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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期刊资源元数据质量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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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开放期刊资源已成为数字图书馆的重要资源，对开放期刊资源元数据进行质量管理成为开放期刊资源建设

的重要内容。在总结开放期刊资源特点的基础上，分析在开放期刊资源建设过程中影响开放期刊资源元数据质量的因

素，并对开放期刊资源元数据质量管理进行研究与探索，构建开放期刊资源元数据质量的管理模型，最后提出开放期

刊资源元数据质量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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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en journal resources have become the important resources of digital library, therefore, metadata 
quality management of open access is essential. In this paper, we summari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pen 
journal resources, analyz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quality of the open journal resources metadata during 
the process of open resources 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ed and explored the open resources metadata quality 
management. At last, we built metadata quality management model of the open resources, and constructed the 
open journal resources metadata quality management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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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伴随着网络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学术信

息交流模式的转变，开放获取运动逐步得到学术

团体、政府等支持，资源数量急剧增长。而开放

期刊资源作为知识传承、传播的重要载体，通过

全面采集、组织与揭示实现了高效传播与有效利

用，形成“互联网+”时代满足用户需求的新信

息资源体系。元数据作为揭示开放资源内容、属

性及特征等信息的一种数据形式，在资源整合、

资源检索、资源发现、资源评估及资源管理等应

用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4]，因而开放期刊

资源的元数据质量直接影响着开放期刊资源的建

设水平与服务质量。目前，由于开放期刊资源获

取渠道多样、著录格式不统一、管理流程不尽合

理以及图书馆缺乏不同专业背景的技术人员等原

因，造成了开放期刊资源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

从而影响了开放期刊资源的有效利用。如何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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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期刊资源进行质量管理、建设高质量的元数据

仓储、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是图书馆亟待解决

的问题。

开放期刊资源元数据质量管理是通过建立统

一的元数据标准，对管理流程进行规划，并运用

相应的技术和方法，对人员进行培训和要求，以

提高元数据质量，最终向用户提供资源服务。目

前，针对开放期刊资源的元数据质量管理尚不成

熟，还没有一套能够适合国内实际情况的元数据

质量管理方案。因此，本文结合国家科技图书文

献中心（NSTL）开放期刊资源建设的实践经验，

对期刊元数据质量管理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与

探讨。

1 影响开放期刊资源元数据质量因素分析

开放期刊资源具有分布广泛、来源各异，具

有数量巨大、生命周期短暂、存储分散、类型格

式复杂、资源组织异构、粒度层级复杂等特点 [5-

6]，而开放期刊资源元数据采集、加工的单位众

多，著录者对元数据元素理解不准确，使得元数

据在质量方面存在参差不齐的现象，不仅降低了

开放期刊资源服务的质量，而且为开放期刊资源

信息的采集、整合和服务带来了新的挑战。

结合实际工作，通过分析发现，目前影响开

放期刊资源元数据质量的主要因素有元数据、管

理流程、人员、技术支持等 4 个方面。

（1）元数据。在开放期刊资源建设过程中，

元数据的生成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利用软件

通过元数据抽取 （metadata extraction） 和元数据

收集 （metadata harvesting） 自动生成 [7]；二是对采

集到的元数据进行补充加工。然而，通过两种方

式生成的元数据质量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数据

源所在平台较多、页面揭示多样、更新时间不稳

定、元数据厚薄不均、全文格式不统一等，从而

造成采集的元数据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有

效性较差；数据补充加工由不同的著录者进行著

录，这是一种分散的、难以控制的行为，若著录

者对元数据元素理解不准确，则造成数据著录不

一致、格式各异等问题。

（2）管理流程。开放期刊资源数据量巨大，

对于大型服务系统往往是由多成员单位共同承担

建设，因此科学性、规范化的管理流程至关重

要。通过从整体流程考虑元数据的质量控制，对

元数据的质量控制贯穿于元数据的整个生命周

期，实现对元数据质量的完全控制，从根本上提

高元数据质量。

（3）人员。开放期刊资源的元数据质量管理

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对于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要

求较高，如对编目流程、著录规则和著录规范的

掌握、对数据定期抽样审核以及辅助工具的使用

等，因此需要安排专业人员把控各个环节，及时

发现其中的错误并进行改正，以防止问题的长期

积累。

（4）技术支持。随着开放期刊资源的飞速增

长，描述资源的元数据数量也在剧增，完全依赖

于人工的质量控制已经无法实现，因此机器的自

动化辅助十分必要。

2 开放期刊资源元数据质量管理模型

本文提出的模型构建基于多成员单位协同建

设开放期刊资源，考虑到开放期刊资源不同于普

通的数字资源，具有动态更新的特点，即对于已

发布的数据由于字段缺失、错误等原因导致再次

发布数据等问题。本文在总结NSTL开放期刊资

源质量管理工作经验、分析影响开放期刊资源元

数据质量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了开放期刊资源元

数据质量管理模型。

该模型主要由三大组件构成，分别为元数

据生命周期、元数据质量维度以及影响要素（图

1）。元数据的生命周期说明了开放期刊资源元数

据在整个生命周期的管理活动；元数据的质量维

度则提供了评估和控制元数据在整个生命周期质

量的依据；影响要素是影响元数据管理与质量控

制的因素。这三大组件紧密联系，相辅相成。下

面对构成元数据质量管理模型的三大组件进行详

细介绍。

2.1 开放期刊资源元数据生命周期

元数据的生命周期反映了元数据的管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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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元数据质量控制应该从元数据创建的全局考

虑，贯穿于元数据整个生命周期，实现元数据质

量的全程控制，从根本上提高元数据质量。在各

元数据的整个生命周期里，都要依据下面即将

叙述的数据质量维度实施质量控制。本文考虑了

多成员单位协同建设开放期刊资源，并且采用了

“总—分—总”的管理模式，将元数据的生命周

期划分为以下 5 个阶段。

（1）筹备阶段。在元数据采集的筹备阶段，

需要构建资源的遴选标准、制定统一的元数据标

准、元数据标准的执行细则以及元数据的质量

标准。资源的遴选标准首先将质量较高的期刊

资源进行遴选；元数据标准一般由元素名称、标

识符、定义／描述、注释、著录规则以及示例组

成；元数据标准的执行细则是对元数据标准的进

一步描述与统一规定；元数据的质量标准对每个

环节提出质量要求。

（2）任务分配阶段。由于考虑到多成员单位

协同建设开放期刊资源，需要在任务分配阶段将

不同的任务分给不同的成员单位，避免重复采集。

（3）采集、加工、质检阶段。各成员单位在

接到采集任务后将完成元数据在该阶段的生命周

期，包括采集、加工、质检的工作。

采集：将不同来源、不同渠道的元数据按照

统一的元数据标准与规范进行采集。

加工：由于不同平台来源的数据页面揭示多

样、更新时间不稳定、元数据厚薄不均、全文格

式不统一，导致完全依赖于工具进行采集的数据

质量较差，在加工阶段，需要著录人员进行补充

加工。

质检：在元数据质检阶段，结合机器自动化

质检的同时，需要人工进行抽样检查，汇总入仓

之前需要进一步进行机器质检与人工抽检，分析

可能存在的数据问题，并利用辅助修正机器质检

功能。

（4）查重和入仓阶段。将不同成员单位提交

的元数据进行查重，构建统一的元数据仓储。对

于完全重复的数据则直接剔除；对于相同卷期下

的数据，相似度大于阈值则机器进行冲突解决，

合并为一条数据，并对元数据进行字段补齐，增

加元数据厚度；若是不同数据，则对数据均进行

入仓处理。

（5）更新数据与更新仓储阶段。对于不同卷

期下的数据，相似度大于阈值则需要人工进行核

查，对开放期刊资源动态更新数据，并及时更新

数据仓储的数据。

2.2 开放期刊资源元数据质量维度

元数据的质量维度提供了评估和控制元数

据在整个生命周期质量的依据。国外专门讨论元

数据质量的研究大约始于 2004 年。Moen等 [8]在

图 1 元数据质量管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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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S项目评估中提出了一套元数据质量评估的

指标和方法。该模型设计的出发点是GILS系统

的评估而非仅仅针对元数据质量，评估范围广、

内容多，使得该评估模型难以在更广的范围内推

广 [9]。Stvilia等 [10]在Moen等 [8]提出模型的基础

上提出了评估信息质量的模型。该模型的使用需

要再根据元数据创建、使用环境进一步明确各指

标的涵义、确定量化方法。Bruce和Hillman[11]对

Stvilia等 [10]提出的指标维度加以浓缩，归纳为 7
个指标。该模型的使用更为广泛。

本文综合考虑开放期刊资源的特性、元数

据规范、管理流程以及图书馆实际业务需求等因

素，制定了以下 7 个方面的开放期刊资源元数据

质量维度，该元数据质量维度贯穿于上述整个管

理流程。

（1）完整性。根据元数据标准和规范要求，

详尽地描述资源信息。如果元数据不完整，将会

影响其他质量的评价，最终影响整个元数据质量

管理的流程。

（2）准确性。元数据对资源内容客观、准确

反应的程度。

（3）一致性。保障元数据所有字段所描述的

资源是同一资源，避免不同字段指向不同资源。

（4）唯一性。保障元数据仓储中的数据都是

唯一的，没有重复，以更好地为用户提供服务。

（5）及时性。针对资源易逝性的特点，及时

获取开放资源信息，对资源进行保障。

（6）有效性。开放期刊资源具有动态性，需

要动态地监测元数据是否仍然有效，是否被更

新、删除等。

（7）关联性。揭示开放资源与相关资源、相

关系统及数据库的关系，如印本转为开放获取的

资源与其对应的印刷型资源的关联。

2.3 影响要素

元数据质量的影响要素是影响元数据管理与

质量控制的关键因素，主要有以下 4 个方面。

（1）元数据。元数据是质量控制与管理的

研究对象，对于多来源、多类型的元数据进行质

检，把控质量，为用户提供高品质服务。

（2）流程。对元数据管理的流程进行合理划

分，保障元数据的管理活动能够科学开展。

（3）人员。开放期刊资源元数据质量管理需

要在不同的管理环节进行把控，如元数据标准的

制定、元数据的录入、元数据的分析以及元数据

的冲突处理等，因此需要多种不同专业背景和专

业技能的技术人员团结协作，共同承担质量管理

的重任。

（4）技术。由于元数据质量管理的相关工作

需要机器辅助完成，因此需要选用相关的系统、

技术、软件、工具等，如数据格式转换工具、元

数据格式校验工具、数据查重系统、数据仓储等。

3 开放期刊资源元数据质量管理流程

在NSTL实际开放期刊资源建设工作中，对

质量管理流程采用“总—分—总”的管理模式。

根据上述模型中所述的元数据的生命周期构建元

数据质量管理流程，在各阶段，利用质量维度对

元数据质量进行控制。由于开放资源数量巨大，

因此在质量检查上采用以机器为主、人工为辅的

抽检方式，制定了对开放期刊的元数据质量管理

的流程，如图 2 所示。

（1）第一总阶段，根据遴选标准遴选出质量

高的品种，并根据制定的查重规则对品种进行去

重操作，保证各成员单位承担的采集任务并无重

复。

（2）第二分阶段，各成员单位在采集数据时

应构建本地仓储数据库，避免数据重复采集；根

据元数据标准、执行细则，结合上述的质量维

度，制定自动化的格式、内容质检工具，并根据

工具的质检结果，人工进行质量抽检。若数据质

量合格方可提交至总仓储。

（3）第三总阶段，将各成员单位提交至总

仓储的数据再次查重，在此阶段可以发现第一阶

段品种重复分配的可能，并及时调整第一阶段任

务；质检人员再次利用工具进行格式、内容的质

量检查，在此阶段可以发现由于网络或人工疏忽

等原因造成的文件丢失等问题。再次的人工质量

抽检可以有效地发现采集数据质量的问题，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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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调整辅助工具，提高工作效率。

4 结语

本文提出的开放期刊元数据质量管理模型对

于承担大型资源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采用

了“总—分—总”的管理模式，多单位可以协同

工作，共同建设开放期刊资源。根据开放期刊的

特性，制定了元数据质量的维度，为元数据的采

集标准提供了参考，提高开放期刊资源元数据质

量，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然而，开放资源具

有易逝性，如何探测资源的有效性及可访问性需

要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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