于强调视频资源题名的个性，否则不利于各

类数字资源记录横向间的协调与统一。

名词术语的定义或编目规则的差异会导致编目结

果各异，最终影响信息资源的检索与利用。如《国家图

书馆视频资源元数据著录规则》（以下简称“国图著录

规则”）将“并列题名”定义为“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

示的题名”[1]16，而GY/T 202.1—2004《广播电视音像资

料编目规范 第1部分：电视资料》（以下简称“广电行业

标准”）认为“正题名”是“用汉语文字表示的电视音像

资源的正式名称”，并列题名是指“电视音像资源正题

名的非汉语名称”[4]。由于广电行业标准的错误导向，

导致电视台误将“外语节目”称为“非汉语节目”，并试

图制定不切实际的编目规则——《非汉语节目及素材编

目规则》，甚至试图要求编目员将原版视频资源的外文

题名译为中文，并作为正题名，而将外文节目的原文题

名作为并列题名。错误的名词术语定义和编目规则势必

导致错误编目结果，见例3和例4。
例3：原题：Cultural express 2006-12-30英文节目

【广电行业标准】正题名：文化报道 
2006-12-30（英语）

并列题名：Cultural express  2006-12-30
【国图著录规则】正题名：Cu lt u r a l 
express 2006-12-30
并列题名：文化报道 2006-12-30

例4：原题：Gone with the Wind（英语原声电影）

【广电行业标准】正题名：飘

并列题名：Gone with the wind
【国图著录规则】正题名：Gone with 
the wind

广电行业标准对“正题名”和“并列题名”的定义

仅限于国内自产的汉语电视节目，未顾及我国及国外用

外语录制的电视节目，其名词术语的定义既缺乏科学性

也缺乏实用性，尤其是与GB/T3792系列国家标准的有

关规定格格不入。不规范、不科学的编目规则会影响信

息资源描述的质量，更会阻碍数字视频资源数据库共

建共享的进程。

数字视频资源元数据及描述段明莲，李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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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议

解决数字视频资源元数据规范和编目规则中现存

的问题迫在眉睫。视频、音频、图像、文本等数字资源

元数据规范的标准化是数字资源管理与组织的基础，

是共建共享数字资源数据库的必由之路。

为解决我国数字视频资源元数据及编目规则现存

的问题，建议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根据

各类数字资源的特点和用户的需求，基于DC元数据制

定数字资源元数据国家标准。数字资源元数据国家标

准既要满足普通用户的需求，也要考虑专业用户的需

求。力求统一图书馆界、广电行业、文化行业的数字资

源元数据规范，使元数据规范的共享性和特殊性兼而

有之。与此同时，数字资源元数据标准要充分揭示或链

接各种描述对象间的关系，从而加强数字资源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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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为我国共建共享跨行业、跨部门的数字资源数

据库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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