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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家族概念模型统一版
——《FRBR图书馆参考模型》初探

摘要：经过多年发展，FR家族目前包括三个独立模型：FRBR、FRAD和FRSAD。三个模型在颠覆固有编

目思维的同时，也因其在某些概念上的差异而造成理解上的冲突与应用中的障碍。为此，FRBR评估组自2010年
便开始积极推动三个模型的整合工作。最终，模型统一版——《FRBR图书馆参考模型》草案于2016年2月21日
发布。FR模型是制定编目规则的思想基础，其统一版的推出必将对编目规则的修订及编目实践的发展带来深刻

影响。本文详细介绍新模型的架构与内容，阐析建模理念，结合原有模型相关内容，重点剖析新模型的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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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目概念模型的嬗变

1961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nternat 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IFLA）
邀请编目领域专家齐聚巴黎，召开旨在促进编目国际化与

标准化的会议。会议在Lubetzky倡导下结束了英美和普

鲁士两大编目体系长达50多年的分歧与对立，其所确立的

《巴黎原则》至今仍是编目工作的指导纲领[1]。此后，在编

目国际合作共享精神指引下，《英美编目条例》、ISBD、

机读目录等一系列重要成果陆续产生，极大地促进全

球编目工作的发展，也引发编目实践的变革。首先，图书

馆馆藏资源日趋多样化给信息组织工作带来前所未有

的挑战；其次，机读目录为编目工作的开展提供意想不

到的广阔空间；最后，读者的“进化”也使其对图书馆

的要求愈发“苛刻”，简单的目录组织已无法满足读者

深层次检索需求，致使基于纸质文献的传统编目工作

深受冲击，编目界亟待对目录功能等方面的传统理念进

行全面、彻底地重新审视。

基于上述背景，IFLA于1990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书

目记录会议，其成果之一即促成《书目记录的功能需求》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
FRBR）的研究，并作为成果报告于1998年出版[2]。FRBR
基于实体-关系（entity-relationship）模型定义结构化框

架，从普遍性的视角提炼用户在书目记录中感兴趣的关

键对象，即实体；总结实体被识别所需要的特征，即属

性；梳理实体、属性间的主要联系，即关系。在明确实

体、属性和关系的基础上，从用户视角出发，评估这些元

素对实现“查找”“识别”“选择”和“获取”四个用户任

务的价值，最后提取具有高价值的实体、属性和关系组

成国家级基本记录的核心元素。FRBR的创新之处在于

将人们从对事物个体和表象的关注引向对事物群体和本

质的思考，将书目记录的结构从平面转为立体，更重要的

是，它提供了一个认识书目世界新的思路[3]。 
在FRBR的影响下，《规范数据的功能需求》（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Authority Data，FRAD）和《主题规范

数据的功能需求》（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Subject 
Authority Data，FRSAD）也随之产生。这两个模型采用

与FRBR相同的建模方法，将对书目领域的思考延伸至

规范控制领域，从而形成书目世界完整的模型体系。

与此同时，三个模型的产生对编目理论和实践均产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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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深刻影响：在编目规则方面，虽不能直接作为编目规

则使用，但却是指导规则编制的思想基础——这在国际

编目规则《资源描述与检索》（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RDA）中有具体体现；在编目实践方面，很

多图书馆都如火如荼地进行以FRBR化为目标的联机公

共检索目录（OPAC）改造行动。因此，三个模型的完善

性直接关系到编目诸多领域的发展与变革。但随着对

模型理解的深入，其局限性也日渐凸显。

首先，三个模型对某些相同问题的认识存在差异，

造成编目人员工作不便。第一，“个人的名称”在FRBR
和FRAD中隶属于不同实体的属性：在FRBR中，“个

人”的首要属性即“个人的名称”[4]；而在FRAD中该属

性不属于“个人”实体，而是作为“名称”实体属性“名

称类型”的一个类别[5]；模型的平面结构降低其一般化

程度，使整个模型的逻辑性受到影响。第二，个人、家

族和团体在行使责任职能时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但由

于是三个实体，在编制规则时必须分开阐述，易忽略三

者在责任关系中的共性，造成规则结构冗赘。第三，编

目工作包含书目著录和标引两个环节，标引需应用规范

控制系统，因此完整的编目工作离不开对三个模型的应

用。但分立的建模方式难免造成模型间使用障碍。基于

上述原因，将模型统一并进一步抽象化、普遍化和逻辑

化成为模型的发展目标。

I FLA对模型的完善十分重视。FR BR评估组自

2010年以来，便积极推动模型的统一化。2013年，在新

加坡成立统一编辑组（Consolidation Editorial Group，
CEG）负责相关工作。新模型暂时被命名为《FRBR图
书馆参考模型》（FRBR-Library Reference Model，
FRBR-LRM）。经过3年努力，CEG于2016年2月发布

FRBR-LRM草案供全球专家评审，2016年5月IFLA完成

该项工作。CEG将根据反馈意见继续完善模型，并计划

于2017年推出正式版报告。

2 FRBR-LRM的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

模型整合并非简单拼合，而是在内容与结构上实

现真正意义的融合。FRBR-LRM以用户任务为导向，将

模型中每个元素（实体、属性、关系）与FRBR、FRAD
及FRSAD的相关部分进行对比，以确定元素需保留、合

并、普遍化、增加或者取消，通过这样的简化与提炼，

保证模型内部的逻辑性和一致性。新模型的结构和主

要内容如表1所示。

表 1 FRBR-LRM的结构与内容[6]

章  节

1

2

3

4

5

6

7

标  题

引言

方法

用户和用户任务

模型定义

模型概述

实体、属性及关系

相关用户任务的校准

参考文献

主要内容

模型编制背景

适用范围以及建模过程

定义5个用户任务

定义11个实体、37种属性、

34种关系

对模型中特定问题进行专题分析

（如集合建模）

通过实例阐明实体、属性和关系

如何实现用户任务

文献引用详情

在上述内容中，用户任务和定义实体、属性和关系部

分构成模型的主体，本文将重点对这四部分进行阐析。

2.1 用户任务

用户任务是建模的出发点和归宿点。FR模型在实

体、属性和关系上的取舍取决于其待实现的用户任务。

FRBR-LRM在定义用户任务时，广泛考虑书目信息链各

类用户的功能需求，最终把模型的服务范围聚焦于数

据的直接使用者，而将图书馆内部管理、运转方面的需

求排除在外。具体而言，建模所涉及对象涵盖读者、研

究人员等终端用户以及为终端用户提供服务的“中介”

角色（如参考咨询馆员等）。

在明确用户范畴后，FRBR-LRM将用户任务限定为查

找、识别、选择、获取和探索（见表2），先前模型中仅适用

于图书馆内部管理的用户任务被排除在新模型之外。

表 2 FRBR-LRM用户任务[6]

用户任务

查找

识别

选择

获取

探索

定  义

通过任何相关条件进行检索，以汇集感兴趣的

有关资源信息

清晰了解所寻资源性质，并在相似资源中进行区分

判定找到的资源是否适合，并选择特定资源

（通过接受或者拒绝）

访问资源内容

利用某资源与其他资源间的关系，将其放置在

特定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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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结构。各实体的含义及与原有模型的联系具体包

括五点。

要实现“查找（f ind）”任务，检索条件是前提，

需充分利用实体的属性或关系，也可能是属性和（或）

关系的组合；要实现“识别（identify）”任务，区分是

关键，需全面、详实地提供资源的各种信息元素，甚

至细节；要实现“选择（select）”任务，载体是重点，

需清晰描述资源的外部载体，而非仅内容层面的信息

（如资源是印刷型、缩微型还是电子型）；要实现“获取

（obtain）”任务，访问方式是根本，需说明获得资源的

方法（如借阅、购买、下载和远程访问等），如果必要还

应提供获取限制方面的信息。

“探索（explore）”是全新定义的用户任务，其实质

在于利用资源间关系进行关联，建立预期外的联系，从

而确立偶然性在检索中的重要意义。例如，某用户在搜寻

《三国演义》原版小说时，无意中发现馆藏资源还有根

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光盘。“探索”是用户任务中最具独

立性及开放性的一项，要实现“探索”任务，关系揭示是

路径，需书目记录多角度提供相关资源间内在联系。

纵观新模型在用户任务方面与先前三模型间区别

与联系，可知新模型在用户任务方面变化不大，前四项

用户任务均保留自FRBR，只是在定义范围上更具普遍性

和广泛性。例如，FRBR中“获取”仅包括对资源实体的

获取，而在FRBR-LRM中，获取任务覆盖规范领域（如

从规范数据中查找到某责任者的身份信息）。“探索”

作为全新的用户任务，与《国际编目原则声明》中“浏

览”有很大程度相似性。“探索”虽来自FRSAD，但范

围超越原有定义的主题领域。此外，FRAD中“阐明关系

（contextualize）”和“提供依据（justify）”是针对图书

馆建立规范数据的需求，并不与终端用户直接相关，不

符合新模型的建模目标因而被取消。

2.2 实体

实体是数据的焦点，是事物的抽象分类。模型中的

实体不仅是用户所感兴趣的关键对象，也是模型关系

作用的定义域和值域。先前的FR家族原模型共包括18
个实体，经过简化和提炼，FRBR-LRM最终定义了11个
实体。

如表3所示，新模型中的实体并非凭空创造，而是

与原模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直接保留、重新定义、

根据需要新增、多个合并、予以取消等）。经过重新定

义，实体结构亦发生一定变化：新模型通过“超类”和

“子类”结构，将实体分为三个层级，不再是原模型的

FR家族概念模型统一版——《FRBR图书馆参考模型》初探袁硕

表 3 FRBR-LRM实体层级

层  级

顶层

第二级

第三级

实体
名称

来  源

Res

作品

内容表达

载体表现

单件

代理

Nomen

地点

时间跨度

个人

集体代理

重新定义（重命名自FRSAD中的Thema）

保留自FRBR

新增

由FRSAD中的Nomen、FRAD中的名称合并而成

新增（名称来自FRBR，目的和范围已不同）

新增

保留自FRBR

新增

（1）“Res”在拉丁语中意为“thing”，是新模型

中新增的实体。因其表示的概念较为抽象且颇具哲学

色彩，目前尚无对应的中文名称。它位于新模型结构

的顶层，是其他10个实体的超类，相当于FRSAD中的

实体“Thema”。“Thema”指“用作作品主题的任何

实体”[7]，而“Res”指模型中的“任何实体”[6]，其定

义和应用范围完全超越主题范畴，因而具有高度广

泛性。“Res”涵盖所有实体，一部作品“Macbeth”、

一个团体“Universit y of  Cambr idge”、一个主题

“Limnology”、一个地点“Edinburgh”、一个时间跨

度“the 1980s”等都是它的具体实例。值得注意的是

“Res”与模型中的另一实体“Nomen”间的区别与联

系，即“Res”是事物本身，而“Nomen”是事物的名称。

事物通过“Nomen”被识别，但其本质是“Res”。
（2）“作品（Work）”“内容表达（Expression）”

“载体表现（Manifestation）”和“单件（Item）”被称

为书目实体（WEMI），作为FR模型中的核心实体予以

完整保留。虽然新模型在定义方面均对其进行重述，但

从实体角度看，四者本质并未改变。作品和内容表达仍

属于抽象概念，载体表现和单件则纳入物理实体层。

（3）“代理”的实质是责任者，即能对书目实体施

以责任关系，包含“个人”和“集体代理”两个子类。个

人的定义与FRBR保持一致，但不包括FRAD定义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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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FRBR-LRM定义的属性

实  体

Res

作品

内容表达

载体表现

单件

代理

个人

Nomen

地点

时间跨度

属  性

类别、附注

类别

类别、代表性、数量、读者对象、权限、

语言、调、表演媒介、比例尺

载体类别、数量、读者对象、载体表现说明、

检索条件、权限

馆藏地、权限

联系信息、活动领域、语言

职业/工作

类别、体系、读者对象、使用环境、

参考源、语言、文字、文字转换、状态

类别、位置

开始、结束

数量/个

2

1

9

6

2

3

1

9

2

2

虚构人物，仅指真实的个人。“集体代理”指“具有特定

名称且作为一个单位进行活动的集体或组织”[6]，其范

围涵盖原有模型中实体“家族”和“团体”。

“超类”和“子类”关系是新模型的创新之处，该

关系可表达为“IsA”。“个人”实体作为“代理”实体的

一个子类可表示为“个人”IsA“代理”。确定超类和子

类关系意味着在制定规则时，不必对同一类实体中的

个体再单独定义，仅需对超类进行定义即可，因为超类

的属性和关系同样适用于子类。例如，所有的“个人”都

是“代理”，则适用于“代理”的所有关系或属性也同样

适用于“个人”，无需再对“个人”进行单独定义。该变化

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原有模型结构的繁冗问题。

（4）实体“Nomen”取自FRSAD，指“一个实体

为人所熟知的名称”[6]。与“Res”一样，“Nomen”也

具有较强的哲学意味，暂无对应中文名称。新模型中

“Nomen”是FRAD中实体“名称”和FRSAD中实体

“Nomen”合并的结果。FR AD中实体“标识符”和

“受控检索点”由于可作为广义的“Nomen”理解，即

“Nomen”的一种类型，因此在新模型中被取消。

（5）“地点”和“时间跨度”是两个新增实体。“地

点”虽在名称上与FRBR中实体相同，但其概念和范围

已被重新定义，与之前的“地点”的内核全然不同。“地

点”是“人类对一个地理区域或空间范围的识别”[6]，

指超越空间坐标范畴的一种文化概念。“时间跨度”指

“开始、结束和持续的时间范围”[6]，在图书馆应用中

通常以“年”为单位，在实际应用中需通过“Nomen”实

体来表达，如“Nineteenth Century”“Tang Dynasty”
或“Age of Enlightenment”等。此外，即使再短的时间

也可作为“时间跨度”来理解（如1秒）。

综上，与原模型相比，被取消的实体共10个。除上

述“标识符”“受控检索点”“家族”“团体”外，被取

消的实体还包括“概念”“物体”“事件”“地点”“规

则”和“机构”，其中前四个实体因可归入“Res”而取

消，后两个实体由于对终端用户意义不大，更多地是与

图书馆管理和运行相关，因此被排除在新模型之外。

2.3 属性

基于精简模型的考虑，新模型在属性选取上遵循

的原则是仅列出实体中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属性，而

非穷尽所有可能的属性。FRBR-LRM共定义37个属性，

如表4所示。

（1）“Res”的两个属性适用于模型所有实体。

“类别”定义“Res”所属的类型，从而将“Res”具体

化到某一类事物（如“概念”“事件”“家族”“团体”

等），在应用中可在此基础上创建进一步细化的子类实

体。“附注”提供有关“Res”的文本信息，该信息不能

通过其他两级实体的特定属性和关系予以说明。

（2）“作品”的属性在新模型中被大幅简化，由

FRBR中的12个削减至1个，即“类别”。作品按不同划

分标准有不同“类别”，如依据“终止意向”分类，可分

为专著和连续出版物；依据“创作领域”分类，可分为

文学、音乐、艺术等。

模型中属性数量大幅减少，其中一个原因是新模

型中将原有模型部分属性转换为“关系”。以“作品”为

例，FRBR“作品”的属性之一“作品的题名”现已不是

属性，而转变为“作品”与“Nomen”间的名称关系。又

如，属性“作品的创作日期”，在新模型中被替换为“作

品”与“时间跨度”间的关系。其他实体中相似的情况

不再赘述。

（3）内容表达新增重要属性——“代表性”，指

内容表达是否为其所代表作品最典型的内容表达，包

括“是”和“否”两个值，可通过“语言”“调”“比例

尺”“表演媒介”等其他属性予以判断。例如，经典著

作《伊利亚特》的希腊语版本通常被认为是其具有代

表性的内容表达。此外，内容表达中部分原有属性通过



2017年第1期（总第152期） 35

一般化方式，归属于新模型定义的“类别”属性。例如，

“内容表达的形式”“内容表达的可扩展性”“内容表

达的可修改性”等。还有一些属性被保留，如“内容表

达的数量”，该属性与“载体表现的数量”不同，载体

表现的数量是编目员最熟悉的元素（包括文本页数、资

源的件数等），而内容表达的数量指“持续时间”“字

节数”等。

（4）载体表现新增一般化属性——“载体表现说

明”，其涵盖书目记录中转录元素（如出版说明、版本

说明、丛编说明等）。新增属性将原有模型中的诸多属

性（如“责任说明”“出版地”“出版者”和“出版日期”

等）归入其中，从而大幅简化模型。“类别”属性则收纳

“载体形式”“物理媒介”和“录制方式”等原有属性。

（5）单件属性只有两种——“馆藏地”和“权限”。

“展览历史”“处理历史”“处理日程”等原有属性，均

因对终端用户缺乏实用性而被剔除。

（6）“代理”的属性包括“联系信息”“活动领域”

“语言”。由于“代理”是“个人”和“集体代理”的超

类，因此其属性适用于其子类，但不可逆，即其子类的属

性不能适用于超类（如“个人”的属性“职业/工作”不适

用于“代理”）。“集体代理”是模型中唯一没有属性的

实体，而完全应用其超类实体“代理”的属性。

（7）“Nomen”是模型中重要的实体之一，共包括

9个属性。在图书馆环境中，“Nomen”含义很广，不仅

包括通常意义上的名称，还包括标识符、受控检索点等

其他形式。例如，代理或地点名称，作品、内容表达和

载体表现的名称（题名），单件的名称（书架号），作为

主题的Res的名称（标识符、受控检索点和分类号）等。

这些都可视为“类别”属性的具体实例。

（8）新增实体“地点”和“时间跨度”的属性相对

简单，分别包括“类别、位置”和“开始、结束”两个属

性。“类别”是多个实体中都定义的属性，决定地点类

型，用自然语言记录，如“city”“country”等，位置界

定地点物理区域，通常用特定编码表达。

2.4 关系

关系用于连接两个实体，是书目世界必不可少的

部分。新模型以一般、抽象的方式描述，共定义34种关

系。模型中声明的关系分为正向关系（从左至右）和反

向关系（从右至左）。列表从左至右分别是正向关系的

定义域（来源）实体、正向关系名称、反向（或互逆）关

系名称、正向关系值域（目标）实体、基数[6]。例如“作

品通过内容表达来实现”是正向关系，“内容表达实现

作品”即相对应的反向关系。基数中的“1 to M”指“一

对多”（如“一部作品可以由多个内容表达来实现，而

一个内容表达只能实现一部作品”）。当同一实体同时

作为“领域”和“范围”时，其关系是循环的，当正向关

系和反向关系的名称一致时，其关系是“对称”的。

（1）“Res-Res间的相关关系”是资源间最高级、最

普遍的关系，也是模型三种对称关系之一，对书目世界所

有实体均有效。高层实体关系指WEMI实体间的纵向关

系，可概括为“作品通过内容表达来实现，内容表达通

过载体表现来具体化，载体表现通过单件来例证”[6]，该

关系对实现用户任务有重要意义，被模型定义为核心关

系，同时具有强制性。在应用中，高层关系及核心关系被

视作模型第一组关系，必须予以记录（见表5）。
（2）第二组关系是书目实体与责任者实体间的代

理责任关系（见表6）。与原有模型不同的是，在责任关

系中，新模型没有采用“创作”作品、“实现”内容表达、

“出版”载体表现这样的术语，而是将三种术语统一为

“创作”，这正是模型一般化的具体体现。

表 5 FRBR-LRM中的高级关系及核心关系

领  域

Res

作品

内容表达

载体表现

正向名称

与……相联系

通过……实现

具体化在

通过……例证

基  数反向名称 范  围

与……相联系

实现

具体化

例证

Res

内容表达

载体表现

单件

M to M

1 to M

M to M

1 to M

表 6 代理责任关系

领  域

作品

内容表达

载体表现

载体表现

载体表现

单件

单件

正向名称

由……创作

由……创作

由……创作

由……发行

由……制作

由……拥有

由……修改

基  数反向名称 范  围

创作

创作

创作

发行

制作

拥有

修改

代理

代理

代理

代理

代理

代理

代理

M to M

M to M

M to M

M to M

M to M

M to M

M to M

（3）除上述Res间的相关关系、高层关系和责任关

系外，模型还定义主题及名称关系（见表7）、WEMI间
其他关系、代理间关系等重要关系类型。

FR家族概念模型统一版——《FRBR图书馆参考模型》初探袁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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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据悉，FRBR-LRM征求意见稿在接受全球评估后，

已决定更名为IFLA-LRM。更名所考虑的主要是“FR”
意为功能需求，使人更易想起计算机系统的要求而非

概念模型；而“BR”指代书目记录，但目前模型应用对

象已经远超书目范畴，“记录”一词也早已被“数据”

取代。除此之外，FRBR-LRM作为FR家族概念模型

的整合模型，如果保留FRBR的名称，或有将FRAD和

FRSAD排除在外的片面化之嫌。

IFLA-LRM不仅是对FR家族概念模型的深度整

合，也是比FRBRoo更具普遍性与概括性的高层级模

型。可以预见，新的模型对于编目规则的未来变革乃至

编目规则思想发展，都将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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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主题及名称关系

领  域

作品

RES

正向名称

拥有主题

有名称

基  数反向名称 范  围

是……的主题

是……的名称

RES

Nomen

M to M

1 o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