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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31219《图书馆馆藏资源数字化加工规范》分为五个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文本资源;
———第3部分:图像资源;
———第4部分:音频资源;
———第5部分:视频资源。
本部分为GB/T31219的第3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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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89)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

报中心、方正国际软件有限公司。
本部分起草人:肖珑、张春红、邵珂、唐勇、郑小惠、刘聪明、龙伟、赵四友、窦玉萌、刘筱敏、周长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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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馆藏资源数字化加工规范
第3部分:图像资源

1 范围

GB/T31219的本部分给出了馆藏图像数字资源的加工标准和工作规范。
本部分既适用于非数字化的、以不同形式和载体存储的信息资源,又适用于最初产生时即以数字图

像形态存在的原生数字图像资源,也适用于文献经过数字化加工后派生出的数字图像资源。
本部分适用于图书馆图像资源数字化加工,其他文献信息机构的图像资源数字化加工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4894—2009 信息与文献 术语

GB/T19894—2005 数码照相机 光电转换函数(OECFs)的测量方法

WH/T52—2012 管理元数据规范

ISO15739:2003 摄影 电子静止图像成像 噪声测量(Photography—Electronicstill-picture
imaging—Noisemeasurements)

ISO16067-1:2003 摄影 摄影成像用电子扫描仪 空间分辨率测量 第1部分:反射介质用扫

描仪(Photography—Spatialresolutionmeasurementsofelectronicscannersforphotographicimages—

Part1:Scannersforreflectivemedia)

ISO16067-2:2004 摄影 摄影图像用电子扫描仪 空间分辨率测量 第2部分:胶片扫描仪

(Photography—Electronicscannersforphotographicimages—Spatialresolution measurements—

Part2:Filmscanners)

ISO21550:2004 摄影 图像用电子扫描仪 动态范围测量(Photography—Electronicscanners
forphotographicimages—Dynamicrangemeasurement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字图像 digitalimage
表示实物图像的整数阵列。一个二维或更高维的采样并量化的函数,由相同维数的连续图像产生。

3.2
缩微胶卷 microfilm
条或卷形状的缩微品。
[GB/T4894—2009,定义4.2.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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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实物 physicalobject
甲骨、织帛、竹简、陶瓷、雕塑等早期实体文物。

3.4
像素 pixel
图像元素,构成数字图像的基本单位或最小完整采样。

3.5
图像分辨率 imageresolution
图像中存储的信息量,可以有多种衡量法。本部分中以每英寸的像素ppi(pixelsperinch)来衡量。

注1:图像分辨率和图像尺寸一起决定文件的大小和输出质量。该值越大,图像文件所占用的磁盘空间也越大,打

印或修改图像等操作所需时间也就越多。

注2:图像分辨率以比例关系影响着文件的大小,即文件大小与其图像分辨率的平方成正比关系,图像分辨率也影

响到图像在屏幕上显示的大小。

3.6
动态范围 dynamicrange
最暗区域到最亮区域的密度差值。

注:动态范围对扫描设备而言指的是能记录原稿的色调范围。对感光元件和胶片来说,它表示图像所包含的从最

暗到最亮的范围。其范围越大,所能记录的暗部和亮部细节越多,所能表现层次也越丰富。

3.7
色调 tonality
色彩外观的基本倾向。通常可以从色相、明度、冷暖、纯度四个方面来定义一幅图像的色调。

3.8
色度 colorfulness
色调和饱和度的合称。色调决定色彩的本质类别,饱和度决定颜色的深浅。

3.9
对比度 contrastratio
一幅图像的最高密度与最低密度的差异。

3.10
无损压缩 losslesscompression
去掉或减少数据中的冗余,但这些冗余信息可以重新插入到数据中。无损冗余压缩是可逆的过程,

也称无失真压缩。

3.11
有损压缩 lossycompression
允许一定程度的失真,可用于图像、声音、动态视频等数据的压缩,压缩比可达到几十倍甚至上百

倍。有损压缩是不可逆的过程,损失的信息不能再恢复。

3.12
图像拼接技术 imagestitching
将多幅来自同一场景的具有一定重叠区域的小尺寸图像,通过软件系统拼合成一幅大型的无缝的

图像。
注:图像拼接技术在与图像数字化加工相关的文献数字化保存、遥感技术、医学图像处理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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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工级别及技术参数

4.1 加工级别

根据图像数字资源的加工目的和要求,将图像数字资源的应用级别分为以下几级:
———长期保存级(archivesimage),在本部分中用字母A表示。

● 用途:长期保存及必要时复制用于高品质的出版印刷时,也可作格式转换,是复制加工级

的母本。
● 长期保存级的文件建议存储为TIFF格式,不压缩或无损压缩。对不同类型的对象,其色

彩、扫描精度、位深等参数的具体要求也不同。
———复制加工级(processimage),在本部分中用字母P表示。即专家浏览级或普通印刷级。属于

长期保存级与发布服务级中间的一个过渡级别。
● 用途:加工复制各种精度、尺寸的屏幕浏览图像的母本文件。供专家、合作伙伴及专门组

织成员在网上有条件、有权限地访问,也可供一般品质的出版印刷使用。一些大幅面的加

工对象如拓片和地图等多设此级,以便操作和提供分层的应用,减少对长期保存级资源的

使用损耗。个别超大幅面图涉及多幅拼接时,还要预先压缩图像尺寸或比例。
● 复制加工级的文件存储格式宜选择TIFF或JPG、JPEG2000格式,无损压缩或低损压缩。

该级别的文件通常由长期保存级的TIFF文件压缩、转换生成,有较高的精度和较大的

尺寸。
———发布服务级(displayimage),在本部分中用字母D表示。

因用途和使用对象不同可分为以下3级:
● L(large,大图):供普通读者网上浏览或下载、打印。屏显尺寸相对较大。图像最长边的像

素不超过3000,图像分辨率300ppi。
● M(medium,中图):供普通读者网上浏览,可任意下载、打印。通常以屏幕显示尺寸为参

照。图像规格为1024×768,图像分辨率150ppi。
● S(small,小图):缩略图,图像以图标显示,通常图像长边的像素不超过150,图像分辨率

72ppi或96ppi。
发布服务级文件建议选择JPG、JPEG2000或将它们封装到PDF文件中。缩略图可以考虑采用

JPG或GIF格式,高压缩比压缩。该级别的文件通常由复制加工级的TIFF文件或JPG、JPEG2000文

件压缩、转换生成。

4.2 技术参数

4.2.1 文献资源加工技术参数

文献资源加工技术参数见表1。

表1 文献资源加工技术参数

文献类型/

规格

应用

级别

图像分辨率

ppi
色彩位深 允许编辑加工 文件格式 压缩算法

普通图书类

A 300~600

DL 300

DS 72~96

黑白、

8位、

24位

—
TIFF5、

TIFF6、

TIFF-G4

不压 缩 或 无 损 压

缩(如:LZW)

锐化,裁切,纠偏,

去噪,色彩管理

JPG、GIF、JPEG2000
或封装到PDF

有损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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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文献类型/

规格

应用

级别

图像分辨率

ppi
色彩位深 允许编辑加工 文件格式 压缩算法

胶

片

胶

卷

平

片

类

缩微胶片

16mm
35mm
开窗卡片

A 1000

D 300

黑白、

8位、

24位

— TIFF
不 压 缩 或 无 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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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FF、JPEG2000
或封装到PDF

有损、适度压缩

摄影胶片

135mm
120mm

A
2000以上(大胶

片可适当降低)

P 原采集像素

DL 800

DM 300

DS 150

8位、

24位

— TIFF
不 压 缩 或 无 损

压缩

允许 锐 化,裁 切,

拼接,纠偏,去噪,

色调调整等处理

TIFF、JPEG2000
或封装到PDF

有损、适度压缩

古籍类

A 300~600

P 300~600

DL 300

DM 150

DS 72~96

8位、

24位、

更高

—

TIFF5、

TIFF6

不压 缩 或 无 损 压

缩(如:LZW)

JPEG2000 无损压缩

锐化,裁 切 纠 偏,

去 噪;成 比 例 扩

展,最低限度调整

彩色和色调

JPG或封装到PDF 有损、适度压缩

JPG、GIF

JPG、GIF
有损压缩

手稿乐谱类

A 300~600

P 300~600

DL 300

DM 150

DS 72~96

8位、

24位、

更高

—
TIFF5、

TIFF6

不压 缩 或 无 损 压

缩(如:LZW)

锐化,裁切,纠偏,

去 噪;成 比 例 扩

展,最低限度调整

彩色和色调

JPEG2000 无损压缩

JPG或封装到PDF 有损、适度压缩

JPG、GIF

JPG、GIF
有损压缩

拓

片

地

图

类

幅面边长

1m以上

A 300

P 300

DL 300

DM 150

DS 72

8位、

24位、

或更高

长 期 保 存 级 要 求

忠实原件信息,不
做色 彩、明 亮 度、

对 比 度 等 任 何

处理

大多需要将 TIFF
文 件 转 换 成 JPG
文 件 后 进 行 拼 接

处理

不 压 缩 或 无 损

压缩

锐化,裁切,纠偏,

去 噪;成 比 例 扩

展,最低限度调整

彩色和色调

JPEG2000 有损压缩

JPG或封装到PDF 有损、适度压缩

JPG、GIF 有损压缩

JPG、GIF 有损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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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文献类型/

规格

应用

级别

图像分辨率

ppi
色彩位深 允许编辑加工 文件格式 压缩算法

拓

片

地

图

类

幅面边长

1m以下

A 300~600

P 300~600

DL 300

DM 150

DS 72

8位、

24位、

或更高

— TIFF5、

TIFF6

不压 缩 或 无 损 压

缩(如:LZW)

锐化,裁切,纠偏,

去 噪;成 比 例 扩

展,最低限度调整

彩色和色调

JPEG2000 有损压缩

JPG、GIF 有损压缩

照

片

彩

页

绘

画

类

大幅彩

页绘画

A 300

P 300

DL 300

DM 150

DS 72

8位、

24位、

或更高

长 期 保 存 级 要 求

忠实原件信息,不
做色 彩、明 亮 度、

对 比 度 等 任 何

处理

大多需要将 TIFF
文 件 转 换 成 JPG
文 件 后 进 行 拼 接

处理

不 压 缩 或 无 损

压缩

锐化,裁切,纠偏,

去 噪,成 比 例 扩

展,最低限度调整

彩色和色调

JPEG2000 无损压缩

JPG或封装到PDF 有损、适度压缩

JPG、GIF 有损压缩

JPG、GIF 有损压缩

小幅照片

A 1200

P 原采集像素

DL 800

DM 300

DS 150

8位、

24位、

或更高

24位

— TIFF
不压 缩 或 无 损 压

缩(如:LZW)

锐化,裁切,纠偏,

去 噪,成 比 例 扩

展,最低限度调整

彩色和色调

JPG2000 无损压缩

JPG、GIF 有损压缩

报纸类

A 300~600

DL 300

DS 72~96

黑白、

8位、

24位

—
TIFF5、

TIFF6、

TIFF-G4

不压 缩 或 无 损 压

缩(如:LZW)

锐化,裁切,纠偏,

去噪,色彩管理

JPG、GIF、

JPEG2000或封装

到PDF

有损、适度压缩

  注1:复合文献按不同对象分别处理,本表中未列出;

  注2:本表中规定图像分辨率为300ppi~600ppi时,为满足一般数字加工要求通常采用300ppi;为满足OCR或

特别出版印刷需求时建议采用400ppi或600ppi。

4.2.2 原生图像数字资源加工技术参数

本部分涉及的原生图像数字资源主要是指源于互联网的数字图像,包含采集的网站,以及软件生成

或合成、封装的数字图像资源。原生图像数字资源以原文件格式进行保存,或者转换成主流存储格式进

行保存。原生图像数字资源技术参数要求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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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原生图像数字资源技术参数

资源类型 获得途径 应用 色彩位深 文件格式

图像照片 网络下载或外购捐赠等 电脑/网络 8位或24位
原文件格式

或JPGBMPGIF

美术图案

平面设计

地图

辅助设计

平面动画

三维动画

文本图形

软件生成或合成、封装

电脑/网络或印刷

电脑/网络

电脑/网络或印刷

8位256色(矢量图)

8位256色(矢量图)

或24位彩色

AIEPS

CDRPNGPSD

DXFTAF

DWG

SWF

MAXMB

PDFPMINDD

4.2.3 派生图像数字资源加工技术参数

派生图像数字资源指文献经过数字化加工后生成的图像数字资源。对派生图像数字资源按本部分

进行图像、元数据和保存机制的检查后,对于质量检验不合格的资源重新按照文献资源的加工技术参数

进行处理,见4.2.1。

5 加工准备

5.1 文献资源检查和前期处理

———在加工之前,对所有资源的保存情况进行评估,筛选出需要加工的文献,并选择合适的加工

方法;
———对文献资源进行检查、整理和登记;
———对特殊文献进行平整、修复、托裱等前期处理。

5.2 文献资源保护

制定文献的保护措施,包括是否可拆、是否需要进行托裱等处理,如文献可拆,要确保拆装后的文献

无损归还;针对需要特殊保护的文献应该对相关的保护设备和手段、技术等提出建议并预先做好准备。
此外还需建立负责机制,对文献进行调度和保护,在文献准备阶段,不得对文献造成损害。

5.3 数字加工设备的选取

5.3.1 数字化加工设备的检测

通过采用ISO规定的标板和样品图来测试加工设备,保证色调,动态范围,图像分辨率,噪音,色彩

真实度和其他一些数据达标。测试程序遵从的标准如下所列:
GB/T19894—2005
WH/T52—2012
ISO16067-1:2003
ISO16067-2:2004
ISO21550:2004
ISO15739:200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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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技术参数的设定

测量修正镜头光圈,调整对焦,矫正设备技术参数。
示例:修正设备技术参数,测量修正镜头光圈,调整对焦。

6 资源的采集与处理

6.1 数字资源的创建

6.1.1 图像数字资源的创建是利用扫描、拍照等数字化手段,从非数字资源(包括纸本、照片等)获取图

像的过程。

6.1.2 创建的原则是:在不损坏原始资源的基础上,尽可能完整地获取资源信息。

6.1.3 创建的手段是:尽可能利用扫描、数码拍照等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同时采用先进的图像处理

技术。

6.1.4 每一件数字化的产品均应保留数字化过程中所有的数字化参数,及数字化产品做过的影像处理

动作的记录,以利日后必要的修正与追踪。

6.1.5 在数字化加工的过程中应记录采集生成的数字图像数据的技术和管理信息,包括加工完成的图

像数据的信息资源标识符、来源、格式、代理标识符、代理名称、事件标识符、操作日期时间等,供元数据

加工环节的编目人员利用。

6.2 数字图像后期处理

6.2.1 后期处理的原则

后期处理的原则是:尽可能保持与原始资源的一致性。

6.2.2 后期处理环节

6.2.2.1 裁切

对超出所设定数字图像边界的部分进行必要的裁切。

6.2.2.2 旋转与纠偏(斜)

将图像旋转到方便浏览的方向,同时将偏斜的图像进行纠偏处理。纠偏过程中对灰度与彩色图像

应慎重处理。

6.2.2.3 去污

去除图像文件内的污点、黑边框。
注:去污主要是针对黑白图像而言。

6.2.2.4 锐化

对图像进行锐化处理,增加图像和原文件相似程度。

6.2.2.5 色调调整、色彩管理

对图像进行色调调整和去色;在图像采集阶段进行色彩管理,最大限度确保加工图像能真实反映

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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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6 图像调整和格式转换

根据需要对图像的尺寸以及文件格式进行转换。

6.2.2.7 图像拼接

对于超出扫描仪幅面等分图扫描的图像进行必要的拼接。

6.2.2.8 生成缩略图或检索专用图

为提供便捷的浏览或图像预览,根据限定的尺寸生成相对于原始图片的缩小图或检索专用图。

6.2.2.9 数字水印

向数字图像中叠加或隐或显的图形、文字或数值等以标识版权、防止非法使用。

6.2.2.10 OCR

对数字图像作OCR识别,既可生成纯文本文件,也可将其生成图像与文本的双层文件,既可提供

图像浏览也可用于全文检索。

7 元数据加工

7.1 元数据著录

7.1.1 元数据是图像数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持发现、识别、存储和对象数据的迁移。元数据著录

必须与每个数字图像、数字对象相关联,并成为数字化加工过程中的一部分。通过对产生的图像数字内

容和形式特征进行分析、选择和记录的过程,产生描述元数据、结构元数据、管理元数据。

7.1.2 数字图像的描述元数据用于发现和识别数字对象。必须与创建的每一个图像相关联。描述元

数据,记录扫描或拍照过程的信息,创建的存储文件的信息,以及有关组成单个对象的各个不同块的信

息。在特定图像采集过程中,元数据的各个元素可能都是一样的(如在一个完整的扫描过程中,有关扫

描设备、光源、日期等元数据就可能是一样)。一些关于单个对象(如一本书每一扫描页)不同部分的元

数据对于整个单一对象都是一样的。这种元数据的重复不要求键盘录入每个数字图像的每一个元数据

元素,可以通过各种元数据元素的遗传性或批上载来处理。

7.1.3 管理元数据包含一组内容项目,记录数字主文件的创建,标识数字图像以及需要什么软件浏览

或使用数字图像,建立数字图像各个部分或示例之间的链接,版权和复制操作等信息。结构元数据包括

的内容可帮助重新组合对象的各个部分以及通过对象进行导航。

7.1.4 图像数字资源加工过程中涉及的元数据,其著录要依据相应的标准进行。图像数字资源加工过

程中产生的信息应标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表3所列。

表3 图像数据标记的内容项目

内容名称 标签 定义 注释

infoResource
Identifier

信 息 资 源 标

识符
唯一识别信息资源的标识

一般是特定应用系统内具有唯一识别性的标识符

号。可由标识应用系统的前缀(即标识符的类型)

和一个字符串(即标识符的值)组成。可由系统自

动产生或由人工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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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内容名称 标签 定义 注释

source 来源
对生成当前信息资源的资

源或其他实体的参照

可用正式标识体系的字符串表示,如 URI以及其他

标识非 数 字 资 源 的 编 码 体 系(ISBN,ISSN,ISRC
等)。对于派生自其他数字资源的数字资源来说,

其来源信息一般在资源的描述元数据中反映,如

DC的“关系(relation)”

technicalInfo 技术信息

与信息资源的创建、加工、

使用相关的物理参数、技术

手段与标准以及硬件环境

可嵌入或链接通行的技术元数据

format 格式
信息资源的物理或数字表

现形式

信息资源的内容形式,包括资源内容与其元数据的

类型

resolution 分辨率
对图像或文本数据细节的

分辨能力

若需区分保存、显示、图标等不同的分辨率,可依据

WH/T52—2012的扩展原则进行纵向细化

color 色彩 图像的颜色模式 图像真彩色,Web色彩,灰度,黑白等

colorBitDepth 色彩位深

图像采样时所获得的最多

颜色种类及灰度等级,用每

个 像 素 点 颜 色 的 数 据 位

表示

图像采样的色彩位深,如4位、8位、16位、24位等

compression 压缩

以较少的位(或其他信息承

载单位)表达原始数据的编

码过程

若有必要分别表示压缩方法和压缩率,可进一步细

分为“压缩方法”和“压缩率”

processing-
Mode

加工方式 数字信息资源的加工方式
数字信息资源的加工方式。如:扫描、拍照、格式转

换等

agentIdentifi-
er

代理标识符 唯一识别代理的标识
一般是特定应用系统内具有唯一识别性的标识符

号,建议由系统自动生成

agentName 代理名称
代理的名称,包括职称、所
在单位等

可以是个人、团体或者自动装置。代理可以没有名

称或可以不同步其名称

agentType 代理类型
根据代理的定义对其划分

的基本大类

建立受控词汇表,规范类型的取值,建议为:个人,

团体,软件

eventIdentifi-
er

事件标识符 唯一识别事件的标识
主要用于管理元数据记录内部关联元素之间的链

接,如代理与其相关的事件,建议由系统自动生成

eventType 事件类型
根据信息资源生命周期的基

本阶段对事件划分的大类
采集、数字化、元数据加工等

action 操作
一个事件中有特定意义的

细分的行动

包括扫描、图像处理、复制、修改、删除、合并等,建
议由系统自动从日志文件中获取

actionDate-
Time

操作日期时间

操作发生的日期时间,如图

像采 集 时 间、图 像 处 理 日

期等

图像采集时间、图像处理日期等,建议由系统自动

从日志文件中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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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数据关联

为便于数据保存和应用,应建立对象数据与元数据之间、对象数据内部组织结构、对象数据外部组

织结构、对象数据与原始文献之间的关联。用于为用户查询、显示、导航一组数字对象。
示例:相关资源的关联,可以通过描述元数据里“Relation”元素描述。

7.3 数据封装

元数据、目录(标签)跳转链接、图像、OCR处理以及相关必要信息的整合操作。

8 命名规则

8.1 命名方案

命名方案是图像数字对象命名的依据,制定命名方案,可依据文献的某种唯一属性(如图书的ISBN
号,连续出版物的ISSN号)、数字化项目名称、藏品集名称或者能够体现数字对象特征的信息。一套命

名方案在同一个机构中应是唯一的。命名方案应做好登记和保存。

8.2 命名要求

图像数字资源的名称应符合以下要求:
———单张图像拥有的唯一标识符。
———命名应明确、清晰。有利于数字化过程中辨别文件,有利于数字化资源的网络服务。
———不应依赖于特定的数据处理系统。
———应包含图像内容特征。若数字资源对象含有国际、国家的标准编码内容时,其标准编码应成为

图像命名的组成部分。若无国际、国家标准编码时,采用可以定位本馆资源的唯一编码作为图

像命名规则组成部分。
———具备一致的结构。命名应遵循连续一致的命名方式,包含连续一致的信息,便于以统一的方式

进行管理和识别。
———严格遵守技术限制。符合计算机系统对文件名中特殊字符、空格、日期等字符使用的限制,以

及文件名字符长度的限制。
———根据数字化资源对象的特点选择图像对象的结构特征、文献载体类型、数字化资源版本特征成

为命名规则的一部分。图像对象的结构特征是指某一图像对象在其资源集合中的位置,采用

代码标识,成为命名的组成部分。代码标识参见附录A。同一个逻辑对象的不同数字化版本,
其版本特征值应是命名的组成部分。版本特征值采用代码形式。代码标识见附录B。数字化

图像来自于不同的文献载体,其文献载体特征值是命名规则的组成部分,文献载体特征值采用

代码形式。代码标识见附录C。

8.3 期刊命名规则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出版年)+卷+:期+<页>+.文献载体类型代码+.资源级别

代码:
———当期刊不具有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时,以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代替;当没有任何标准书号

时,用本地馆藏号著录。
———出版年用圆括号括起。出版年为公元纪年方式。跨年出版用“/”分隔。
———如果跨卷出版用“/”分隔。如果同时存在总卷次和卷次,用卷次著录。
———期用“:”引导。如果跨期出版用“/”分隔,如果同时存在总期次和期次,用期次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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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用尖括号括起。当没有页码标识时,参见附录A结构代码著录并加上顺序号著录。
———文献载体类型代码以“.”为前导字符。文献载体类型代码见附录C。
———资源级别代码以“.”为前导字符。资源级别代码见附录B。

8.4 图书命名规则

国际标准书号(ISBN)+(出版年;序列编号)+<页>+.文献载体类型代码+.资源级别代码:
———当有多个ISBN号是时,选择馆藏书目著录使用的ISBN号;当没有任何标准书号时,用本地馆

藏号。
———出版年用圆括号括起。出版年为公元纪年方式。跨年出版用“/”分隔。
———当多卷书共用一个ISBN号时,须著录多卷数的序列号,序列号与出版年共同著录在圆括号

中,以“;”为分隔符。
———页用尖括号括起。当没有页码标识时,参见附录A结构代码著录并加上顺序号著录。
———文献载体类型代码以“.”为前导字符。文献载体类型代码见附录C。
———资源级别代码以“.”为前导字符。资源级别代码见附录B。

8.5 其他文献命名规则

本地馆藏号+(出版年)+<页>+.文献载体类型代码+.资源级别代码:
———本地馆藏号为书目记录中描述一个资源对象在一个图书馆位置的唯一代码,须完整著录。
———出版年用圆括号括起。出版年为公元纪年方式。跨年出版用“/”分隔。
———页用尖括号括起。当没有页码标识时,参见附录A结构代码著录并加上顺序号著录。
———文献载体类型代码以“.”为前导字符。文献载体类型代码见附录C。
———资源级别代码以“.”为前导字符。资源级别代码见附录B。

9 质量管理

9.1 数据质量

数字化加工图像数据应符合以下质量要求:
———尽可能合理记录更多的元数据,包括数字化采集过程中的元数据;
———扫描或数码拍照应包括灰度级、彩色和直线刻度标尺;
———采集图像文件有效,内容完整;
———图像端正,倾斜度不超过1°;
———图像清晰,不失真,可放大至1∶1显示检查判定;
———多个画幅拼接要求接缝处无缝吻合,不应缺失或增加内容;
———图像裁切、旋转和纠偏、去污、锐化、色彩调整和色彩管理、转换、拼接等处理符合图像使用要

求,并做操作记录;
———符合数字化参数要求;
———图像主文件和派生文件正常浏览;
———文件夹和文件名命名正确,文件统计数字准确;
———存储文件不携带病毒。

9.2 过程管理

图像资源数字化加工应加强过程管理,建立图像数字加工各环节的安全管理机制,确保实物在加工

过程中不丢失、不损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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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文献结构代码表

  文献结构代码见表A.1。

表 A.1 文献结构代码

序号 代码 结构数据 说明

1 A 封面 文献的封面

2 B或D 前言
文献的前言、出版说明、扉页、序等;目次页之前的部分用B表示,目次页之后的部

分用D表示

3 C 目次 文献的目录

4 T 正文 图书内容的主体即正文部分

5 Y 附录 文献的附录、参考文献、索引等

6 Z 封底 文献的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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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资源级别代码表

  资源级别代码见表B.1。

表B.1 资源级别代码

序号 应用级别 代码 说明

1 长期保存级 A
长期保存及必要时复制用于高品质的出版印刷用,也可作格式转

换,是复制加工级的母本

2 复制加工级 P

加工复制各种精度、尺寸的屏幕浏览图像的母本文件。一些大幅

面的加工对象如拓片和地图等多设此级,以便操作和提供分层的

应用,减少对长期保存级资源的使用损耗

3

4

5

发布服务级

大图 L 供普通读者网上访问,可下载和打印

中图 M 供普通读者网上访问,可任意下载、打印

小图 S 缩略图,图像以图标显示

  注1:资源级别代码由一位字母组成,代表资源的应用级别。

  注2:A和P两个级别可根据文献资源的类型选择使用。

  注3:发布服务级中设定3个级别,分别为L级、M级、S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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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文献载体类型代码

  文献载体类型代码见表C.1。

表 C.1 文献载体类型代码

文献载体类型 文献载体类型代码

文本 TX

光盘 CD

网络资源 CO

磁盘,计算机可读 CP

磁带,计算机可读 CT

缩微胶片 HE

缩微胶卷 HD

音频资料 SC

布莱叶文 TB

视频资料 VX

多种物理介质 ZN

未说明的物理载体 ZU

其他物理载体 ZZ

  注:取自SICI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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