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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科技信息资源的有效融合与共享是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的基石。元数据技术是目前较为成熟的信息资源

融合工具之一。介绍了农业科技信息核心元数据标准（包括其元素、属性、扩展原则、应用方案设计方法及流程），以及

基于农业科技信息元数据标准的计算机著录系统，阐述了元数据理论及技术在农业信息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并指出了后

续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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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of agriculture information are the basis of agricultural informa-
tion service. Metadata technology is an effective tool for information resource fus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ASTICM(Agri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Core Metadata) standard, expounds its elements, at-
tributes, extend principles, design methods and flow of application profile, and expounds the computer indexing 
system based on ASTICM.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the effects and the outlook of ASTICM are also expati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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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随着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我国

农业信息资源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农业农

村信息服务却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其中一个

主要原因就是农业信息资源建设过程中相关标准

的缺失使农业信息不能得到有效的整合，从而极

大地影响了信息服务的效率。如何将大量的、不

同形式的、分散的农业信息进行整合，为农业发

展提供信息支撑，是农业信息化建设过程中一个

必须要尽快解决的问题。对农业科技信息，元数

据是一组能够唯一描述和标识一个具体的农业科

技信息实体，并能够帮助用户发现和获取相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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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资源对象的数据。农业科技信息元数据标准框

架的研究，是农业部市场信息司与中国农业科学

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农业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共同

研究的一个课题，其目的在于建立农业科技信息

元数据标准框架，制定用于农业科技信息的核心

元数据标准，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农业科技信息

资源的计算机统一著录，建立农业科技信息资源

著录信息库，为农业信息的管理、利用、共享、

发现、获取、交换、整合提供理论方法和技术手

段。

2  农业科技信息核心元数据标准

农业科技信息核心元数据标准（简称 AS-

TICM）是在充分调查农业科技信息的管理者、著

录者和使用者的需求，在继承 DC[1] 及 SDBCM[2-3]

的基础上，运用 DC 和 SDBCM 的扩展原则根据农

业科技信息固有的特征而建立的。ASTICM 是一

个开放式的标准，有关单位、机构和用户可以按

照 ASTICM 扩展原则根据自己的特殊需求对 AS-

TICM 进行扩展，制定满足特定需求的元数据扩展

标准或者应用方案 [4]。ASTICM 包括信息资源描述

信息、信息资源分发信息、元数据参考信息等 3

个主要复合元素模块和范围信息与联系信息两个

辅助模块。辅助模块仅供其他模块的某个元素在

需要时进行引用 [5]。ASTICM 共有 75 个元数据元

素（含复合元素），每个数据元素（包括复合元素

和数据元素）都用9个属性来描述，如表 1所示。

表 1  ASTICM的元素属性

属性名称 说明

中文名称 元素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元素英文名称

标识 元素唯一标识，字符串类型

定义 元素含义的规范描述

类型

元素的数据类型，可以是复合类型（包含子元素的

元素为复合元素）、整数类型、实数类型、文本类

型、日期类型、时间类型、日期时间类型等

值域 元素值被允许的取值范围

可选性 元素是必选元素还是可选元素

最大出现

次数

元素的最大著录次数，如1（不可重复著录）、N

（可重复著录无限次）等

注释 对元素的补充说明

3  ASTICM的扩展原则

用户可以利用 ASTICM 扩展原则，根据需要

对 ASTICM 进行扩展，以制定出适合自己特定需

求的专门元数据应用方案。

ASTICM 扩展原则包括：

（1）对 ASTICM 进行扩展时必须保留 ASTICM

中的核心元素集，即所有必选模块中的必选元素。

（2）可以在 ASTICM 的基础上新增元素模块

或元数据元素，但新增的元数据模块或元素的意

义不能与 ASTICM 中已有的模块或元素重复。

（3）应尽量将新增的元素放到 ASTICM 中的

相应模块中。

（4）可根据实际需求限制 ASTICM 中模块和

元素的可选性，可以在应用方案中将原有的可选

元素设定为必选元素，但不能作反向的设定。

（5）可根据实际需求缩小元素取值范围，或

将元素取值范围替换为一个代码表，也可替换现

有的代码表。

4  创建 ASTICM应用方案的方法

创建 ASTICM 应用方案的基本方法有以下

几种：（1）创建新的元数据“模块”；（2）创建新

的元数据“复合元素”；（3）增加新的元数据“数

据元素”；（4）缩小已有元素的值域；（5）创建新

的代码表或扩充现有代码表；（6）将可选元素更

改为必选元素；（7）移动或剪切已有的模块或元

素。

创建ASTICM应用方案的具体方法叙述如下：

首先分析ASTICM能否满足需求，如能满足需求，

则直接使用 ASTICM，否则应对 ASTICM 进行扩

展；在扩展ASTICM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判断，

通过定义新的数据模块、定义新的复合元素、数

据元素、代码表扩充 ASTICM；还可根据需要限

制 ASTICM 中模块或元素的可选性，扩充现有代

码表、缩小元素值域或去除 ASTICM 中的可选元

素来扩充 ASTICM，最终构成 ASTICM 的一个应

用方案。其具体流程图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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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STICM著录信息管理系统

ASTICM 著录信息管理系统是基于微软 .NET

架构开发的 B/S 模式的计算机应用系统，是用户

（信息提供者、组织者）基于农业科技信息核心元

数据对农业科技信息实体进行著录的计算机工具。

图 2 是农业科技信息核心元数据著录信息管

理系统功能模块构成示意图。系统主要有以下 6

个功能模块。

图 2  农业科技信息核心元数据著录系统功能

模块构成示意图 

（1） 用户管理：实现系统对用户的管理。包

括用户的身份认证、添加新用户、用户授权、用

户信息维护等功能。

（2） 元数据著录及维护：实现对信息实体的

著录及已著录信息的维护（图 3）。 

图 3  农业科技信息核心元数据著录信息管理系统

著录向导界面

（3）元数据浏览：从核心元数据数据库中提

取信息并生成动态的元数据树，显示所选元数据

属性，供用户了解整个元数据的结构、构成及其

属性。

（4） 信息检索：利用元数据对农业科技信息

进行智能检索，分为简单检索和高级检索，分别

提供一般检索功能和用户定制检索功能。

（5） 著录信息审核：为保证用户著录信息的

正确性和有效性，所有的著录信息都必须经过专

家审核通过后方能生效，并显示在检索结果中。

对未通过审核的著录信息，专家会在线填写批复

意见，并要求著录者对著录信息进行修改。

图 1  农业科技信息元数据应用方案设计流程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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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代码表管理：对农业科技信息核心元数

据标准中用到的所有代码表进行浏览，可供用户

查询相关编码体系，在著录模块中，内置了各种

代码表，用户可以通过选择相关代码表内容对信

息进行著录。

该系统实现了ASTICM的元数据计算机著录，

利用该工具可以建立科技信息实体著录信息库，

系统还提供了简单检索及复杂检索功能，能够实

现从元数据值到信息实体的定位。系统实现了向

导式的著录，改变了以往枯燥乏味的信息著录过

程，将各模块的著录元素分别显示在不同的区

域。专家能够登录系统对著录人员著录的元数据

信息进行审核，只有通过审核的著录数据才能被

检索到。

6  结  论

ASTICM 的建立，能够从以下几个方面为目

前农业科技信息资源建设问题的解决提供支持：

（1）信息管理：因为有了元数据的描述，信

息都被贴上了“标签”，使得信息的可管理性大大

提高。

（2）信息发现：因为可以通过对元数据著录

信息去检索实际的信息实体，信息的发现变得

“有据可查”[6]。

（3）信息获取：因为元数据中包含信息的位

置、类型等信息，因此信息的获取变得容易，信

息的利用率也大大提高。

（4）信息资源共享和整合：由于所有经过著

录的信息都采用统一或互相兼容的元数据来描

述，因此，信息的共享和更高层次上的整合问题

就迎刃而解了 [7]。

核心元数据标准只是整个标准框架的一部

分，只有进一步加紧扩展、制定出更多专门元数

据标准，才能完善农业科技信息元数据标准体系

的建设。基于元数据的信息资源网格以及基于数

据集和服务元数据的信息服务平台是目前信息资

源建设领域研究的热点，对解决信息资源共享与

集成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本研究的后续工作将

围绕这些内容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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