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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 WH/T  99—2023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  数字资源采集和著录》的第 7 部分，

WH/T 99—2023 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 1 部分：总则；

——第 2 部分：民间文学；

——第 3 部分：传统音乐；

——第 4 部分：传统舞蹈；

——第 5 部分：传统戏剧；

——第 6 部分：曲艺；

——第 7 部分：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

——第 8 部分：传统美术；

——第 9 部分：传统技艺；

——第 10 部分：传统医药；

——第 11 部分：民俗。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文化艺术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9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傅起凤、康戈武、邱丕相、李延年、崔乐泉、张绰庵、罗时铭、曹守和、陈小蓉。

浙
江
文
旅
标
技
委



WH棷T	 湏湏.湋—湆湂湆湇

V

引　　言

WH/T  99—2023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  数字资源采集和著录》用于指导和规范非物质文

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作中的数字资源采集和著录工作，分为 11 部分。除第 1 部分对采集和著录工作提

出了总体要求外，其余部分的划分依据是国发〔2008〕19 号《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的通知》。根据该通知内容，我国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中的项目类别调整确认为十大门类，即：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

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本文件依据该项目类别对应设置了文件的各

部分。

本文件对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门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资源采集和著录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有助

于相关工作者准确把握、深入挖掘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门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特性，系统、科学地开

展采集工作，进行更加专业和规范的表述，提升成果质量。同时，全面、专业地对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门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进行描述，为数字资源的后续管理、发布和应用等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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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 
数字资源采集和著录 

第 7 部分：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门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资源采集方案编制、采集实施和著录

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门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以下简称“非遗项目”）的数

字资源采集和著录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WH/T 99.1—2023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  数字资源采集和著录  第 1 部分：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WH/T 99.1—2023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采集方案编制

4.1　基本要求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门类非遗项目数字资源采集方案编制的基本要求应符合 WH/T  99.1—2023

中 7.1 的规定。

4.2　组织与人员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门类非遗项目数字资源采集方案编制的组织与人员应符合 WH/T  99 .1—

2023 第 6 章的规定。

4.3　采集方案的内容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门类非遗项目数字资源采集方案的内容应符合 WH/T  99.1—2023 中 7.2 的

规定。

4.4　采集方案编制步骤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门类非遗项目数字资源采集方案的编制步骤应符合 WH/T 99.1—2023 中 7.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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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采集要素

4.5.1　通用采集要素

通用采集要素适用于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门类所有非遗项目，是该门类非遗项目均应采集的要素，

包括非遗项目基本信息、相关习俗、场地、器械（具）、训练理论与方法、传承、组织机构、文物古迹、文献资

料和保护情况。

4.5.2　专项扩展采集要素

专项扩展采集要素适用于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门类中特定专项的非遗项目，是该专项非遗项目应扩

展采集的要素。应根据非遗项目的内涵、表现形式和主要特点，确定其所属专项。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门类非遗项目的专项扩展采集要素包括：

—— 传统体育（武术部分）专项扩展采集要素：代表拳种、器械运动、传统比试和武术名胜地；

—— 传统体育（其他部分）专项扩展采集要素（适用于传统体育养生术、民俗民间体育、少数民族体

育等非武术类传统体育非遗项目）：活动方法、活动规则；

—— 游艺专项扩展采集要素：游艺方法、游艺规则；

—— 杂技专项扩展采集要素：作品（节目）、技艺、演词、音乐、化妆、舞美灯光。

4.6　采集对象和采集方式的选择

4.6.1　通用采集对象和采集方式的选择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门类非遗项目通用采集对象和采集方式的选择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门类非遗项目通用采集对象和采集方式的选择

序号 采集要素 采集对象
采集方式

文字 图片 录音 录像

1 非遗项目基本信息

1.1 非遗项目综合概述

　　首次正式进行数字资源采集时，应采集非遗项目的基
本信息。再次进行采集时，可对其基本信息进行补充或修
订，完善基本信息内容。

必备 必备 — —

1.2 环境 必备 必备 — 可选

1.3 历史沿革 必备 必备 — 可选

1.4 分布区域 必备 可选 — —

1.5 存续状况 必备 — — —

1.6 价值 必备 — — —

2 相关习俗

　　采集与非遗项目相关的习俗，要求如下：
　　——采集对象的选择范围包括：
　　　　●  仪式活动（含走会）；
　　　　●  行话术语；
　　　　●  禁忌和规矩（含武德礼仪）；
　　　　●  相关传说。
　　——采集对象应按照以下要求进行选择：
　　　　●  具有地域或民族特色的习俗；
　　　　●  流传区域广泛的习俗；
　　　　●  流传时间悠久的习俗。

必备 必备 — 必备

3 场地
　　场地的采集对象应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比赛或演练场
地、演出场地、比试场地和特殊练习场地。
　　采集对象的选择范围包括：

必备 必备 —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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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门类非遗项目通用采集对象和采集方式的选择（续）

序号 采集要素 采集对象
采集方式

文字 图片 录音 录像

3 场地

　　—— 传统体育（武术部分）专项：传统武术的练习场
地和拳种要求的特殊练功场地；

　　—— 传统体育（其他部分）专项和游艺专项：比赛或
演练场地，如江湖要道、广场旷野等传统场地及会
馆、赛场等建筑；

　　—— 杂技专项：演练、演出或比赛场地，如古戏台与戏楼、
街头巷尾、戏院剧场、广场、马戏棚和江湖水域等。

必备 必备 — 可选

4 器械（具）

4.1 器械、道具 　　器械（具）的采集对象包括器械、道具、服装等，应重
点采集作为实物的器械（具）相关信息。

必备 必备 — 可选

4.2 服装 必备 必备 — 可选

5 训练理论与方法

　　训练理论与方法的采集对象选择范围包括：
　　——身体训练；
　　——技艺方法；
　　——辅助训练。

必备 — 必备 必备

6 传承

6.1
传承人（含代表性传
承人）

　　传承人的采集对象选择要求包括：
　　—— 对已故重要传承人，应根据其对非遗项目发展的

贡献和历史影响进行选择。
　　—— 对健在重要传承人，应按照以下优先顺序进行 

选择：
　　　　●  代表性传承人；
　　　　●  具有较高声誉的传承人；
　　　　●  曾经荣获奖项的传承人；
　　　　●  在收徒、授徒方面有重要贡献的传承人；
　　　　●  具备现场采集条件的传承人；
　　　　●   对非遗项目有重要贡献和重大影响的其他传

承人。
　　传承人的采集对象选择范围包括：
　　—— 传统体育（武术部分）专项：长期从事该武术习

练、研究的传承人和研究人员等；
　　—— 杂技专项：创作者、教练、编导、演员、作曲者、舞台

美术设计师、道具制作师和研究人员等。

必备 必备 必备 必备

6.2 传承谱系

　　传承谱系的采集对象应按照以下优先顺序进行选择：
　　——代表性传承人的传承谱系；
　　——对非遗项目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传承谱系；
　　——不同流派分支的传承谱系。

必备 必备 — —

6.3 传承方式

　　采集对象应包括：
　　——家族传承；
　　——师徒传承；
　　——其他方式传承，如学校传承。

必备 必备 — 必备

7 组织机构

　　组织机构的采集对象应优先选择活跃度高、影响力大、
较为稳定的机构，范围包括：
　　—— 传统体育（武术部分）专项：专业研究机构、武术

系室、武术学校、拳社、武馆、民间业余社团、行会、
协会和学会等；

　　—— 传统体育（其他部分）专项和游艺专项：体育专
门学校、体育社团、行会、协会、学会、研究机构和
场地器材制作单位等；

必备 必备 —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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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门类非遗项目通用采集对象和采集方式的选择（续）

序号 采集要素 采集对象
采集方式

文字 图片 录音 录像

7 组织机构
　　—— 杂技专项：杂技、魔术、马戏相关的专业队伍，相关

的科班、学校、票房、民间业余社团、行会、协会、学
会、研究机构和场地器材制作单位等。

必备 必备 — 可选

8 文物古迹

　　文物古迹的采集对象应选择与非遗项目关系紧密且具
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实物和场所，范围包括：
　　—— 传统体育（武术部分）专项：武术练功用品、兵

械等；
　　——传统体育（其他部分）专项：设施、设备等；
　　——游艺专项：设施、器具、玩具和活动用品等；
　　——杂技专项：设施、道具、服饰和演练用品等。

必备 必备 — 可选

9 文献资料

　　对非遗项目相关文献资料应进行全面采集，在此部分
重点采集纸质文献（中文、少数民族文字与外文），包括：
　　—— 古籍、普通图书（含专著、作品集等）、期刊和报纸

等正式出版物；
　　—— 手稿、拓片、族谱、家谱、内部资料、拳谱或拳谱抄

本、棋谱和技法资料等非正式出版物。

必备 必备 — —

10 保护情况

10.1 保护规划
　　保护情况的采集是指对于保护工作基础条件及其进展
状况的动态记录。

必备 — — —

10.2 保护机制 必备 可选 — —

10.3 保护措施 必备 必备 — 必备

4.6.2　专项扩展采集对象和采集方式的选择

4.6.2.1　传统体育（武术部分）专项

传统体育（武术部分）专项扩展采集对象和采集方式的选择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传统体育（武术部分）专项扩展采集对象和采集方式的选择

序号 采集要素 采集对象
采集方式

文字 图片 录音 录像

1 代表拳种

1.1 拳种

　　拳种的采集对象应按照以下要求进行选择：
　　——流传较广的拳种；
　　——传人虽不多但特点突出的拳种；
　　——著名武术家传习的拳种；
　　——具有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的拳种。

必备 — — —

1.2 拳种理论 — 必备 — — —

1.3 主要功法 　　该拳种采用的练功方法（如桩功、臂功等）。 必备 必备 可选 必备

1.4 套路技术
　　该拳种的套路运动内容，主要包括各拳种的拳术
套路（含单练、对练、群练）、器械套路（含单练、对练、
群练）。

必备 必备 可选 必备

1.5 格斗技术 　　该拳种传统对抗技术与方法。 必备 必备 可选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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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传统体育（武术部分）专项扩展采集对象和采集方式的选择（续）

序号 采集要素 采集对象
采集方式

文字 图片 录音 录像

2 器械运动

　　该拳种的代表性器械。
　　对于武术器械，应重点采集人对器械的使用以及相
关演练技巧。同一武术器械可同时采集不同时期、流派
的样本。采集对象应按照以下要求进行选择：
　　——流传较广的武术器械；
　　——传人虽不多但特点突出的武术器械；
　　——著名武术家传习的武术器械；
　　——具有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的武术器械。

必备 必备 可选 必备

3 传统比试

　　按照运动形式分类，传统比试方式的采集对象包括：
　　——套路运动比试；
　　——格斗运动比试；
　　——功法运动比试。

必备 必备 可选 必备

4 武术名胜地
　　应选择与拳种关系紧密的，具有较高历史价值和现
实价值的武术发祥地和武术之乡两类武术文化空间。

必备 必备 — 可选

4.6.2.2　传统体育（其他部分）专项

传统体育（其他部分）专项扩展采集对象和采集方式的选择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　传统体育（其他部分）专项扩展采集对象和采集方式的选择

序号 采集要素 采集对象
采集方式

文字 图片 录音 录像

1 活动方法
　　采集非遗项目活动中的具体方法，包括音乐、念词、
器具的使用等。

必备 必备 可选 必备

2 活动规则
　　活动规则的采集对象选择范围包括：
　　——活动规则；
　　——比赛规则。

必备 必备 可选 必备

4.6.2.3　游艺专项

游艺专项扩展采集对象和采集方式的选择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 4　游艺专项扩展采集对象和采集方式的选择

序号 采集要素 采集对象
采集方式

文字 图片 录音 录像

1 游艺方法
　　应采集非遗项目活动中的具体方法，包括音乐、念
词、器具的使用等。

必备 必备 可选 必备

2 游艺规则
　　游戏规则的采集对象选择范围包括：
　　——游艺活动规则；
　　——比赛规则。

必备 必备 可选 必备

4.6.2.4　杂技专项

杂技专项扩展采集对象和采集方式的选择应符合表 5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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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杂技专项采集对象和采集方式的选择

序号 采集要素 采集对象
采集方式

文字 图片 录音 录像

1 作品（节目）
　　杂技作品的采集，应覆盖非遗项目作品的各种类型。
同一类型有多个代表作品时，采集对象应按照以下优先顺
序进行选择：
　　——著名人物的代表作品；
　　——当前演出频率较高、影响较大的作品；
　　——突出体现非遗项目特点的作品；
　　——能体现较高艺术价值的节目；
　　——流传时间长、范围广的经典节目。
　　同一节目可同时采集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演出版本。

必备 必备 — 必备

2 技艺 必备 必备 — 必备

3 演词 必备 — — —

4 音乐 必备 可选 必备 可选

5 化妆 必备 必备 — 可选

6 舞美灯光 必备 必备 — 可选

5　采集实施

5.1　基本要求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门类非遗项目数字资源采集实施的基本要求应符合 WH/T 99.1—2023 中 8.1

的规定。

5.2　组织与人员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门类非遗项目数字资源采集实施的组织与人员应符合 WH/T  99.1—2023 第

6 章的规定。

5.3　数字资源的采集

5.3.1　通用采集对象的采集

5.3.1.1　非遗项目基本信息

非遗项目基本信息的采集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表 6　非遗项目基本信息的采集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非遗项目综合概述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以下内容：
　　——在非遗项目名录中的名称、名录级别、列入名录时间、其他名称；
　　——实践方式、表现形式、遗产持有者；
　　——分布区域；
　　——形成时间和源流；
　　——主要特点；
　　——重要功能与价值；
　　——代表人物、传承群体、传承方式、发展现状；
　　——与相关民俗、宗教、文化空间的关系；
　　——其他有助于概括非遗项目基本情况的内容；
　　—— 对于传统体育（武术部分）专项的非遗项目，除以上内容，还应包括武术非遗项目的内容和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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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非遗项目基本信息的采集（续）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图片 采集内容

　　采集反映以下内容的图片资料：
　　——主要实践过程和场景；
　　——主要特点；
　　——相关重要人物；
　　——相关重要实物，包括器械、道具、服饰、装扮、场地、文物和文献等；
　　——保护传承情况。

环境

自然环境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非遗项目流传地域自然地理环境的特点，如位置、地形、地貌、气候、河流、土壤、动植
物、自然资源等，以及环境与非遗项目之间的关系。

图片 采集内容
　　反映非遗项目流传地域自然地理环境特点，以及环境与非遗项目之间关系的图片资料，包括地图、
示意图等。

录像 采集内容 　　反映非遗项目流传地域自然地理环境特点，以及环境与非遗项目之间关系的视频资料。

社会环境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非遗项目流传地域社会环境的特点，如社会组织方式、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风俗
习惯等对非遗项目形成发展的影响。

图片 采集内容 　　反映非遗项目流传地域社会环境的图片资料。

录像 采集内容 　　反映非遗项目流传地域社会环境的视频资料。

历史沿革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非遗项目形成的大致时间、背景、发展各阶段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图片 采集内容 　　反映非遗项目形成、发展和各阶段特点的图片资料。

录像 采集内容 　　反映非遗项目形成、发展和各阶段特点的视频资料，包括传承人口述访谈。

分布区域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非遗项目的分布区域，明确到省、市、县等具体的区域范围。

图片 采集内容 　　反映非遗项目分布区域的图片资料，包括地图、示意图等。

存续状况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以下内容：
　　——当前的实践频率、实践范围、传承规模、民众认可度。
　　——各级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情况。
　　——发展现状，以及影响存续和发展的有利、不利因素。
　　——对于传统体育（武术部分）专项的非遗项目，除以上内容，还应包括：
　　　　●  稀有拳、械流传情况；
　　　　●  见于文献却已无人传习的拳、械种目和总量。

价值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非遗项目的价值和特征，内容应包括历史、文学、艺术、科学、社会、经济和其他方面的
价值，应突出遗产持有者和所在社区对项目价值的认知。

5.3.1.2　相关习俗

相关习俗的采集应符合表 7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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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相关习俗的采集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习俗相关信息，内容应包括：
　　——名称；
　　——流传范围；
　　——主要内容；
　　——历史沿革。

图片

采集内容 　　反映习俗过程、场景和主要参与者的图片资料。

采集环境 　　习俗活动的实际发生地。

采集过程
　　拍摄应覆盖习俗过程各主要阶段，并综合运用全景、近景、特写方式，确保整体和细节信息完
整。针对重现困难或较重要的习俗，应多角度多机位同时拍摄。

录像

采集内容

　　采集以下内容的视频资料：
　　——习俗活动的全过程，重点采集重要仪式；
　　——习俗场景和主要参与者；
　　——相关实物。

采集环境 　　习俗活动的实际发生地。

采集过程
　　针对实际场景大小，设置合适的机位，至少一台全景机位。针对重现困难或较重要的习俗，应
多角度多机位拍摄，保证信息采集完整全面。

5.3.1.3　场地

场地的采集应符合表 8 的规定。

表 8　场地的采集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记录场地相关信息，内容应包括：
　　——场地名称（包括与场地相对应的活动或比赛项目名称）；
　　——类别；
　　——建成年代；
　　—— 场地的形制（设计理念、使用材料、制作过程等）及其演进过程（出现时间、不同时期形

制等）；
　　——修缮情况；
　　——在该场地进行的非遗项目重要比赛或表演情况；
　　——场地的现存状况。

图片

采集内容

　　采集以下内容的图片资料：
　　——场地的正面、侧面全景；
　　——场地的内外部结构特写；
　　——场地之外的观众场地。

采集环境
　　实地拍摄应在非遗项目比赛或表演的传统场所或示范场所进行，选择一天中最合适的自然光
线进行拍摄。

采集过程

　　采集过程要求如下：
　　—— 拍摄举行比赛、表演的场地，应包括比赛（含运动员、裁判员）场景，观众席场景，还应拍

摄场地中比赛或表演者角度的观众席、场地照。
　　—— 拍摄高大建筑图片资料时，应防止因建筑物高大，镜头仰射而出现的变形现象，应使用全

画幅专业相机及广角镜头拍摄，广角镜头会改变透视效果，拍摄时应使镜头的轴心和地面
平行。

录像 采集内容 　　反映非遗项目活动、比赛、表演或示范场地情况的视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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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4　器械（具）

器械（具）的采集应符合表 9 的规定。

表 9　器械（具）的采集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器械、道具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记录非遗项目相关器械、道具的信息，内容应包括：
　　——名称；
　　——源流、区域及其民族属性；
　　——形制、规格、尺寸；
　　——材料；
　　——构造；
　　——制作和加工方法；
　　——特色和用途；
　　——使用场合及其与其他物品的配合使用情况；
　　——存放规则；
　　——现状（传统与改良情况、传承情况）。

图片

采集内容 　　反映器械、道具完整形象、制作过程和使用情况的图片资料。

采集环境 　　非遗项目比赛或表演的传统场所或示范场所。

采集对象
　　采集对象要求如下：
　　——器械、道具应基本完好；
　　——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器械、道具实物，应原样拍照。

录像
采集内容

　　采集以下内容的视频资料：
　　——非遗项目各时期比赛或表演所用器械、道具的视频资料，应至少包括近期视频资料；
　　—— 完整的非遗项目比赛或表演时器械、道具使用情况，无法采集完整内容情况下，至少重点

比赛或表演场次的器械、道具使用特点、动作技巧的录制应完整没有缺失。

采集环境 　　非遗项目比赛或表演的传统场所或示范场所。

服装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非遗项目服装相关信息，内容应包括：
　　——服装类别，一般指练习用、表演用、比赛用和其他；
　　——服装特点；
　　——使用特殊材料或工艺制成的服装，还应描述制作技艺和材料特点。

图片

采集内容 　　采集不同时期非遗项目具体比赛或表演所用服装的图片资料。

采集环境 　　非遗项目比赛或表演的传统场所或示范场所。

采集对象
　　采集对象要求如下：
　　——进行比赛或表演非遗项目的服装应基本完好；
　　——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服装实物，应原样拍照。

录像
采集内容

　　采集以下内容的视频资料：
　　——非遗项目各时期比赛或表演所用服装的视频资料，至少包括近期视频资料；
　　—— 非遗项目比赛或表演时服装完整的使用情况，无法采集完整内容情况下，至少重点比赛或

表演场次的服装使用情况录制完整没有缺失。

采集环境 　　非遗项目比赛或表演的传统场所或示范场所。

5.3.1.5　训练理论与方法

训练理论与方法的采集应符合表 10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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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训练理论与方法的采集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训练理论与方法相关信息，内容应包括：
　　——训练理论方法名称；
　　——训练理论方法内容（含功能、要求、要点等）。

录音 采集内容 　　反映训练理论与方法的音频资料。

录像 采集内容 　　反映训练理论与方法的视频资料。对于训练方法，应采集方法的分解讲解与完整实践过程。

5.3.1.6　传承

传承的采集应符合表 11 的规定。

表 11　传承的采集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传承人（含代表性传承人）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非遗项目传承人相关信息，内容应包括：
　　—— 传承人基本信息，包括姓名、别名、艺名、生卒年、性别、籍贯、民族、出生地、通信地址、联系

方式、文化程度、供职单位、职业、从事非遗项目相关行业（是否主业）的年收入等；
　　——是否为代表性传承人及其级别（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
　　——参与非遗项目实践、传承的时间与经历；
　　——技艺特点与专长；
　　——代表作品及其介绍；
　　——所属流派；
　　——活动的主要班社和社团；
　　——成就和影响；
　　——传承情况（传承方式、传承谱系、传习授徒等）；
　　——对自身学习和创作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和事件；
　　——对所持有非遗项目的认识、现状评价和意见、建议；
　　——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图片

采集内容

　　采集以下内容的图片资料：
　　——证件照；
　　——生活照（全身照、半身照均可）；
　　——实践活动照（练习、正式演出或实践时的图片资料）；
　　——保护工作照（参与保护工作、传习授徒时的图片资料）；
　　——与传承人有关的重要实物。

采集环境 　　证件照应以白、蓝、灰等纯色为背景。

采集对象 　　传承人拍摄实践活动照时，应穿戴专用或传统服饰。

采集过程
　　采集过程要求如下：
　　——生活照和实践活动照应在被拍摄人最为自然的状态下拍摄，人物主体突出；
　　——实践活动照应至少拍摄正面全身照和动作特写。

录音 采集内容

　　采集以下内容的音频资料：
　　——口述访谈，内容应包括：
　　　　●  传承人基本信息；
　　　　●  学艺经历和师承关系；
　　　　●  艺术特点与专长；
　　　　●  实践内容与过程介绍；
　　　　●  代表作品及其介绍；
　　　　●  成就和影响，所获荣誉感受；
　　　　●  传承情况，重点是传习授徒情况；
　　　　●  对自身学习和创作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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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传承的采集（续）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录音

采集内容
　　　　●  对所持有非遗项目的认识、现状评价和意见、建议。
　　——反映传承人实践内容的音频资料。

采集环境
　　应选择传统实践场所录制，对于传承人口述访谈的采集，应选择室内环境安静的地点，减少环
境因素对资源采集的干扰。

采集对象
　　采集对象要求如下：
　　——受访者应使用汉语普通话或自己的母语、方言接受访谈，必要时配备现场翻译人员；
　　——受访者应语音清晰、语速适中，话语模糊时采访者应进行提示。

录像

采集内容

　　采集以下内容的视频资料：
　　——口述访谈，访谈内容与音频采集内容一致；
　　——反映传承人实践内容的视频资料；
　　——反映传承人传习授徒内容的视频资料。

采集环境
　　应选择传统实践场所录制，对于传承人口述访谈的采集，应选择室内环境安静的地点，减少环
境因素对资源采集的干扰。

采集对象

　　采集对象要求如下：
　　—— 访谈时受访者的着装形式由其自由选择，如非遗项目有专用或传统服饰，宜穿戴专用或

传统服饰；
　　——受访者应使用汉语普通话或自己的母语、方言接受访谈，必要时配备现场翻译人员。

采集过程

　　传承人访谈类视频采集过程要求如下：
　　—— 访谈视频采集时宜使用双机位拍摄，一个机位负责拍摄传承人正面，景别以中近景为主，

另一个机位负责拍摄采访活动的全景画面，也可视访谈现场情况灵活调度；
　　——应采用同期录音，保证现场声音的真实性；
　　——因客观情况无法满足上述条件时，机位可减少为一个，应以拍摄传承人中近景画面为主。

传承谱系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非遗项目的传承谱系，内容应包括：
　　——师承关系（谱系树状图）；
　　——谱系内的代表人物及其贡献；
　　——谱系内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

图片 采集内容
　　采集以下内容的图片资料：
　　——谱系内代表人物及其作品；
　　——能体现传承谱系的实物。

传承方式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非遗项目的传承方式和传承规模。

图片 采集内容 　　反映传承方式的图片资料。

录像 采集内容 　　反映传承教学活动的视频资料。

5.3.1.7　组织机构

组织机构的采集应符合表 12 的规定。

表 12　组织机构的采集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组织机构相关信息，内容应包括： 
　　——名称、性质、职能、规模；
　　——历史沿革；
　　——主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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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组织机构的采集（续）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文字 采集内容
　　——作用与贡献；
　　——现状与困难。

图片 采集内容

　　采集以下内容的图片资料：
　　——主要负责人、骨干人员；
　　——相关活动；
　　——相关实物。

录像 采集内容 　　反映组织或参与活动的视频资料。

5.3.1.8　文物古迹

文物古迹的采集应符合表 13 的规定。

表 13　文物古迹的采集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文物古迹相关信息，内容应包括：
　　——名称；
　　——年代；
　　——地点，主要针对不可移动文物；
　　——内容、功能及其与非遗项目的关系；
　　——收藏、保存情况；
　　——其他，如尺寸、造型、质地、工艺、结构等。

图片

采集内容 　　反映文物古迹全貌和重要部位特写的图片资料。

采集环境

　　采集环境要求如下：
　　—— 对可移动文物的拍摄，在文物管理人或持有人允许的情况下，应将文物实物放置在光线均

匀明亮的环境中，采用冷光源拍摄，不应使用卤素灯、荧光灯、水银灯、镁光灯等，拍摄背景
应简洁平整，色调素雅，采用黑、灰、白三色中的一种做背景色，并注意检查有无背景色反
光，避免造成文物实物的色彩失真；

　　——对不可移动文物的拍摄，应注意环境中自然光线的强度，宜在清晨或接近傍晚时拍摄。

采集过程

　　采集过程要求如下：
　　—— 对于表面光洁、易于反光的文物，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采用偏光镜、反光伞消除或减弱光斑；
　　—— 应寻找到最佳观赏面进行拍摄，遇到复杂器物时，除了寻找最佳观赏面，还应表现其造型

美或造型特色，如果难以把握，应多角度拍摄，后期筛选。

录像 采集内容 反映文物古迹全貌和重要部位特写的视频资料。

5.3.1.9　文献资料

文献资料的采集应符合表 14 的规定。

表 14　文献资料的采集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记录文献资料相关信息，内容应包括：
　　—— 古籍按古籍的分类方式标注，包括书名、作者（编纂者）、版本、章节、刊印机构、朝代（或

再版时间）、内容简介、收藏情况；
　　——普通图书包括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时间、版别、内容简介、保存情况；
　　——期刊报纸包括篇名、作者、刊名、文章栏目（或版别）、摘要、发表时间；
　　——族谱、家谱包括家族姓氏、地点、年代、内容简介、收藏或保存情况、有无校勘订正；
　　—— 手稿、内部资料等非正式出版物包括名称、撰写人、刊（誊）印机构、年代、收藏或保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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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文献资料的采集（续）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图片 采集内容

　　采集以下内容的图片资料：
　　——封面；
　　——版权页；
　　——目录页；
　　——重要内容页。

5.3.1.10　保护情况

保护情况的采集应符合表 15 的规定。

表 15　保护情况的采集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保护规划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非遗项目保护规划，包括长期、中期、短期规划和执行情况。

保护机制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非遗项目的保护机制，内容应包括：
　　——政策法规；
　　——专门机构（名称、性质、职能、人员配备情况等）；
　　——社区参与形式。

图片 采集内容 　　采集与机构相关的实物照，对于项目保护单位应拍摄项目入选名录证书、所获荣誉的图片资料。

保护措施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非遗项目的保护措施，内容应包括：
　　——保护经费投入情况；
　　——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在保护措施实施中的参与情况；
　　——保护单位和传承人权利、义务的落实情况；
　　——相关机构参与或组织保护传承活动的情况；
　　——保护措施所取得的成效；
　　——保护措施的更新情况和更新周期。

图片 采集内容 　　反映保护措施和成效的图片资料。

录像 采集内容 　　反映保护措施和成效的视频资料。

5.3.2　传统体育（武术部分）专项扩展采集对象的采集

5.3.2.1　代表拳种

代表拳种的采集应符合表 16 的规定。

表 16　代表拳种的采集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拳种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记录非遗项目涉及的拳种信息，内容应包括：
　　——名称、别称；
　　——基本概念（种属）；
　　——创始人或首传人；
　　——首传年代；
　　——创始和首传故事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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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代表拳种的采集（续）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文字 采集内容

　　——主要拳理、拳技；
　　——运动风格、技术特点；
　　——形成拳种特色的主要因素；
　　——流行地域、流传情况；
　　——发展脉络。
　　非遗项目涉及多个拳种时，还应记录拳种数量、拳种形成的共性因素、创作群体的共性特征、制
约拳种发展的共性因素。

拳种理论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拳种理论，内容应包括：
　　——名称；
　　——主要内容；
　　——流传范围；
　　——历史沿革；
　　——文献依据或相关传说。

主要功法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拳种的主要功法（内功、柔功、硬功、轻功、其他），内容应包括：
　　——所属拳种名称；
　　——功法名称和类属（内功、柔功、硬功、轻功、其他）；
　　——功法内容；
　　——练习过程和锻炼效果；
　　——练习要点和练习目的；
　　——在武术运动中的作用及其与套路技术、格斗技术的关系；
　　——与养生、疾病防治的关系；
　　——历史沿革和发展演变。

图片
采集内容

　　采集以下内容的图片资料：
　　——代表性动作照；
　　——展示功力效果的现场照；
　　——有练功器械的，应拍摄器械照。

采集环境 　　传统训练场所或表演场所。

录音
采集内容 　　演练者讲述练习要点和练习目的。

采集过程 　　与视频采集同时进行。

录像

采集内容

　　采集以下内容的视频资料：
　　——功法的完整练习过程；
　　——重点动作的分解拍摄；
　　——功法效果既应有整体展示的视频资料，也应有特写拍摄，突出效果。

采集环境 　　传统训练场所或表演场所。

采集过程

　　采集过程要求如下：
　　—— 进行完整采集时，应设置至少三台机位，分别置于练习场地的左前、右前、正前方，保持合

适的距离，左前、右前机位负责拍摄全景和局部特写，正前机位固定拍摄全景影像，采用同
期录音；

　　——对于现有传人不能展示的练习方法和效果，应通过历史材料和口述方式给予补充。

套路技术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拳种的拳术套路（含单练套路、对练套路、群练套路）、器械套路（含单练套路、对
练套路、群练套路）相关信息，内容应包括：
　　——所属拳种名称；
　　——套路名称和类属（如拳术单练套路、器械对练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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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代表拳种的采集（续）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文字 采集内容

　　——套路内容和相关动作名称；
　　——演练过程；
　　——技术要点，重点为该套路的招法、练法和技法。
　　——历史沿革与发展演变；
　　——在武术运动中的作用及其与功法、格斗技术的关系。

图片
采集内容

　　采集以下内容的图片资料：
　　——代表性动作照；
　　——器械套路还应拍摄器械照。

采集环境 　　传统训练场所或表演场所。

录音
采集内容 　　演练者讲述练习要点，应重点表述该套路的招法、功法、技法和练法。

采集过程 　　与视频采集同时进行。

录像

采集内容
　　采集以下内容的视频资料：
　　——套路的完整练习过程；
　　——重点动作或用法的分解拍摄（拆招、喂招）。

采集环境 　　传统训练场所或表演场所。

采集过程

　　采集过程要求如下：
　　—— 进行完整采集时，应设置至少三台机位，分别置于练习场地的左前、右前、正前方，保持合

适的距离，左前、右前机位负责拍摄全景和局部特写，正前机位固定拍摄全景影像，采用同
期录音；

　　——对于现有传人不能展示的动作和演练效果，应通过历史材料和口述方式给予补充。

格斗技术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格斗运动（徒手格斗、器械格斗）相关信息，内容应包括：
　　——所属拳种名称；
　　——格斗运动名称和类属（徒手格斗、器械格斗）；
　　——格斗运动内容和相关技术动作名称；
　　——比试方式和规则；
　　——技术要点，重点为比试的战术技巧；
　　——在武术运动中的作用及其与套路技术、功法的关系；
　　——历史沿革与发展演变。

图片
采集内容

　　采集以下内容的图片资料：
　　——代表性动作照；
　　——展示比试效果的现场照；
　　——器械比试应拍摄器械照。

采集环境 　　传统训练场所或表演场所。

录音
采集内容 　　比试者讲述的练习要点，应重点讲述比试的战术技巧。

采集过程 　　与视频采集同时进行。

录像

采集内容
　　采集以下内容的视频资料：
　　——该格斗项目的练习过程和完整比试过程；
　　——重点攻防招法的分解拍摄。

采集环境 　　传统训练场所或表演场所。

采集过程

　　采集过程要求如下：
　　—— 进行完整采集时，应设置至少三台机位，分别置于练习场地的左前、右前、正前方，保持合

适的距离，左前、右前机位负责拍摄全景和局部特写，正前机位固定拍摄全景影像，采用同
期录音；

　　——对于现有传人不能展示的练习方法和攻防效果，应通过历史材料和口述方式给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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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2　器械运动

器械运动的采集应符合表 17 的规定。

表 17　器械运动的采集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非遗项目涉及的武术器械运动相关信息，内容应包括：
　　——所属拳种名称；
　　——器械运动名称和类属（如短器械）；
　　——器械形制；
　　——创始人或首传人；
　　——首传年代；
　　——创始和首传故事年代；
　　——基本技法；
　　——运动风格、技术特点；
　　——形成器械运动特色的主要因素；
　　——练习要点，重点突出器械特点的演练技巧；
　　——流行地域、流传情况；
　　——发展脉络。
　　非遗项目涉及多种武术器械运动时，还应记录器械运动产生、形成的共性因素，创作群体的共
性特征，制约器械运动发展的共性因素。

图片
采集内容 　　反映器械形制、代表性动作的图片资料。

采集环境 　　传统训练场所或表演场所。

录音
采集内容 　　演练者讲述练习要点，重点讲述突出器械特点的演练技巧。

采集过程 　　与视频采集同时进行。

录像

采集内容
　　采集以下内容的视频资料：
　　——该器械的基本技法，包括套路演练；
　　——重点技法的分解拍摄。

采集环境 　　传统训练场所或表演场所。

采集过程

　　采集过程要求如下：
　　—— 进行完整采集时，应设置至少三台机位，分别置于练习场地的左前、右前、正前方，保持合适的

距离，左前、右前机位负责拍摄全景和局部特写，正前机位固定拍摄全景影像，采用同期录音；
　　——对于现有传人不能展示的练习方法和演练效果，应通过历史材料和口述方式给予补充。

5.3.2.3　传统比试

传统比试的采集应符合表 18 的规定。

表 18　传统比试的采集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传统比试的类别、内容、形式、制度、过程、目的和要点。
　　传统比试按照运动形式分为套路运动、格斗运动和功法运动三类：
　　——套路运动比试内容应包括传统武术套路比试和竞技武术套路比试；
　　——格斗运动比试内容应包括散打比试、推手比试和短兵比试；
　　—— 功法运动比试内容应包括单人功力比试（如单掌断砖、石锁上拳、流星打靶）、两人对抗比

试（如长杆较力、夺桥、守桩）和人兽角斗比试（如掼牛）。

图片

采集内容 　　反映比试现场的图片资料。

采集环境 　　传统比试场所。

采集对象 　　运动员、对抗双方（也可有裁判员在评判）。

浙
江
文
旅
标
技
委



WH棷T	 湏湏.湋—湆湂湆湇

17

表 18　传统比试的采集（续）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录音
采集内容

　　采集以下内容的音频资料：
　　——套路运动比试应采集演练者讲述练习要点和练习目的；
　　——格斗运动比试应采集参赛者讲述格斗竞技练习要点、本人特长招法和战术技巧；
　　——功法运动比试应采集参赛者讲述竞技功法的练习要点、本人特长招法和战术技巧。

采集过程 　　与视频采集同时进行。

录像

采集内容

　　采集以下内容的视频资料：
　　——各类比试的完整过程；
　　——运动员演练、参赛的完整过程；
　　——裁判员评判的完整过程；
　　——教练员现场指导情况。

采集环境 　　传统比试场所。

采集过程
　　进行完整采集时，应设置至少三台机位，分别置于练习场地的左前、右前、正前方，保持合适的
距离，左前、右前机位负责拍摄全景和局部特写，正前机位固定拍摄全景影像，采用同期录音。

5.3.2.4　武术名胜地

武术名胜地的采集应符合表 19 的规定。

表 19　武术名胜地的采集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记录武术名胜地相关信息，内容应包括：
　　——名称；
　　——类别；
　　——与武术的关系；
　　——演变发展；
　　——相关传说和故事；
　　——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现状。

图片 采集内容

　　采集以下内容的图片资料：
　　——武术名胜地全景；
　　——与武术相关场所特写；
　　——与武术相关文物古迹。

录像 采集内容 　　反映武术名胜地的视频资料。

5.3.3　传统体育（其他部分）专项扩展采集对象的采集

5.3.3.1　活动方法

活动方法的采集应符合表 20 的规定。

表 20　活动方法的采集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传统体育活动的方法，内容应包括：
　　——核心理念，即该体育活动产生、发展、组织开展所基于的理论体系、认知体系或文化观念；
　　——体育活动开展的流程与组织形式；
　　—— 方法、要领和特色，即体育活动、演练或比赛过程中，技术动作、身体和器械运用配合等方

面的方法要领及其蕴含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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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活动方法的采集（续）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图片 采集内容 　　反映传统体育活动方法的图片资料。

录音 采集内容 　　反映传统体育活动方法的音频资料。

录像 采集内容 　　反映传统体育活动方法的视频资料。

5.3.3.2　活动规则

活动规则的采集应符合表 21 的规定。

表 21　活动规则的采集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传统体育活动的规则，内容应包括：
　　——活动、演练或比赛的具体规则；
　　——参与对象的具体要求；
　　——器械及其使用要求。

图片
采集内容 　　反映传统体育活动规则的图片资料。

采集环境 　　活动、演练或比赛的传统场所。

录音 采集内容 　　反映传统体育活动规则的音频资料。

录像

采集内容

　　采集以下内容的视频资料：
　　——应采集非遗项目各时期的视频资料，至少包括近期非遗项目视频资料；
　　—— 应采集完整的非遗项目演练或比赛内容，无法采集完整内容情况下，至少重点演练或比赛

场次的主要参与对象、动作技巧、器械使用等内容的录制应完整没有缺失。

采集环境 　　活动、演练或比赛的传统场所。

采集过程 　　根据场所的特点，合理设置机位，至少拍摄全景和局部特写，采用同期录音。

5.3.4　游艺专项扩展采集对象的采集

5.3.4.1　游艺方法

游艺方法的采集应符合表 22 的规定。

表 22　游艺方法的采集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游艺活动的方法，内容应包括：
　　——核心理念，即该游艺活动产生、发展、组织开展所基于的认知体系或文化观念；
　　——游艺活动开展的流程与组织形式；
　　—— 方法、要领和特色，即游艺活动或比赛过程中，动作、步伐、阵型等方面的方法要领及其蕴

含的文化内涵。

图片 采集内容 　　反映游艺方法的图片资料。

录音 采集内容 　　反映游艺方法的音频资料。

录像 采集内容 　　反映游艺方法的视频资料。

5.3.4.2　游艺规则

游艺规则的采集应符合表 2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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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游艺规则的采集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游艺活动的规则，内容应包括：
　　——游艺活动或比赛的具体规则；
　　——参与对象的具体要求；
　　——器械及其使用要求。

图片
采集内容 　　反映游艺规则的图片资料。

采集环境 　　传统游艺场所。

录音 采集内容 　　反映游艺规则的音频资料。

录像

采集内容

　　采集以下内容的视频资料：
　　——应采集非遗项目各时期的视频资料，至少包括近期非遗项目视频资料；
　　—— 应采集完整的游艺活动或比赛内容，无法采集完整内容情况下，至少重点演练或比赛场次

的主要参与对象、动作技巧、器械使用、配乐情况等内容的录制应完整没有缺失。

采集环境 　　传统游艺场所。

采集过程 　　根据游艺场所的特点，合理设置机位，至少拍摄全景和局部特写，采用同期录音。

5.3.5　杂技专项扩展采集对象的采集

5.3.5.1　作品（节目）

作品（节目）的采集应符合表 24 的规定。

表 24　作品（节目）的采集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记录作品（节目）相关信息，内容应包括：
　　——名称、别称；
　　——类别；
　　——主创人员，包括作者、教练、编导、主演等；
　　——创作年代；
　　——首演时间；
　　——内容或情节梗概；
　　——节目特点和特技；
　　——艺术成就与影响（包括获奖情况）；
　　——流传情况。

图片

采集内容
　　采集以下内容的图片资料：
　　——各时期的演出、演练图片；
　　——有关实物的图片，如道具、服装等。

采集环境 　　传统表演场所。

采集过程 　　采集非遗项目代表性演出场景图片，应采用多角度和多景别方式进行拍摄。

录像

采集内容

　　采集以下内容的视频资料：
　　—— 完整的节目表演内容，无法完整采集时，应采集重要的节目选段，包括主要演员、身段特

技、道具等内容；
　　——各时期的节目表演内容。

采集环境 　　传统表演场所。

采集对象 　　正式演出的作品（节目）。

采集过程

　　采集过程要求如下：
　　—— 进行完整采集时，应设置至少三台机位，分别置于舞台左前、右前、正前方，保持合适的距

离，左前、右前机位负责拍摄全景和局部特写，正前机位固定拍摄全景影像，采用同期录音；
　　——身段特技应完整表现，并伴有特写镜头展现表演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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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2　技艺

技艺的采集应符合表 25 的规定。

表 25　技艺的采集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技艺相关信息，内容应包括：
　　——技艺源流；
　　——技巧序列；
　　——主要技巧；
　　——特技特点、特技详细描述；
　　——演练要诀。

图片

采集内容
　　采集技巧中典型动作相关内容的图片资料：
　　——练功照；
　　——演出照。

采集环境 　　以纯色为背景，或以舞台表演为背景。

采集过程
　　采集过程要求如下：
　　——图片主要采用全景拍摄，应至少拍摄演练者装扮的正面及背面全身照；
　　——除上述要求外，采集者根据技巧动作特点采用近景和特写方式进行多角度拍摄。

录像

采集内容
　　采集以下内容的视频资料：
　　——技巧演练序列；
　　——主要技巧、特技分解。

采集过程
　　采集过程要求如下：
　　——应至少设置一个机位，用全景方式拍摄全过程；
　　——特技应完整表现，并伴有特写镜头展现表演细节。

5.3.5.3　演词

演词的采集应符合表 26 的规定。

表 26　演词的采集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演词（即表演中用于内容表达衔接和氛围营造的说词、戏法中“口”“说口”等）
的以下内容：
　　——演词源流；
　　——主要内容；
　　——特点和效果。

5.3.5.4　音乐

音乐的采集应符合表 27 的规定。

表 27　音乐的采集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以下内容：
　　——配乐相关信息和注意事项；
　　——配乐形式；
　　——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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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音乐的采集（续）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图片
采集内容

　　采集以下内容的图片资料：
　　——伴奏、演奏形式；
　　——乐器。

采集过程 　　采集乐器不同角度的图片资料。

录音 采集内容 　　反映伴奏、演奏的音频资料。

录像 采集内容 　　反映伴奏、演奏的视频资料。

5.3.5.5　化妆

化妆的采集应符合表 28 的规定。

表 28　化妆的采集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化妆相关信息，内容应包括：
　　——化妆特点；
　　——化妆过程；
　　——技术要求；
　　——化妆相关器物、工具。

图片
采集内容

　　采集以下内容的图片资料：
　　——化妆形象；
　　——相关器物、工具。

采集过程 　　拍摄化妆过程中的主要环节，以特写为主。

录像
采集内容 　　反映化妆完整过程的视频资料。

采集过程 　　以近景和特写方式拍摄完整化妆过程。

5.3.5.6　舞美灯光

舞美灯光的采集应符合表 29 的规定。

表 29　舞美灯光的采集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舞美灯光相关信息，内容应包括：
　　——设计理念；
　　——使用材料；
　　——制作过程；
　　——特色。

图片
采集内容

　　采集以下内容的图片资料：
　　——设计示意图；
　　——效果示意图；
　　——现场实景。

采集过程 　　应拍摄体现实际演出效果全景图片，必要时采集特写图片。

录像 采集内容 　　反映舞美灯光情况的视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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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采集技术的使用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门类非遗项目数字资源的采集技术使用应符合 WH/T  99.1—2023 中 8.4 的

规定。

6　数字资源著录

6.1　基本要求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门类非遗项目数字资源著录的基本要求应符合 WH/T  99.1—2023 中 9.1 的

规定。

6.2　组织与人员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门类非遗项目数字资源著录的组织与人员应符合 WH/T  99.1—2023 第 6 章

的规定。

6.3　著录单位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门类非遗项目数字资源著录单位应符合 WH/T 99.1—2023 中 9.2 的规定。

6.4　著录信息源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门类非遗项目数字资源著录信息源应符合 WH/T 99.1—2023 中 9.3 的规定。

6.5　著录用文字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门类非遗项目数字资源著录用文字应符合 WH/T 99.1—2023 中 9.4 的规定。

6.6　著录项目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门类非遗项目数字资源的著录项目分为通用著录项目和门类扩展著录项目，

其中：

a） 通用著录项目共包含 16 个元数据元素和若干元素修饰词，著录应符合 WH/T 99.1—2023 中 9.7

的规定；

b）门类扩展著录项目中的元数据元素和元素修饰词见表 30，著录应符合 6.8 的规定。

表 30　门类扩展著录项目

元数据元素 元素修饰词

门类扩展元素

相关习俗

场地

器械、道具

服装

训练理论与方法

拳种

拳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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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　门类扩展著录项目（续）

元数据元素 元素修饰词

门类扩展元素

拳种主要功法

套路技术

格斗技术

器械运动

传统比试

武术名胜地

传统体育（游艺）方法

传统体育（游艺）规则

杂技作品（节目）

杂技技艺

杂技演词

杂技音乐

杂技化妆

杂技舞美灯光

传承人

传承谱系

传承方式

组织机构

文物古迹

文献资料

保护情况

6.7　著录步骤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门类非遗项目数字资源的著录步骤应符合 WH/T 99.1—2023 中 9.6 的规定。

6.8　著录细则

6.8.1　描述属性

元数据元素、元素修饰词的描述属性及其定义和说明见 WH/T 99.1—2023 中 9.7.1。

6.8.2　门类扩展元素

6.8.2.1　相关习俗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名称、流传范围、主要内容和历史沿革。

6.8.2.2　场地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名称（包括与场地相对应的活动或比赛项目名称）、类别、建成年代、场地的形制（设计

理念、使用材料和制作过程等）及其演进过程（出现时间、不同时期形制等）、修缮情况、在该场地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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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项目重要比赛或表演的情况、场地的现存状况。

6.8.2.3　器械、道具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名称，源流、区域及其民族属性，形制、规格、尺寸，材料，构造，制作和加工方法，特色和

用途，使用场合及其与其他物品的配合使用情况，存放规则，现状（传统与改良情况、传承情况）。

6.8.2.4　服装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类别（练习用、表演用、比赛用、其他）和特点，使用特殊材料或工艺制成的服装，还应

描述制作技艺和材料特点。

6.8.2.5　训练理论与方法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理论与方法的名称和内容（功能、要求、要点等）。

6.8.2.6　拳种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名称、别称、基本概念（种属）、创始人或首传人、首传年代、创始和首传故事梗概、主要

拳理拳技、运动风格、技术特点、形成拳种特色的主要因素、流行地域、流传情况、发展脉络。

6.8.2.7　拳种理论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名称、主要内容、流传范围、历史沿革、文献依据或相关传说。

6.8.2.8　拳种主要功法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所属拳种名称、功法名称和类属、功法内容、练习过程和锻炼效果、练习要点和练习目

的、主要作用、历史沿革与发展演变。

6.8.2.9　套路技术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所属拳种名称、套路名称和类属、套路内容和相关动作名称、演练过程、技术要点（招

法、练法和技法等）、主要作用、历史沿革与发展演变。

6.8.2.10　格斗技术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所属拳种名称、格斗运动名称和类属、格斗运动内容和相关技术动作名称、比试方式和

规则、技术要点（战术技巧等）、主要作用、历史沿革与发展演变。

6.8.2.11　器械运动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所属拳种名称、器械运动名称和类属、器械形制、创始人或首传人、首传年代、创始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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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故事年代、基本技法、运动风格、技术特点、形成器械运动特色的主要因素、练习要点、流传地域、流传情

况、发展脉络。

6.8.2.12　传统比试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传统武术比试的类别、内容、形式、制度、过程、目的和要点。

6.8.2.13　武术名胜地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名称、类别、与武术的关系、演变发展、相关传说和故事、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现状。

6.8.2.14　传统体育（游艺）方法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传统体育（游艺）活动的核心理念，流程与组织形式，方法、要领和特色。

6.8.2.15　传统体育（游艺）规则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传统体育（游艺）活动开展的具体规则、参与对象具体要求、器械及其使用要求。

6.8.2.16　杂技作品（节目）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名称、别称、类别、主创人员（作者、教练、编导、主演等）、创作年代、首演时间、内容或情

节梗概、节目特点和特技、艺术成就与影响、流传情况。

6.8.2.17　杂技技艺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技艺源流，技巧序列，主要技巧，特技特点、特技详细描述，演练要诀。

6.8.2.18　杂技演词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演词源流、主要内容、特点和效果。

6.8.2.19　杂技音乐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配乐相关信息和注意事项、配乐形式和乐曲。

6.8.2.20　杂技化妆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化妆特点，化妆过程，技术要求，化妆相关器物、工具。

6.8.2.21　杂技舞美灯光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设计理念、使用材料、制作过程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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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22　传承人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传承人（含代表性传承人）基本信息（包括姓名、别名、艺名、生卒年、性别、籍贯、民

族、出生地、通信地址、联系方式、文化程度、供职单位、职业、从事非遗项目相关行业的年收入）、是否为代

表性传承人及其级别（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参与非遗项目实践传承的时间与经历、技艺特点与专

长、代表作品、所属流派、活动的主要班社和社团、成就和影响、传承情况、对自身学习和创作有重要影响

的人物和事件。

6.8.2.23　传承谱系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师承关系、谱系内的代表人物及其贡献、谱系内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

6.8.2.24　传承方式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传承方式和传承规模。

6.8.2.25　组织机构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名称、性质、职能、规模，历史沿革，主要成员，作用与贡献，现状与困难。

6.8.2.26　文物古迹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名称，年代，地点（主要针对不可移动文物），内容、功能及其与非遗项目的关系，收藏、

保存情况，以及尺寸、造型、质地、工艺、结构等其他信息。

6.8.2.27　文献资料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文献资料相关信息，其中，古籍应著录书名、作者（编纂者）、版本、章节、刊印机构、朝代

（或再版时间）、内容简介、收藏情况；普通图书应著录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时间、版别、内容简介、保存

情况；期刊报纸应著录篇名、作者、刊名、文章栏目（或版别）、摘要、发表时间；族谱、家谱应著录家族姓

氏、地点、年代、内容简介、收藏或保存情况、有无校勘订正；手稿、内部资料等非正式出版物应著录名称、

撰写人、刊（誊）印机构、年代、收藏或保存情况。

6.8.2.28　保护情况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保护规划、保护机制、保护措施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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