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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ＳＯ１９５１：２００７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Ｒｅｑｕｉｒｅ

ｍｅｎｔｓ，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除对ＩＳＯ１９５１：２００７中附录Ａ（资料性附录）和附录Ｂ（资料性附录）的内容

未予考虑外，其余内容均等同采用。ＩＳＯ１９５１：２００７中附录Ａ（资料性附录）和附录Ｂ（资料性附录）的内

容属于ＧＢ／Ｔ１１６１７—２０００《辞书编纂符号》（ＩＳＯ１９５１：１９９７，ＮＥＱ）。ＧＢ／Ｔ１１６１７—２０００非等效采用

ＩＳＯ１９５１：１９９７，而ＩＳＯ１９５１：１９９７不包含目前本标准所采用的ＩＳＯ１９５１：２００７的内容。

本标准由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南京大学

辞书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等单位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长青、程永红、肖玉敬、高莹、王海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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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书条目犡犕犔格式

１　范围

本标准涉及各种辞书的编纂，提出了一个通用规范数据结构，适用于辞书内容信息，且不受出版媒

介限制。该数据结构和辞书中实际条目呈现形式之间的关系，在本标准资料性附录中以实例的形式予

以描述。该数据结构采用了ＸＭＬ（即可扩展标记语言）的描述形式。

本标准充分考虑了辞书的各种使用方式，特别是电子文档的超链接功能，以及建立单一的、充分结

构化的辞书信息数据源或数据存储系统，使辞书的信息内容能够以不同的印制形式或电子格式得以开

发利用。

本标准有助于辞书信息数据的制作、合并、比较、抽取、交换、发布和查询。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ＩＳＯ１０８７１：２０００　术语工作　词汇　第１部分：理论与应用

ＩＳＯ７０４：２０００　术语工作　原则与方法

３　术语和定义

ＩＳＯ１０８７１：２０００、ＩＳＯ７０４：２０００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解释］说明　犮狅犿犿犲狀狋

用辞书编纂所需的数据元素（３．３）或复合元素（３．２），对词汇单位（３．８）予以描述的基本语言学

信息。

３．２

复合［数据］元素　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犪犾犲犾犲犿犲狀狋

由多个元素组成的复合信息单位。

注：有三种复合元素族：块［元素］（３．２．１）、容器［元素］（３．２．２）和组［元素］（３．２．３）。

３．２．１

块［元素］，分解结构　犫犾狅犮犽

一种复合元素（３．２），用来列举其他一些元素，这些元素是起详细描述限定作用的功能单位，在另外

某个特定元素的多个实例间共享。

３．２．２

容器［元素］，细化修饰结构　犮狅狀狋犪犻狀犲狉

一种复合元素（３．２），通过所包含的一些其他元素（３．５）来为单个特定数据元素（３．３）提供补充

信息。

示例：条头需要的容器元素或细化修饰结构一般给出条头的发音、词性等细节信息。条头本身此时则是被细化修饰

的数据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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