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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图像是数字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又不同于一般的信息资源。数字图像的组织需要专门的

元数据标准。本文首先通过文献调研归纳并总结国内外数字图像元数据的研究现状；然后选择不同类型的图像

数据库调查分析其图像的元数据元素，并将数据库内图像元素与数字图像相关的元数据标准进行对照分析；最后

在理论分析和实践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图像数据库元数据元素集的改进建议，具体包括17个元数据元素和11个元

素修饰词，以期进一步完善图像数据库元数据在实践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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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手机时代的到来，图

像类信息资源大规模增加。图书馆等机构开始将数字

图像类数据库纳入馆藏建设的范围。数字图像作为数

字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同于一般的信息资

源，其内容特征涉及非文字性的图形、色彩、色调、纹

理、内容对象、物理制作要素等信息[1]。元数据是信息

资源描述、组织与管理的重要工具，利用元数据对图像

进行描述、组织和规范处理，可以提高检索的准确性

和快捷性，从而增强其可发现性和可用性。从数字图像

的获得方式来看，包括直接拍摄的数字图像和从纸质

文献资源中以扫描方式提取的数字图像两大类。直接

拍摄的数字图像主要包括实物展示类图像和新闻纪实

类图像两类。因此，本文选择实物展示类图像、新闻纪

实类图像和数字化提取类图像这三类图像数据库作为

调查样本，调查分析其图像的元数据元素，然后与数字

资源元数据标准和图像类资源元数据标准进行对照分

析，结合实践调查和理论分析提出图像数据库元数据

元素集的改进建议。

1  数字图像元数据的研究现状

以中国知网CNKI为数据源，使用“图像”“图像

数据库”“元数据标准”分别进行题名、主题的组合检

索。检索不限“年份”，经过人工筛选后，得到检索结果

75条。经过分析可以看出，近年来国内图像元数据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国际和行业上相关的

数字图像元数据项目和规范进行介绍。例如：袁莉等[1]

对国外数字图像的元数据格式MOA2 metadata、VRA 
Core等做了简单介绍和比较，将元数据分为描述性元

数据、结构性元数据、管理性元数据；黄崑等[2]将可用

于描述和著录图像的元数据标准归纳为专门的图像元

数据标准、文化资源相关的元数据标准和通用元数据

标准并分别介绍。二是对我国大量古籍文献和特殊地

方文化等相关元数据标准的制定进行探究。例如：北京

大学图书馆提出古籍元数据标准、拓片元数据标准；郭

瑞芳等[3]根据国家图书馆图像元数据元素及修饰词著

录细则设计了一套描述端砚图像的元数据方案，同时

知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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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端砚作品自身特点给出完整描述；王若宸等[4]基于

Panofsky和Shatford的图像学理论模型构建专门面向非

遗数字图像的语义描述框架，提出一种专门面向非遗

图像语义信息的描述方法。

20世纪90年代，国外开始逐渐出现图像元数据的

研究项目，相关研究以介绍元数据在各行业领域的实

践应用为主，侧重于元数据的实践技术等方面研究。关

于元数据的具体应用实践，范围很广，比较有代表性的

是数字图书馆中数字图像元数据规范项目的建设、将

图像元数据的标准应用于构建地标图像的AI训练数据

集[5]，以及从实验日志和文本文件中提取元数据，处理

图像并将其上传到服务器，从而创建完全注释的多维

数据集[6]。Kim等[7]针对多媒体图像的侵犯版权和非法

使用等问题，提出以JPEG格式的数据保护特性作为元

数据扩展到远程访问控制中，通过将访问控制数据的

位置信息作为元数据保存在图像文件中，图像所有者

可以允许或拒绝其他人的数据消耗，起到隐私保护作

用。在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方面，Crowe等[8]以丹

佛大学档案馆馆藏为例，分析了高校档案图像元数据

最佳实践。Saleh[9]探讨了网络文化遗产数字馆藏中使

用图像嵌入元数据的可用性。

2  图像数据库元数据元素调查分析

为了保证所调研数字图像的全面性，本文选择实

物展示类图像数据库、新闻纪实类图像数据库和数字

化提取类图像数据库为研究对象，对不同类型数字图

像数据库内的元数据元素进行调查。图像类目是将图

像按不同特征进行归类处理，以满足用户检索、获取所

需图像的需求。图像元数据是描述图像文件的一些信

息标签，具体包括图像拍摄时自动标注的图像尺寸、像

素等信息，以及图像名称、作者、地址等后期对图像进

行人工描述的元数据信息。本节主要通过网络调查法

对数据库内图像类目和图像元数据进行总结分析，以期

为改进图像数据库元数据元素提供一定的实践基础。

2.1  实物展示类图像数据库

实物展示类图像就是将各类实物直接地予以反

映，通过图像拍摄真实还原其本质美感。实物展示类图

像数据库保存的是相机等拍摄工具直接捕捉的图像或

者计算机内绘图工具等创作出的图像。这类数据库既

有图像资源种类丰富的综合性图像数据库，如图虫图

库[10]，它是字节跳动旗下的优质摄影图片整合图像库，

由摄影爱好者上传作品，已有超过4.6亿张正版素材，包

括风景、动物等摄影图片；也有将某一类型的作品收集

在一起，为用户提供某一专业领域的图像检索及利用服

务的专类图像数据库，如中药材图像数据库[11]，它由香

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建立，图像涉及常用中药材420
余种，以高清图像展示药材的外观特征，并以文字记载

药材的来源、主产地、性味功效等信息。作为实物展示

类图像数据库，这两类数据库中的图像类目多种多样，

且都对不同特征、不同类别的图像进行整合区分。

经调查，图虫图库主要图像类目包括“人像”“自然

风光”“节日”等，为更加细致地划分不同类别的图像，

图虫图库对每一大类下的类目进行细分，例如，“人像”

类目下可以细分为“外国人”“青年”“女性”“肖像”

等，“自然风光”类目下可以分为“山川”“草原”“海

洋”等，以便更好地帮助用户根据图像的不同特征精

确检索图像；中药材图像数据库对常用类型中药材图

像的药材类别、味觉特性、品质特性等进行划分，又

对每一个类目进行细分，如“味觉特性”可以细分为

“苦”“甘”“辛”等。通过对数据库内图像元数据调

查发现，根据图像类型的不同，所描述的信息侧重点也

有所区别。图虫图库作为摄影图像数据库，更注重对图

像的摄像标准系数进行描述，如白平衡、色彩模式、图

像宽高度、分辨率等，同时也对图像标题和作者等主要

信息进行描述；中药材图像数据库内的图像主要为高

清拍摄中药材图像，除了对图像尺寸、像素等信息进行

描述外，更注重体现中药材图像的属性特征，对药材科

名、中外文名称、药材来源、药材产地等图像元数据进

行描述。

2.2  新闻纪实类图像数据库

新闻纪实图像的主要功能为向用户传递故事和信

息，在新闻纪实类图像中需要展示人物、时间、地点、事

件、原因、发生过程六要素，在呈现图像的同时搭配文

字介绍，更加完善地向外界呈现一个新闻信息。中国新

闻图片网[12]属于新闻纪实类图像数据库，将每日新闻图

片制作成电子文本，通过互联网整合成可视化的图片分

享平台。新闻的不同类型决定图像也有不同的类目。中

国新闻图片网按反映社会生活的内容将新闻图像分为

政治、经济、文化、体育、教育等类目，并对不同类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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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新闻图像进行细分，例如“体育”大类下具体分

为“奥运”“足球”“NBA”等，以保证新闻覆盖面的广

泛性。关于新闻图像的元数据，通过调查可知，新闻图

像具有新闻的特点，其图像元数据也是围绕新闻六要

素，即人物、时间、地点、事件、原因、发生过程进行描

述。还需要注意是，中国新闻图片网通过“图像文件名

称”“图片作者”“作者单位”和“拍摄地址”等元数据

对图像信息进行描述，以保证新闻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2.3  数字化提取类图像数据库

数字化提取类图像数据库主要指通过扫描仪等识

别图像的机器，将文献中的图像传输到计算机中，通过

图像处理软件最大限度地还原文献图像，整理保存形

成数据库。插图是插附于书刊文字间的特殊图画形式，

将文献中的纸质插图进行数字化提取和整合，有助于

更加直观地理解文本内容。

古籍插图图像数据库 [13]是由首都图书馆创办的

一个包含古籍插图数据的线上查询系统，目前收录了1

万多张插图，每张插图都有其所属类别以及具体的图

像信息。古籍插图图像数据库中每条图像数据包括插

图影像和内容描述两部分。根据插图主题内容的不同

分为小说、戏曲、宗教、风景等几大类目。在对插图进

行数字化提取过程中，主要通过“插图题名”“绘图

者”“图像类别”“绘制年代”等元数据对插图图像进

行描述，以揭示图像内蕴含的信息。同时还通过“文献

题目”“责任者”对提取插图的古籍文献信息进行描

述。因此在构建图像元数据时可注重数字化提取类图

像与文献本身的内容联系，保障数字化提取类图像元

数据描述的完整性。

2.4  三类图像数据库的对比分析

通过对上述三类图像数据库的调查分析发现，不

同类别图像数据库中的图像呈现方式和信息描述不

同，图像类目和图像元数据描述侧重点有所差异，结果

见表1所示。

表1  三类图像数据库的对比分析

实物展示类图像

新闻纪实类图像

数字化提取类图像

图虫图库

中药材图像数据库

中国新闻图片网

古籍插图图像数据库

人像、自然风光、动物、美食、节日、商务、

科技、教育、文化

药材类别、缩图、性状特征、品质特性、

性味功效

政治、经济、军事、体育、教育、

民族与宗教、法制

人物、小说、戏曲、军事、宗教、动植物、

风景、建筑、历史故事

场景类型、白平衡、数据色彩、色彩模式、色彩降噪、

色彩空间、图像宽高度、分辨率、景深、视角

拉丁学名、科名、中文名称、英文名称、来源、主产地

人物、时间、地点、事件、原因、发生过程

成图方式、图像类别、绘制年代、母体文献题名、

母体文献索取号

图像类目 图像元数据图像类别 数据库名称

实物展示类图像主要是对于事物本身的展示，向

外界传递图像自身所携带的信息。因此在构建图像元

数据元素集时多以描述图像本身的元素为主。根据用

途不同，在提取元数据元素时有各自不同的依据，从图

虫图库中提取的图像类目都是很直观的图像元素，如

“自然风光”“美食”；而中药材图像这种某一具体类

别的图像则更多以图像背后的信息元素作为提取的元

数据，如味甘、味辛是不能在图像中直观表示的。因此

要根据图像的功能定位，以及用户对于图像的需求等

具体情况构建实物展示类图像的元数据。新闻纪实类

图像更加注重事件的表达和信息的呈现，在进行图像

描述时，主要以围绕新闻的六要素，即人物、时间、地

点、事件、原因、发生过程构建元数据，此外还需明确

新闻图像的所属类别，注重图像所反映的新闻主题。

数字化提取类图像与上述两类数字图像不同，在构建

图像元数据元素集时，除了描述图像本身的元素之外，

还要对提取图像的文献资料进行描述，插图所附文献

的题名、故事、人物等也要作为图像元数据描述加以呈

现。综上所述，构建数字图像元数据元素集时，要根据

数据库的类型和定位，考虑用户对于不同图像的信息需

求，综合考量数字图像的基本信息、所属范畴、主要功

能、用户定位等因素。

图像数据库元数据元素集调查研究和改进建议王荣群，李婷，魏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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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图像元数据元素与相关元数据标准的
对照

图像数据库元数据元素集构建的最终目的是方便

数字图像的收集与管理，因此需在构建之初将数字图

像相关标准与实际应用中的图像元素进行比较研究。

本文选取数字资源元数据标准《都柏林核心元素集》

（Dublin Core Element Set，DC）和图像类资源元数

据标准《图像元数据规范》（WH/T 51—2012）、《中

文新闻图片内容描述元数据规范》（GB/T 35311—
2017），对比元数据标准与上述4个图像数据库的具体

实践情况，分析其图像的元数据元素。为缩小元素的含

义范围，使其更具有专指性，所选取的《都柏林核心元

素集》和《图像元数据规范》都给定相应的元素修饰

词，因此本节针对元素修饰词在具体图像数据库内的

适应性也进行一定的分析介绍，从而为图像数据库元

数据元素集的改进提供参考。

3.1  数字资源元数据标准

DC是由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OCLC）与美国国家超级计算机应用中

心（National Center for Supercomputer Applications, 
NCSA）联合发起，目的是建立一套描述网络电子文献

的方法，以便实现网上信息检索。DC元数据元素集可

以归纳为内容属性、知识产权属性、形式属性3种属性，

共包括15个核心元素和24个元素修饰词。对照DC元数

据元素集，将图虫图库、中药材图像数据库、中国新闻

图片网和古籍插图图像数据库内图像元数据元素的利

用情况进行对照分析（见表2）。
上述4个数字图像数据库都包含DC元数据中的

“题名”“主题”“描述”“创建者”和“日期”，表明这

些元素都是图像数据库中最基本的信息。DC是描述电

子文献的元数据标准，而数字图像具有强烈的数字资

源属性，因此数字图像数据库内图像元素与DC的核心

元素适配性较高。例如：“主题”，古籍插图图像数据

库中的有“个人主题”和“地名主题”，这都是对于“主

题”元素的扩展应用；“语种”，中药材图像数据库内

图像的每一个信息元素都是以中文名、拉丁名、英文名

3种语言表示；“权限”，图虫图库内图像标注“限时免

费”“授权书”“第三方权利说明”等与使用下载相关

的权限内容。在对比元素时发现，一些DC元素修饰词

可以更加精确地描述图像信息，如“日期”下的元素修

饰词在图虫图库中有所体现，“创建日期”可表示作者

拍摄图像的日期，“可获得日期”表示用户获取利用图

像资源的时间区间，“发布日期”表示图像资源正式对

外公开发布的日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比只是在对

照DC元数据标准的基础上分析图像数据库元素集在

具体项目应用中的体现，对于图像数据库元数据元素

集的构建还应该参考各类相关的元数据标准规范。

3.2  图像类资源元数据标准

数字图像资源不同于一般的信息资源，对其内容

特征元素描述存在特定类型图像元数据标准，这类标

准往往对于描述实物本质特征、派生的数字化资源以

及新闻类图像资源内容更具有针对性。本文选取《图像

元数据规范》和《中文新闻图片内容描述元数据规范》

两个图像元数据标准对所调研的图像数据库内的元素

进行一一对照分析。

3.2.1 《图像元数据规范》

《图像元数据规范》是国家文化部发布的一项文

化行业标准，由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牵头，联合国家图

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和山西省图书馆牵头制定。标准规

表2  DC元数据元素在图像数据库中的应用

√

√

√

√

×

√

×

√

×

×

×

√

×

√

√

内容属性

知识产

权属性

形式

属性

题名

主题

描述

来源

覆盖范围

语种

关联

创建者

权限

出版者

其他责任者

日期

类型

格式

标识符

图虫

图库

√

√

√

×

×

√

×

√

×

×

×

√

√

×

×

中药材图

像数据库

√

√

√

√

×

×

×

√

×

√

√

√

×

×

×

古籍插图图

像数据库

√

√

√

√

×

√

×

√

√

√

√

√

√

√

×

中国新闻

图片网

元数据

属性
元数据元素

注：元素在数据库中存在应用情况用“√”表示，无则用“×”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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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图像资源（包括所有原生和派生的图像资源）的内

容和外观描述，给出图像资源定位与管理的一般性方

法，适用于描述数字形态的图像资源，包括22个元素和

24个元素修饰词，其中15个元素对应DC核心元素，另

外7个其他元素分别为出版地、版本、受众、收藏机构、

背景、源载体和收藏历史。由于15个对应的DC核心元

素已在表2进行对比，这一部分就不再重复对比，只对4
个数字图像数据库应用《图像元数据规范》中另外7个
元数据元素情况进行对照分析（见表3）。

雪”等，“描述”下还新增元素修饰词“风格”，在4个图

像数据库中均有体现，如古籍插图图像数据库内风景、

建筑等图像资源的内容具有强烈鲜明的风格特点。

3.2.2 《中文新闻图片内容描述元数据规范》

《中文新闻图片内容描述元数据规范》是2017年
12月底正式发布的国家标准，是世界范围内第一个以图

片视觉内容和语义特征描述为主的图片元数据规范，专

业性强、结构简明，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标准的主要

内容是对图片元数据元素做出准确定义，尤其突出对

图片视觉内容特征和语义信息的描述。标准以编辑类

图片和创意类图片为主要对象，定义了24个元数据元

素，分别归属到公共元数据、新闻编辑类图片元数据和

新闻创意类图片元数据3个部分。经调研发现，新闻编

辑类图片元数据和新闻创意类图片元数据侧重描述新

闻图像，对图片类型的指向性更强，强调新闻的属性。

而图虫图库、中药材图像数据库和古籍插图图像数据

库中不包含新闻图像，所以只对比分析公共元数据在4
个图像数据库内的具体应用情况（见表4）。

这7个元素均不同程度地体现在4个图像数据库内：

“背景”，作为图像资源的特有元素，主要体现为图像

资源有关的责任者和其他相关人物的资料，这一元素

适用于古籍插图图像数据库中的“出处”，适用于中国

新闻图片网内的“拍摄地址”；“受众”，作为图像资源

的各类实体，包括创建者、出版者等，不同类型图像数

据库的受众也会有所不同，如图虫图库的受众更多为专

业摄影师和摄影爱好者。

需要注意的是，《图像元数据规范》是在DC的基

础上进行设计，其元素修饰词相较DC有所补充，主要

针对图像资源的内容特征进行描述，一些核心元素的修

饰词对于图像类资源的描述更加精确。例如“格式”的

元素修饰词“篇幅”复用DC“大小”，如中国新闻图片

网内的图像“篇幅”不仅指图像的尺寸大小，还包括图

像数量，明确表明每组图有几张图像，以“组图”的形式

出现，“格式”下还新增元素修饰词“技术细节”描述

数字图像，表现图片拍摄制作成电子文本所需的技术

细节处理；“描述”的元素修饰词“目次”复用DC“目

录”，作为资源内容的子单元列表，在描述时，几乎适用

于上述提到的所有数据库内的图像，如图虫图库内“冬

奥之约”板块下的“单板滑雪”“双板滑雪”“跳台滑

表3 《图像元数据规范》元数据元素在图像数据库中的应用

×

×

√

√

√

√

√

√

√

√

×

√

√

×

出版地

版本

受众

收藏机构

背景

源载体

收藏历史

元数据元素 图虫图库

√

√

√

√

√

√

√

中国新闻

图片网

×

×

√

√

√

√

√

古籍插图

图像数据库

中药材

图像数据库

注：元素在数据库中存在应用情况用“√”表示，无则用“×”表示

表4  公共元数据元素在图像数据库中的应用

√

√

√

√

√

√

√

√

√

×

√

√

√

√

√

√

√

√

√

√

图片标识

篇幅

色彩

拍摄角度

被摄体方向

景别

自定义分类

地点

主题

情景

元数据 图虫图库

√

√

√

√

√

√

√

√

√

√

中国新闻

图片网

√

√

√

√

√

√

√

√

√

√

古籍插图

图像数据库

中药材

图像数据库

注：元素在数据库中存在应用情况用“√”表示，无则用“×”表示

由于公共元数据的“公共”特征，因此图片标识、

篇幅、色彩、拍摄角度、被摄体方向等元素均体现在4
个数字图像数据库中。从表4可见，“景别”作为描述图

像的特写、近景、全景及人物身体部位的元素，在上述

4个数字图像数据库中均有体现，如中药材图像数据库

中的“山楂”药材图像对其果肉、果核、果梗和外皮进

行局部特写描述，图虫图库内对人物的“身体部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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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描述，如脸部、手、腰部。因此建议“景别”作为数字

图像元数据元素集的一项元素扩充其中；“情景”描

述画面中主要元素呈现出的情形和活动信息，偏向于

展示图像的动态信息，中药材图像数据库主要是对于

药材进行展示，图像不涉及动态的相关内容，因此“情

景”未在中药材图像数据库进行体现，而其他3个数字

图像数据库内的图像都不同程度地展现了图像的画面

信息，如图虫图库内的“动物捕食”图像、古籍插图图

像数据库的“祭祀”图像和中国新闻图片网内的“运动

会”图像都呈现了图像内主要元素的活动情形。

新闻编辑类图片元数据和新闻创意类图片元数

据强调新闻图片的特有属性，10个新闻编辑类图片元

数据“标题”“图说”“拍摄时间”“拍摄地”“人物

姓名”“事件”“专题”“新闻分类”“民族”“宗教”

和4个新闻创意类图片元数据“人物信息”“画面主

体”“特定时间”“摄影技术”均在中国新闻图片网内

有所体现。例如：“民族”和“宗教”两项可以描述中国

新闻图片网站内的“民族与宗教”板块内的新闻图片；

“图说”描述新闻图片的创作背景，新闻事件的时间、

地点和人物等，如中国新闻图片网中的“河南增派中医

医疗队驰援上海”这一新闻组图的文字说明——“4月
12日，河南省增派75名队员组成的中医医疗队驰援上

海。医疗队队员分别来自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3家医

疗机构，均为业务能力强的中青年骨干中医医师”，其

中对图像涉及的背景、时间和地点等元素均有介绍。

通过对3个元数据标准和4个图像数据库进行对比

可知，DC作为描述网络资源的元数据标准在4个数据库

内均有体现，图像类资源元数据标准则根据图像资源的

不同特征在具体应用过程中有所差异，《图像元数据规

范》适用于描述实物展示类图像、新闻纪实类图像和数

字化提取类图像，而《中文新闻图片内容描述元数据规

范》更具专指性，侧重对新闻图像描述，更适用于对新

闻纪实类图像描述。因此本文结合具体图像类别的不

同，参考借鉴不同类型的图像元数据标准，在元数据标

准和图像数据库具体实践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图像

数据库元数据元素集的改进建议。

4  图像数据库元数据元素集改进建议

通过调查实物展示类图像数据库、新闻纪实类图

像数据库和数字化提取类图像数据库中的元数据元

素，将数据库中图像的元数据元素与数字资源元数据

标准《都柏林核心元素集》和图像类资源元数据标准

《图像元数据规范》《中文新闻图片内容描述元数据

规范》进行对照分析，再根据图像数据库的图像特点，

参考3个元数据标准，共精炼出17个元数据元素和11
个元素修饰词。其中复用《都柏林核心元素集》的16
个元数据元素和“摘要”“目次”“创建日期”“发布日

期”“可获日期”“篇幅”“载体”7个元素修饰词；复用

《图像元数据规范》的“风格”“技术细节”作为元素

修饰词；复用《中文新闻图片内容描述元数据规范》的

“景别”作为元数据元素，“情景”“特定时间”作为元

素修饰词。

根据元数据在图像数据库中的具体应用情况，

将改进的17个元数据元素划分为3个基本检索点、5
个有价值的检索点和9个辅助检索点。“题名”“创建

者”“主题”可作为基本检索点进行描述，用户可以根

据“题名”和“主题”进行简单检索，也可通过作者及拍

摄者进行检索。有价值的检索点包括：①“描述”，其元

素修饰词包括“摘要”和“风格”，其中“摘要”是对图

像具体内容的概括和总结，“风格”包括中国风、表现

主义和写实风格等，例如中国风就是图像中较有特色

的一个风格，包含强烈鲜明的中国元素事物，可以对中

国风的服饰、陶瓷、图画等实物资源进行描述；②“日

期”，其中元素修饰词“创建日期”和“发布日期”是图

像资源的必备元素，尤其新闻图片的发布日期对新闻报

道尤为重要，而“特定时间”（例如节气、节日等）也是

画面内容所表现的时间信息，且都强调新闻图片的时

效性和故事性，可作为图片重要检索点；③“类型”，图

像资源的特征或类型，按照不同图像主题检索；④“格

式”，包括图像资源的媒体类型和大小，如尺寸、像素

等；⑤“覆盖范围”，图像资源的覆盖范围包括时间范

围和空间范围，时间范围是图像拍摄的时间间隔和日

期，空间范围可以涉及图像资源的地名或地理坐标。一

些检索点对于用户检索需求较少，可作为图像资源的

辅助元素，包括：①“出版者”，使资源可以获得和利用

的责任实体，主要指图像资源的出版者或颁布者，包括

个人与团体，由个人或团体的名称来表示；②“其他责

任者”，对资源做出贡献的其他责任实体；③“语种”，

表达图像资源内容的语言；④“标志符”，给予图像资

源的明确标志；⑤“来源”，与当前图像来源有关的资

源；⑥“权限”，指与图像资源相关的各种产权说明，记

录图像资源的权限管理说明等；⑦“关联”，与图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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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存在某种关系的其他资源，例如原格式图像；⑧“受

众”，指利用图像资源的各种实体，不同类型图像数据

库的受众会有所区别；⑨“景别”，作为描述的近景、

中景、全景及人物身体部位的元素。需要注意的是“受

众”这一元素复用于DC的非核心元素，其不包括于表

2中15个核心元素内，将其扩充进图像数据库元数据元

素集可以较之前更全面地描述数字图像，从而完善图

像数据库元数据元素集的构建。

5  结语

为推动数字图像类数据库的建设，加强图像资源

的可发现性和可用性，需要一个更具有针对性，且与数

字图像实践应用紧密结合的标准。由于数字图像元数

据的组织和规范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同时还受到各方

面因素的制约，本文通过分析当前相关图像数据库的

建设现状和数据特点，根据现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提出合理并且实用的元数据改进方案，这对于整理数

量庞大的图像资源和提高图像的检索利用具有重要意

义。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图像数据库元数

据元素集标准的建设也会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当

前对于数字图像元数据的描述需要进一步合理规范，

以保证数字图像资源的保存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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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Metadata Element Set of Image Database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WANG RongQun  LI Ting  WEI Rui
( School of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P. R. China )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digit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digital image is different from gener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The organization of digital 
images requires a special metadata standard.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digital image metadata at home and 
abroad. Select different types of image databases,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metadata elements of their images, and compare the image elements in the 
database with the metadata standards related to digital images.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practical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metadata element set of image database, including 17 metadata elements and 11 element modifiers, so a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of image database metadata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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