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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科技平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86)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科学技术馆、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科普研究

所、山东省科学技术馆。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郑浩峻、廖红、杨青海、陈志辉、罗晖、王志强、李伟、郝倩倩、周琼琼、周明凯、

杨盛林、周际、卢志浩、尹霖、孔祥飞、夏妍、范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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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科普资源是科技资源的重要组成。科普资源的标准化是科技平台标准化在科普这一具体领域内的

体现。科普资源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普资源包括科普活动中的人、财、物等各种资源;
狭义的科普资源包括科普活动中的基础设施、科普制品等实物及数字科普资源。本标准中的科普资源

包括科普出版物、科普产品和科普作品等科普制品及数字科普资源。
科普资源的分类与编码是科普资源信息化的重要手段和工具,通过分类可方便地对科普资源进行

管理、检索和标识,是科普信息系统开发的基础。不同的应用目的、不同的划分维度,会产生不同的分类

结果,得出不同的分类体系。本标准主要面向信息化管理,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对科普资源进行分

类。本标准中的科普资源分类不能涵盖其他分类。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普资源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在不断发展之中。本标准中的科普资源分类针

对目前相对成熟的科普内容和科普资源形式。随着科普资源的发展,一些新内容和新形式可纳入到本

标准的修订版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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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资源分类与代码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科普资源的基本要素、分类原则、分类与编码方法以及代码表。
本标准适用于科普资源的信息采集、分类、存储、管理、共享与交换。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科普 sciencepopularization
采取公众易于理解、接受、参与的方式,普及科技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

的活动。

2.2
科普资源 sciencepopularizationresource
用于普及科技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实物资源和数字资源。
注:本标准中的科普资源包括实物形式、数字形式的科普作品,不包括科普人力资源、科普财力资源和科普设施

资源。

2.3
分类 classification
按照选定的属性(或特征)区分分类对象,将具有某种共同属性(或特征)的分类对象集合在一起的

过程。
[GB/T10113—2003,定义2.1.2]

2.4
代码 code
表示特定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或一组字符。
注:这些字符可以是阿拉伯数字、拉丁字母或便于人和机器识别与处理的其他符号。

[GB/T10113—2003,定义2.2.5]

3 科普资源的基本要素

3.1 内容要素

科普资源应具有明确的科技内涵,能够反映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

3.2 创作与传播要素

科普资源应经过适当的转化加工,具有一定的通俗性、趣味性。使传播更加快捷,受众更加广泛,内
容更易接受。

3.3 人文要素

科普资源应具有明确的社会意义,能够促进公众理解科学和树立科学世界观,提高公众科学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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