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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音乐简谱记谱规范 第1部分：歌曲》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19年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安排，由全国

文化艺术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标委会”）归口，《音乐简谱记

谱规范 第1部分：歌曲》（计划号：20192351-T-357）获批为推荐性国家标

准制定计划项目。

（二）制定背景

简谱有着相对简单易学、便于记录等多种优点，在中国有着比五线谱

更为众多的使用者，中国的许多音乐家在创作乐曲时，多习惯使用书写方

便的简谱。20世纪70年代末原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有关文艺家协

会共同推动的大型系统性传统文化抢救工程《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

全书已出版298部省卷，389册，4.5亿字。该志书10部中有4部，包括《中国

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涉及众多在民间广为传播歌曲和器乐，全面反映

了我国各地各民族戏曲、曲艺、音乐的历史和现状。全国各地区、各民族

数万名文艺工作者集体使用简谱记谱工具，对上百万首中国音乐作品进行

统一规格的记录，积累大量的实践经验。全国音乐集成记谱工作会议多次

探讨应用简谱记录我国歌曲、器乐曲、戏曲音乐等艺术作品的技术问题，

已经形成相对统一的理论认识和技术规范。

（三）起草过程

2019年8月，本标准起草组成立并正式开始工作，起草组在调研分析现

有国内外相关标准和实践操作的基础上，确定标准制定的指导原则，召开

工作组线上工作会议，明确分工和编写进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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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确定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相关文件。标准起草组主要成员经

过对标准草案中的文本前后有分歧的文字进行了统一，取得一致意见，形

成征求意见稿提交标委会。

二、标准内容及编制情况

（一）编制原则

标准起草组总结借鉴了国内文化艺术领域专家在音乐简谱记谱工作中

的经验和建议，同时参考了国内外相关规范文件，在此基础上，本着专业

性、适用性和开放性的原则制定了本标准。

（二）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中国歌曲简谱记谱的基本规范，适用于各大艺术表演团

体、教育机构、科研机构以及广大音乐文化产品贡献者、使用者，对中国

音乐（歌曲）进行记录、保存、传播等工作领域。

正文主要包括10部分：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调号记

法、拍号记法、速度与表情术语记法、声部记法、音符记法、前奏、间奏、

尾奏记法、反复记号的使用。

（三）确定主要内容的依据

本标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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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标准分析综述

（一）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基于已有工作实践确定音乐简谱记谱的基本规范。

（二）技术经济论证

音乐记谱应用领域和使用范围极大，几乎涵盖所有涉及音乐的行业。

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因应用领域不统一而产生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成本，

唯有制定标准，才能保障相关行业信息交换流通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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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新标准实施后可以对音乐文化资源保护、发展、传承、传播工作，具

有较强针对性、专业性的指导作用。它满足了音乐艺术从业者的需要，将

有效提升艺术传播速度和质量，使全国各地可在统一标准和机制下规范有

序地开展音乐艺术教育、创作、表演、科研等工作。同时，减少信息流通

环节出现的不融通、不适用的障碍，有效避免资源重复建设及信息孤岛的

产生，为国内外音乐信息资源的互通共享奠定基础。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采用国际标准。

五、与相关国际标准的关系

尚未发现可资借鉴的国际标准。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相关要求。

标准编写过程中的编制依据包括《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的

结构和编写》（GB/T 1.1—2020）及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的国家标准。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此次制定普适性的国家标准，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九、实施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一）实施标准的要求

在标准发布后，需要组织对业界相关专职人员进行培训，以增强他们

对标准技术内容的认识和理解，同时提高他们在标准使用中的技能水平。

（二）组织措施、技术措施

为更好的宣贯本标准，在标准正式发布后，计划编写标准的应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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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归口单位组织开展专项标准宣讲培训工作，同时结合业界学术交流活动

对本标准加以宣讲。

（三）标准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

建议标准正式发布六个月后实施。

（四）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