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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促进环境信息化工作，保障环境信息互联互通与共享，规

范环境信息元数据标准建设，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信息的元数据标准框架，并对对象类、特性、分类方案、值域、数据元概念、数

据元、数据集规范、术语、指标、数据集、质量声明共 11 个管理项的元数据进行了规范。 

本标准首次发布于 2014 年，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 

——管理对象由数据集扩展为对象类、特性、分类方案、值域、数据元概念、数据元、数据集规范、

术语、指标、数据集、质量声明共 11 个管理项。 

——调整了数据集的元数据属性。 

——删除了原附录内容。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办公厅、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 20□□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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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信息元数据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信息的元数据标准框架，并对对象类、特性、分类方案、值域、数据元概念、数

据元、数据集规范、术语、指标、数据集、质量声明共 11 个管理项的元数据进行了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环境信息元数据标准的管理、环境信息资源目录建设、国家最小数据集的开发、数据

元字典的编制以及环境信息元数据注册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包括修改单）适用于本标

准。 

GB/T 18391.1  信息技术 元数据注册系统（MDR）第 1 部分：框架 

GB/T 18391.2  信息技术 元数据注册系统（MDR）第 2 部分：分类 

GB/T 183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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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8391.4  信息技术 元数据注册系统（MDR）第 4 部分：数据定义的形成 

GB/T 18391.5  信息技术 元数据注册系统（MDR）第 5 部分：命名和标识原则 

GB/T 18391.6  信息技术 元数据注册系统（MDR）第 6 部分：注册 

GB/T 21063.3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 第 3 部分 核心元数据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数据 data 

信息的可再解释的形式化表示，以适用于通讯、解释或处理。 

[GB/T 5271.1-2000，定义 01.01.02] 

3.2  

数据元 data element 

由一组属性规定其定义、标识、表示和允许值的数据单元。 

[GB/T 18391.1-2009，术语和定义 3.3.8] 

3.3  

元数据 metadata 

定义和描述其他数据的数据。 

[GB/T 18391.1-2009，术语和定义 3.2.16] 

3.4  

概念 concept 

通过对特性的独特组合而成的知识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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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5237.1-2000，定义 3.2.1] 

3.5  

定义 definition 

描述一个概念，并区别于其他相关概念的表述。 

[GB/T 15237.1-2000，定义 3.3.1] 

3.6  

元数据对象 metadata object 

由元数据标准框架定义的一个对象类型，是需要纳入元数据规范管理的对象。本标准中包括对象类、

特性、分类方案、值域、数据元概念、数据元、数据集、数据集规范、指标、数据质量声明、术语共

11 个元数据对象。 

[GB/T 18391.1-2009 中术语 3.2.18 对元数据对象的定义为“由元模型定义的一个对象类型”，为了

便于理解，在本规范中将元模型修改为元数据标准框架，并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 

3.7  

对象类 object class 

可以对其界限和含义进行明确的标识，且特性和行为遵循相同规则的观念、抽象概念或现实世界中

事务的集合。 

[GB/T 18391.1-2009，术语和定义 3.3.22] 

3.8  

特性 property 

一个对象类所有成员所共有的特性。 

[GB/T 18391.1-2009，术语和定义 3.3.29] 

3.9  

表示 representation 

数据元的值域、数据类型的组合，必要时也包括计量单位或字符集。 

[GB/T 18391.1-2002，术语和定义 3.60] 

3.10  

表示类 representation class 

表示类型的分类。 

[GB/T 18391.1-2009，术语和定义 3.3.35] 

3.11  

分类方案 classification scheme 

根据对象具有的共同特征将对象进行排列或分组的描述性信息。 

[GB/T 18391.1-2009，术语和定义 3.3.4] 

3.12  

值 value 

数据的值。 

[GB/T 18391.1-2009，术语和定义 3.3.37] 

3.13  

允许值 permissible value 

在一个特定值域中允许的一个值含义的表达。 

[GB/T 18391.1-2009，术语和定义 3.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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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值域 value domain 

允许值的集合。 

[GB/T 18391.1-2009，术语和定义 3.3.38] 

3.15  

值含义 value meaning 

一个值的含义或语义内容。 

[GB/T 18391.1-2009，术语和定义 3.3.39] 

3.16  

计量单位 unit of measure 

<值域>用于计量相关值的实际单位。 

[GB/T 18391.1-2009，术语和定义 3.3.36] 

3.17  

数据元概念 data element concept 

能以数据元的形式表示的概念，其描述与任何特定表示法无关。 

[GB/T 18391.1-2009，术语和定义 3.3.9] 

3.18  

数据集 dataset 

具有一定主题，可以标识并可以被计算机化处理的数据集合。 

[WS/T 305-2009，术语和缩略语 3.1.1] 

3.19  

数据集规范 dataset specification 

指针对特定业务活动利益相关人一致认同需要采集的数据元，以及对这些数据元的标准化表达。 

4  环境信息元数据标准框架 

环境信息元数据标准框架围绕“数据采集标准化”和“数据共享应用”两个方面构建。首先从保障

数据采集标准化的需要出发设置 7 种元数据对象，分别为对象类、特性、分类方案、数据元概念、值域、

数据元、数据集规范。其次从服务于数据共享应用角度出发，设置 3 种元数据对象，分别为指标、数据

集、质量声明。同时将术语作为单独的元数据项目进行注册管理。环境信息元数据标准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环境信息元数据标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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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类和特性构成数据元概念，依据分类方案可以制定值域，数据元概念和值域构成数据元，若干

数据元组成数据集规范。 

根据业务需要提炼出需要采集的核心数据元，并按照数据元的元数据规范对所有数据元进行规范的

表达后可以形成某一业务领域的数据集规范。业务单位在实际工作中按照统一的数据集规范进行数据采

集和信息系统建设，可以形成具体的数据集。数据集按照数据集的元数据规范进行描述，则可以为形成

信息资源目录奠定基础。 

指标可以是一个具体的数据元，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数据元计算得出。数据集规范和数据集中都可以

包括指标，或者用于指标计算的数据元。指标的元数据规范可以用于建立有一致性理解的指标概念、计

算方法、评价标准和表示方式。 

质量声明是对具体数据集从不同维度进行质量评价后得出的结论，可以为数据集使用者提供更多有

关数据质量的信息。 

术语是对专用概念或容易引起歧义概念的详细解释，可以链接到任何曾引用过术语的元数据项目。

术语的元数据规范可以用于建立有一致性理解的术语概念。 

5  符号与约定 

5.1 属性描述符 

通过对每一类元数据对象的相关属性进行规范化描述即形成元数据标准。属性描述符是对元数据项

属性进行标准化描述的条目，本标准共包含名称、定义、约束、条件、值域、出现次数、数据类型、最

大长度、备注共 9 个条目，具体条目和约束条件见表 1。 

表 1  元数据项属性描述符条目与约束条件 

属性描述符条目 约束条件 1 属性描述符条目 约束条件 1 

名称 M 出现次数 M 

定义 M 数据类型 M 

约束 M 最大长度 O 

条件 C 备注 O 

值域 O   

注 1：约束条件”表示该属性描述符条目是“必选（M）”，还是“条件选（C）”，或者是“可选（O）”。 

 

5.2 属性描述符条目应用规则 

5.2.1 名称 

“名称”属性描述符是赋予元数据项属性的标记。“名称”应当是唯一的，并且应当以汉字、字母、

数字、符号等字符串形式表示。 

5.2.2 定义 

“定义”属性描述符是对元数据项属性描述符的概念解释，可使一种元数据项属性与其他元数据项

属性清晰地区别开来。定义以汉字、字母、数字、符号等字符串形式表示。 

5.2.3 约束 

“约束”属性描述符是给出一个元数据项属性是始终出现还是有时出现的限制条件。该描述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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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含义： 

—必选（M）：该元数据项属性必须出现； 

—条件选（C）：如果规定的条件存在的话，那么该元数据项属性就应当出现； 

—可选（O）：该元数据项属性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 

5.2.4 条件 

“条件”属性描述符是给出元数据项属性应该出现的前提和要求。条件以汉字、字母、数字、符号

等字符串形式表示。 

5.2.5 出现次数 

“出现次数”属性描述符是在一个元数据规范中规定元数据项属性和属性值可出现的次数。 

注：该属性描述符有以下四种情况：0∶1（表示不出现或出现 1 次），0：n（表示不出现或最多出

现 n 次），1：1（表示出现且仅出现 1 次），1：n（表示至少出现一次或最多出现 n 次）。 

5.2.6 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属性描述符是为表达属性值而规定的特定值集合的描述符。属性值的数据类型示例有

“字符串”、“数值”、“日期”、“逻辑”。 

5.2.7 最大长度 

“最大长度”属性描述符是存储单元能够表达规定值的最大位数。最大程度以数字表示。 

示例：当“数据类型”实例被规定为“数值型”并且“最大长度”描述符实例值是“6”时，则表

示属性值可以包含最多 6 位数值。 

5.2.8 备注 

“备注”属性描述符是与属性应用有关的注释。备注以汉字、字母、数字、符号等字符串形式表示。 

6  元数据项的元数据标准 

元数据项的属性一共包括标识类、声明类、定义类、关系类、表示类、内容类、分发类、数据质量

类、覆盖范围类、限制类、维护类、管理类、附加类共 13 种，各类属性内容及适用的元数据项见表 2。 

表 2  元数据项的属性说明 

序号 属性种类 属性内容 适用的元数据项 

1 标识类 

标识类包含唯一标识元数据项的基本信息，内容包

括中英文名称、标识符、元数据项类型、提交机构

等 

对象类、特性、分类方案、值域、数据元概

念、数据元、数据集规范、术语、指标、数

据集、质量声明 

2 声明类 
数据集的数据质量声明，内容包括数据的真实性、

时效性、准确性、有效性、代表性、可获得性等 
质量声明 

3 定义类 
元数据项的定义，以及构成该元数据项的元数据

项。 

对象类、特性、分类方案、值域、数据元概

念、数据元、术语、指标 

4 关系类 不同种类元数据项之间的包含、构成等关联关系。 

对象类、特性、分类方案、值域、数据元概

念、数据元、术语、数据集规范、指标、数

据集、质量声明 

5 表示类 
元数据项的表示方式，包含表示类别、数据类型、

表示格式、最大及最小长度、允许值、计量单位等。 
值域、数据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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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属性种类 属性内容 适用的元数据项 

6 内容类 
提供数据集内容特征的描述信息，包括摘要、特征

数据元等。 
数据集规范、数据集 

7 覆盖范围类 
覆盖范围信息提供数据覆盖范围的描述信息，内容

包括空间范围、时间范围等。 
数据集 

8 分发类 
包含有关数据集发布者的信息以及用户获取资源

的途径。 
数据集 

9 数据质量类 数据生产者有关数据集数据质量的一般说明。 数据集 

10 限制类 数据集的安全限制分级信息。 数据集 

11 维护类 数据集的更新频率信息。 数据集 

12 管理类 包含数据集注册方和注册状态等。 

对象类、特性、分类方案、值域、数据元概

念、数据元、数据集规范、术语、指标、数

据集、质量声明 

13 附加类 

其他与元数据项有关的信息，可以直接用文本或者

链接的形式表示。包括采样和监测方法，项目实施

方案、数据采集表、数据库说明等。 

数据元 

 

6.1 元数据项的通用属性 

每个元数据项的基本属性不同，但都具备标识类、关系类、管理类这三类通用属性。若不同元数据

项设置相同属性，则仅在第一次出现该属性时进行描述。各类通用属性中的子属性见表 3。 

表 3  元数据项的通用属性 

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约束 

标识类 

中文名称 M 

英文名称 M 

标识符 M 

版本 M 

元数据项类型 M 

提交机构 M 

关系类 相关术语 O 

管理类 

注册机构 M 

注册状态 M 

注册日期 M 

 

6.1.1  标识类属性 

6.1.1.1 名称：中文名称 

定义：赋予元数据项的一个中文字词的指称。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6.1.1.2 名称：英文名称 

定义：赋予元数据项的一个英文字词的指称。 

约束：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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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6.1.1.3 名称：标识符 

定义：在一个注册机构内与语言无关的一个元数据项的唯一标识符。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系统自动生成，由大写字母和数字组成，生成规则如下： 

前两位是环境的缩写“HJ”；中间部分是 11 种元数据的英文名称；后面部分是“八位日期

（YYYYMMDD）+六位时间（HHMMSS）+毫秒（MS，不足三位用零补齐）”；例如某一对象类的标示

符是“HJOBJECT20130601093025367”。11 种元数据的英文名称分别是：对象类“OBJECT”、特性

“PROPERTY”、数据元概念“CONCEPT”、分类方案“CLASSFICATION”、值域“RANGE”、数据元

“ELEMENT”、数据集规范“NORM”、指标“KPI”、数据集“DATASETS”、质量声明“QUALITY”、

术语“TERM”。 

6.1.1.4 名称：版本 

定义：在一个注册机构内的一系列逐渐完善的元数据项标准中，某个元数据项标准发布的标识。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数值 

值域：实型数，如“环境污染源类别分类方案”的版本是 1.0。分类方案出现较大变动时，版本的

整数部分改变，变动较小时，小数部分改变。 

6.1.1.5 名称：元数据项类型 

定义：用于表示元数据项的类型。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表 A.1 给出了本标准的元数据项类型。 

6.1.1.6 名称：提交机构 

定义：负责将元数据项提交为国家标准的一个或多个组织。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n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6.1.2 关系类属性 

6.1.2.1 名称：相关术语 

定义：元数据项创建过程中引用到的术语。 

约束：可选 

出现次数：0∶n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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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管理类属性 

6.1.3.1 名称：注册机构 

定义：经授权对元数据项实施注册的组织。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6.1.3.2 名称：注册状态 

定义：一个元数据项在其注册的生存期内状态的标示。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表 A.2 给出了本标准的国家机构注册状态。 

6.1.3.3 名称：注册日期 

定义：元数据项的注册状态开始生效的日期，格式为 YYYYMMDD。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日期 

值域：按 GB/T 7408 执行，格式为 CCYY-MM-DD 

6.2 对象类属性 

6.2.1 元数据内容 

对象类元数据包括 4 类属性：标识类、定义类、关系类、管理类，各类属性的详细描述见表 4，详

细的示例见附录表 B1。 

表 4  对象类的属性 

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约束 

标识类 

中文名称 M 

英文名称 M 

标识符 M 

版本 M 

元数据项类型 M 

提交机构 M 

对象类类别 M 

定义类 定义 M 

关系类 
相关术语 O 

相关数据元概念 O 

管理类 

注册机构 M 

注册状态 M 

注册日期 M 
 

6.2.2 特殊属性 

对象类有以下三类 3 项特殊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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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1 标识类属性 

a）名称：对象类类别 

定义：一个对象类按照某个特征分为的亚类。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表 A.3 给出了本标准的对象类类别。 

6.2.2.2 定义类属性 

a）名称：定义 

定义：描述一个概念，并区别于其他相关概念的表述。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6.2.2.3 关系类属性 

a）名称：相关数据元概念 

定义：元数据项在哪些数据元概念中出现。 

约束：可选 

出现次数：0：n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6.3 特性属性 

6.3.1 元数据内容 

特性元数据包括 4 类属性：标识类、定义类、关系类、管理类，各类属性的详细描述见表 5，详细

的示例见附录表 B2。 

表 5  特性的属性 

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约束 

标识类 

中文名称 M 

英文名称 M 

标识符 M 

版本 M 

元数据项类型 M 

提交机构 M 

特性类别 M 

定义类 定义 M 

关系类 
相关术语 O 

相关数据元概念 O 

管理类 

注册机构 M 

注册状态 M 

注册日期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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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特殊属性 

特性有以下三类 3 项特殊属性。 

6.3.2.1 标识类属性 

a）名称：特性类别 

定义：按照一定的归类方式，形成的一组具有类似特征的集合，这种集合就是特性类别。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值域：自由文本，表 A.4 给出了本标准的特性类别。 

6.3.2.2 定义类属性 

定义类属性的描述参照对象类的属性描述。 

6.3.2.3 关系类属性 

相关数据元概念属性的描述参照对象类的属性描述。 

6.4 分类方案属性 

6.4.1 元数据内容 

分类方案元数据包括 4 类属性：标识类、定义类、关系类、管理类，各类属性的详细描述见表 6，

详细的示例见附录表 B3。 

表 6  分类方案的属性 

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约束 

标识类 

中文名称 M 

英文名称 M 

标识符 M 

版本 M 

元数据项类型 M 

提交机构 M 

分类原则 M 

定义类 定义 M 

关系类 

标准引用 O 

相关术语 O 

相关值域 O 

管理类 

注册机构 M 

注册状态 M 

注册日期 M 

 

6.4.2 特殊属性 

分类方案有以下三类 4 项特殊属性。 

6.4.2.1 标识类属性 

a）名称：分类原则 

定义：分类方案在分类时遵循的原则。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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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6.4.2.2 定义类属性 

定义类属性的描述参照对象类的属性描述。 

6.4.2.3 关系类属性 

a）名称：相关值域 

定义：以此元数据项为依据制定的值域。 

约束：可选 

出现次数：0：n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b）名称：标准引用 

定义：元数据项在制定过程中引用的标准。 

约束：可选 

出现次数：0：n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6.5 值域属性 

6.5.1 元数据内容 

值域元数据包括 5 类属性：标识类、定义类、表示类、关系类、管理类，各类属性的详细描述见表

7，详细的示例见附录表 B4。 

表 7  值域的属性 

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约束 

标识类 

中文名称 M 

英文名称 M 

标识符 M 

版本 M 

元数据项类型 M 

提交机构 M 

定义类 定义 M 

表示类 

表示类别 M 

数据类型 M 

表示格式 M 

最小长度 M 

最大长度 M 

允许值 M 

计量单位 C 

关系类 

相关术语 O 

相关数据元 O 

相关分类方案 O 

管理类 

注册机构 M 

注册状态 M 

注册日期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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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特殊属性 

值域有以下三类 10 项特殊属性。 

6.5.2.1 定义类属性 

定义类属性的描述参照对象类的属性描述。 

6.5.2.2 表示类属性 

a）名称：表示类别 

定义：用于表示数据元值域的类别。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表 A.5 给出了本标准的表示类别。 

b）名称：数据类型 

定义：表示数据元值的不同值的集合。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表 A.6 给出了可能用到的数据类型。 

c）名称：表示格式 

定义：用来说明数据元值域允许字符的规格和布局，包括最大长度、最小长度和精确度。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例如，NNN.NN 的表示形式表示最大长度为 6，小数点后精确到百分位，整数部

分为三位。“成人年龄”值域的表示格式为“nn-nnn”，字符型的表示格式为“z”。 

d）名称：最小长度 

定义：表示数据元值（与数据类型相对应的）存储单元的最小数目。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数值 

值域：实型数 

注 1∶示例，对于数据元“被调查者症状描述”来说，如果数据类型属性的实例为“字符”，并且

数据元值的最小长度属性的实例值为“4”，那么“被调查者症状描述”的数据元值最小不应少于 4 个字

符。 

注 2：“数据元值的最大和最小长度”这两个属性表明数据元值是“不变的”（最大长度与最小长度

相等）还是“可变的”（最大长度与最小长度不同）。 

e）名称：最大长度 

定义：表示数据元值（与数据类型相对应的）存储单元的最大数目。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数值 

值域：实型数 

注 1∶示例，对于数据元“身份证号码”来说，如果数据类型属性的实例为“字符”，并且数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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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最大长度属性的实例值为“18”，那么“身份证号码”的数据元值最大不应超过 18 个字符。 

注 2：“数据元值的最大和最小长度”这两个属性表明数据元值的位数是“不变的”（最大长度与最

小长度相等）还是“可变的”（最大长度与最小长度不同）。 

f）名称：数据元允许值 

定义：在一个特定值域中允许的一个值含义的表达。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当数据元允许值是编码表示的枚举形式时，每一个数据元值及值含义都应当成对

表示。 

g）名称：计量单位 

定义：属于数值型的数据元值的计量单位。 

约束：条件选 

条件：如果数据元的值域是有计量单位的，则该属性为必选。 

出现次数：0∶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6.5.2.3 关系类属性 

a）名称：相关数据元 

定义：引用该元数据项的数据元。 

约束：可选 

出现次数：0：n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b）名称：相关分类方案 

定义：值域制定的来源依据。 

约束：可选 

出现次数：0：n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6.6 数据元概念属性 

6.6.1 元数据内容 

数据元概念的元数据包括 4 类属性：标识类、定义类、关系类、管理类，各类属性的详细描述见表

8，详细的示例见附录表 B5。 

表 8  数据元概念的属性 

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约束 

标识类 

中文名称 M 

英文名称 M 

标识符 M 

版本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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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约束 

元数据项类型 M 

提交机构 M 

定义类 

定义 M 

相关对象类 M 

相关特性 M 

关系类 
相关术语 O 

相关数据元 O 

管理类 

注册机构 M 

注册状态 M 

注册日期 M 

 

6.6.2 特殊属性 

数据元概念有以下两类 4 项特殊属性。 

6.6.2.1 定义类属性 

a）名称：相关对象类 

定义：构成该数据元概念的对象类。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b）名称：相关特性 

定义：构成该数据元概念的特性。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定义类其他属性的描述参照对象类的属性描述。 

6.6.2.2 关系类属性 

相关数据元属性的描述参照值域的属性描述。 

6.7 数据元属性 

6.7.1 元数据内容 

数据元的元数据包括 6 类属性：标识类、定义类、表示类、关系类、管理类、附加类，各类属性的

详细描述见表 9，详细的示例见附录表 B6。 

表 9  数据元的属性 

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约束 

标识类 

中文名称 M 

英文名称 M 

变量名 M 

标识符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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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约束 

版本 M 

元数据项类型 M 

提交机构 M 

同义名词 O 

相关环境 C 

定义类 

定义 M 

相关数据元概念 M 

相关值域 M 

表示类 

表示类别 M 

数据类型 M 

表示格式 M 

最小长度 M 

最大长度 M 

允许值 M 

计量单位 C 

关系类 

使用指南 O 

标准引用 O 

评价标准 O 

相关数据集规范 O 

相关数据集 O 

相关指标 O 

相关术语 O 

管理类 

注册机构 M 

注册状态 M 

注册日期 M 

备注 O 

附加类 
采样方法 O 

检测方法 O 

 

6.7.2 特殊属性 

数据元有六类 21 项特殊属性。其中，附加类属性是对基本属性的扩展。数据元是领域专用数据元，

在描述数据元基本属性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本领域数据元的特点和特殊需求进行扩展。例如，对环境污

染指标数据元的属性进行设置时，根据对采集方法、检测方法等的特殊要求，将其作为附加类属性。附

加类属性的描述也须遵照元数据项属性描述符条目应用规则。 

6.7.2.1 标识类属性 

a）名称：变量名称 

定义：创建数据库或进行数据分析时为每一个数据元赋予的唯一名字。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由系统自动生成，生成规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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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对象类代码 

特性代码 

后四位自动生成 

 

对象类代码（第一位）： 

对象类名称 代码 

环境污染源 A 

环境污染物质 B 

环境 C 

人 D 

其他生物 E 

事件 F 

活动 G 

资源 H 

特性代码（第二位）： 

特性名称 代码 

位置特性 A 

时间特性 B 

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特性 C 

物理特性 D 

化学特性 E 

毒理学特性 F 

测量特性 G 

资源特性 H 

标识特性 I 

社会人口文化特性 J 

其他特性 K 

 

年份（第三四位）：根据周期自动更新，比如今年是 2013 年，则自动生成“13”，明年是“14”。 

最后四位（五到八位）：从“0001”开始自动生成，最大号码为“9999”。 

b）名称：同义名称 

定义：与给定名称有区别、但表示相同的元数据项意义的单字或多字的指称。 

约束：可选 

出现次数：0：n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一个元数据项可以有多个同义名称，第一个同义名称应该是统一的约定名称。在

确定的应用环境中，要使用属性“相关环境”来指明这个环境。假如有更多的同义名称存在，则属性“同

义名称”与“相关环境”应当作为一对属性来规定。 

c）名称：相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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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对使用或产生同义名称的应用环境或应用规程的指明或描述。 

约束：条件选 

条件：对于属性“同义名称”的每次出现来说，本属性都是必须的。 

出现次数：0：n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6.7.2.2 定义类属性 

a）名称：相关数据元概念 

定义：构成该数据元的数据元概念。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b）名称：相关值域 

定义：构成该数据元的值域。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定义类其他属性的描述参照对象类的属性描述。 

6.7.2.3 关系类属性 

a）名称：使用指南 

定义：元数据项的使用说明，如环境、范围、规则、方法等。 

约束：可选 

出现次数：0∶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b）名称：评价标准 

定义：相对于评价准则规定的方面而确定的优良程度的要求，它是事物质变过程中量的规定性。 

约束：可选 

出现次数：0∶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示例，正常血铅水平为 0-99 微克/升（L）；100-199 微克/L 为铅超标；200-249

微克/L 为轻度中毒；250-449 微克/为中度中毒；等于或高于 450 微克/L 为重度中毒。根据此标准，可

以判断被调查者实测血铅值是否超标、超标程度。 

c）名称：相关数据集规范 

定义：引用该元数据项的数据集规范。 

约束：可选 

出现次数：0：n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d）名称：相关数据集 

定义：引用该元数据项的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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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可选 

出现次数：0：n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e）名称：相关指标 

定义：数据元与哪些指标相关。 

约束：可选 

出现次数：0：n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f）名称：标准引用 

标准引用属性的描述参照分类方案的特殊属性描述。 

6.7.2.4 表示类属性 

表示类的 7 个属性的描述参照值域的特殊属性描述。 

6.7.2.5 管理类属性 

a）名称：备注 

定义：数据元的注释。 

约束：可选 

出现次数：0∶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6.7.2.6 附加类属性 

a）名称：收集方法 

定义：简要阐述该数据元的收集途径。 

约束：可选 

出现次数：0∶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b）名称：检测方法 

定义：简要阐述该数据元的检测方法。 

约束：可选 

出现次数：0∶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6.8 数据集规范属性 

6.8.1 元数据内容 

数据集规范的元数据包括 4 类属性：标识类、内容类、关系类、管理类，各类属性的详细描述见表

10，详细的示例见附录表 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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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数据集规范的属性 

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约束 

标识类 

中文名称 M 

英文名称 M 

标识符 M 

版本 M 

元数据项类型 M 

提交机构 M 

数据集规范类别 M 

内容类 相关数据元 M 

关系类 

相关术语 O 

使用指南 O 

相关数据集 O 

管理类 

注册机构 M 

注册状态 M 

注册日期 M 

 

6.8.2 特殊属性 

数据集规范有以下三类 4 项特殊属性。 

6.8.2.1 标识类属性 

a）名称：数据集规范类别 

定义：数据集规范是国家最小数据集还是数据集规范。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表 A.7 给出了本标准的数据集规范类别。 

6.8.2.2 内容类属性 

a）名称：相关数据元 

定义：构成该数据集规范的数据元。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n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6.8.2.3 关系类属性 

关系类属性的描述参照数据元的特殊属性描述。 

6.9 术语属性 

6.9.1 元数据内容 

术语元数据包括 4 类属性：标识类、定义类、关系类、管理类，各类属性的详细描述见表 11，详

细的示例见附录表 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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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术语的属性 

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约束 

标识类 

中文名称 M 

英文名称 M 

标识符 M 

版本 M 

元数据项类型 M 

提交机构 M 

同义名词 O 

相关环境 C 

定义类 定义 M 

关系类 

相关术语 O 

使用指南 O 

标准引用 O 

相关元数据项 O 

管理类 

注册机构 M 

注册状态 M 

注册日期 M 
 

6.9.2 特殊属性 

术语有以下三类 6 项特殊属性。 

6.9.2.1 标识类属性 

同义名词和相关环境属性的描述参照数据元的特殊属性描述。 

6.9.2.2 定义类属性 

定义类属性的描述参照对象类的属性描述。 

6.9.2.3 关系类属性 

a）名称：相关元数据项 

定义：引用该术语的元数据项。 

约束：可选 

出现次数：0：n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关系类其他属性的描述参照数据元的特殊属性描述。 

6.10 指标属性 

6.10.1 元数据内容 

指标元数据包括 5 类属性：标识类、定义类、表示类、关系类、管理类，各类属性的详细描述见表

12，详细的示例见附录表 B9。 

表 12  指标的属性 

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约束 

标识类 
中文名称 M 

英文名称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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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约束 

标识符 M 

版本 M 

元数据项类型 M 

提交机构 M 

同义名词 O 

相关环境 C 

定义类 
定义 M 

计算公式 M 

表示类 

表示类别 M 

数据类型 M 

表示格式 M 

最小长度 M 

最大长度 M 

允许值 M 

计量单位 C 

关系类 

使用指南 O 

标准引用 O 

相关数据元 O 

相关数据集 O 

相关术语 O 

管理类 

注册机构 M 

注册状态 M 

注册日期 M 

 

6.10.2 特殊属性 

指标有以下四类 15 项特殊属性。 

6.10.2.1 定义类属性 

a）名称：计算公式 

定义：指标的计算公式或估算方法，以字母、汉字、数字、运算符号、字符串表示。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定义类其他属性的描述参照对象类的属性描述。 

6.10.2.2 标识类属性 

标识类属性的描述参照数据元的特殊属性描述， 

6.10.2.3 表示类属性 

表示类属性的描述参照值域的特殊属性描述， 

6.10.2.4 关系类属性 

关系类属性的描述参照数据元及对象类的特殊属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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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数据集属性 

6.11.1 元数据内容 

数据集元数据包括 9 类属性：标识类、覆盖范围类、内容类、维护类、限制类、数据质量类、分发

类、关系类和管理类，各类属性的详细描述见表 13，详细的示例见附录表 B10。 

表 13  数据集的属性 

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约束 

标识类 

中文名称 M 

英文名称 M 

标识符 M 

版本 M 

元数据项类型 M 

提交机构 M 

数据集发布日期 M 

数据集摘要 M 

关键字 M 

数据集类目名称 M 

数据集类目编码 M 

数据集分类标准 M 

数据量 O 

数据集保管期限 O 

覆盖范围类 

空间范围描述 C 

地理边界矩形东边经度 C 

地理边界矩形西边经度 C 

地理边界矩形南边纬度 C 

地理边界矩形北边纬度 C 

垂向覆盖范围最小值 C 

垂向覆盖范围最大值 C 

起始时间 C 

结束时间 C 

时刻 C 

内容类 
资源域 M 

特征数据元 M 

维护类 

更新频率 M 

数据集维护机构名称 M 

数据集维护机构电话 M 

数据集维护机构地址 M 

数据集维护机构电子邮件 M 

数据集更新日期 O 

限制类 
数据集安全限制分级 O 

数据集信息公开属性 O 

数据质量类 

数据志说明 M 

数据源说明 C 

处理步骤 C 

数据质量说明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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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约束 

数据质量评价 C 

分发类 

在线资源链接地址 O 

数据分发格式 M 

费用 O 

关系类 
相关术语 O 

相关指标 O 

管理类 

注册机构 M 

注册状态 M 

注册日期 M 

 

6.11.2 特殊属性 

数据集有以下九类 37 项特殊属性。 

6.11.2.1 标识类属性 

a）名称：数据集发布日期 

定义：环境信息数据集提供方发布数据集的日期 

约束：必选项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日期型 

值域：按 GB/T 7408 执行，格式为 CCYY-MM-DD 

b）名称：数据集摘要 

定义：对数据集内容进行概要说明的文字，可包含环境空间数据详细描述信息 

约束：必选项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c）名称：关键字 

定义：概括环境信息数据集主要内容的通用词、形式化词或短语 

约束：必选项 

出现次数：1∶n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d）名称：数据集类目名称 

定义：用于描述主题的通用词、形式化词或短语 

约束：必选项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HJ/T 417-2007 各种分类的取值规定 

e）名称：数据集类目编码 

定义：类目名称对应的编码 

约束：必选项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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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域：自由文本，HJ/T 417-2007 各种分类的取值规定 

f）名称：数据集分类标准 

定义：数据集分类所依据的分类标准 

约束：必选项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一般为“HJ/T 417-2007，环境信息分类与代码” 

g）名称：数据量 

定义：环境信息数据集的大小 

约束：可选项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h）名称：数据集保管期限 

定义：数据集的唯一标识 

约束：可选项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见表 A.8 数据集保管期限代码表“名称”列 

6.11.2.2 覆盖范围类属性 

a）名称：空间范围描述 

定义：相关对象的空间覆盖范围说明 

约束：条件必选项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全国”或省市名称，其中省市名称按照 GB/T 2260 中 “表 1  省、自治区、

直辖市、特别行政区代码表”中的“名称”取值 

b）名称：地理边界矩形东边经度 

定义：数据集覆盖范围最东边坐标，用十进制度表示的经度（东半球为正） 

约束：条件必选项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实型 

值域：实型数，-180.0≤东边边界经度值≤180.0 

c）名称：地理边界矩形西边经度 

定义：数据集覆盖范围最西边坐标，用十进制度表示的经度（东半球为正） 

约束：条件必选项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实型 

值域：实型数，-180.0≤西边边界经度值≤180.0 

d）名称：地理边界矩形南边纬度 

定义：数据集覆盖范围最南边坐标，用十进制度表示的纬度（北半球为正） 

约束：条件必选项 

出现次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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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实型 

值域：实型数，-90.0≤南边边界纬度值≤90.0；南边边界纬度值≤北边边界纬度值 

e）名称：地理边界矩形北边纬度 

定义：数据集覆盖范围最北边坐标，用十进制度表示的纬度（北半球为正） 

约束：条件必选项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实型 

值域：实型数，-90.0≤北边边界纬度值≤90.0；南边边界纬度值≤北边边界纬度值 

f）名称：垂向覆盖范围最小值 

定义：数据集内容给的垂向覆盖范围最低值 

约束：条件必选项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实型 

值域：实型数 

g）名称：垂向覆盖范围最大值 

定义：数据集内容给的垂向覆盖范围最高值 

约束：条件必选项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实型 

值域：实型数 

h）名称：起始时间 

定义：数据集内容跨越的时间段的起始时间 

约束：条件必选项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日期时间型 

值域：按 GB/T 7408 执行，格式为 CCYY-MM-DD-HH 

i）名称：结束时间 

定义：数据集内容跨越的时间段的终止时间 

约束：条件必选项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日期时间型 

值域：按 GB/T 7408 执行，格式为 CCYY-MM-DD-HH 

j）名称：时刻 

定义：数据集内容所在的某一时间点 

约束：条件必选项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日期时间型 

值域：按 GB/T 7408 执行，格式为 CCYY-MM-DD-HH 

6.11.2.3 内容类属性 

a）名称：资源域 

定义：数据资源所在的资源范围 

约束：必选项 

出现次数：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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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HJ/T 417-2007 的“表 1 环境信息二级类目表” 

b）名称：特征数据元 

定义：数据集所包含的数据元名称 

约束：必选项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6.11.2.4 维护类属性 

a）名称：更新频率 

定义：在数据集初次完成后，对其进行修改和补充的频率 

约束：可选项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见表 A.9 数据更新频率代码表“名称”列 

b）名称：数据集维护机构名称 

定义：负责对数据集内容进行维护的单位名称 

约束：必选项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c）名称：数据集维护机构电话 

定义：数据集维护单位的联系电话号码 

约束：可选项 

出现次数：1∶n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d）名称：数据集维护机构地址 

定义：数据集维护单位的物理联系地址 

约束：可选项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e）名称：数据集维护机构电子邮件 

定义：数据集维护单位的电子邮件地址 

约束：可选项 

出现次数：1∶n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f）名称：数据集更新日期 

定义：更新元数据的日期 

约束：可选项 

出现次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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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日期型 

值域：按 GB/T 7408 执行，格式为 CCYY-MM-DD 

6.11.2.5 限制类属性 

a）名称：数据集安全限制分级 

定义：对数据集操作限制的名称 

约束：可选项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见表 A.10 安全限制分级代码表“名称”列 

b）名称：数据集信息公开属性 

定义：数据集的政府信息公开属性 

约束：可选项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见 A.11 数据集信息公开属性代码表“名称”列 

6.11.2.6 数据质量类属性 

a）名称：数据志说明 

定义：数据生产者有关数据集的产生背景、处理方法、处理步骤等信息的一般说明，一般涉及 环

境信息数据采集来源、分析方法、引用标准、相关业务数据、数据一致性等信息 

约束：必选项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b）名称：数据源说明 

定义：数据源的详细说明，包括数据出处、数据精度等信息 

约束：可选项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c）名称：处理步骤 

定义：数据集生命周期中有关事件或转换信息，包括为维护数据集所进行的处理 

约束：可选项 

出现次数：1∶n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d）名称：数据集质量说明 

定义：对数据进行检查的说明 

约束：可选项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e）名称：数据质量评价 

定义：环境信息数据集质量评价过程及结果（如数据集的完整性、逻辑一致性、定位精度、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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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属性精度等）的说明 

约束：可选项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6.11.2.7 分发类属性 

a）名称：在线资源链接地址 

定义：可以获取环境信息数据集的网络地址，一般指向具体的数据资源应用 

约束：可选项 

出现次数：1∶n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按 RFC 2396  规定 

b）名称：数据分发格式 

定义：数据分发的格式说明 

约束：必选项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c）名称：费用 

定义：数据分发的费用说明，包括货币单位 

约束：可选项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6.11.2.8 关系类属性 

关系类属性的描述参照值域及数据元的特殊属性描述。 

6.12 质量声明属性 

6.12.1 元数据内容 

质量声明元数据包括 4 类属性：标识类、声明类、关系类、管理类，各类属性的详细描述见表 14，

详细的示例见附录表 B11。 

表 14  质量声明的属性 

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约束 

标识类 

中文名称 M 

英文名称 M 

标识符 M 

版本 M 

元数据项类型 M 

提交机构 M 

声明类 

摘要 M 

真实性 M 

时效性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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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约束 

准确性 M 

有效性 M 

代表性 M 

可获得性 M 

关系类 

相关术语 O 

标准引用 O 

相关数据集 M 

管理类 

注册机构 M 

注册状态 M 

注册日期 M 

 

6.12.2 元数据内容 

质量声明有以下两类 9 项特殊属性。 

6.12.2.1 声明类属性 

a）名称：摘要 

定义：对数据集所提供数据的简要描述。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应该包括的方面有对数据集的简要描述、数据是如何收集的（实施方案）、影响

准确性的主要问题、样本调查的应答率、与之前结果一致性差的主要影响因素、采用的主要分类方法等。 

b）名称：真实性 

定义：数据记录值和仪器、设备等的测量值一致，据实填写，无弄虚作假情况，具有良好的可追溯

性。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c）名称：时效性 

定义：对数据适用时间段的说明。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d）名称：准确性 

定义：对观测值或估计值与真值的接近程度的说明。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e）名称：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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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数据对达到预期结果程度的说明。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f）名称：代表性 

定义：数据样本反映的结果推及到总体的说明。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g）名称：可获得性 

定义：对数据获得的难易程度及方式的说明。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6.12.2.2 关系类属性 

a）名称：相关数据集 

定义：引用该元数据项的数据集。 

约束：必选 

出现次数：1∶1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域：自由文本 

关系类其他属性的描述参照数据元的特殊属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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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规范中用到的附表 

 

表 A.1  元数据项类型列表 

类型 含义 

分类方案 由国家或国际机构认可的，用来对数据进行分类的官方语言。 

数据元 
数据元是用一组属性描述其定义、标识、标识和允许值的数据单元，在一定语境下，通常用于构

建一个语义正确、独立且无歧义的特定概念语义的信息单元。 

数据元概念 数据元概念是指为了达到通过对象类和特性的组合来定义数据元的目的而形成的概念。 

数据集规范 
数据集规范是针对一个特定的工作任务或者主题（比如排污许可制管理、大气环境监测等），对应

该包括的数据元进行说明，形成的标准。 

术语 术语是对专用概念或容易引起歧义概念的详细解释。 

指标 描述一个或一组统计数据，给国家社会的某些方面的建议。 

对象类 
现实世界中的客观事物、主观想法、抽象概念的集合，有清楚的边界和含义，并且特性和其行为

遵循同样的规则而能够加以标识。 

数据集 
数据集是一个特定的数据集、数据库，特别是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的环境领域有关的数据集或数

据库。 

特性 特性是对象类的所有个体共有的某种性质。 

质量声明 对质量的多维度声明，目的是依据指标和数据集报告评价数据质量。 

值域 值域提供数据元可以实现的值的范围。 

表 A.2  国家机构注册状态列表 

类型 实施主体 含义 

建议 提交人员 为了使初审人员审议，提交人员已经提交元数据项。 

通过初筛 初审人员 初审人员确定该元数据项符合基本的质量标准，并已准备好由相关数据委员会审议。 

修改再提交 初审人员 元数据项不符合基本的质量标准，返回给提交人员修改再提交。 

废弃 初审人员 元数据项不符合基本的质量标准，不再返回给提交人员。 

执行 数据委员会 元数据项通过数据委员会批准，作为标准被执行。 

终止提交 数据委员会 元数据项应用意义不大，未通过数据委员会批准，不再返回给提交人员。 

被取代 数据委员会 元数据项通过数据委员会批准不再继续执行，被新的元数据项取代。 

被注销 数据委员会 元数据项被注册机构提名注销，数据委员会批准注销。 

表 A.3  对象类类别列表 

类别 说明 

环境污染源 排放环境污染物质的源头。 

环境污染物质 环境污染源排放的有害物质。 

环境 包括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水、土壤、空气等）。 

人 自然界的高级动物，有别于其他生物。 

其他生物 除人以外的其他生物，如动物、植物、微生物。 

事件 发生过的历史和现代与环境污染有关的事件，如环境事故、环境污染健康损害事件等。 

活动 
活动是由共同目的联合起来并完成一定社会职能的动作的总和，此处指和环境相关的活动，如监测、

干预、调查、评估等。 

资源 此处指为环境相关活动服务的事物，如设施、仪器设备、方法、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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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特性类别列表 

类别 说明 

位置特性 描述对象类空间位置的参数，如经度、纬度、高度、地址等。 

时间特性 描述对象类时间位置的参数，如年、月、日、时、分、秒等。 

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特性 描述对象类生产经营活动的参数，如排放量等。 

物理特性 
描述对象类物理性质的参数，如体积、面积、长度、高度、强度、颜色、速度、粒度、密度、

温度等。 

化学特性 描述对象类化学性质的参数，如 COD、腐蚀性、酸碱度等。 

毒理学特性 描述对象类毒理学性质的参数，如 LD50、致癌、致畸、致突变等。 

测量特性 对对象类作出量化描述的事物，如采样、分析、仪器、设备、试剂等。 

资源特性 描述对象类类别中资源的参数，如资源的价值、数量、可用状态、隶属关系等。 

标识特性 对对象类进行标识的参数，如名称、编码等。 

社会人口文化特性 
人类对自身生产、抚育后代、婚丧嫁娶、道德教育等以及人的族类、群落、生存状况、生态环

境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反映，如民族、婚姻状况等。 

其他特性 除以上特性以外的其他特性，比如与健康相关的特性等。 

表 A.5  表示类别列表 

表示类别 含义 表示类别 含义 

代码 在一个系统中代表较长值的有效符号。 文本 未格式化，描述性的一系列语句。 

日期 特定的年月日，格式参照 GB/T 7408。 总和 代表一组值或整个数量的数值之和。 

日期时间 特定的年月日中的特定时间点，格式参照 GB/T 7408。 计数 物质或实体的个数。 

标识符 两个且只有两个表明条件的值，如“开/关”、“真/假”。 数量 非货币单位数量，通常与计量单位有关。 

百分比 
具有相同计量单位的两个值之间的百分数形式的比

率。 
金额 货币单位的数量，通常与货币类型有关。 

比率 一种物质或实体的量与另一种物质或实体的量的比。 均值 代表算术均数的一个数值。 

表 A.6  数据类型列表 

数据类型 说明 

字符型 通过字符形式表达的值的类型。 

数值型 通过从“0”到“9”数字形式表达的值的类型。 

日期型 通过 YYYYMMDD 的形式表达的值的类型，符合 GB/T 7408。 

逻辑型 两个且只有两个表明条件的值，如“开/关”、“真/假”。 

富文本型 适用于需要录入字符值多的类型。 

表 A.7  数据集规范类别列表 

类别 说明 

国家最小数据集 国家通过法律或规章规定的必须采集和上报的数据。 

数据集规范 利益相关人认同的数据集的采集项目和标准化输出。 

表 A.8  数据集保管期限代码表 

名称 代码 

永久 001 

定期 002 

表 A.9  数据更新频率代码表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年 001 小时 009 

半年 002 10 分钟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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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季度 003 5 分钟 011 

双月 004 1 分钟 012 

月 005 秒 013 

旬 006 数据要更新 014 

周 007 无更新计划 015 

日 008   

表 A.10  安全限制分级代码表 

名称 代码 定义 

第一级 001 
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会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但不损害国

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第二级 002 
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会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产生严重损害，或者对

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造成损害，但不损害国家安全 

第三级 003 
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会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造成严重损害，或者对国家安全造成

损害 

注：根据 GB/T 22240-2008 制定本代码表。 

表 A.11 数据集信息公开属性代码表 

名称 代码 

主动公开 001 

依申请公开 002 

不予公开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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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管理对象的元数据表达示例 

 

 

表 B1  对象类的元数据表达示例 

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内容示例 

标识类 

中文名称 地下水 

英文名称 Groundwater 

标识符 HJOBJECT20130730141552267 

版本 1.0 

元数据项类型 对象类 

提交机构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对象类类别 环境 

定义类 定义 
贮存于包气带以下地层空隙，包括岩石孔隙、裂隙和溶洞之中的水。（引

自《卫生学大词典》） 

关系类 
相关术语 地下水 

相关数据元概念 地下水的镉浓度，地下水的砷浓度 

管理类 

注册机构 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 

注册状态 已通过 

注册日期 2017-03-30 

表 B2  特性的元数据表达示例 

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内容示例 

标识类 

中文名称 pH 值 

英文名称 Hydrogen ion concentration（pH） 

标识符 HJPROPERTY20140313163126626 

版本 1.0 

元数据项类型 特性 

提交机构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特性类别 化学特性 

定义类 定义 
溶液中氢离子浓度的负对数（以 10 为底），可以表示溶液的酸碱程度。

（引自《环境科学大辞典》） 

关系类 
相关术语 无 

相关数据元概念 地下水的 PH 值，污染源废水样品的 PH 值 

管理类 

注册机构 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 

注册状态 已通过 

注册日期 2017-03-13 

表 B3  分类方案的元数据表达示例 

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内容示例 

标识类 

中文名称 地下水水质级别分类 

英文名称 Classification of ground water grades 

标识符 HJCLASSFICATION2013082915234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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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内容示例 

版本 1.0 

元数据项类型 分类方案 

提交机构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分类原则 
依据我国地下水水质现状、人体健康基准值及地下水质量保护目标，并参照了

生活饮用水、工业、农业用水水质最高要求，将地下水质量划分为五类。 

定义类 定义 地下水水质级别的分类依据。 

关系类 

标准引用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14848-93》 

相关术语 无 

相关值域 地下水质量等级值域 

管理类 

注册机构 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 

注册状态 已通过 

注册日期 2017-04-29 

表 B4  值域的元数据表达示例 

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内容示例 

标识类 

中文名称 地下水质量等级值域 

英文名称 Value domain of groundwater quality grades 

标识符 HJRANGE20130827104047881 

版本 1.0 

元数据项类型 值域 

提交机构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定义类 定义 地下水质量等级的允许值范围。 

表示类 

表示类别 代码 

数据类型 数值型 

表示格式 n 

最小长度 1 

最大长度 1 

允许值 

值 含义 说明 

1 Ⅰ类 主要反映地下水化学组分的天然低背景含量。适用于各种用途。 

2 Ⅱ类 主要反映地下水化学组分的天然背景含量。适用于各种用途。 

3 Ⅲ类 
以人体健康基准值为依据。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及

工、农业用水。 

4 Ⅳ类 
以农业和工业用水要求为依据。除适用于农业和部分工业用水外，

适当处理后可作生活饮用水。 

5 Ⅴ类 不宜饮用，其他用水可根据使用目的选用。 

计量单位 无 

关系类 

相关术语 地下水 

相关数据元 地下水的质量等级 

相关分类方案 地下水水质级别分类 

管理类 

注册机构 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 

注册状态 已通过 

注册日期 2017-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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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5  数据元概念的元数据表达示例 

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内容示例 

标识类 

中文名称 地下水的铅浓度 

英文名称 Lead concentrations of groundwater   

标识符 HJCONCEPT20131023210924697 

版本 1.0 

元数据项类型 数据元概念 

提交机构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定义类 

定义 单位体积地下水样品中铅的含量。 

相关对象类 地下水 

相关特性 铅浓度 

关系类 
相关术语 地下水 

相关数据元 地下水的铅浓度 

管理类 

注册机构 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 

注册状态 已通过 

注册日期 2017-05-27 

表 B6  数据元的元数据表达示例 

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内容示例 

标识类 

中文名称 环境水样品中的铅浓度（mg/L） 

英文名称 Lead concentration of environmental water（mg/L） 

变量名 CE151483 

标识符 HJELEMENT20131023213224982 

版本 1.0 

元数据项类型 数据元 

提交机构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同义名词 无 

相关环境 无 

定义类 

定义 单位体积环境水样品中铅的含量，以 mg/L 为单位表示。 

相关数据元概念 环境水样品的铅浓度 

相关值域 铅浓度值域（液体） 

表示类 

表示类别 总和 

数据类型 数值型 

表示格式 nn.nnnn 

最小长度 6 

最大长度 7 

允许值 大于等于零的实数  

计量单位 mg/L 

关系类 使用指南 

铅可以在人体内蓄积其毒性作用是损害器官主要是骨髓造血系统、心血

管系统、神经系统和肾脏对造血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毒害表现为抑制血

红蛋白合成、溶血和血管痉挛。 

采集含铅环境水样品时，需注意： 

1、采样时不可搅动水底的沉积物，并保证采样点的位置准确。 

2、如果水样中含沉降性固体（如泥沙等），则应分离除去。分离方法为：

将所采水样摇后倒入筒形玻璃容器（如 1～2L 量筒），静置 30min，将不

含沉降性固体但含有悬浮性固体的水样移入盛样容器并加入保存剂。 

3、采样容器可以为硬质玻璃瓶或聚乙烯瓶，需加入 1%的 HNO3 作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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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内容示例 

存剂，即水样若为中性，1L 水样中加入浓 HNO310mL。样品最多保存

14 天，至少采集 250mL，洗涤方式为：洗涤剂洗一次、自来水洗二次、

1+3HNO3 荡洗一次、自来水洗三次、去离子水一次。 

需备注仪器及方法的检出限，未检出或低于检出限，填写 0，计算时采

用检出限的一半。 

标准引用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GB/T 14848-93）； 

《海水水质标准》（GB 3097—1997）； 

《国家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89）；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92） 

评价标准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标准限值中一类水的铅标准限值为

0.01mg/L，二类水为 0.01mg/L，三类水为 0.05mg/L，四类水为 0.05mg/L，

五类水为 0.1mg/L。海水水质标准规定铅的第一类标准限值为 0.001mg/L；

第二类为 0.005mg/L；第三类为 0.010mg/L；第四类/L；Ⅱ类 0.01mg/L；

Ⅲ类 0.05mg/L；Ⅳ类 0.1mg/L；Ⅴ类>0.1mg/L。 

相关数据集规范 铅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基本数据集规范 

相关数据集 县铅污染调查数据集，县环境调查数据集 

相关指标 环境地表水铅超标率 

相关术语 无 

管理类 

注册机构 环境信息中心 

注册状态 已通过 

注册日期 2017-5-30 

备注 无 

附加类 

采样方法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04）；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 

检测方法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 700-2014）；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金属指标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5750.6-2006）； 

表 B7  数据集规范的元数据表达示例 

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内容示例 

标识类 

中文名称 铅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基本数据集 

英文名称 
Basic data set specification for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n 

lead 

标识符 HJNORM20130922200332878 

版本 1.0 

元数据项类型 数据集规范 

提交机构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数据集规范类别 国家最小数据集 

内容类 相关数据元 

沉积物样品的铅浓度，固体废物样品的铅浓度，环境空气样品的地理

坐标-经度，环境空气样品的地理坐标-纬度，环境空气样品的铅浓度，

环境水样品的经度，环境水样品的纬度，环境水样品的铅浓度，土壤

样品的经度，土壤样品的纬度，土壤样品的铅浓度，积尘样品的经度，

积尘样品的纬度，积尘样品的铅浓度，主要农作物中的铅浓度，企业

的地理坐标-经度，企业的地理坐标-纬度，企业的废水排放去向，企业

的固废处置方式，企业的固废年处置量，企业的固废年贮存量，企业

的固废贮存方式，企业的开业日期，企业的年废气排放量，企业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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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内容示例 

废水排放量，企业的铅排放途径，室内空气样品的铅浓度，儿童血铅

浓度 

关系类 

相关术语 环境水，沉积物 

使用指南 

在进行环境铅污染的健康风险评估时应该按照数据集规范收集核心信

息，并按照数据集规范中对各核心数据元的要求进行数据采集，以保

证数据在定义、格式、表达方面的一致性。 

相关数据集 环境与健康哨点监测数据集 

管理类 

注册机构 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 

注册状态 已通过 

注册日期 2017-7-20 

表 B8  术语的元数据表达示例 

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内容示例 

标识类 

中文名称 地表水 

英文名称 surface water 

标识符 HJTERM20130514144513769 

版本 1.0 

元数据项类型 术语 

提交机构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同义名词 陆地水 

相关环境 定义同陆地水，可代指“陆地水”。 

定义类 定义 
存在于地壳表面，暴露于大气的水，是河流、冰川、湖泊、沼泽四种

水体的总称。 

关系类 

相关术语 暴露 

标准引用 无 

使用指南 无 

相关元数据项 

地表水-水体名称，【文本|Z|无】，地表水-水期（潮期），【代码|n|无】，

地表水-水体名称，地表水-水期，地表水-采样断面，地表水-水深，地

表水-水用途，地表水-采样人，环境水采样基本数据集，环境水样品，

全国重点地区环境与健康专项调查-环境水采样数据库 

管理类 

注册机构 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 

注册状态 已通过 

注册日期 2017-3-20 

表 B9  指标的元数据表达示例 

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内容示例 

标识类 

中文名称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英文名称 Industrial Wastewater Discharge  Standard-meeting Rate 

标识符 HJKPI20130918111827755 

版本 1.0 

元数据项类型 指标 

提交机构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同义名词 无 

相关环境 在环境统计中作为废水排放情况的重要指标之一 

定义类 定义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是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与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

比率。其中，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是指全面达到国家与地方排放标准

的外排工业废水量，既包括经处理后达标外排的工业废水量，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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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处理即能达标外排的工业废水量。 

计算公式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100% 

表示类 

表示类别 百分比 

数据类型 数值型 

表示格式 n.n-nn.n 

最小长度 3 

最大长度 4 

允许值 0.0%-99.99% 

计量单位 % 

关系类 

使用指南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是指工业企业单位，经其所有排污口排到企业外

部并稳定达到国家或地方污染排放标准的工业废水总量；工业废水排

放总量是指经过企业厂区所有排放口排到企业外部的工业废水量。包

括生产废水、外排的直接冷却水、超标排放的矿井地下水和与工业废

水混排的厂区生活污水，不包括外排的间接冷却水（清污不分流的间

接冷却水应计算在内） 

标准引用 《环境统计报表制度（2012）》 

相关数据元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相关数据集 各地区工业污染物排放情况数据集 

相关术语 无 

管理类 

注册机构 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 

注册状态 已通过 

注册日期 2017-4-20 

表 B10  数据集的元数据表达示例 

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内容示例 

标识类 

中文名称 2006 年中国环境统计年报 

英文名称 China Environmental Statistical Annual Report 2006 

标识符 HJDATASETS20070509111827755 

版本 1.0 

元数据项类型 数据集 

提交机构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数据集发布日期 2007-05-09 

数据集摘要 
2006 年我国环境统计情况，包括工业企业、生产及生活以及医院的各

类污染物的排放情况以及对其的分析 

关键字 环境统计  年报 

数据集类目名称 环境统计 

数据集类目编码 04140101 

数据集分类标准 HJ 417-2009 环境信息分类与代码 

数据量 10mb 

数据集保管期限 定期 

覆盖范围类 

空间范围描述 全国 

地理边界矩形东边经度 无 

地理边界矩形西边经度 无 

地理边界矩形南边纬度 无 

地理边界矩形北边纬度 无 

垂向覆盖范围最小值 无 

垂向覆盖范围最大值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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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内容示例 

起始时间 2006-01-01 T10：00：00 

结束时间 2006-12-31 T10：00：00 

时刻 无 

内容类 

资源域 业务应用：环境统计 

特征数据元 

统计企业基本情况 废水 废气 工业固体废物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情况 

工业污染物排放达标情况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情况 重点城市主要污染

物排放情况 医院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环境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核安全

与辐射环境管理 

维护类 

更新频率 年 

数据集维护机构名称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数据集维护机构电话 010-84943020 

数据集维护机构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大羊坊 8 号（乙） 

数据集维护机构电子邮件 webmaster@cnemc.cn 

数据集更新日期 2007-01-01 

限制类 
数据集安全限制分级 第一级 

数据集信息公开属性 主动公开 

数据质量类 

数据志说明 
由中国监测总站对全国各省市的年度污染情况进行统计和汇总，并有国

家环境保护总部对统计数据进行审核 

数据源说明 无 

处理步骤 无 

数据质量说明 无 

数据质量评价 无 

分发类 

在线资源链接地址 
http：//www.zhb.gov.cn/gzfw_13107/hjtj/hjtjnb/ 

201605/U020160604796215059661.pdf 

数据分发格式 CSV/TXT 

费用 无 

关系类 

相关术语 无 

相关指标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达标率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城市污水处理率 

管理类 

注册机构 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 

注册状态 已通过 

注册日期 2017-3-20 

表 B11  质量声明的元数据表达示例 

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内容示例 

标识类 

中文名称 县环境与健康调查数据质量申明 

英文名称 Data quality statement for DAYU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survey  

标识符 HJQUALITY20151118104517434 

版本 1.0 

元数据项类型 质量声明 

提交机构 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声明类 

摘要 

该数据为重点地区环境与健康调查工作内容之一，所有环境数据经过

了北京师范大学审核，所有健康相关数据经过中国医科院基础所审核，

并由复旦大学进行了第三方评估，整体数据质量优良。 

真实性 
所有环境数据、健康数据通过了复旦大学第三方评估组的溯源，可溯

源率为 100%。 

时效性 该数据能反映 2012 年县调查区域内环境与健康状况。 

mailto:webmaster@cnemc.cn
http://www.zhb.gov.cn/gzfw_13107/hjtj/hjtjnb/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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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内容示例 

准确性 

所有环境数据均通过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审核；所有健康数据均通过中

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的审核。环境调查相关数据准确率为

97.4%，健康调查相关数据准确率为 99.0%。 

有效性 

按照关键变量的完整情况对数据进行了评估，环境调查相关数据的关

键变量完整率为 99.2%，健康调查相关数据的关键变量完整率为

98.5%。 

代表性 
本次调查区域覆盖了县的个乡镇个村，能够代表矿采选行业对

周边人群的健康影响情况。 

可获得性 经授权后可以使用。 

关系类 

相关术语 无 

标准引用 《数据的统计处理和解释正态样本离群值的判断和处理》（GB/T 4883） 

相关数据集 县环境与健康调查数据  

管理类 

注册机构 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 

注册状态 已通过 

注册日期 2017-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