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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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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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霞、吕品田、徐艺乙、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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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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对传统美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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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挖掘传统美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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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地对传统美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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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部分：传统美术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传统美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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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适用于传统美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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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美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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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美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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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美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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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美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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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采集要素

传统美术门类非遗项目的采集要素包括非遗项目基本信息、相关习俗、艺术特色、制作技艺、传承、生

产与流通、代表作品、组织机构、文物古迹、文献资料和保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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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采集对象和采集方式的选择

传统美术门类非遗项目采集对象和采集方式的选择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传统美术门类非遗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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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采集对象选择范围包括：
　　　　●   仪式活动；
　　　　●   行话术语；
　　　　●   禁忌和规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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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特色

3.1 风格流派
　　采集对象为非遗项目各风格流派及其艺术特色，包括个人手法、
师承关系和地域性文化影响等。

必备 可选 — 可选

3.2 表现内容 　　采集对象为代表各风格流派艺术特色的作品题材和内容。 必备 可选 — —

3.3 表现形式 　　采集对象为代表各风格流派艺术特色的作品体裁和形式。 必备 必备 — —

4 制作技艺

4.1 材料 　　对制作技艺的采集应覆盖非遗项目的主要技艺类型。
　　制作技艺本身存在流派差异时，应对不同重要流派的制作技艺分
别采集。
　　传统材料、制作工具和工艺流程与当前实际采用的存在较大差异
时，应对传统技艺和目前实际采用的技艺分别采集。

必备 必备 — —

4.2 工具 必备 必备 — 可选

4.3 技艺 必备 必备 — 必备

5 传承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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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有一定数量代表作品的传承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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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备 必备 必备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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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传统美术门类非遗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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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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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3 传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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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备 必备 — 必备

6 生产与流通

6.1 生产 　　流通包括售卖、交换、赠予等形式，当存在多种生产流通方式或众
多作坊与店铺时，采集对象应按照以下要求进行选择：
　　—— 具有代表性的、采用传统生产方式和流通方式的作坊或店

铺，有多个时，则分别采集；
　　—— 在历史上或当今影响范围大的作坊与店铺。

必备 必备 — 可选

6.2 流通 必备 必备 — 可选

6.3 作坊与店铺 必备 必备 — 可选

7 代表作品

7.1 题材分类 　　表现不同主题和内容的作品，按题材的相同性进行分类。 必备 — — —

7.2 体裁分类 　　按照不同表现形式、不同用途和使用方式进行分类。 必备 — — —

7.3 代表作品

　　代表作品的采集应覆盖非遗项目的全部题材和体裁，同一类型有
多个代表作品时，采集对象应按照以下要求进行选择：
　　—— 突出体现非遗项目艺术特色的作品；
　　—— 突出体现相应题材特点的作品；
　　—— 突出体现非遗项目形式特点的作品；
　　—— 突出体现材料特点的作品；
　　—— 突出体现应用特点的作品；
　　—— 由著名传承人制作的作品；
　　—— 具有研究价值的作品。

必备 必备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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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包括社团、创作与研究机构、行会、学会、协会等。

必备 必备 — 可选

9 文物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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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备 必备 — 可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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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内部资料等非正式出版物。

必备 必备 — —

11 保护情况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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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1.2 保护机制 必备 可选 — —

11.3 保护措施 必备 必备 —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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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采集实施

5.1　基本要求

传统美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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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美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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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遗项目基本信息

非遗项目基本信息的采集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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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代表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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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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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代表作品、文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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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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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非遗项目基本信息的采集（续）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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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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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　相关习俗

相关习俗的采集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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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　艺术特色

艺术特色的采集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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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艺术特色的采集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风格流派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非遗项目的各风格流派及各流派艺术特色，内容应包括：
　　—— 个人手法；
　　—— 师承关系；
　　—— 地域性文化影响；
　　—— 流派的宗旨、源流、代表人物、主要成员、专长、成就、影响。

图片 采集内容 　　反映风格流派内容的图片资料。

录像 采集内容 　　反映风格流派内容的视频资料。

表现内容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代表各风格流派艺术特色的作品题材和内涵、寓意、象征。

图片 采集内容 　　反映表现内容的图片资料。

表现形式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非遗项目的形式特色，内容应包括：
　　—— 造型特色；
　　—— 色彩特色；
　　—— 构图或结构特色，如构图、布局、纹饰等。

图片 采集内容 　　反映形式特色的图片资料。

5.3.4　制作技艺

制作技艺的采集应符合表 5 的规定。

表 5　制作技艺的采集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材料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原材料相关信息，内容应包括：
　　—— 名称；
　　—— 功用；
　　—— 特点；
　　—— 产地；
　　—— 加工方法；
　　—— 价格，包括价格、价格提供者、提供时间、地区；
　　—— 材料的特殊要求，如版本号、特殊装订方式等。

图片
采集内容 　　反映重要材料的图片资料。

采集过程 　　对于非遗项目所特有的材料应单独拍摄，同时拍摄材料全景照和能突出材质特点的特写照。

工具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工具相关信息，内容应包括：
　　—— 名称；
　　—— 规格、尺寸、材质；
　　—— 构造；
　　—— 制作和加工方法；
　　—— 特殊功用；
　　—— 使用场合；
　　—— 存放规则；
　　—— 现状（传统与改良情况、传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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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制作技艺的采集（续）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图片

采集内容 　　反映重要工具的图片资料。

采集环境
　　采集环境要求如下：
　　—— 拍摄工具完整形象和部位特写时，应在纯色背景或室内背景单调的地点；
　　—— 拍摄工具制作和使用情况时，应在制作现场和正式使用环境。

采集对象 　　工具应基本完好，可满足使用要求。

采集过程

　　采集过程要求如下：
　　—— 对于非遗项目所特有的工具应单独拍摄，同时拍摄工具全景照，对复杂工具应同时采用多角度拍

摄和局部特写突出特色部分；
　　—— 已经消失或找不到的工具，可根据描述绘制手绘插图或示意图。

录像 采集内容 　　反映工具使用方法的视频资料。

技艺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技艺相关信息，内容应包括：
　　—— 技艺名称；
　　—— 技艺步骤和作用；
　　—— 技艺方法；
　　—— 材料的应用；
　　—— 工具的使用；
　　—— 制作环境。

图片

采集内容 　　反映各技艺环节的全景和特写图片资料。

采集环境 　　应在实际制作环境中拍摄。

采集对象 　　应在传承人自然工作状态下拍摄。

采集过程

　　采集过程要求如下：
　　—— 采集体现主要技艺环节的图片资料；
　　—— 采集者可根据技艺特点采用全景、中景、近景和特写方式对技艺进行多角度拍摄，应至少包含一

张全景正面照。

录像
采集内容 　　反映技艺完整流程的视频资料。

采集过程 　　应至少有一个机位，用全景方式拍摄全过程，完整呈现技艺过程，必要时采用特写镜头展现技艺细节。

5.3.5　传承

传承的采集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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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艺时间；
　　—— 学艺经历；
　　—— 艺术特点与专长；
　　—— 代表作品及其介绍；
　　—— 所属流派；
　　—— 从艺的主要班社和团队；
　　—— 成就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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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传承的采集（续）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文字 采集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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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代表作品图片应包括全景和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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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技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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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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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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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传承的采集（续）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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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　生产与流通

生产与流通的采集应符合表 7 的规定。

表 7　生产与流通的采集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生产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生产方式、生产数量、生产时间、生产价格。

图片

采集内容 　　反映生产方式和生产场景的图片资料。

采集过程
　　应采用多角度全景展示生产方式和生产场景，对于具有细节特征的生产活动可采用近景或特写进行
拍摄。

录像 采集内容 　　反映生产情况的视频资料。

流通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作品流通方式、流通渠道和对象、作品年销量、社会捐赠和收藏状况、作品单价、年交易额。

图片
采集内容 　　反映流通方式和生产场景图片资料。

采集过程 　　采用多角度全景展示流通方式和流通场景。

录像 采集内容 　　反映流通情况的视频资料。

作坊与店铺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非遗项目相关的作坊、店铺，内容应包括：
　　—— 字号、堂号；
　　—— 地理位置；
　　—— 始建年代；
　　—— 发展历程；
　　—— 现状，如修缮、影响、销售状况等；
　　—— 布局；
　　—— 占地面积；
　　—— 内部陈设。

图片 采集内容
　　采集以下内容的图片资料：
　　—— 牌匾；
　　—— 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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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生产与流通的采集（续）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图片

采集内容
　　—— 内部场景；
　　—— 历史老照片。

采集环境
　　采集环境要求如下：
　　—— 拍摄店铺内部时应设置必要的光源；
　　—— 室外拍摄时应选择光线条件合适的时间拍摄，宜在清晨或接近傍晚时拍摄。

采集过程

　　采集过程要求如下：
　　—— 应采用正面角度拍摄作坊、店铺外貌全景；
　　—— 店内具有重要价值的物品陈设应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全景、中景、近景和特写对其进行多角度 

拍摄。

录像 采集内容 　　反映作坊与店铺情况、网络电商传播营销情况的视频资料。

5.3.7　代表作品

代表作品的采集应符合表 8 的规定。

表 8　代表作品的采集

采集方式 采集要求

题材分类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作品的题材分类，内容应包括：
　　—— 作品题材范围（包括哪些类别）；
　　—— 作品题材内容；
　　—— 作品题材特点；
　　—— 代表作品。

体裁分类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作品的体裁分类，内容应包括：
　　—— 作品规格；
　　—— 作品功用；
　　—— 作品特点。

代表作品

文字 采集内容
　　用文字描述代表作品的名称、题材、体裁、主要表现内容、作者、创作时间、产地（含出品字号或店
铺、作坊）、材质、规格、重量、内容解读和艺术特色等。

图片

采集内容 　　反映代表作品的图片资料。

采集对象 　　作品应完整，没有污损。

采集过程

　　采集过程要求如下：
　　—— 对于平面作品，除拍照外还可通过扫描进行数字化采集；
　　—— 对于器物，应从正面、侧面、顶面、底面、全形、局部等角度进行拍摄；
　　—— 对于表面光滑的瓷器、玉器、金银器等易于反光的器物，应采用偏光镜、反光伞消除或减弱 

光斑。

5.3.8　组织机构

组织机构的采集应符合表 9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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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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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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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　文物古迹

文物古迹的采集应符合表 10 的规定。

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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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物管理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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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0　文献资料

文献资料的采集应符合表 1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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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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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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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1　保护情况

保护情况的采集应符合表 12 的规定。

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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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采集技术的使用

传统美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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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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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字资源著录

6.1　基本要求

传统美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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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美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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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美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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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美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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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美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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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美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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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著录应符合 6.8 的规定。

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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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格流派

表现内容

表现形式

材料

工具

技艺

生产

流通

作坊与店铺

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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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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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著录步骤

传统美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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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6.8.2.2　风格流派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个人手法，师承关系，地域性文化影响，流派的宗旨、源流、代表人物、主要成员、专长、成

就、影响。

6.8.2.3　表现内容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作品的题材、内涵、寓意、象征。

6.8.2.4　表现形式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作品的造型特色、色彩特色、构图或结构特色（构图、布局、纹饰等）。

6.8.2.5　材料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名称、功用、特点、产地、加工方法、价格（包括价格、价格提供者、提供时间、地区）、材料

的特殊要求（版本号、特殊装订方式等）。

6.8.2.6　工具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名称，规格、尺寸、材质，构造，制作和加工方法，特殊功用，使用场合，存放规则，现状

（传统与改良情况、传承情况）。

6.8.2.7　技艺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名称、步骤和作用、技艺方法、材料的应用、工具的使用、制作环境。

6.8.2.8　生产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生产方式、数量、时间、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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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9　流通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流通方式、流通渠道和对象、作品年销量、社会捐赠和收藏状况、作品单价、年交易额。

6.8.2.10　作坊与店铺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字号、堂号，地理位置，始建年代，发展历程，现状（修缮、影响、销售状况等），布局，占地

面积，内部陈设。

6.8.2.11　代表作品

约束条件：条件必选。

说明：应著录名称、题材、体裁、主要表现内容、作者、创作时间、产地（含出品字号或店铺、作坊）、材

质、规格、重量、内容解读和艺术特色。

6.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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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艺时间、学艺经历、艺术特点与专长、代表作品、所属

流派、从艺的主要班社和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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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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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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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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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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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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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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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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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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