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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征集资源建设背景

� 2010年起，国家图书馆联合全国各图书馆共建国家数字图书馆，面向全国各

省级公共图书馆等机构，广泛征集数字资源，得到各地图书馆的热切响应和积极

参与。通过征集数字资源，带动了图书馆特色数字资源的建设和应用发展。

� 密切结合“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数字资源联合建设”工作，重点地征集主题

明确、特色鲜明的优秀数字资源，为国家数字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建

设与服务提供重要的资源保障。

� 重点征集地方文献、人文悦读、图林拾珍专题库内容要求的已经完成建设的

数字资源。优先征集具有鲜明地方文化特色的精品数字资源，侧重征集与主题有

关的全文型数字资源，包括文本全文、图像、音视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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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国家图书馆征集数字资源建设规范》，按照“建设规范”以及数字资

源整合发布要求，对元数据、对象数据进行全面的数据检查、版权检查和数据整

合，形成最终符合要求的不同加工级别的数据，并建立完备的数据说明文档，提

交各类检查情况报告。

征集倡议（国图） 申报（地方馆）：提交资源
申报书和样例数据

专家：对资源内容、版权情况、
样例数据质量进行初审

批量提交征集资源（地
方馆）

数据和版权验收（国
图）

工作流程工作流程工作流程工作流程

通过推广工程平台推
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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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为止，已有34家单位提交了6万余种资源数据，已完成了资

源质检和整理，并提交发布。

序号 主题 数量（种） 序号 主题 数量（种）

1 馆藏特色资源 12732 6 专题视频资料 3007

2 地方志 1900 7 年画 224

3 民国文献 9795 8 非物质文化遗产 497

4 家谱 377 9 少年儿童资源 86

5 老照片 33708 10 少数民族资源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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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源征集工作聚合了一大批类型丰富、覆盖广泛、规模庞大的

数字资源，推动了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建设和应用。

首先，征集的成果数据最终在推广工程网站上统一揭示，提供给广

大读者和研究人员使用，为其提供了数字化的便利手段，大批量、多类别

的数据集中在一起，提升了数据的应用价值。

其次，通过对征集数据的统一处理和管理，实现了各地方馆资源的

数字化、规范化、标准化保存，有利于未来的长期利用，具有重大意义。

最后，各地方馆也已通过本项目，借助国家图书馆的统一平台展示

自身资源，实现全国图书馆范围内的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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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        通用数据标准规范通用数据标准规范通用数据标准规范通用数据标准规范

1.规范概述---
《数字资源征集与数字图书馆

推广工程数字资源联合建设数据标

准规范》，规范针对征集资源（地

方文献、民国文献、老照片、年画、

非物质文化遗产、少数民族资源、

碑帖、图林拾珍、网事典藏、其他

特色资源等10个主题），规定了记

录标识号、元数据、对象数据、数

据存储、说明文件应遵循的标准。

规范将根据需要进一步完善和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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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记录标识号规范

记录标识号用于标识对象，是对象

永久唯一的名称。记录标识号作为数字

对象名称被嵌入在元数据中，并作为对

象数据文件的第一级保存目录。

记录标识号共15位，由5段组成：

机构登记号—主题代码—年月—批次—

流水号。

� 机构登记号：3位，由国家图书馆统

一分配，并于应征单位上报《国家图

书馆数字资源征集申报书》后，将机

构登记号通知应征单位联系人

� 主题代码：2位

� 年月：4位，年份与月份各占2位

主题名称 代码

其他特色资源 01

地方文献 02

民国文献 03

家谱 04

老照片 05

年画 06

专题视频资料 07

动漫素材 08

非物质文化遗产 09

少数民族资源 10

少年儿童资源 11

历史文化 12

科普 13

网事典藏 14

碑帖 15

图林拾珍 16

主题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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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次：2位，当月内提交资源的批次号,每月的批次号以01起始。

【示例】2012年8月第一批提交的数据写成120801

        2012年8月第二批提交的数据写成120802

� 流水号：4位，本批内数据顺序号，从0001、0002依次排列。若本批内数据

记录超过9999条，由批次号自动加1，9999条之后的数据算做下一批次内数

据，从0001开始编号。

 记录标识号各段之间不加任何连接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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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元数据规范

元数据：数字资源对应源文献的内容及特征的描述。本规范元数据

推荐选用CNMARC（ISO2709）格式或“都柏林”元数据核心元素集。

� CNMARC（ISO2709）

遵循《新版中国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及其它相关编目著录手册。

001字段内容为“记录标识号”，指由机构登记号—主题代码—年

月—批次—流水号5段组成的15位记录标识号。

� “都柏林”元数据核心元素集

遵循GB/T25100-2010信息与文献: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元素集。 

“标识符”元素内容为“记录标识号”

�     文化行业标准元数据规范

     针对不同的资源类型，遵循文化行业标准《专门元数据元素集

及著录规则》系列元数据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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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备元素/字段

      元数据中必须包含7777项元素/字段：名称、责任者、主题、类型、格式、唯

一标识号、馆藏信息。

      1、名称：著录资源的名称，内容为可以概括著录资源内容的词、词组、符

号等；

      元素修饰词（有则必备） ：并列题名、交替题名、其他题名信息、系列正

题名

      

【示例1】

       名称：程乙本红楼梦

       其他题名信息：桐花凤阁批校本

       交替题名：红楼梦

【示例2】

       名称：英语求职信写作指南

       并列题名：A guide to writing 

English letters of job-application



12121212

� 必备元素/字段

2、责任者：创建文献资源内容的主要责任者；

   元素修饰词（有则必备）：并列名称 责任方式 创建者说明

【示例】

   责任者：安德义

   责任方式：主讲

   创建者说明：湖北省孔子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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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备元素/字段

3、主题：依照CLC（中国图书馆分类法）、CCT（中国分类主题词表）著录描述资

源主题内容的受控或非受控的词汇

   元素修饰词（必备）：主题词、关键词、分类号

【示例】

   主题词：历史发展

   关键词：藏书

   分类号：G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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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备元素/字段

4、类型：征集资源的主题名称，等

同于全国公共图书馆自建数字资源

元数据登记项目规定的“类型”元

素中的“内容类型”

【示例】

   类型：地方文献

主题名称 代码

其他特色资源 01

地方文献 02

民国文献 03

家谱 04

老照片 05

年画 06

专题视频资料 07

动漫素材 08

非物质文化遗产 09

少数民族资源 10

少年儿童资源 11

历史文化 12

科普 13

网事典藏 14

碑帖 15

图林拾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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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备元素/字段

5、格式：数字资源对象数据，文本、图像、音频、视频文件的数据格式；

【示例】

格式：TIF

      flv

      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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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备元素/字段

6、唯一标识号：15位记录标识号；

【示例】

唯一标识号： 0010212080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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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备元素/字段

7、馆藏信息：资源提交方的规范机构名称。

【示例】

馆藏信息： 长春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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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采用的元数据的格式无法嵌入上述必备元素/字段，可采用元数据补

充元素/字段表的形式进行元素/字段补充，该表与规范格式元数据采用唯

一标识号（15位记录标识号）关联，采用EXCEL格式文档提交，命名规则

与元数据文件名一致（11位，机构登记号（3）—主题代码（2）—年月

（4）—批次（2），扩展名为.xls）

元数据补充元素/字段表

说明：

1、表头字段可扩展；

2、“唯一标识号”一栏，填写资源的15位记录标

识号，同种资源的唯一标识号在规范格式元数据

及其补充元素/字段表中要保持一致；

3、“类型”一栏，填写资源所属的主题名称，如

“地方文献”；

4、“格式”一栏，填写数字资源对象数据包含的

格式，多种格式之间用分号“；”隔开，如

“TIF；PDF”；

5、“馆藏信息”一栏，填写机构规范名称，如

“长春市图书馆”。

唯一标识号 类型 格式 馆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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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图书馆在征集项目中使用的DC格式元数据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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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象数据加工规范

� 对象数据分为长期保存级和发布服务级，应征单位需一并提交两种

级别的数据。若只有一种级别的数据则优先提交长期保存级数据，其次为

发布服务级数据。

长期保存级：达到加工技术参数，符合格式要求。用于数字资源长

期保存。

发布服务级：长期保存级数字资源的衍生文件。用于数字资源整合

发布。

� 对于连续性资源，提交时应尽量保证内容的完整性，避免出现卷册

或分集缺失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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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象数据加工规范

� （1）文本类

字符编码 文件格式 后缀名（小写）

Unicode （无法录入的生僻字、公式、符号等内容用
“〓”表示）

txt / 
doc/html/pdf

txt / doc/htm/pdf

文本类资源数字化规范

�文本数据内容应忠实于原文献，完整有序；

�字符的错误率不超过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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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图像类

图书地图字画类图像资源数字化规范

文献
类型

应用级别
图像分辨

率
（dpi）

色彩位
深

允许的编辑
加工

文件
格式

后缀
名
（小
写）

普通
书刊
报/
古籍
/

字画

长期保存
级

>=300

黑白
8位，24

位

保持原始文
件技术参数
不变的基础
上适当进行
纠偏等处理

tiff tif

发布服务
级

300，图像
尺寸不小
于800×600

除分辨率调
整，其他技
术参数保持
不变，进行
相应图像处

理

jpeg
pdf

jpg
pdf

小幅
照片

长期保存
级

>=800
8位24位
或更高

保持原始文
件技术参数
不变的基础
上适当进行
纠偏等处理

tiff tif

发布服务
级

<=800，图
像尺寸不

小于
800×600

24位

除分辨率调
整，其他技
术参数保持
不变，进行
相应图像处

理

jpeg jpg

补充说明：

（1）书、刊、报的发布服务级数据

采用pdf格式，字画、图片、照片类的

发布服务级数据采用jpg格式

（2）小幅照片可以根据不同的原载

体规格选择不同的分辨率标准，

� >=800dpi （ 原 载 体 规 格

<=4’X5’）

� >=500dpi（原载体规格为4’X5’

或8’X10’）

� >=400dpi（原载体规格>=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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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率

压缩

方式

色彩

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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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片类图像资源数字化规范

补充说

明：

所有通

过胶片

数字化

的图像

数据均

参考本

表

文献类
型

载体 
规格

资源 
级别

主要参数
考虑因素及说明分辨率

dpi
色彩 
位深

文件格
式

后缀名
（小写）

压缩率

缩微胶

片
开窗卡

片

长期保

存级
300

黑白

8位

24位

tiff tif
不压缩或无

损压缩

注意原始对象的大小，

并根据内容选择图像分

辨率；本标准所给图像

分辨率参考专业缩微胶

片扫描仪的各项参数。

发布服

务级

150～

300

jpeg

pdf

jpg

pdf

有损、适度

压缩

成比例扩展，锐化，裁

切，拼接，纠偏，去噪。

浏览服务级的图像压缩

后可转换为PDF格式进行

发布。

摄影胶

片

长期保

存级
>=800

8位

24位

tiff tif
不压缩或无

损压缩

发布服

务级

300～

800
jpeg jpg

有损、适度

压缩

允许锐化，裁切，拼

接，纠偏，去噪，色调

调整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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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分辨率

压缩方式

根据分辨率和像
素尺寸计算出来
的文档尺寸

色彩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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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资源（平面成像）的数字化规范

文献类型 处理方式 资源级别

主要参数

文件格式
短边像素 色彩位深 图形大小

实物
数码相机
拍摄

长期保存级 >2000 24位 >=8M TIFF

发布服务级 <=1024 24位 约
40K—500K

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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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音频类

音频资料数字化规范

资源

类型
资源级别

主要参数

文件格

式

后缀名

（小写）采样率 量化级 通道数

音频

长期保存级 22 / 128 kHz 16 /24 bit
由原始资料

特性决定
wav wav

发布服务级 22 / 44 kHz 8 / 16 bit
双声道/单声

道
mp3 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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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视频类
视频资料数字化规范

资源

类型

资源级

别

主观质量

描述

主要参数

分辨率
帧数

（帧/秒）

视频

速率

（kbps）

音频

速率

（kbps）

音频

采样

文件

格式

后缀名

（小写）

视频

长期保

存级

高清质量 1920 x 1080
25/30/6

0

固 定 码 率

50Mb/s 或

25Mb/s 的

可变码率

384

立体声

48 khz
MPEG2编

码

mpg

avi标清质量 720 x 576 25/30

15Mb/s 的

固 定 码 率

或 可 变 码

率

384

最低质量

原采集窗口尺

寸 但 不 小 于

352x288

25

5Mb/s的固

定 码 率 或

可变码率

224
立体声

48 khz

发布服

务级
最低质量

不 低 于

352x288

15/25/3

0

不 低 于

512kb/s

64 ～384 

k

立体声

44.1 

/48 khz

mpg4

flv

mpg

f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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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保存级样例参数 发布服务级样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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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件存储结构规范

� 元数据及元数据补充元素/字段表文件结构

文件名由4段组成共11位：机构登记号—主题代码—年月—批次，各

段的意义详见本文第一部分记录标识号。

文件存储路径为：根目录\文件夹名\

文件夹命名与元数据文件命名规则一致。

【示例】某图书馆（机构登记号为001）2012年8月提交的馆藏特色

资源的第一批数据，元数据及元数据补充元素/字段表的存储路径为：

     根目录\00102120801├─00102120801.iso

                       └─00102120801.xls



31313131

� 对象数据文件结构

对象数据存储路径为：根目录\记录

标识号\加工级别\卷册流水号\

其中对象数据第一级目录为记录标

识号，加工级别有两种：长期保存级和发

布服务级，卷册流水号3位，从001开始顺

序排序。如果该资源非多卷册，那么在加

工级别下只有001一个文件夹，文件夹下

对应存放着数据文件。

对象数据文件结构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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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以地方文献

中《汶川縣縣志》为例说

明对象数据的存储结构。

 地方文献主题代码

为02，提交日期为2012年

8月，批次为第一批，其

中《汶川縣縣志》为本批

次中的第一种书，共9卷。

则《汶川縣縣志》对应的

记 录 标 识 号 为

001021208010001 ， 存 储

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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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数据提交说明

   数据制作单位在提交数据的同时应提交数据总体说明表和数据明细

说明表，存放在一个EXCEL文件的多个工作表中，EXCEL文件的命名方式

为“机构名称+数据提交说明表+提交年月”，存放在提交介质的根目录

下。

  

【示例】某图书馆（机构登记号为001）2012年8月提交的数据提交说

明表的存储路径为：

   根目录\某图书馆数据提交说明表201208.xls

  

“数据总体说明表”为1个工作表，工作表命名为“数据总体说明表”

；每个资源包对应1个“数据明细说明表”工作表，工作表命名采用资

源包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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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数据提交说明

说明：

1、“制作单位”一栏，填写机构规范名称，如“首都图书馆”；

2、“提交日期”一栏，填写数据提交国家图书馆的时间，如“2013年4月2日”；

3、“资源包名称”一栏，填写资源包正式名称，并与《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征集协议》中的资源

包名称保持一致；

4、“主题”一栏，填写《规范》中“主题代码表”中与该资源包对应的主题名称；

5、“来源”一栏，选择填写下列序号：①普通书刊报；②古籍；③字画；④小幅照片；⑤缩微胶

片；⑥摄影胶片；⑦实物；⑧音频；⑨视频；⑩其它（自定义注明）。资源遵循的数字化标准应符

合其注明的来源，单一数据类型资源包选填一项，多种数据类型资源包可选填多项。

数据总体说明表

制作单位：                                                提交日期：

序号 资源包名称 主题 来源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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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记录标识号”一栏，填写资源的15位记录标识号，同种资源的唯一标识号在规范格式元数据及其补充元素/字段表中要保持一致；

2、“题名”一栏，填写每种资源的名称，并与元数据中“名称”项保持一致；

3、“元数据”一栏，填写该种资源是否具备元数据，是则画“√”；

4、“文件格式”一栏，参考《规范》里对象数据规范一节中各类资源的文件格式要求，填写本种资源包含对象数据的格式，如TIF、PDF

等；当格式不唯一时，应根据不同格式分别统计文件数量、存储量或时长信息，并进行填写；

5、“加工参数”一栏，图像类资源可填写“分辨率”、“图像尺寸”信息；视频类资源可填写分辨率、码流信息；

6、“册（件）数”一栏，图像类资源以册/件为单位填写资源对应实体的册/件数，视频类资源填写场次或集数；

7、“文件数量（个）”一栏，以个为单位分格式填写资源有效文件的数量；

8、“存储量（MB）”一栏，以MB为单位分格式填写资源的实际存储量；

9、“时长（分）”一栏，以分钟为单位填写音视频类资源的有效播放时间长度，其他类型资源可不填。

数据明细说明表

资源包名称：                       制作单位：                     提交日期：

序

号

记

录

标

识

号

题

名

元

数

据

对象数据长期保存级 对象数据发布服务级 备

注文

件

格

式

加工

参数

册

（件）

数

文件

数量

（个）

存储

量

（MB）

时长

（分）

文

件

格

式

加工

参数

册（件）数 文件

数量

（个）

存储

量

（MB）

时长

(分)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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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某图书馆于2013年4月2日向国家图书馆提交资源包2个，其

数据总体说明表和数据明细表示例如下：

数据总体说明表

制作单位：  某图书馆                       提交日期：2013年4月2日

序号 资源包名称 主题 来源

1 史志类线装古籍 地方志 ②

2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 ④⑨

②古籍④小幅照片⑨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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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明细说明表

资源包名称：史志类线装古籍            制作单位： 某图书馆              提交日期：2013年4月2日

序号 记录标识

号

题

名

元

数

据

对象数据长期保存级 对象数据发布服务级 备注

文

件

格

式

加

工

参

数

册

（

件）

数

文件

数量

（个）

存储

量

（MB）

时

长

（

分）

文

件

格

式

加

工

参

数

册

（件）

数

文

件

数

量

（

个）

存储量

（MB）

时长

(分)

1 ***02130

4010001

瀋

陽

縣

志

√ TI

F

400

DPI

6 743 3389 PDF 6 743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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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数据完整性规范

       征集数字资源应包含完整的元数据、对象数据和数据提交说明

表，存储结构规范。要求元数据和对象数据对应关系清晰明确，不可

出现元数据与对象数据无法对应问题。

   元数据与对象数据的对应关系清晰明确包含2层含义：

� 每条元数据和对应的对象数据之间存在明确的计算机可识别的对应关

系，即一条元数据中嵌入的“记录标识号”应与其对应对象数据的一

级目录保持一致；

� 通过记录标识号关联的元数据与对象数据对应关系正确，不可出现元

数据描述不准确或“张冠李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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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人文悦读专题库数据标准规范人文悦读专题库数据标准规范人文悦读专题库数据标准规范人文悦读专题库数据标准规范

�为确保中文图书数字化图像品质、标引数据质量和成品数据的管理，制

定《人文悦读专题库数据标准规范》。本规范规定了中文图书数字化的

工作内容、质量要求、技术规格和验收标准。制作单位应依据本规范所

规定内容和要求进行中文图书数字化加工；我馆在验收数字化成果时，

将依照本规范进行检验。

�本规范针对当前中文图书的一般情况制定。由于我国目前图书出版情况

复杂，选择印刷、排版等标准不统一，会存在本规范未涉及内容。在中

文图书数字化加工过程中如遇到超出本规范内容，加工单位需及时与本

馆沟通，双方协商解决。



40404040

1111、图书整理、图书整理、图书整理、图书整理

1.1  1.1  1.1  1.1  应征馆提交人文悦读专题库资源建设申报书。

1.2  1.2  1.2  1.2  数据查重

  为避免重复建设，国图负责对申报的中文图书加工书目进行数据查重处理，并
将确认的申报书反馈给申报单位。

1.3  1.3  1.3  1.3  MARC数据导入：生成中文图书数据库之图书基本信息表（book表）。（附件

一 1）（附件指本规范附件，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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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加工编号（图书加工编号（图书加工编号（图书加工编号（book_idbook_idbook_idbook_id））））

图书数字化加工过程中一册图书的唯一标识，它由13位数字和下划线组成。

机构登记号（3位）、主题代码（2位）、加工年（4位）、大流水号（2位）、子

流水号(2位)。

本规范针对人文悦读专题库，其机构登记号为国家图书馆统一分配，主题代码为

00，加工年为公元年（如2013），大流水号为2位数字01-99，子流水号为为2位

数字01-99。

注意：一种多册，按单册扫描，在book表中：书名+（单册信息，如上册，或分册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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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数据标引、数据标引、数据标引、数据标引

2.1  2.1  2.1  2.1  目录信息标引。图书目录页内容及图像文件的字母和数字部分

图书目录信息表



43434343

�图书目录信息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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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数据标引、数据标引、数据标引、数据标引

2.2  2.2  2.2  2.2  图书版权页标引。图书版权页内容。

图书版权信息表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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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数据标引、数据标引、数据标引、数据标引

2.3  2.3  2.3  2.3  记录图书不带页号插图信息，生成中文图书数据库之图书插页信息表。

图书插页信息表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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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数据标引、数据标引、数据标引、数据标引

2.4  2.4  2.4  2.4  记录图书缺页信息，生成中文图书数据库之图书缺页信息表。

图书缺页信息表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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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数据标引、数据标引、数据标引、数据标引

2.5  2.5  2.5  2.5  记录图书封面、前附页、目录、正文等结构信息。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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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数据标引、数据标引、数据标引、数据标引

2.6  2.6  2.6  2.6  记录扫描分辨率、压缩因子、文件数量、存储量等信息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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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扫描制作、扫描制作、扫描制作、扫描制作

�3.1  3.1  3.1  3.1  扫描前根据国际色彩协会ICC标准，做基本的色彩校正，及针对各类型图

书进行色彩校正。

�3.2  3.2  3.2  3.2  图书为全书逐页扫描方式，依照“扫描规格”和命名规则进行数字加工。

灰度方式扫描

色彩位深：8 位 

�分辨率：300 dpi；小于5号字体用400 dpi

�JPEG2000压缩因子：20（根据图像规格、颜色、数据量适当调整）

�档案典藏级格式：TIFF 不压缩

�发布服务级格式：PDF（经过JPEG2000压缩后，再做格式转换）

�彩色方式扫描

色彩位深：24 位 

�分辨率：300 dpi；小于5号字体用400 dpi

�JPEG2000压缩因子：120（根据图像规格、颜色、数据量适当调整）

�档案典藏级格式：TIFF 不压缩

�发布服务级格式：PDF（经过JPEG2000压缩后，再做格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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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扫描制作、扫描制作、扫描制作、扫描制作

3.3  3.3  3.3  3.3  扫描文件命名规则扫描文件命名规则扫描文件命名规则扫描文件命名规则

�文件名后缀为小写字母文件名后缀为小写字母文件名后缀为小写字母文件名后缀为小写字母

�前封（含封一、封二），扫描文件名为Axxxxx_00，其中xxxxx为5位数字，按原书顺序

依次排序

�前附页，目录页之前的前附页扫描文件名为Bxxxxx_00，其中xxxxx为5位数字，按原书
顺序依次排序。

�目录页之后的前附页扫描文件名为Dxxxxx_00，其中xxxxx为5位数字，按原书顺序依次
排序。

�目录页，扫描文件名为Cxxxxx_00，其中xxxxx为5位数字，按原书顺序依次排序。

�正文，有页码的正文扫描文件名为Txxxxx_00,其中xxxxx为5位数字,与原书页号一致，

按原书顺序依次排序。

�正文中插页扫描文件名为Txxxxx_yy，其中xxxxx为5位数字,表示插页的前一页顺序号

,yy为数字，表示插页，并按原书顺序依次排序。

�后附页，扫描文件名为Yxxxxx_00，其中 xxxxx 为5位数字，按原书顺序依次排序。

�后封（含封三、封四），扫描文件名为Zxxxxx_00，其中xxxxx为5位数字,按原书顺序

依次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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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数据检查数据检查数据检查数据检查

�4.1  4.1  4.1  4.1  图像文件（各种格式）放大到1：1状态，逐页检查。检查文件是否有太淡

、太浓、黑边、污点、歪斜、模糊（马赛克等）或图像内容不完整等现象，不

符合图像质量要求应进行图像校正或重新扫描。

�4.2  4.2  4.2  4.2  发现文件漏扫时，应及时补扫并正确插入图像。

�4.3  4.3  4.3  4.3  检查是否符合扫描规格要求。

�4.4  4.4  4.4  4.4  所有文件保存位置正确，可以正常地打开、显示。

�4.5  4.5  4.5  4.5  检查图像页码是否连续，不得跳页。

�4.6 4.6 4.6 4.6  文献以册/件为单位检查标引（描述和管理）数据是否完整、准确。

�4.7  4.7  4.7  4.7  按照命名规则，检查目录、文件、数据库、文档、介质等名称是否正确。

�4.8  4.8  4.8  4.8  检查各类说明、统计、验收等文档是否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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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数据提交（交接）、数据提交（交接）、数据提交（交接）、数据提交（交接）

提交内容详见提交内容详见提交内容详见提交内容详见““““规范规范规范规范””””主要文件有：主要文件有：主要文件有：主要文件有：

�元数据（书目数据）元数据（书目数据）元数据（书目数据）元数据（书目数据）

�数据库文件，数据库文件，数据库文件，数据库文件，Microsoft Access

  图书基本信息表（book表）

  图书目录信息表（catalog表）

  图书版权信息表（copyright表）

  图书插页信息表（inset表）

  图书缺页信息表（lostpage表）

  图书结构信息表（struct表）

  图书加工信息表（process表）

  

�中文图书数据说明文件，中文图书数据说明文件，中文图书数据说明文件，中文图书数据说明文件，Microsoft Excel

  数据总体说明，保存级对象数据硬盘存储清单，发布级对象数据硬盘存储清单

，图书单册数据量统计表

�图像文件以及每册图书的说明文件每册图书的说明文件每册图书的说明文件每册图书的说明文件    （（（（bookinfo.txtbookinfo.txtbookinfo.txtbookinfo.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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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质量要求、质量要求、质量要求、质量要求

�1  1  1  1  中文图书均采用ASCII码进行标引，无法录入的生僻字、公式、符号等内容

用“〓”表示。同时将“〓”所对应图像文件保存在档案典藏级数据内，以“

〓”命名的文件夹内。

�2  2  2  2  标引信息应严格按照原书实际内容进行描述，真实反映图书原貌。各类链接

准确无误。

�3  3  3  3  图书封面和各种内页的扫描方式正确，不得随意改变。

�4  4  4  4  每本图书相同扫描方式生成的图像保持相同的清晰度，不得有失真现象。

�5  5  5  5  图像歪斜度不可以超过一度；去除与文字、图片、版式无关的杂点、黑边、

污迹等信息。

�6  6  6  6  拼接图像接缝处无错位、无缝吻合，不应出现白边和内容缺失，没有明显的

歪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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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质量要求、质量要求、质量要求、质量要求

�7  7  7  7  长期保存级（档案典藏级）图像，数字文件保持原采集信息，以无损压缩和

不压缩标准格式存档。发布服务级的图像，为有损压缩图像格式，在转换工作

中应在图像轮廓清晰可读的前提下（可放大到实际尺寸检查判定），尽量减小

数据量。

�8  8  8  8  图像名称必需正确，同一数据流水号不得有跳号情况，按顺序排列命名；图

像文件的排列顺序应与原书一致。

�9  9  9  9  数据库字段、说明文件、各类表格等内容严格按照附件规定和样例版式，加

工方不得擅自更改。

�10 10 10 10 介质中不得存放与备份内容无关的文件、严禁携带病毒、严禁浪费介质空间

。

�11111111在加工过程中如遇特殊情况，应及时与我馆沟通，协商解决并做备忘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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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数据验收、数据验收、数据验收、数据验收

�验收内容验收内容验收内容验收内容

  中文图书数据库，标引数据，扫描图像文件，说明文件等成品数据的质量和数

量；保存介质的品质、数据结构合理以及内容的完整。

� 验收标准验收标准验收标准验收标准

�1  1  1  1  数据验收将采取抽样检验，抽检样本数为送检成品的 3%。验收人员随机抽

选。

�2  2  2  2  送检数据内容与《中文图书验收数据提交单》相互匹配，各种格式数据和文

档一一对应，不可夹杂无关文件。

�3  3  3  3  各种标引、说明文件的文字、符号、版式、位置和文件名称准确，其综合错

误率不超过0.3‰。

�4  4  4  4  图像数据扫描方式、扫描规格、文件格式、文件命名、图像处理、压缩方式

等符合要求，其综合错误率不超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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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数据验收、数据验收、数据验收、数据验收

� 验收标准验收标准验收标准验收标准

�5  5  5  5  成品数据备份数量、保存介质命名、数据存放方式、数据内容符合规范要求

，且各类型保存介质内无坏死文件、不准携带病毒，错误率为0。

�6  达到验收标准的数据视为合格，合格范围内检查出的问题进行修正；未达到

验收标准的数据由加工单位重新对进行数据的检查、修改、重扫等返工工作。

�7  7  7  7  验收人员撰写《数字资源验收记录单》，将验收结果及时通知加工单位，并

监督处理过程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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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一、征集项目简介

二、规范和样例

三、数据制作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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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数据管理工作

� 做好本单位的数据管理工作，避免资源重复申报

例：某机构在两年中申报的连续性资源包有约30%的重复数据

� 做好记录标识号的管理工作，避免重复

例：存在多种数据使用同一记录标识号的情况

� 在正确理解规范的前提下制作数据

� 避免进行无意义的数据转换

例：将低质量的数据转换为高质量的数据，将发布服务级数据转换为长期保存级数据

� 避免进行错误的格式转换操作

例：直接修改文件后缀名，如将.jpg后缀直接改为.tif

� 相同资源包的数据加工方式和标准要统一

例：一个资源包的同种加工级别之间存在加工方式、技术参数、格式等方面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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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提交数据前做好相关的自检工作

� 检查元数据、对象数据、说明文件是否齐备，其互相之间关联关系是否正

确

例：元数据错误，如无内容、著录错误、必备字段缺失、元素命名不规范

例：对象数据错误，如内容缺失或重复、混入无关内容、多册图书未分册存储、

逻辑颠倒

例：关联关系错误，如元数据和对象数据无数据层面对应关系，依赖先后顺序关

联；元数据所描述内容与对象数据内容不一致

� 检查是否存在无关冗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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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