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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元数据标准从应用角度可分为发布型和专题型两类。前者是关于数据的一般信息, 后者指数据的专题信

息。黄河小流域监测评价元数据标准研究以后者为核心, 通过对有关数据资源的分析、解析和分类, 建立了黄河小

流域监测评价元数据标准体系,并对元数据组织管理、信息共享和专题应用模型研发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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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 here ar e tw o types metadata standar ds, o ne is fo r infor mat ion republic, t he other is deal w ith thematic. T he research

em pr asis on the later, by analy zing and classifying the related data r eso ur ces, establish the metadata standard for the water shed

in Yellow River Basin, and also ex plor ing on the thematic application models, the o rg anizat ion and the data co mmon sha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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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息是建立对策、制定决策的依据, 是规划设计、制定方

案和措施的基础,是客观评估、科学管理的需要。在现代信

息社会中,建立数据库, 进行信息管理已经成为管理经营的

一种基本要求。在黄河水土保持环境监测能力建设中, 信息

化建设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具体体现为小流域监测评价

数据库建设,即通过监测获得小流域水土保持、土壤侵蚀、治

理建设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数据和信息,根据这些数据与信

息建立数据库,并进行小流域土壤侵蚀强度、水土保持效果、

小流域环境现状评价。在此基础上可以制定小流域水土保

持的方针、政策、措施、方案、计划等,使小流域治理在科学指

导下进行。

小流域监测评价数据库是一个空间专题性数据库体系,

数据庞大,结构复杂, 涉及到多个应用领域、行业和部门, 数

据交换和信息共享是对数据库建设和应用的基本要求。这

个功能需要通过元数据来实现。

元数据是关于数据的数据,可以理解为数据的目录和索

引,用于描述数据的内容、定义、空间参照、质量等信息, 是数

据组织、检索、管理、分发、交换、共享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它

是数据标准化中首要考虑的问题。在数据库中,元数据是数

据的概括表达,也可以作为数据的接口。在数据库建设中,

元数据具有数据字典功能,通过它进行数据库设计; 在数据

库运行中, 通过元数据进行信息检索;在信息共享中,通过元

数据进行数据交换, 因此元数据在数据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在黄河小流域监测评价数据库建设和数据应用中, 需

要建立元数据标准。本文以黄河小流域监测评价元数据体

系为研究内容, 研究元数据标准、专题元数据体系以及元数

据应用问题。

1 � 黄河小流域监测评价元数据研究定位

对于元数据有不同的分类方法。一般分为描述性元数

据、管理型元数据、结构性元数据和保存性元数据等。其中

描述性元数据用来描述、发现和鉴别数字化信息对象; 结构

性元数据, 用来描述数字和信息资源的内部结构,如书目的

目录、章节、段落的特征; 存取控制性元数据, 用来描述数字

化信息资源能够被利用的基本条件和期限, 以及这些资源的

知识产权特征和使用权限; 评价性元数据, 描述和管理数据

在信息评价体系中的位置[ 1]。

通过研究发现, 元数据标准确定的元数据体系是以对数

据按照发布为核心, 即是对质量、空间参考等方面的要求与

规定, 而不是数据本身; 而作为 资源的信息!,  用于描述与

标识信息资源! ,即对数据进行目录记录、专门索引、资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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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超链接、用户所做的注解等方面没有具体规定, 即缺乏

专题性的元数据规定。在应用中,后者相对更重要。比如对

于一本书,按照元数据标准表述的是书名、作者、出版社、出

版时间、版本等, 而对于作为数据内容概括性表述的该书的

目录内容,在标准中一般没有规定。究其原因,认为元数据

这方面为专业内容,由于专业差异, 无法统一要求,因此难以

具体规定。但对于一个具体的、专题性数据库,这种描述是

不可或缺的,同时也是能够实现的。

由此认为元数据体系实际可以归纳为 2 个方面, 一个是

元数据的发布交换标准, 它是元数据表述的规范格式; 另一

个是元数据的专业体系,它是对于专题数据的元数据抽象表

述。元数据标准构架有相对固定的内容描述模式,因此可以

进行格式化规化,形成元数据标准。目前, 许多国家、行业、

国际组织已建立了自己的元数据标准,如已成为国际标准的

FGD C 的元数据标准[ 2] , 地理信息元数据国标[3] , 生态科学

数据的元数据[4] 等。

黄河小流域监测评价元数据具有专题性,在数据库建设

中需要考虑数据交换、信息共享、数据管理和信息发布各个

方面,因此不但需要元数据发布,也需要建立监测评价专题

元数据体系,这项研究涉及数据筛选、信息规范、信息共享和

数据交换以及应用模型研发。因此元数据标准研究的内容

定位为:建立黄河小流域监测评价专业元数据体系, 并建立

相应的元数据标准,形成黄河小流域监测评价元数据规范,

并对元数据的应用问题进行探讨。

2 � 小流域监测评价元数据的研究方法

作为数据的数据, 元数据体系的建立需要以数据为蓝

本,把涉及的每一项数据进行分析, 抽象为元数据,同时进行

元数据分级分类,即把数据元数据化。这个过程不是简单的

数据命名,而是要按照元数据的特征进行数据解析分析, 依

据应用和数据库要求进行分级分类。

2. 1 � 相关资料

研究过程收集了国内外和有关行业的元数据规范, 对于

专题数据方面, 收集的资料有水土保持监测技术指标体

系[5] ,是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根据全国水土保持监测内

容建立的指标体系。该分类体系把水土保持指标分为 4 个

层次, 6 个指标类、20 个指标亚类、71 个指标组和 306 个指

标;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世行贷款项目监测评价管理办法与技

术标准[6] ,该标准更适应黄河小流域监测评价需要。但对于

一般小流域,很难获得如此完整全面的数据, 同时监测数据

只针对专题,并未罗列必须的地形、地质等基础数据, 另一个

不足之处是各种表格格式不符合关系模式;与元数据相关的

研究项目有∀黄河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评价方法与模型研

究# , 该项研究提出小流域评价相关内容与数据要求; ∀小流

域监测评价数据资源调查与评价#通过调查和研究, 对获得

的数据筛选,提出小流域监测评价数据资源体系, 该体系分

为自然、社会经济、水土流失、水土保持措施、水土保持效益

5 个类别共 196 个指标这些数据是监测评价专题元数据体

系建立的依据。

2. 2� 研究方法

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如下 2个方面: 黄河小流域监测评

价元数据体系和元数据应用研究。对于元数据标准,参照有

关标准, 建立元数据发布标准; 根据对小流域监测评价数据

要求, 界定专题元数据范围,形成小流域监测评价元数据, 同

时对元数据分级分类, 形成元数据体系; 按照元数据的特征

和与数据库数据的联系, 进行元数据应用方面的研究。

在专题元数据方面, 按照元数据是对数据的总结、归纳

和设计规定, 研究方法确定为:对于已有数据, 通过元数据解

析, 形成元数据体系;对于专题应用, 通过元数据分析, 确定

相关的数据。

本项研究技术路线为: 以小流域监测评价内容和模型为

依据, 通过内容分析或模型参数确定数据体系, 把涉及的数

据按元数据特征分级分类, 构建小流域监测评价元数据框

架。根据该框架进行小流域现有数据的元数据化和定位, 作

为小流域监测评价数据采集和鉴定的依据。通过元数据操

作应用试验探讨元数据的应用, 作为元数据建库和应用的基

础。建立专题元数据体系的工作流程见图 1。

图 1� 小流域监测评价专题元数据体系研究技术路线

2. 3� 元数据界定

元数据界定首先需要对数据进行细化, 通过对小流域评

价内容相关数据的分级分解和展开, 形成更细更具体的层

次。对于数据的细化展开基于如下考虑: ( 1)评价需要的数

据是具体的, 必须要求数据具有详细划分。对于通用水土流

失方程, 地形参数中仅仅表述为坡度, 而不同的坡度或坡度

等级的作用是不同的,因此对于坡度数据需要分级。( 2)收

集和当前考虑的评价专题有限, 需要考虑扩展。在建立数据

库时, 必须考虑到未来需要。( 3)数据收集本身有细的分类。

如气温观测, 就有最值、均值等统计数据。

元数据界定就是通过数据资源分析, 形成了专题元数据

的内容, 在此基础上按照元数据自身的分级分类系统和组织

体系, 确定元数据类别和层次以及对元数据进行描述, 形成

元数据体系。

3 � 小流域监测评价元数据的研究成果

本项研究建立了黄河小流域监测评价元数据标准和专

题元数据体系。这里主要论述专题元数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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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 元数据分级体系

元数据分为三个级别, 分别为数据集, 实体和元素。元

数据集是相互关联的元数据实体和元素的集合;元数据实体

是同类元数据元素的集合;元数据元素是元数据最基本的信

息单元,可分为简单元素和复合元素。复合元素与简单元素

的区别是:简单元素是具体的元素, 没有次级构成成分, 而复

合元素具有次级成分。按照元数据分级分类结构,小流域监

测评价元数据的组织结构见图 2。

图 2� 元数据的分级层次

3. 2 � 小流域监测评价专题元数据体系

小流域监测评价元数据划分为 7 个专题数据集, 共 44

个实体 238 个元素。各个数据集的实体和元素统计状况如

表 1。

表 1 � 小流域监测评价元数据统计

元数据子集 实体数量 专题元素数量

矢量图形数据子集 9 71

栅格图形数据子集 1 2

DEM 数据子集 2 2

图像数据子集 1 10

表格数据子集 28 127

文档数据子集 2 20

多媒体子集 1 6

合 计 44 238

4 � 小流域监测评价元数据应用

元数据应用围绕数据管理、信息共享和数据交换、评价

模型构建进行。

4. 1 � 用元数据规范数据库建设

元数据规定了数据库的数据体系,同时可以作为数据库

的构成部分。例如以表格形式表达的元数据实际可以作为

小流域监测评价数据库的属性表结构。元数据不但从专题

方面进行了数据库输入内容和信息规定, 并且具有一定的组

织结构, 可以作为数据库数据组织的依据。对于拟建数据

库, 可作为数据字典的构成要素,对于在建数据库 ,作为数据

库内容规范表达的依据。

数据库数据的不断扩充和更新, 形成各种版本和各种内

容关联的数据, 通过元数据进行数据管理, 能够全面控制和

把握管理数据, 增强数据检索能力和数据组织管理能力。

4. 2� 用元数据构建专题应用模型

小流域评价涉及众多专题, 对于数据库庞大广泛的数据

体系, 小流域评价应用需要大量的模型。用元数据构建应用

模型是行之有效的方式。对于核心数据库, 在客户端保存元

数据, 通过元数据构建评价应用模型, 在核心数据库提取数

据运行, 对于小流域监测评价工作将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同

时, 元数据规范确定了小流域监测评价数据的发布规范, 包

括发布内容和表达形式, 可作为信息共享和数据交换的一种

重要工具与手段。

5 � 结 语

元数据标准一般以数据发布内容为中心, 一般不涉及对

于专题元数据的表述与规范, 而专题元数据对于数据管理、

信息及共享、模型构建参数选择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建立

的专题元数据体系, 是对建立专题元数据体系的一次尝试;

元数据体系的建立, 对黄河小流域监测评价数据库建设和管

理提供了重要手段和工具, 增强了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能

力,通过元数据进行数据检索、管理、分发、共享与交换,使数

据效用进一步发挥, 使数据管理更加充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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