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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虽然关联数据在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的认知已普及，但在书目资源上的应用推进仍较缓慢。本文引介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的《书目数据开放关联化指南》（LODE-BD），通过借鉴国外书目资源的关联数据实践

经验，以期促进国内信息资源序化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本文重点辨析了基于RDF的三对基本概念，解读了M2B概
念模型，分析了元数据模式的通用属性组设计，介绍了LODE-BD的决策树选择流程创新做法。最后在分析LODE-
BD的基础上，提出书目资源开放关联化的5圈层结构，为国内书目资源的开放关联化提供系统化实施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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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资源的开放关联化实现研究

2001年，Berners-Lee等[1]在《科学美国人》上发表

《语义网：一种对计算机有意义的网络内容新形式将引

发一场新革命》，系统化阐述语义网理念与发展愿景，

至今已有20年。语义网与关联数据为各行业数据资源

的开放、互访、关联、集成提供了技术路线与规范。开

放只是第一步，开放的数据需要进一步通过特定的“联

系”，关联在一起，进而为检索、分析、发现提供现实基

础。在中文语境中，LOD（Linked Open Data）的理解

与表述应为“关联化的开放数据”，不宜将两者随意并

列和颠倒词序。在LOD的实现动作上，“关联化的开放

数据”，需要先开放数据，再对开放数据进行关联化处

理，这个过程就是“数据的开放关联化”。开放化与关

联化是逐步递进和加成的，使得数据更具智能化分析

潜质，即智慧数据概念所倡导的大数据深化方式[2]。

以关联数据发布的各领域数据集逐年增多，规模

效应逐渐体现。McCrae等开发并维护的关联数据云图

（LOD Cloud）为关联数据发布情况提供了一个可视

化概览[3]。关联数据云图收录的数据集需要符合关联

数据发布原则且有一定数量和格式要求。截至2020年
12月，关联数据云图包含1 255个数据集和16 174个数据

集链接[4]。书目资源数据集在关联数据云图中占有一定

比例，涉及国外各个图书馆书目及相关词表，是关联数

据技术赋能书目资源的现实应用，为书目资源打开了更

加开放与潜在关联的新局面。不过，目前尚未出现中文

书目资源的关联数据集连入关联数据云图。

在数据智能广泛流行的当下，数据是生产要素，数

据是基础性资源[5]，各种应用服务都依赖于广泛而坚实

的数据基础。长期以来，图书情报领域在书目资源建设

方面积累了大量高度结构化的优质数据，关于书目资源

描述的国家标准也已出台，作为推荐性标准使用[6]。书目

资源不仅支撑文献检索与知识发现，还为新兴的数字人

文提供研究数据。国内对数据基础设施的这一提法[7]，

应景且及时。书目资源要发挥更大的数据价值，需要在

原有结构化基础上，借助关联数据的语义化特征，加强

结构化的表征形式，增强开放化的关联集成。

随着数字化到数据化的进程深化，文献编目、网络

元数据、语义网技术等实践应用越来越丰富。在国内图

书情报领域，关联数据理念已得到广泛普及，相关技术

与方法讨论众多，但国内书目资源的开放关联化仍未见

到有影响力和规模化的实质推进，目前发布成关联数

据的书目资源数量和规模相对有限。究其原因，很重要

的一个现实鸿沟是：懂关联数据技术的工程师不懂书

目工作理论，书目工作者对如何驾驭关联数据有技术障

碍。“如何做”的问题依然是业务与技术结合的难点所

知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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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虽然信息资源描述工作标准化与语义网技术工具

应用各自相对成熟，但是将二者结合起来，应用层面的

具体步骤指引资料相对缺乏。相比之下，国外书目资源

的关联数据项目则非常活跃，总结和积累了大量实践经

验。国内要解决这一问题，在理解关联数据技术本质的

基础上，需要跟踪和汲取国外实践经验，并结合本土化

实际，设计适合中国国情的书目资源开放关联化方案。

LODE-BD（Linked Open Data Enabled Bibliographical 
Data）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在多年关联数

据项目实践基础上发布的一份面向书目数据拥有者或

提供者的实践指南。它给出了书目资源发布成关联数据

的指导原则与推荐做法，强调将书目数据发布成“有意

义的（meaningful）且有用的（useful）”开放关联化书

目数据[8]。其中，Enabled有“赋予…作用/功能…实现”

的含义，一定程度上具有“赋能”意味。为便于中文理

解，将LODE-BD意译为“书目数据的开放关联化”，赋

能动作与实现结果蕴含在开放化为前提的关联化动作

序列之中。

LODE-BD从书目资源概念模型、元数据描述方

案、取值编码等逐步递进，其本质上是一套经项目实

践检验的书目资源开放关联化实现方案。LODE-BD首

个版本发布于2011年。2.0版本发布于2015年，主要变

化是增加了LODE-BD与Schema.org的元数据映射。

2020年，LODE-BD发布了3.0版，基于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一站式信息系统AGRIS的示范项目，集成了美

国农业部数据集元数据，增加了科学数据资源元数据，

参考了万维网联盟W3C于2020年2月更新的数据目录

词汇（Data Catalog Vocabulary，DCAT）第2版，同时

根据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倡议（Dublin Core Metadata 
Initiative，DCMI）2020年DC元数据的修订变化做出

相应更新调整。其中，M2B概念模型、元数据模式与决

策树选择流程具有鲜明特点，值得深入研究与推广借

鉴。本文通过对LODE-DB 3.0进行全貌式解读分析与

观点性讨论，以期为国内书目资源开放关联化从理念认

识走向实际应用提供参考。

1  LODE-BD发展概述

自2010年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开展了虚

拟开放存取农业与水产仓储（Vir tual Open Access 
Agriculture & Aquaculture Repository，VOA3R）项

目，项目成员包括13个国家/地区的17个机构，共建共享

书目数据，讨论元数据项和标准词汇集用于农业、食品

及环境相关主题的科学数据交换与共享，目前已建成8
个开放仓储库。

VOA3R在元数据交换与采集上使用了两种元数据

方案，一种是DC元素集，另一种是元数据对象描述模

式（Metadata Object Description Schema）。VOA3R提

供了《元数据编码指南》，为数据提供者如何编码书目

数据给出实践参考。《元数据编码指南》包括来自标准

化命名空间的属性，通过规范文档与受控词表作为关联

中介，发布RDF三元组，提交RDF数据集到VOA3R。
VOA3R实际扮演了服务提供者角色，在传播渠道

和可获取方面进行扩展，同时也是书目数据发布为RDF
的提倡者，促进了农业与水产领域的关联数据应用。

VOA3R项目的长期实践孕育了LODE-BD，LODE-BD
可看作VOA3R项目的成果分享与推广。虽然LODE-BD
产生自VOA3R项目的农业与水产相关主题书目资源，

但其本身不涉及农业和水产专指概念，而是适用于各

种主题领域的书目资源描述与数据生成，可为各类文献

（期刊论文、专著、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研究报告、学

习对象等）提供书目数据结构化的推荐做法。

在书目资源开放关联化目标下，LODE-BD着力于

如何复用广为接受的元数据元素集和取值词汇表，生成

开放关联化的书目数据，从而促进数据共享与再利用，

提升资源发现。LODE-BD以具体问题为导向，首先提出

5个问题：①什么样的元数据标准提供将书目资源发布

成关联数据的描述基础；②要实现有意义的数据分享，

需要的最小属性集是什么；③是否存在可直接利用的元

数据模式和应用纲要来生成数据；④已发布成关联数

据的受控词表有哪些；⑤本地数据库如何转换成关联

数据集。然后，在这5个问题引导下，通过决策树方式提

供书目资源描述所需常用属性的选择策略。每棵决策树

给出各类行动点及其匹配的编码建议，渐进式回答以

上5个问题。LODE-BD允许数据提供者根据开发阶段、

内部数据结构和现实情况，选择具体可行的做法。

下文将由内及外，从概念建模、元数据模式的通用属

性组设计、决策树选择流程等对LODE-BD展开分析。

2  LODE-BD的概念建模

2.1  三对基本概念辨析

目前，书目资源的开放关联化讨论一般是在关联数

书目资源的开放关联化实现研究范炜，胡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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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语境下开展的。无论是数据概念建模还是后续的元

数据描述，都需要有明确一致的基本概念认识。LODE-
BD在RDF图模型的三元组结构上明确了资源与实体、

属性与元数据元素、字符串与URI的关系。以下结合语

义网与关联数据，对三对基本概念进行辨析。

（1）资源与实体（主）。在信息资源描述中，资源

也就是事物（thing）的含义，是最抽象的概念化存在，

能够代表任何形式的对象，始终是描述的主体，处在

RDF三元组的主语位置上。用资源的抽象性引出对概

念模型的根本性认识，这是使用“资源”一词的初衷。

在概念模型中，抽象的资源被定义为实体。虽然实体

也是抽象概念，但与资源相比，其是资源的具象化。在

概念建模中，两者都是概念化的存在，资源比实体更

抽象。基于此解释，书目资源内涵最广，代表着应用场

景与领域。书目资源中包含不同的实体，这些实体自身

有其特有的属性刻画，实体之间有着各种关系存在。

LODE-BD将资源作为起始的分析对象，随着决策树流

程而逐步具象化。

（2）属性与元数据元素（谓）。语义网对元数据产

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DCMI在推进DC元数据发展进

程中，XML与RDF作为数据交换的编码序列化格式对

元数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是抽象到具体的有形表

征。RDF是当前元数据讨论与使用的主要技术语境，元

数据本身定位在RDF三元组的谓语位置上。资源的属性

（property）对应具象化为元数据元素（element），属性

与元数据元素是一对多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属性根

据需要可以选择不同的元数据元素，通过元数据的命

名空间（namespace）前缀进行区分。例如，版权属性可

以使用dc:rights或dcterms:rights，以及其他元数据（如

schema.org）的版权有关属性，选择灵活性较高。

在中文翻译中，英文property与attribute都可以被

翻译为属性一词。但是，作为元数据专门术语，两者之

间有差异，需要明确区分。根据Johnston对DC元数据

元素限定的解释[9]，property是资源的描述，不仅包含

attribute（特性），还包括aspect（方面）、characteristic
（特征）以及relation（关系）等。元数据中的property
定义突出两点：一是property内涵大于attribute；二是

谈及property，包含对关系的认识，这也符合RDF宾语

位置的定位，属性与关系的位置一致性。在中文元数据

讨论中具体区分时，可将attribute译为特性，与property
（属性）区分开。

（3）字符串与URI（宾）。字符串（string）与URI

是取值的两种重要类型，对应的是R DF三元组的宾

语位置。字符串是文本的一种表示，对应RDF的文字

（literal）类型。用字符串表示取值，意味着链接的终

点，不具有可关联性。URI是资源的唯一识别符，对应

RDF的非文字（non-literal）类型，是实现HTTP可持

续一致性访问的保障，也是形成链接的基础。书目资

源开放关联化的操作核心就是实现尽可能多的URI表
示，单纯字符串文本无法进一步实现自动链接。在关

联语境中，取值弱化字符串的文本化表象，强化作为事

物的实体化内涵。结合书目工作来说，编目中的主题标

引一般取自受控词表（如叙词表、规范文档等），若受

控词表本身已进化发布为关联数据，则直接赋予主题

对应概念的URI即可。该概念URI在标引中被多次赋

值，通过该概念URI自动汇集关联起与该概念相关的

书目资源。举例来说，LODE-BD给出大米概念的URI
赋值是http://aims.fao.org/aos/agrovoc/c_6599.html，
就用到了已经开放关联化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

AGROVOC叙词表。

以上三对概念的明确一致化是书目资源开放关联

化基础的一般认识，也是概念建模的基础要素。

2.2  LODE-BD概念模型M2B解析

长期以来，编目规则、元数据标准等信息资源描述

方案是数据结构化编码的直接参考依据。全面详尽的

著录项、元数据元素、字段制定背后是有一定概念模型

作为基础的。换句话说，信息资源描述方案的形成是通

过自上而下方式，从概念模型的抽象设计开始，再逐步

具象化展开形成的。信息资源描述需要解决这些问题：

需要描述的对象是什么；需要描述对象的哪些方面（属

性）；需要揭示对象的哪些关系。要有效使用编目规

则、元数据标准开展资源描述和结构化数据编码，应避

免一开始就陷入众多属性与关系的细节纠缠中，因此

对概念模型的认识尤为重要。

LODE-BD提出的概念模型被命名为“有意义的书目

元数据”（Meaningful Bibliographic Metadata，M2B）。
该概念模型基于IFLA的FRBR家族模型，并与最新的

整合巩固模型LRM保持一致[10]。M2B是对书目资源的

高度抽象化，具备通用性与简约性特点。M2B仅定义了

3个基本实体，即资源（resource）、行为者（agent）与希

玛（thema）。在3个基本实体中，希玛是thema的中文

直译，仅是方便其有一个中文称谓，没必要刻意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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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玛有主题（subject）的含义，但又不仅仅是主题。

FRSAD标准制定者特意选取希腊文thema是将主题上

升到与资源等同的抽象层面，开拓出概念实体与其命名

词语（命名法）的关系空间，涵盖主题词表、本体、知识

组织体系等[11]。

M2B不对资源实体进行例化式的子实体划分，而

是将其作为不同类型的资源实体，如期刊论文、会议报

告等。关系定义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同实体间的关

系。例如，特定资源实体与行为者、希玛实体两两之间

的关系。根据上下文，结合中文理解，这里的特定资源

实体即上面提及的不同类型的资源实体。另一类则是同

一实体内部之间的关系。例如，资源与资源、行为者与

行为者、希玛与希玛的关系。

M2B概念模型对规范控制的强化是其突出特点，

体现在取值部分。例如，行为者的名称规范约束，希

玛的主题规范等。需要注意的是，M2B对规范控制的

实施前提是受控词表的开放关联化。开放关联化词表

（Linked Open Vocabularies，LOV）平台汇集了已发

布成关联数据的受控词表、规范文档、本体以及元数据

等，是M2B规范控制实施的取值参考来源。截至2020年
12月，LOV平台已收录738个受控词表相关词汇集[12]。

在LODE-BD版本修订中，M2B概念模型的基本实

体定义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而在关系定义的细化与扩展

上有所变化。概念模型新版本在关系定义上进一步抽

象，增加了同一实体内的关系定义。这里对LODE-BD3.0
中M2B概念模型进行中文对照展示（见图1）。

中间竖排的3个实体是概念模型的主干，以资源实

体为中心，资源与希玛、资源与行为者两两实体之间存

在互反的双向关系。资源与希玛是主题标引关系，资源

与行为者是负责与责任者关系。每个实体右上角都有

自连接指向箭头，表示同一实体的相关关系。值得注意

的是，每个实体左侧都给出关联云图样式，意味着各个

实体都有其对应的关联数据云图存在。资源实体左侧

未标名称，其表示书目资源关联数据云图，即LODE-
BD最终实施的结果与成效。希玛左侧标注的是取值词

汇，其表示受控词表关联数据云图，也就是之前提到的

LOV。行为者左侧标注的是名称规范，其表示与个人、

团体等行为者相关的名称规范关联数据云图。

3  LODE-BD元数据模式的通用属性组设计

经过充分研究已有开放仓储库实践，LODE-BD精

心设计了9个属性组及其对应的若干通用属性。关系单

独作为第9组，处理书目资源实体之间和行为者之间的

关系。

在属性设计成型后，对属性所对应的元数据复用

情况进行明确，主要复用了7个元数据标准。具体元数

据标准包括DC元数据元素集（dc）、DCMI元数据术

语（dcterms）、书目本体（bibo）、澳大利亚政府定位

服务元数据（agls）、预印本术语（eprint）、溯源本体

（prov）及数据目录词汇（dcat）。以上括号里是各自的

命名空间前缀。

LODE-BD切实贯彻了元数据复用思想，为开放关

联化的自动链接打下基础。表1对LODE-BD 9组属性、

M2B属性推荐和元数据复用进行了翻译与概要介绍。

表1中，属性一栏“++”号表示必备属性，“+”号表

示强烈推荐属性。需求一栏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分析

性描述、另一种是非分析性描述。对应描述的粒度需求

程度分为4种：M表示必备，HR表示强烈推荐，R表示

图1  LODE-BD M2B概念模型图示

 

Valuevocabularies

isSubjectOf

hasSubject

isRelatedTo

isRelatedTo

resource

isResponsibleFor

hasResponsibleBody

agent

isRelatedTo

Nameauthorities

t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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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O表示可选。取值控制一栏包含以下几种情况：无

是指不受限制、自由取值；名称规范是指包括人名、团

体与会议等；语法编码规则是指标准化或特定的数据

格式，如日期格式的ISO 8601；受控列表是指有限的取

值选项；受控词表是指从各类知识组织体系中取值，分

类法是受控词表的一种类型；受控资源ID专门用于资

源之间的关系。通过表1可以了解LODE-BD从属性组

到具体属性，再到具体元数据的复用选择。

表1  LODE-BD属性概览

1.题名信息

2.责任者

3.外部特征

4.馆藏/位置信息

5.主题信息

6.内容描述

7.知识产权

8.用法

9.关系

题名++

替代题名

创建者+

贡献者

发布者+

[其他责任者]

日期++

识别符+

语种++

格式/媒介+

版本

来源+

[其他外部特征]

位置++

其他位置

主题词+

分类

自由关键词

地理名称

描述/摘要

类型/形式

版权+

使用条款

适用对象

指导方法

文学指征

教育水平

[资源之间的关系]

[行为者之间的关系]

无

无

无或名称规范

无或名称规范

无或名称规范

无或名称规范

语法编码规则

语法编码规则

受控列表

受控列表

无

无

无

无或规则

无

受控词表

受控词表/分类法

无

受控词表

无

受控词表

无

受控列表

无或受控列表

受控列表

受控列表

受控资源ID

无或名称规范

复用dc
复用

dcterms

复用dcterms、

bibo、dcat、

agls、eprint等

属性组
属  性

M

O

HR

O

HR

O

M

HR

M

HR

R

HR

O

M

O

HR

O

R

O

HR

R

R

O

O

O

O

O

O

非分析性

需  求

M2B属性推荐

取值控制

元数据复用

通  用 专  用

M

O

HR

O

R

O

M

HR

M

HR

R

R

O

M

O

HR

O

R

O

HR

R

R

O

O

O

O

HR

O

分析性

4  LODE-BD决策树选择流程

LODE-BD创新性地采用决策树方式，以作用点

（acting point）作为选择性分支引导，从抽象到具象逐

步细化，最终得到适合的属性与取值推荐。决策树从资

源实体出发，根据不同选择分支，得到具体元数据元素

及其取值类型的步骤，符合认知与选择的渐进流程。

这一方式是可实施的编码策略风格的体现，在当下众

多标准规范、技术推荐文档之中，开辟出一条高效可行

的书目资源开放关联化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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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DE-BD对9组属性分别进行了详细介绍，每个

属性按照决策树流程图与决策过程表相结合的方式展

开，决策树流程图侧重直观过程，决策过程表更具形

式化，两者应结合使用。

决策树流程图一般以资源（圆角矩形）为起点，通

过一步步条件判断（菱形），最终给出可供选择的元数

据元素及其对应的取值推荐。此处选取创建者的属性选

择进行示例说明，以便直观了解决策树做法（见图2）。
对创建者信息的描述中，分为是否使用规范文档两种情

况。在不使用的规范文档（具体指人名规范）情况下，建

议使用dc:creator，取值为字符串（1a）。在使用规范文档

情况下，若规范文档没有无可用的关联数据，建议使用

dc:creator，取值为字符串（2a）；若规范文档有可用的

关联数据，建议使用dcterms:creator，取值推荐使用URI
（实心圆圈）或字符串（虚线圆圈）（2b）。决策过程表

是决策树流程图的表格化再现，由步骤（序号数字）、条

件、判断、行动、取值类型、元数据元素、取值示例7列组

成，是对决策树流程图的步骤说明，并提供元数据元素

不同取值类型（规范化、非规范化、字符串、URI）对应

的取值示例。

尽详细地给出所有属性落实到元数据元素和对应取值

的做法，适合作为案头常备查阅之用。

5  总结与启示

关联数据已有多年发展，以LODE-BD为代表的国

外书目资源关联数据实践已经走出了一条发展道路，提

供了切实可行的参考指南。LODE-BD以LOD打底，将

概念模型M2B、RDF图模型和元数据模式复用等，通

过决策树选择流程有机集成在一起。决策树做法具有

创新性，值得肯定与大力推广。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对LODE-BD仅做了概要性、

原理性分析解读，属性选择与取值的决策树详细内容

参见指南全文，有关元数据标准、受控词表关联数据

化、序列化编码、关联数据利用以及与schema.org的映

射转换内容并未专门展开讨论。

通过LODE-BD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关联数据聚

集效应的形成主要是遵照开放世界假设，借助RDF三
元组结构上的开放互访性，“主-谓-宾”三者尽可能URI
化，实现自动链接识别与联系建立的HTTP访问技术基

础，其技术路线成熟，实现难度不高。书目资源开放关

联化的具体做法是，在RDF中尽量将谓语位置的属性

（property）和宾语位置的文字（literal）两处，充分利

用资源描述规范和各类词表资源，通过已有命名空间的

元数据标准/应用纲要的URI及受控词汇的URI表示，

在资源描述与数据结构化编码阶段建立起链接的自动

识别与关联基础。进一步通过映射变换（crosswalk）、
对齐（alignment）及互操作（interoperability）等语义

化处理手段，增强关联的黏度与广度。

书目资源拥有良好的数据化实施基础，但也因诸多

因素未能见到成熟稳定的中文书目关联数据项目和数

据集发布。除开放的政策与利益有关问题外，仅就数据

而言，主要还是缺乏对书目资源开放关联化的系统思考

和渐进式落地。LODE-BD所带来的启示是，书目工作

中的编目规则、概念模型、元数据、数据格式、数据库

等都是走向开放关联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有系统化

的集成认识，将这些方面有机联系在一起，共同实现书

目资源的开放关联化。

在LODE-BD的启发下，进一步系统化思考书目资

源的开放关联化，可以构建出由内及外的5层结构，分

别由概念模型、逻辑模型、元数据模式、序列化编码、

开放关联组成，如图3所示。

图2  创建者的决策树流程图

dc:creator dcterms:creator

#0

#1

1a 2a 2b

#2

URI

决策树是LODE-BD的创新所在，M2B概念模型、

通用属性组和元数据复用三者都是实现决策树的要

件。有关决策树的内容占LODE-BD一半篇幅以上，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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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L类图、OWL等，其三元组结构简单且开放关联性

易于建立，是关联数据实现的主流方式。值得注意的

是，目前逻辑模型和RDF的有关认识与表述存在模糊

和不一致，需要进一步明确认识。

（3）元数据模式。在概念模型与其对应的逻辑模

型基础上，元数据模式（Schema）是对如何描述书目资

源进行具体设计与约定。通用元数据标准、各种行业元

数据标准以及网络社区元数据方案（事实性标准）为有

效的规范化描述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源。充分复用已有

元数据标准来定义属性与取值是发挥元数据作用与价

值的主要手段。元数据模式的形成是书目资源数据化

的实现核心，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4）序列化编码。书目资源数据化的成果要以数

据记录、数据集和数据库等形式存在。数据编码是数

据化实现阶段的关键一步。序列化（serialization）编码

是对数据存储、交换与共享有相应要求，以元数据模式

为编码具体依据，具体格式对应逻辑模型RDF图的各

种数据格式，如RDF/XML、RDFa、Turtle、N-Triples
以及最新推荐标准JSON-LD等[14]。序列化编码得到既

定设计要求的结构化与语义化数据，为下一步开放关联

做好准备。

（5）开放关联。开放关联是数据化最外围的一层，

其主要作用是将序列化编码后的数据通过关联数据发

布机制开放到网络上，进入开放关联数据环境中，与

其他开放的数据集建立起关联，促进关联数据云图的

形成与壮大。开放关联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技术，

W3C已推出关联数据平台推荐标准[15]，因此技术实现

上目前没有障碍；二是已有命名空间元数据元素与受控

词汇的复用，它形成关联的基础，是由第三圈层元数据

模式决定；三是数据开放政策与许可方式，由数据拥有

者和提供者决定，这是开放关联最难以控制的人为方

面。这三方面的共同作用，才能够达成开放关联目的。

书目资源开放关联化5圈层是一种图示化的理论抽

象，有助于理解书目资源开放关联化的内在逻辑层次。

5圈层是方法论意义的顶层认识，LODE-BD则在行动

层面提供了实践指导，希望本文能为国内中文书目资源

发布成关联数据提供行动参考，期待未来有更多中文

书目资源的示范性关联数据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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