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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１８３９１《信息技术　元数据注册系统（ＭＤＲ）》分为六个部分：

———第１部分：框架；

———第２部分：分类；

———第３部分：注册系统元模型与基本属性；

———第４部分：数据定义的形成；

———第５部分：命名和标识原则；

———第６部分：注册。

本部分为ＧＢ／Ｔ１８３９１的第２部分，等同采用ＩＳＯ／ＩＥＣ１１１７９２：２００５《信息技术　元数据注册系统

（ＭＤＲ）　第２部分：分类》（英文版），仅有编辑性修改。

为了便于使用，本部分对ＩＳＯ／ＩＥＣ１１１７９２：２００５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删除了范围一章中的一个示例。

本部分代替ＧＢ／Ｔ１８３９１．２—２００３《信息技术　数据元的规范与标准化　第２部分：数据元的分类》。

本部分与ＧＢ／Ｔ１８３９１．２—２００３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标准名称的改变；

———分类对象的扩展：ＧＢ／Ｔ１８３９１．２—２００３主要用于对数据元的分类，修订后的本部分，适用于

数据元、对象类、特性、表示、值域、数据元概念等多种类型的管理项；

———新增了附录Ａ；

———ＵＭＬ的使用：在附录Ａ中给出了含有分类方案属性的 ＭＤＲ元模型区的ＵＭＬ图。

为了保持与英文版本的一致性，英文版中斜体表示的内容本部分也使用斜体表示，第３章中术语的

英文名称保留英文版本中的大小写格式。

为了便于使用和理解，本部分在各个 ＵＭＬ图后面均附上了ＩＳＯ／ＩＥＣ１１１７９２：２００５中的 ＵＭＬ

原图。

本部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８）归口。

本部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起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孙广芝、邢立强、史立武、李小林、刘植婷。

本部分于２００３年７月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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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ＧＢ／Ｔ１８３９１的本部分重点描述元数据注册系统（ＭＤＲ）模型中称之为分类区（ＧＢ／Ｔ１８３９１．３，

４．１０）的部分。分类区允许注册和管理一个完整的分类方案或其一部分。作为可选，一个分类方案可以

用来对管理项进行分类，管理项是注册于一个元数据注册簿的事物。

就分类方案的设计，并据此建立和推广分类结构而言，存在众多的尝试。出于ＧＢ／Ｔ１８３９１本部分

的目的，关键词、主题词表、分类法和本体均为经过认真考虑的分类方案的类型，且各自具有不同的功

能。这些分类方案对于现实世界中对象（包括 ＭＤＲ中管理项）的文档化，具有巨大的作用。

对现实世界的对象进行分类有多重目的。分类可帮助用户从巨大的对象集合中找到某一个对象，

方便对对象集合的管理与分析，并通过继承传递那些由名称和定义等属性无法完整规范的语义内容。

当对一个 ＭＤＲ中的管理项进行分类时，本部分所含分类方案的作用在于：

———派生和形成抽象和应用管理项；

———确保适当属性和属性值的继承；

———从受控词表中派生名称；

———消除歧义；

———识别上位、同位和下位管理项概念；

———识别管理项之间的关系；

———辅助模块化设计的名称和定义的开发。

另外，为了能够保证生成足以支持电子数据交换的数据元，就需要标准化的数据设计规程，这一需

求也推动了ＧＢ／Ｔ１８３９１的研制。

以上所提到的每类分类方案都有其长处和短处，为发挥其特定作用奠定了基础。例如：关键词是有

助于用户定位潜在有用管理项的快捷方式；主题词表是一种更结构化的方式，使描述性术语编排于宽

的、窄的和相关的分类类目结构中；分类法提供了一种分类结构，该结构具有从一般分类到具体分类含

义继承的功能；与相关的认识论一起，本体将提供丰富而又定义严格的结构（如具有多个继承的有向非

循环图），可以传递软件所需的信息，如在智能信息服务提供方面有用的智能代理和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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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元数据注册系统（犕犇犚）

第２部分：分类

１　范围

ＧＢ／Ｔ１８３９１的本部分重申并详细阐述了ＧＢ／Ｔ１８３９１．３—２００９所给出的在 ＭＤＲ中对分类方案

进行注册以及对管理项进行分类的程序和技术。所有类型的管理项，包括对象类、特性、表示、值域、数

据元概念以及数据元自身，都可以被分类。

本部分确定了一系列原则、方法和程序，用于规范在为各类管理项与一个或多个分类方案间建立关

联时（至少）要记录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分类方案的名称、定义、内容以及其他方面，它们可以通过属

性集的使用来获得。本部分将阐述一些特定的属性以及这些属性内容的结构。用户在必要时，可以扩

展该属性集。分类法或本体可以带有附加信息；例如，为了更加全面地限定特定管理项的分类，提供一

个可用于对象类、特性或表示分类单元的建议性限定词集。本部分概括了ＧＢ／Ｔ１８３９１．３—２００９中规

定的基本属性和模型。

本部分的示例表明如何通过此处阐述的属性将选定的数据元组分与分类方案联系起来。一个或多

个分类方案的使用，旨在为开发可以提高语义精度和设计完整性的元数据提供一个合理的概念基础。

本部分并不确立一个特定的分类方案作为范例。认可一种具体的分类方案和（或）一种具体的认识

论并不在本部分的范围之内，而是由其他的标准委员会制定，适于某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分类方案的功

能及其内容的使用具有可竞争性。其他标准委员会正在开发或已经开发了适应本部分的、用于分类的

规范语言和（或）具体的技术手段和结构。对于每一项分类结构，最好记录其开发方法以及如何扩展和

维护。依据可扩展性原则，这些属性可被增加到本部分所规定的属性之中，但本部分并不包含这些

属性。

正如ＧＢ／Ｔ１８３９１．６的描述和规定，每个注册机构可以依据它认为合适的分类方案、结构以及内容

对管理项进行分类。在文档化管理项的分类时，注册机构可以依据本部分规定的原则、方法、规程和属

性进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１８３９１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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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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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ＧＢ／Ｔ１８３９１．１　信息技术　元数据注册系统（ＭＤＲ）　第１部分：框架（ＧＢ／Ｔ１８３９１．１—２００９，

ＩＳＯ／ＩＥＣ１１１７９１：２００４，ＩＤＴ）

ＧＢ／Ｔ１８３９１．３　信息技术　元数据注册系统（ＭＤＲ）　第３部分：注册系统元模型与基本属性

（ＧＢ／Ｔ１８３９１．３—２００９，ＩＳＯ／ＩＥＣ１１１７９３：２００３，ＩＤＴ）

ＧＢ／Ｔ１８３９１．４　信息技术　元数据注册系统（ＭＤＲ）　第４部分：数据定义的形成（ＧＢ／Ｔ１８３９１．４—

２００９，ＩＳＯ／ＩＥＣ１１１７９４：２００４，ＩＤＴ）

ＧＢ／Ｔ１８３９１．５　信息技术　元数据注册系统（ＭＤＲ）　第５部分：命名和标识原则（ＧＢ／Ｔ１８３９１．５—

２００９，ＩＳＯ／ＩＥＣ１１１７９５：２００５，ＩＤＴ）

ＧＢ／Ｔ１８３９１．６　信息技术　元数据注册系统（ＭＤＲ）　第６部分：注册（ＧＢ／Ｔ１８３９１．６—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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