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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以下简称NSTL）网络服务系统面向全国用户提供全面的科学技术文献数据检
索和原文传递服务。
NSTL的文献数据库建设主要包括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科技报告、标准、专利等多种文献
类型。
数据加工规模庞大，每年加工的题录、文摘和引文数据量以千万条计，并且还在以比较快的速度增长
。
NSTL文献数据加工工作由9家成员馆共同承担。
NSTL自成立以来，一直十分重视数据加工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2001年正式发布了《国家科技图书
文献中心——文献数据加工细则》规范和约束数据加工的格式和内容，以提高数据加工的标准化和规
范化水平。
2002～2006年NSTL组织协调的《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建设项目》，先后完成并推出了与数字图书
馆建设相关的一系列标准和研究报告，其中多项标准涉及NSTL现有建设的多种数据资源。
2008年，为进一步提高数据库建设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NSTL适时启动了文献数据加工细则的修订
工作，遵循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项目的相关标准和其他研究成果，从数字图书馆资源组织和现代网络
信息服务的角度，重新修改和细化NSTL的数据加工规范。
为此，NSTL专门成立了文献数据加工规范修订小组，修订小组的成员由各成员单位具有丰富数据加工
经验的管理人员、元数据研究人员、编目人员、信息技术人员等共同组成。
修订小组详细调研了文献数据加工领域的国内外的研究进展，深入研究了Dc和相关元数据的研究成果
，分析了国内外同类文献信息服务系统，包括Pubmed、Web of Science、Inspec、NTIS、Science Direct
等的数据格式和相关样例。
听取了NSTL成员单位的数据加工人员、服务人员和系统开发人员对数据的要求，围绕数据元素的必要
性、全文服务的要求、系统发布的需求等各方面因素，对数据格式和数据元素进行了多次深入的讨论
。
经过充分的文献调研和集体讨论，确定以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项目的相关数据标准为基础，适当
扩展服务中需要的数据元素，参考DC元数据的数据组织体系，组织和撰写新的NSTL文献数据库数据
加工规范。
按照元数据框架和数字图书馆元数据标准的规定，突出了各类型文献数据元素的特点并尽可能复用，
建立了各类型文献的元数据层次结构，让使用者易于理解和执行。
比如，根据期刊文献的特点将元数据结构分为母体文献层、馆藏信息层、篇名数据层、参考文献层，
每一层次都确定一个数据元素集，每个数据元素都按照ISO11179标准，详细著录其标签、名称、定义
、必备性、可重复性、注释、示例等元素项。
最后形成的数据加工规范文档结构为：按文献类型分别组织，首先概述每一种文献类型的内涵和外延
，其次说明该类型文献的数据结构和数据关系，再次分别定义该类型文献每一层次数据元素集和数据
元素列表。
列举完所有文献类型后，最后将所有数据元素按字顺排列详细说明。
文献数据加工规范确定的数据交换格式为业界通用的xML格式，各类型文献的xML Schema详见本规范
的正文部分。
XML Schema主要用于NSTL业务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以及NSTL与外部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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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在文献数据库建设中基于元数据理论制订的数据加工和管理的规范性文档。
该规范系统描述了各类文献数据的元数据描述框架、元素集的构成和元素集之间的关系。
规范编制科学严谨、适用面广，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
本书对文献数据库数据加工的管理，系统数据加工的规范化建设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和借鉴价值。
本书适合数据加工管理人员、数据库设计人员和其他信息处理人员阅读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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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 功能需求说明本规范主要用于指导NSTL馆藏文献资源的数据描述和管理，包括期刊论文、
会议论文、学位论文、文集汇编和科技报告。
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及文集汇编都是结集出版的文献，学位论文和科技报告则通常是单篇成册出版。
本规范从功能上可支持：文献选择，包括：①按类型选择文献，②根据文献主题和内容选择文献，③
根据文献引用频次选择文献；文献识别，包括：①根据文献特征识别，②识别文献作者及其所在机构
，③通过全球通用的DOI识别文献，④通过NSTL本地通用的Local DOI识别文献，⑤识别所描述对象是
否有纸本全文；文献获取，包括：①检索文献主题和文摘，②支持多语种的文献检索，③支持（
）pen URL链接服务器对检索结果的调用，帮助实现原文获取，④支持在NSTL成员馆范围内的全文获
取；加工管理，包括：①实现按文献品种分配加工任务，避免重复加工，②按本／册管理加工进度，
③根据加工深度要求（加工题录、文摘或是引文），安排加工任务，④支持OAI协议对数据的收割。
1.2 规范制定原则1.2.1 模块化原则模块化被视为现代元数据最重要的特征。
模块化的关键是根据实际使用的需要，将资源对象区分为若干个实体，对资源的描述，即是对多个不
同实体的组合和描述。
2007年DC年会上提出的“新加坡框架”以新的方式阐述了元数据模块化设计思路。
根据新加坡框架的定义，一个DC元数据应用纲要至少要包括功能需求、领域模型和描述集合纲要这
几部分。
功能需求定义了应用纲要所需要支持完成的设计功能，以及其他一些功能需求；领域模型主要定义应
用纲要所描述的基本实体概念以及它们之间主要的相互关系。
领域模型既可以用文本描述，也可以采用像UML这样更为规范的描述方法；描述集合纲要是一个信息
模型，定义了描述集合的结构限定，描述集合纲要以计算机可读的XML格式书写，定义了一组元数据
记录，它是应用纲要可遵循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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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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