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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元数据的来源、定义、结构、类型、特点和作用、互操作、元

数据标准以及元数据在医学科学数据共享中的应用等几个方面对目前

元数据研究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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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数据的基本概况 

元数据词最早出现于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目录交换格式》手册中

【1】，被译为“元数据”或“诠释数据”。其英文定义可理解为“描

述数据的数据”或“关于资源的结构化数据”。对于元数据的具体含义

虽有不同解释，但一般认为元数据是用于提供某种资源的有关信息的结

构数据(如题名、外在表征、位置等)。元数据最早主要指网络资源的描

述数据，常用于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和利用【2】。元数据的目标主要

有两个方面：一是简单高效的描述、保存、组织和管理大量信息资源；

二是使信息资源的检索、发现、定位和共享更加便利与高效[3，4]。 

2、元数据的结构 

2．1 内容结构 

用于定义元数据的构成元素。包括：描述性元素、技术性元素、管

理性元素和复用元素等【5】。元数据内容一般分为三层，即元数据子

集、实体和元素。元数据元素是元数据最基本的信息单元，实体是同类

元数据元素的集合，子集是相互关联的元数据实体和元素的集合。在同

一个子集中，实体可以有简单实体和复合实体两种，简单实体只包含元

素，复合实体既包含简单实体又包含元素，同时复合实体与简单实体及

构成这两种实体的元素之间具有继承关系【6】。 

2．2 句法结构 

用来定义元数据的格式结构以及如何描述这种结构。如元素结构描

述方法(如XML Schema，RDF等)，结构语句描述语言(如扩展巴科斯范式

标记法)等。此外，句法结构还可以定义元数据与被描述数据对象的捆

绑方式。 

2．3语义结构 

用于定义元素的具体描述方法。包括元素本身有关属性的定义，一

般采用IS011179标准，《数据元素的规范和标准化》)；元素内容编码



规则定义，编码规则可以是特定标准，或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或

自定义的描述要求(in．smlc曲n)【7】。 

3、元数据的类型 

按组织信息资源的功能，元数据可分为以下类型：描述型元数据、

结构型元数据、存取控制型元数据和评价型元数据。美国Getty信息研

究所的Anne J．Gilliland—Swet—land根据元数据功能性将元数据划

分为管理型元数据、描述型元数据、保存型元数据、技术型元数据和使

用型元数据【7】。英国图书馆及信息网络化办公室将在结构和语义方

面逐渐完善的一系列元数据分为三组：简单格式、结构化格式和复杂格

式【3】。此外，还可以按照元数据的内部结构、应用领域、编码标记

方式、开发设计角度、通讯协议等方面进行分类[8]。 

4元数据特点和作用 

4．1著录描述 

元数据对数据单元进行详细、全面的描述。元数据元素包括内容、

载体、位置与获取方式、制作与利用方法等方面信息。 

4．2识别和确认 

元数据对信息资源进行个性化描述，将信息资源中的重要信息抽出

并加以组织，赋予语义并建立关系，提供识别和确认信息资源的基础，

从而有利于用户识别和确认所需要的信息资源。 

4．3评估与选择 

根据元数据所提供的信息，参照相应的评估标准，结合使用环境和

实际需要，用户可以对信息资源作出取舍，选择适合自己使用的资源。 

4．4检索与定位 

元数据通过在描述数据中提供检索点，实现对信息资源的检索和利

用。由于元数据同时包含信息资源位置方面的信息，因此通过元数据可

确定资源的存储位置，从而使用户获取所需要的信息资源。 

4．5资源管理 

元数据支持对资源利用和管理过程的政策与控制机制的描述，包括

权利管理、电子签名、使用管理、支付审计等方面的信息。 

4．6信息资源保护与保存 

元数据支持对资源进行长期保存，包括详细的格式信息、制作信息、

保护条件、转换方式、保存责任等内容。 

4．7资源共享元数据可整合异质的信息资源，提供分布式信息资源共享

[9，10]。 

5、元数据的互操作 



5．1元数据映射 

所谓元数据互操作是指多个不同元数据格式的释读、转换和由多个

元数据格式描述的数字化信息资源体系之间的透明检索。元数据映射指

两个元数据格式间元素直接转换，或通过中介格式进行转换。这种途径

转换准确、转换效率高，但在面对多种元数据格式并存的开放式环境中

此法应用受到限制。 

5．2标准描述方法 

其过程是建立一个标准的资源描述框架，用这个框架来描述所有的

元数据格式，只要系统能够解析这个标准框架，就能解读相应的元数据

格式。通用标准是可扩展标记语言和资源描述框架，由于两者在应用中

各有优缺点，所以有人提出将XML和RDF模式相结合的元数据互操作机制

[11]。 

5．3元数据复用 

通过在一个元数据格式中，引用其它元数据格式的部分元素或属性，

用来描述复杂资源，从而扩展元数据格式适用范围，以促进元数据的相

互转换。 

5．4元数据开放搜寻利用元数据来进行资源搜寻和发现时，可以采取元

数据开放搜寻机制来实现元数据互操作。 

5．5元数据语义转换 

通过元数据语义定义和元数据概念集，支持两个元数据格式间元素

通过语义分析进行转换。 

5．6数字对象方式 

通过建立包含元数据及其转换机制的数字对象，来解决元数据互操

作。 

6、元数据标准 

6．1 定义 

元数据标准是指描述某些特定类型信息资源的规则集合，一般包括

语义层次上的著录规则和语法层次上的规定。主要用于数据发布、数据

集编目、数据交换、网络查询服务等，同时也是数据集整理、建库、汇

编、发布的依据。元数据标准一般具有适时、灵活、可扩展、易兼容和

互操作性。 

6．2结构 

元数据标准体系整体上采用层次式的树状结构。即先由管理部门制

定根级元数据标准，然后各学科领域根据根级元数据标准制定各自学科

的领域元数据标准。由于相同层次上元数据标准的父标准都是统一的，



所以很容易对数据进行整合，并保证元数据的通用性，互操作性，也保

证专业元数据标准可以为自己专业服务。通常一个元数据标准主要包

括：前言、适用范围、参考标准、术语、元数据分级、元数据内容及定

义、元数据扩展原则及相关附录等。 

6．3制定原则 

元数据标准的制定须遵从一定的原则，即标准要支持元数据在行业

或其他领域的应用；标准以提供数据的轮廓为目的；标准要提供一个实

体与元素集，并定义元素的性质(如必选，一定条件上可选及可选等)。

元数据标准定义的对象是数据，而非定义与数据相关的计算机系统，传

输手段和信息表现方式等。 

6．4国内外应用的元数据标准 

目前有几十种元数据标准，这些标准可简单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

针对互联网上信息资源的，典型的是都柏林核心元数据标准；另一类是

针对行业的，如美国联邦地理数据委员会地理空间元数据内容标准等

[4,6]。 

7、元数据技术在科学数据共享中的应用 

7．1元数据系统的组成 

元数据系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元数据编辑软件，用于编辑生成符

合特定元数据内容标准规范的元数据文档；元数据库系统，由元数据库

维护平台和元数据服务器两部分组成，用于元数据的管理、维护、网络

发布；元数据网关，用于实现元数据的互联网发布，代理用户对多个元

数据发布服务器的访问。 

7．2元数据系统对科学数据共享的作用包括规范元数据；发布共享信息；

促进元数据管理；减少重复生产和促进科学数据共享等。 

7．3元数据共享体系的建立 

首先，各科学数据提供机构建立自己的元数据系统，然后，将各参

与机构的元数据系统的网关逐级联接，就形成了元数据共享体系。在这

个体系中，网络用户可以通过任意一个元数据网关查询到所有在线元数

据库中的元数据记录，从而实现元数据共享。最后，为实现科学数据的

共享和交换，科学数据提供者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和实际需要，建立相应

的科学数据交易系统，以实现科学数据共享。 

8、元数据在医学科学数据共享中的研究进展 

8．1 国外 

当前在医学领域有多种元数据方案并存，而这几种元数据方案都是

基于Dc元数据标准。医学核心元数据方案(Med。ical Core Metadata，



MCM)。该方案是由美国完成，它是基于DC的医学核心元数据集，主要用

于描述和组织网络医学信息资源。MCM继承DC的语义及语法结构。为适

应对医学信息资源的组织和描述，MCM在DC基础上进行扩展。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McM—MeSH Term表和MCM—Resource Type表。MCM—MeSH 

Term表采用MED—LINE数据库中的医学主题(MedicalSubjectHeadings，

MeSH)；MCM—Resource Type表是为适合网络医学信息资源的新类型，

在原出版物类型基础上扩展而来的，共有19项，其中新增类型有主页、

文摘、新闻、图像、视频、音频、软件、病人教育和论坛等。此外,McM

采用能够被网络系统识别和传递的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予以标识，主要

使用HTMI／Meta元素，用以标记关于资源整体的有关信息。法国医学资

源元数据叫岫,是由法国Rouen University Hos．pital(RUH)发起，于

1995年实施，主要用于描述和索引法语网络医学信息资源。法国医学资

源元数据的设计思想与MCM基本一致，即基于DC元数据集和MeSH词表来

组织医学信息资源。在医学资源类型描述控制方面，扩展MEDLINE出版

类型列表，根据网络医学资源特性增加一些新的资源类型。EBM元数据

方案的特点是：提供原始研究的结构式摘要；除MeSH主题词表以外，提

出EBM实践中作为重要因素(研究类型、临床展望)的另外两个编码体系；

提出EBM元数据用于因特网资源的可能性。它采用基于XML／RDF的可扩

展标记语言，面向内容描述，文档结构灵活，自定义标记，增加了元数

据的互操作性滔]。元数据及其技术在科学数据共享中的应用典范是“美

联邦科学联盟元数据通道，该元数据整合中心集结各个学科领域的30个

数据库和1 700多个科学网址，其中与医药卫生有关的数据库有5个，用

户发一个检索指令，可以同时检索分布于美国的科学数据信息。其目的

是为从事科学工作的公民及任何对科学有兴趣的公众，提供跨部门的检

索通道来查找和使用政府提供的有关科学技术的信息资源。 

8．2 国内 

我国是一个国有科学数据大国，政府拥有的科学数据遍及科学研

究的各个领域，其中在医学研究领域，已积累大量的基础、临床、预防

和中医药方面的科学研究和观察数据，如中国医学科学院建立的基础医

学数据库(包括中国人生理常数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数据库、基因数

据库等)和临床数据库(包括心血管病防治数据库、肿瘤数据库、高血压

数据库和原发性骨质疏松症与老年性疾病数据库等)，其中基础医学数

据库的数据量已达到10GB左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建立的数

十个同规模的预防医学数据库，其数据总量超过300GB；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医院存有30多万份电子病历的电子病历数据库；中国中医研究院建



立的中药科技基础数据库、古代本草文献数据库、针灸文献数据库等多

个数据库，其累积数据量已达到25GB，并且每年新增与更新数据约4G。

随着医学发展，更多医学科学数据在不断产生，这些医学科学数据形成

我国医学科学研究的重要科学资源。但是由于国内还没有制定专门针对

医学科学数据共享的标准和构建医学科学数据共享体系，所以无法实现

这些医学科学数据资源的检索、选择、交换、共享和有效利用。为实现

医药卫生科学数据共享，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效益，2004年4月启动“医

药卫生科学数据管理和共享服务系统”项目，其总体目标是建立基础医

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中医药学、特种医学、药物与创新药物6个

科学数据中心，并利用互联网技术将这6个科学数据中心连接起来，构

成一个物理上分布、逻辑上统一的医药卫生科学数据管理和共享服务

网。主要工作包括整合现有医学科学数据资源，建立50个主体数据库；

制订数据共享规范及元数据标准；创建医药卫生科学数据目录查询系统

等。现在国家信息中心正与相关单位协作制订有关科学数据共享工程的

系列技术标准，包括：《科学数据共享元数据标准》、《科学数据共享

概念与术语》、《数据模式描述规则和方法》、《元数据标准化基本原

则和方法》、《元数据检索和提取协议》等。目前中国医学科学院、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等机

构已联合制定《医药卫生科学数据共享元数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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