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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數位典藏系統的發展過程中，後設資料(metadata)

規格的分析與製作，是很重要的一環。我們以 XML 文
件儲存後設資料規格，並以原生型 XML 資料庫系統

(native XML database system)儲存 XML文件，實作出後
設資料儲存庫系統，並實際將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中所產生的數份後設資料需求規格書存入系統中，提供

使用者查詢各計畫的後設資料規格。系統亦提供讓使用

者自行創造、儲存、分享後設資料規格之功能。本系統

提供數位典藏後設資料規格的查詢、製作及儲存環境，

期望未來進一步成為後設資料分析與製作的知識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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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數位典藏是將重要的典藏文物數位化保存與管理。

配合現今的網路環境，數位典藏文物資料可以方便地呈

現與使用。在數位典藏系統的建置過程中，典藏品的後

設資料(metadata)分析是很重要的一環。其分析結果會影
響到整個典藏資料的完整性，並關係到整個典藏系統的

建置、資料的著錄、檢索精確度、後續的資料交換與加

值利用等。由於後設資料的重要性，在建立數位典藏系

統過程中，後設資料的分析是在初期就必需被定義的。 

製作一份後設資料規格書需花費大量的時間與人

力。目前後設資料的分析與制定，多數由後設資料分析

人員與典藏內容提供者共同討論資料需求，並比對過去

相關計畫與國際標準的後設資料，最後再製作成後設資

料規格書。在此分析、比對、製作的過程中，多以人工

處理的方式，並沒有太多的軟體工具可以輔助。而產生

的後設資料規格書，一般多以紙本或電子檔案的方式呈

現，對於查詢與再利用上會受到限制。 

XML是由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W3C)所制
定。由於 XML 具有可自定標籤(tag)、可擴充性、易於

程式處理及可彈性地改變文件結構與內容的特性，因此

常被用來呈現結構複雜的資料。數位典藏領域的後設資

料具有項目眾多、結構複雜、需求異動性大的特質。因

此，XML常被用來表示後設資料，如應用於數位典藏的

Dublin Core [5]及定義學習物件(learning object)的 IEEE 

Learning Object Metadata [6]等後設資料標準，皆訂出以

XML呈現後設資料的規範。由於以 XML呈現後設資料

具有前述眾多優點[9]，因此，我們以 XML 來呈現後設

資料規格。 

我們的主要工作在提供一個後設資料儲存庫系統，

儲存過去已發展的後設資料規格及國際的後設資料標

準。它可以提供典藏單位在後設資料分析時的查詢與使

用，並且快速地建立後設資料規格。預期可減少後設資

料規格書之製作時間與人力，並提升整個數位典藏系統

的建置速度。 

本文第 2 節介紹不同類型的資料庫系統如何儲存

XML文件。第 3節說明後設資料儲存庫系統架構及如何

以 XML呈現後設資料規格。第 4節說明軟體實作。第 5
節為結論與未來方向。 

 

2. 儲存 XML文件之資料庫 
目前用來儲存 XML 文件的資料庫系統，大體上可

以分為兩大類，一種是以關聯式資料庫系統儲存，另一

種是以原生型 XML 資料庫系統(native XML database 
system)儲存，分別說明於下。 

2.1. 以關聯式資料庫儲存 
以關聯式資料庫系統儲存 XML 文件的方式可區分

為兩種[8][10]。第一種是透過事先定義好的對應規則，
將 XML 文件拆解成多個部份存放在不同的表格

(table)。當要取回原本的 XML 文件時，則透過 SQL 查
詢語言取得各表格的資料，再組合成 XML 文件。此方
式的優點是可快速的處理結構固定的 XML 文件，並可
直接套用在關聯式資料庫系統之上。但當 XML 文件結
構很複雜時，此方法將產生大量的表格。若要將分散在

各表格中的資料組合成完整的 XML 文件，必需透過複
雜的資料結合(join)才能達成。此外，一旦對應規則訂定
後，若因資料需求的改變而造成 XML 文件結構需要更

動時，則可能需重新定義對應規則。因此，在處理不同

結構的 XML文件時較無彈性。 

第二種方式是將 XML文件以文字或二進位(binary)
資料的格式存入關聯式資料庫系統表格的一個大型欄位

(large object，LOB)中，在存取 XML文件時只須對此欄

位進行資料的輸入、輸出即可。此方式的優點是設計簡



單，不需複雜的表格拆解動作即可處理結構複雜的 XML
文件，適合應用於以整份 XML 文件作為輸入、輸出的
應用程式，亦可直接套用在關聯式資料庫系統之上。而

此方式的缺點是當僅需處理部份特定元素(element)之資
料時，仍需輸出整份 XML 文件，再進行資料剖析

(parsing)，才能正確地處理 XML文件。針對此缺點，越
來越多的關聯式資料庫系統加入 XML 文件的處理機制

以改進此缺點。 

2.2. 以原生型 XML資料庫儲存 
近年來興起ㄧ種專為儲存XML文件的原生型XML

資料庫。它是以 XML 文件為基本儲存單位，儲存時不

需將文件拆解而儲存於多個表格，或預先設定儲存欄位

的資料型態。因此，可以容易的存取整份 XML 文件，
並且不會改變其原本的資料結構與內容[2]。以 eXist 原
生型 XML 資料庫系統為例[4]，除上述優點外，並提供
XQuery [12]、全文檢索(full-text searching)、自動索引

(automatic indexing)、Java程式語言整合(Java binding)等
機制，可容易的進行程式的開發與應用。 

由於數位典藏領域之後設資料相當複雜，且資料需

求經常改變，因此，以整份 XML 文件為一個基本的儲
存單位，對於更改後設資料規格的架構及內容有較高的

彈性。而 XML資料庫系統對 XML文件的處理機制較完

整，且有免費的 eXist可以使用，所以我們以原生型 XML
資料庫系統儲存 XML文件。 

 

3. 後設資料儲存庫系統架構 
我們的後設資料儲存庫系統架構(見圖 1)，採用三層

式架構，分別為 XML 資料庫系統、應用程式伺服器和

使用者瀏覽器。XML資料庫系統扮演著資料儲存庫的角

色，主要是儲存過去所有計畫所採用的後設資料規格、

國際的後設資料標準及使用者自行建立的後設資料規

格。應用程式伺服器扮演著與 XML 資料庫系統及使用

者瀏覽器的溝通角色；系統的主要功能即是在此應用程

式伺服器上運作。使用者瀏覽器則是使用者的操作界

面。透過三層式架構的設計，使用者無需特別安裝應用

程式，即可以瀏覽器操作系統上所有的功能。 

後設資料
XML

XML 資料庫系統

應用程式伺服器

後設資料檢索

後設資料製作工具

系統管理

使用者

瀏覽器
HTMLXML

圖 1  後設資料儲存庫系統架構圖 

 

本系統提供了三個主要功能： 

(1) 後設資料檢索。本功能提供使用者以後設資料的項

目名稱、英文名稱、資料型態、欄位大小等項目進

行關鍵字的檢索，並以 XQuery 的語法查詢儲存於
XML資料庫系統中的後設資料規格。 

(2) 後設資料製作工具。本功能提供使用者以一般的瀏

覽器，依自己的需求直接在線上建立全新的後設資

料規格，或修改已存在於後設資料儲存庫系統中的

後設資料規格。使用者完成製作的後設資料規格，

可存入後設資料儲存庫系統中，亦可將此資料儲存

在自己的電腦上，以提供後續後設資料的維護，及

系統分析時之參考。 

(3) 系統管理。將根據使用者的身分對其所能執行的功

能加以控管；不同權限的使用者可使用的功能不

同。透過此機制來防止未經授權的人進入系統，避

免不當的使用、竄改或破壞資料。 

在呈現後設資料的 XML 文件架構設計上，主要是
參考中研院 MAAT 小組所製作的後設資料需求規格表

之項目，以漢代簡牘後設資料需求規格書[1]為例，表 1
為需求欄位建置表部份內容，其中，英文名稱欄位用來

說明後設資料各元素的英文名稱。資料型態欄位用來說

明著錄資料時的資料型態，如 Varchar 表示該元素在典
藏系統中是以文字型態的方式來輸入資料。大小欄位用

來說明該元素在典藏系統資料庫中所需之最大空間，以

字元為單位。 

 
表 1  漢代簡牘需求欄位建置表部份內容 

項目名稱 英文名稱 資料型態 大小

基本資料 
遺物 
登錄號

Registered 
Number Varchar 30 識

別

資

料
簡號 

Identifier
Pek. Coll. Varchar 200

 
表 2為需求欄位屬性表部份內容，其中，必填欄位

標示「＊」，表示著錄資料時該元素之值不能為空值。

屬性欄位標示「唯一」，表示該元素的值在資料庫中是

唯一存在的。提供者欄位說明著錄該元素資料時是由典

藏系統自動產生或由填表者自行填入。 

 
表 2  漢代簡牘需求欄位屬性表部份內容 

項目名稱 必填 多值 屬性 提供者

基本資料 
遺物登錄號   唯一 填表者

識別資料
簡號 

＊ 
 

 
 唯一 填表者

 



表 3為後設資料標準比對表部份內容，其目的是記

錄各元素與國際標準(如 Dublin Core)的對應情況，如「遺
物登錄號」是對應於 Dublin Core所規範的 Identifier。 

 
表 3  漢代簡牘後設資料標準比對表部份內容 

項目名稱 Dublin Core
Elements 

基本資料 
遺物登錄號 Identifier 

識別資料 
簡號 Identifier 

 
我們將上述三個表格的內容以 XML 呈現，如圖 2

所示。在主題的 element 中，包含一個 name 的屬性
(attribute)，其值為「漢代簡牘」，它用來描述後設資料

規格的計畫名稱。接著根據前述的表格內容，以 element
代表後設資料規格中的元素(如識別資料)，並以 attribute
表示各元素之描述項目(如英文名稱、資料型態等)。 

 

 
圖 2  以 XML呈現漢代簡牘後設資料規格 

 
此外，我們參考將MAAT小組對 Dublin Core [5]、

CDWA [3]等國際上著名的後設資料標準之翻譯，將其內

容以 XML格式呈現。由於 Dublin Core僅有規範英文名
稱的資訊，因此，如圖 3所示，在呈現 Dublin Core基本
元素的 XML文件中，僅有英文名稱的 attribute，而沒有
圖 2 中資料型態、大小、多值等 attribute。這樣的設計
可避免 XML 文件中包含不必要的內容描述，以減少

XML文件之儲存空間。若未來 element的 attribute項目
增加，系統亦可彈性的擴充，並可避免改變其它已存在

於系統中的 XML文件。 

 

 
圖 3  以 XML呈現 Dublin Core的基本元素 

 

4. 軟體實作 
我們的系統，在 XML資料庫系統端，採用的是 eXist 

[4]。在應用程式伺服器端，採用的是 Apache Tomcat。
系統程式採用 Java SDK 1.4.2_03 及 JavaServer Pages 
(JSP)程式語言開發，資料庫查詢語言採用 XQuery。在
使用者端採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 及 Mozilla 
Firefox 進行測試。在作業系統上皆採用 Microsoft 
Windows XP作業系統。 

後設資料儲存庫系統中所儲存的 XML 文件，並不

適合於使用者直接閱讀，因此需將其轉換成 HTML之表
格型式呈現，以利於使用者了解。負責將後設資料 XML
內容轉換成 HTML的處理程式，是以 Java API for XML 
Processing (JAXP)之 DOM API [7]撰寫。此程式會計算出
XML 文件中每ㄧ個 element 的階層數及子 element 個
數，並逐一抓出各 element的名稱及 attribute的值以產生
HTML。以圖 2 的漢代簡牘後設資料規格 XML 文件為
例，透過此程式會轉換成如圖 4的表格。 

 

 
圖 4  將 XML轉換成表格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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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後設資料儲存庫系統畫面 

 

後設資料儲存庫系統畫面如圖 5所示，主要可分成
三個區域。在系統畫面的左方是功能區，其顯示使用者

可操作的系統功能，如後設資料檢索功能等，使用者可

透過點選各功能的連結來進行操作。功能區的右上方為

後設資料區，用來呈現檢索功能所找到的後設資料規

格，或呈現後設資料製作工具所產生的後設資料規格。

功能區的右下方為操作區，此區是讓使用者操作系統各

功能時輸入應提供的資訊，將根據不同功能呈現不同的

處理介面。例如使用者點選功能區的後設資料檢索功能

後，在操作區會出現要求使用者輸入關鍵字的介面，以

檢索系統中的後設資料規格。 

後設資料儲存庫系統之初始資料來源，是以人工方

式將中研院 MAAT 小組所產生的後設資料需求規格書

之部份內容及國際上著名之後設資料標準，如 Dublin 
Core、CDWA等，將其轉換成 XML格式匯入後設資料

儲存庫系統中，以測試系統之處理能力。 

我們的後設資料製作工具是後設資料儲存庫系統的

核心，它可以用來製作新的後設資料規格或是維護已存

在於系統中的後設資料規格，其運作流程如圖 6所示。

使用者登入系統後，需先選擇要製作新的或修改舊的後

設資料規格，若要製作新的後設資料規格，使用者須先

輸入計畫名稱、元素名稱等內容來產生根元素(基本元
素)。若要維護存在於系統中的後設資料規格，須先從系

統中選取被授權操作的後設資料規格。接著需選取目前

所要操作的後設資料元素；如圖 7所示，所選取的元素
為遺物登錄號，在該元素上會以「★」表示，並會出現

新增、修改、刪除之按鈕。使用者可新增此元素的子元

素，或修改、刪除該元素之資料。以修改為例，按下修

改按鈕後，在操作區將出現如圖 8之操作介面，使用者
可修改各欄位的內容。而新增元素的方式有兩種： 

1. 使用者可透過輸入新元素的項目名稱、英文名稱等內
容來產生新元素。 

2. 使用者查詢已存在於系統中的後設資料規格，在操作

區將出現如圖 9之檢索結果，使用者可透過點選「加

入」按鈕來產生新元素。 

當後設資料規格建置完成後，使用者可將此資料儲

存至後設資料儲存庫系統中，以供後續之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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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後設資料製作工具運作流程 

 

 
圖 7  後設資料建置畫面 

 

 
圖 8  修改元素內容之操作介面 

 
圖 9  以檢索結果新增元素之操作介面 

 

5. 結論與未來發展 
數位典藏系統的建置過程中，後設資料規格的分析

與製作很重要卻費時費力。我們提出了一個以 XML 文
件儲存後設資料規格之方式，並使用原生型 XML 資料

庫系統做為儲存庫以儲存 XML 文件。我們已將多個數

位典藏計畫的後設資料規格及國際的後設資料規範，以

人工方式轉換成 XML 文件，並儲存於後設資料儲存庫

系統中，可提供使用者檢索不同計畫的後設資料，透過

本系統之後設資料製作工具，讓一般使用者或後設資料

分析人員，在系統的協助下，建立一個新的後設資料規

格。 

在本研究的進行過程中，發現了一些未來值得繼續

探討的方向： 

(1) XML呈現方式的轉換。目前將 XML文件呈現在瀏
覽器上，雖然可直接顯示，但仍不易於人之閱讀，

因此需要將其轉換成 HTML，才能在瀏覽器上完整
的呈現表格、顏色、圖型等，然而將 XML 文件轉
換成 HTML的處理過程，仍然需要繁複的程式來進

行。目前W3C已提出 XForms 1.0 recommendation，
它用 XML 來指示文件之呈現方式[11]。透過支援
XForms 的瀏覽器，可直接呈現出文件格式。雖然
XForms目前仍未被所有的瀏覽器支援，但已有越來

越多的軟體廠商陸續的加入支援 XForms 的行列。

未來若 XForms 正式成為標準，將可大幅降低呈現

XML資料的繁複工作。 

(2) 以 XML 為基礎之數位典藏系統。目前數位典藏系

統大多是以關聯式資料庫系統為儲存實體。在此架

構下，當後設資料需求改變時，資料結構及系統程

式都需要隨之變更，耗費大量的人力與時間維護系

統。若將典藏資料以 XML 文件方式儲存，將可增
加資料結構的彈性，對於後續資料的利用，亦有較

佳的再利用性。 

(3) 後設資料建議機制。目前後設資料規格的製作，是

以人工方式逐一比對國際標準的或相同領域所發展

的後設資料規格，以制定出自己的後設資料規格。

未來，當後設資料儲存庫系統存放大量的後設資料



規格後，可加入智慧分析之能力，自動分析後設資

料規格之各元素所具有的特性及關聯性，並提出後

設資料元素之建議，提供使用者製作後設資料規格

之參考。系統可根據使用者回應之資訊，不斷提升

建議系統之智慧能力。 

(4) 後設資料儲存庫效能評估。目前系統中尚未儲存大

量的後設資料規格，無法測出整個系統的效能瓶

頸。未來將有更多的後設資料規格存入系統之中，

可以用來測試 XML 資料庫系統的能力是否足以應

付多使用者操作、大量資料儲存與運算之需求。 

本研究成果可以讓數位典藏領域的不同計畫與機

構，透過網路分享各自的後設資料規格，讓後續欲建立

數位典藏系統的典藏單位，在分析與建立後設資料規格

時，有一個集中的知識入口，更容易的查詢到相關的資

料，使得後設資料的分析更加的周詳及迅速，進而讓整

個典藏系統的建置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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