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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21127:2014《信息与文献 文化遗产信息交换的参考本体》。
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修正ISO21127:2014中个别错误,一是P145和P146两个属性的父属性误写成其子属性;

P68的父属性误写成子属性;二是附录A中图A.1中E7的“P20有特定目的(是为了):E5事

件”的值域误写成E7活动;三是本标准共定义了138个属性,误写成137个属性。
———为了增强易读性,在保留国际标准中示例的基础上,将部分示例替换为国内示例。
———3.7增加了“注2:注释和示例中的类和属性名称均用斜体字表示,以区分于正文”。
———增加资料性附录NA“类层级结构”和资料性附录NB“属性层级结构”。
本标准由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国家博物馆。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毛雅君、肖飞、张立朝、刘俊、孙保珍、王文玲、王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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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提供了一个基于本体的元数据集成概念模型,是促进多样化的文化遗产信息源的集成、转接

和相互交换的形式本体。
本标准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各种异构文化遗产信息资源之间的交换和整合。通过提供一种共同的概

念基础,将分散的和不兼容的信息源进行比较并实现交换或集成。通过提供通用的、可扩展的语义定义

和说明,实现将各种分散的地方性信息源处理成一致的全局资源。
本标准的具体目标是:
———作为领域专家和IT开发人员编制需求时使用的通用语言。
———作为标识不同数据格式中所包含的共同信息内容的形式语言;支持从局部数据结构到全局数

据结构转换过程中自动数据转换算法的应用,并确保不损失数据原有的意义。此类转换算法

对数据交换、旧系统数据迁移、数据信息集成和异构源的转换有帮助。
———支持整合资源的关联检索,提供基本类及其关联的全局模型来构建关联检索。
———为信息系统开发者提供一种概念建模的良好实践指南。
本标准中的本体被表述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概念与定义。这种表述类似于叙词表中的术语。但

是,本体不是术语标准,并不会定义在文化遗产文献中通常被用作数据的术语。本标准的内容是完整

的,但也有意识地对本体的86个类和138个独特属性内容进行了压缩和精简。为了实现本标准资源交

换、集成等互操作性目标,类和属性标识符需要保持与国际标准ISO21127:2014一致,也同样存在类和

属性标识符不连续编号(如没有定义E23、E43、E76和E88,P6、P18、P60、P61、P63、P64、P66、P77、P85)
以及两个废弃属性(P36和P47)的现象。虽然本标准并未阐述整个类层级结构中各子类继承的属性

(这将需要数千个属性声明,而不是138个),但是包含推断并自动生成所有属性(包括继承属性)的完整

声明所需的所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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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文献
文化遗产信息交换的参考本体

1 范围

本标准建立了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等文化遗产机构之间信息交换的指导原则,提供了博物馆、图
书馆和档案馆等文化遗产机构管理的信息。

更详细的定义可以通过定义适用范围(广泛和最大范围的包含通用原则的界定)和实践范围(通过

一系列特定的博物馆文献标准和实践参考进行定义)进行阐述。
本标准的适用范围被界定为与博物馆藏品有关的异构科学信息的交换和整合。进一步阐述如下:
———“科学信息”旨在说明本标准所处理的描述性信息,其描述深度和质量能满足各种学术研究的

需要。这不意味着没有提供公众所需要的信息,而是确保所提供的信息细节和精确度能达到

博物馆专业人员和研究人员的期望和要求。
———“博物馆藏品”旨在涵盖博物馆及相关机构所藏和展示的所有资料类型。包括社会史、民族学、

考古学、美术与应用艺术、自然史、科技史等领域相关的各类藏品、场所和古迹。
———藏品的登录包括藏品中个别项目、项目集合以及整个藏品的详细描述。本标准还包括相关信

息(如赋予博物馆藏品更多文化意义和价值的历史、地理及理论背景)。
———与图书馆和档案馆进行信息交换,确保模式相协调。
———不包括文化机构行政管理所需的信息,如与个人、账目及参观人数统计等相关的信息。
本标准的实践范围是用来指导和验证其发展的一系列博物馆文献参考标准。本标准与这些参考文

献集合涵盖相同的论域;因此,任何按照这些参考标准正确编码的数据,均可以通过创建一种编码形式,
既兼容当前标准又不会造成语义损失。

2 一致性

用户需要确保与相关数据结构保持一致性,才能利用本标准的语义互操作性。一致性指数据在集

成环境中可访问,或者是可传输到其他环境中。按本标准定义的类、属性和继承规则关系的任意形式化

语言的数据编码,均被视为与本标准是一致的。
本标准并不要求所有局部文献结构与本标准完全匹配,也不要求要实现本标准提出的所有概念和

结构。本标准允许捕捉不断丰富的文化信息所需的空间扩展,也允许符合经济效益的各种简化。某系

统如果支持本标准定义的子类及子属性的子集,它就具有部分一致性。系统的设计者宜发布其系统能

够支持的详细结构。
本标准的重点是结构化信息的交换和转换,但也适用于非结构化信息的交换和转换。不需要将非

结构化(自由文本)信息转换成结构化、逻辑性结构信息。非结构化信息的处理不属于一致性的范围。
任何文件系统,无论它使用什么内部数据结构,只要可以通过构建一个确定性的逻辑算法,实现将

系统中的数据转换成一个不损失意义并直接兼容的形式,均被视为符合本标准。无须假定该算法的性

质。“不损失意义”意味着该系统的设计者和用户均满意符合本标准的语义定义的数据表示。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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