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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则

起草。
本文件代替 GB/T19688.1—2005《信息与文献 书目数据元目录 第1部分:互借应用》、

GB/T19688.2—2005《信息与文献 书目数据元目录 第2部分:采访应用》、GB/T19688.3—2005
《信息与文献 书目数据元目录 第3部分:情报检索》、GB/T19688.4—2005《信息与文献 书目数据

元目录 第4部分:流通应用》和GB/T19688.5—2009《信息与文献 书目数据元目录 第5部分:编
目和元数据交换用数据元》,与上述系列标准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和更改了适应新技术发展的数据元;

b) 融合了图书情报机构的互借、采访、情报检索、流通和编目等多个业务环节;

c) 以目录的形式描述了适用于最终用户或机构进行资源获取、资源描述、编目、检索、借阅或复制

过程中的数据元。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8459:2009《信息与文献 数据交换和查询书目数据元目录》。
本文件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一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献情

报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郝春云、王莉、葛红梅、胡晓莉。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5年 首 次 发 布 为 GB/T19688.1—2005、GB/T19688.2—2005、GB/T19688.3—2005、

GB/T19688.4—2005;
———2009年首次发布为GB/T19688.5—2009;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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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描述了书目系统之间(即终端或浏览器到计算机,或计算机到计算机)进行数据交换所需的

数据元。数据交换的目的在于启动或支持一个进程,为了满足其中传递信息的要求,交换消息中的各种

数据元必须被相关进程充分理解。
本文件为书目和图书馆领域中标准间互操作的一种资源工具。它用于协调这些领域中的各种不同

标准,包括内容模式、协议、概要和模型。为此,根据协议和模式的不同,将数据元定义为不同的级别。
本文件的重点在于,为系统间协议消息中交换的数据元提供通用定义。

系统开发人员通常采用多种标准,这样便可在在其数据库设计中,通过确定的相互关系和定义实现

动态互操作性。
本文件也将被用作新标准的基础。通过继承数据元名称和定义,直接将与领域中现有的标准联系

起来,可有效实现新标准。
本文件包含多个示例和同义词,旨在促进将其翻译成其他语言。
本文件对旧版GB/T19688(所有部分)中的数据元进行了必要的检查、更新,进而合并成一个单一

元素集,取代前述各部分。
本文件无规范性引用文件,编制本文件所参考及使用的资源已在参考文献中指明。
本文件包含了目前仍然有效的旧的数据元以及与新资源相关的新数据元。它分为两个基本部分:

a) 数据元目录(第4章),其中数据元被组合在不同的类和子类中,每个数据元有一个序列号,并
给出数据元描述、示例和同义词;

b) 字顺表(第5章),以中文拼音顺序列出数据元、同义词、示例的中英文名称、所属数据元名、类
和子类名称。

参考文献中列出的标准是本文件中数据元样例。
参考文献中还包括了用于校验本文件中数据元和概念的协议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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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文献 数据交换和查询
书目数据元目录

1 范围

本文件以目录形式描述元数据,这些数据元适用于最终用户或机构进行资源获取、资源描述、编目、

检索、借阅或复制的过程。

本文件包括书目系统中交换或潜在交换的数据元,不包括不交换或不可能交换的数据元,也不包括

传输协议处理的数据元,只含与应用级协议相关的数据元。

作为整合阶段的一部分,本文件总体上将数据元按类和子类划分,通过两种顺序来呈现,一种按照

类和子类,另一种按照拼音字母顺序。按拼音字母排序方式包括在整合阶段所确定的、在相关交换协议

和模式中发现的示例和同义词。

由于数据元的分组在不同的协议和记录模式之间可能有所不同,数据元虽已基本被分类分组,但并

未进一步创建框架。同样,数据元的顺序、其中某个数据元是否必备,以及它是如何形成和校验的,这些

都可能根据其具体应用而变化,因而这类数据元属性不在本文件的范围之内。

随着新的互操作方式的发展,一些新的数据元会不断产生,但最大的变化通常存在于现有数据元分

组的方式中。例如,无论采购交易通过人工还是电子方式进行,该交易的基础数据元———请求者、供应

商和采购的对象保持不变,事实上本文件的大多数数据元起源于数十年前。为了适应数据元分组的潜

在变化,本文件尝试识别跨流程的通用概念。例如,关注终端用户传递服务,将各类传递方式分为一组,

如此一来,购买、借阅和馆际互借就作为可供选择的流程来提供。因此,标识这些所有流程中的通用概

念,对于无缝用户界面的开发是必要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采访 acquisition
根据机构收集政策,增加、更新图书馆或文献中心馆藏的工作或服务。

3.2
地址 address
与个人或机构相关的地理或数字资源地址或位置的数据元组。

3.3
属性 attribute
某个主体或某件馆藏的特征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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