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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管理 

 ISO/IEC TS 38505-3:2021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Governance of data 

— Part 3: Guidelines for data classification 

【看点】国际标准化委员会于 2021 年 12 月发布了 ISO/IEC TS 38505-3:20

21 《信息技术 数据治理 第 3 部分：数据分类指南（Information technology—G

overnance of data—Part 3: Guidelines for data classification）》，该标准是对现有

信息技术治理和数据治理国际标准的补充，旨在为组织提供实用的数据工作指导。 

【摘要】作为对现有信息技术治理（ISO/IEC 38500）和数据治理（ISO/IE

C 38505-1）国际标准的补充，该标准旨在指导包括管理机构和管理层在内的组

织实现以下目标： 

- 保持对其数据组合的监督； 

- 了解与数据相关的业务背景、价值、敏感性和风险； 

- 采用相称和适当的机制，确保数据得到保护，并且只用于符合组织义务的

预期目的。 

图 1 ISO 38505 EDM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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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把数据分类作为支持组织整体数据治理政策和相关系统的一种手段，

规定了在开发和部署数据分类系统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该标准构建起的 ED

M 模型如图 1 所示，可用于组织开展数据治理的评估、指导和监督。 

来源： 

国际标准化组织：https://www.iso.org/standard/56643.html 

 ISO 8000-1:2022 Data quality — Part 1: Overview 

【看点】ISO 8000 系列标准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开发，由 ISO 技术委

员会 TC184 负责，是针对数据质量制定的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致力于管理数

据质量。2022 年 4 月，国际标准化组织更新了数据质量标准，正式推出了 ISO 

8000-1:2022《数据质量 第一部分：概述（Data quality — Part 1: Overview）》。 

【摘要】统一的数据质量标准便于国家之间、组织之间、部门之间进行更高

效的数据质量统一管理，从而利于数据存储、传递和共享，有助于减少由于数据

不兼容、数据冗杂、数据缺失等各种数据质量问题造成的判断和决策失误。 

ISO 8000 数据质量标准致力于管理数据质量，具体包括：规范和管理数据

质量活动、数据质量原则、数据质量术语、数据质量特征（标准）和数据质量测

试。其系列标准结构如表 1 所示。 

表 1 ISO 8000 数据质量标准结构 

ISO 8000 数据

质量标准 
标准内容 

一般原则 第 1 部分（ISO 8000-1）：简介 

 第 2 部分（ISO 8000-2）：术语 

主数据质量 第 100 部分（ISO 8000-100）：简介 

 第 110 部分（ISO 8000-110）：主数据的语法、语义编码、符合数据规范 

 第 120 部分（ISO 8000-120）：主数据的数据来源 

 第 130 部分（ISO 8000-130）：主数据的准确性 

 第 140 部分（ISO 8000-140）：主数据的完整性 

 第 150 部分（ISO 8000-150）：主数据的质量管理框架 

交易数据质量 未出版 

产品数据质量 未出版 

2022 年出版的 ISO 8000-1:2022 标准中，概述了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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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整个 ISO 8000 系列的范围； 

- 建立信息和数据质量的原则； 

- 描述通往数据质量的途径； 

- 描述 ISO 8000 系列的结构； 

- 提供 ISO 8000 系列中每个部分的内容摘要； 

- 确定 ISO 8000 系列与其他国际标准的关系。 

来源： 

国际标准化组织：https://www.iso.org/standard/81745.html 

 GB/T 42450-2023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数据资源规划 

【看点】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发布了国家标准《信息

技术 大数据 数据资源规划》，该标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

TC28）提出并归口，将于 2023 年 10 月 1 日正式实施。 

【摘要】数据资源规划围绕组织业务规划中设定的目标以及数据本身特征展

开。数据资源规划目标是支持组织实现业务规划与目标，以确定的业务规划与目

标为输入，系统性设计开展数据资源各要素的规划、描述，提出规范性要求。数

据资源规划活动产生的最终产品是满足业务目标数据需求的数据资源预配置方

案，即数据资源规划文件。 

图 2 数据资源规划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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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描述了组织用以支持实现其业务规划目标所需的数据资源规划流程，

规定了数据资源预配置和数据资源规划相关活动，适用于指导组织建立满足其业

务需要的数据资源规划相关文件及活动。 

来源： 

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F789206610FBB223E05397BE0A0AE533 

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 

https://openstd.samr.gov.cn/bzgk/gb/newGbInfo?hcno=5A48BC0A1506BB09B1E57B21AB3E942D 

 GB/T 42129-2022 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方法 

【看点】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发布了国家标准《数

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方法》，该标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

TC28）提出并归口，将于 2023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 

【摘要】国家标准《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方法》是依据 2018 年 3 月 15

日发布的国家标准 GB/T 36073《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制定的，针对

该模型补充了评估方法的相关内容。 

国家标准《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是我国在数据管理领域首个正式

发布的国家标准，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最佳实践的总结和提升，定义了数据战略、

数据治理、数据架构、数据应用、数据安全、数据质量、数据标准和数据生存周

期 8 个核心能力域和 29 个能力项。 

图 3 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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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方法》则丰富了上述模型的评估方法，

规定了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的评估原则、评估过程以及成熟度等级判定，与

该模型一起适用于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活动。 

来源： 

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F159DFC2A90547EFE05397BE0A0AF334 

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 

https://openstd.samr.gov.cn/bzgk/gb/newGbInfo?hcno=A19819258CEDE5AE96258AF63750DA67 

 GB/T 38664.4-2022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政务数据开放共享 第4部分：共享评价 

【看点】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22 年 10 月 14 日发布了国家标准《信

息技术 大数据 政务数据开放共享 第 4 部分：共享评价》，该标准由全国信息技

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提出并归口，将于 2023 年 5 月 1 日正式实施。 

【摘要】本标准是国家标准 GB/T 38664《信息技术 大数据 政务数据开放

共享》的第四部分。GB/T 38664 是在国家高度重视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的背景

下，为统筹推进政务数据共享和应用工作提出的。该系列标准包括总则、基本要

求、开放程度评价和共享评价指标四个部分。 

其中，总则从总体结构和管理角度规定了政务数据开放共享的参考架构和总

体要求；基本要求对政务数据开放共享的网络、数据、平台、安全要求进行细化；

图 4 政务数据共享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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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程度评价提出了政务数据开放程度评价的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

法，是对管理评价体系的支撑；共享评价指标规定了政务数据评价指标，也是对

管理评价体系的支撑。 

来源： 

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EB58F4DA9154B2A2E05397BE0A0A7D33 

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 

https://openstd.samr.gov.cn/bzgk/gb/newGbInfo?hcno=B816F6ABD781DD9911233826D6CD9529 

数据组织 

 ANSI/NISO Z39.104-2022 CRediT, Contributor Roles Taxonomy 

【看点】贡献者角色分类法 CRediT 于 2022 年 1 月 14 日由美国国家标准协

会批准，并于 2 月 8 日正式发布，其 14 个角色和最佳实践构成了一个简单而全

面的系统，以一种透明、一致和结构化的格式记录对学术出版成果的贡献范围和

性质。 

【摘要】随着用于描述和列出学术成果作者的书目惯例越来越过时，不能代

表研究人员对出版成果的贡献范围，且研究人员、资助机构、学术机构、编辑和

出版商对提高研究贡献的透明度和可及性越来越感兴趣，2012 年年中，惠康基

金会和哈佛大学共同举办研讨会，将学术界、出版界和资助界的成员聚集在一起

探索替代性贡献和归属模式，并于会后建立了试点项目以开发贡献者角色的受控

词汇（分类法），用于描述对生物医学和更广泛的科学的学术出版成果的典型“贡

献”范围，旨在开发一个既实用又容易理解的分类法，同时尽量减少滥用。 

自 2014 年以来，贡献者分类法（CRediT），又称贡献者角色分类法，已被

一系列出版商广泛采用，以提高对已发表研究成果的贡献范围的可及性和可见性，

为研究生态系统带来了一些重要的实际利益。包括： 

- 帮助减少发生作者纠纷的可能性； 

- 支持遵守作者身份/贡献的程序和政策； 

- 使研究人员的不同贡献可看见和可识别，尤其是在多人合著的作品中，

包括研究中的数据整理、统计分析等所有方面； 

- 支持确定同行评审员和特定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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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让资助者更容易识别负责具体研究产品、发展或突破的人，以支持

拨款； 

- 提高跟踪个别研究专家和资助者的产出和贡献的能力； 

- 方便识别潜在的合作者和研究网络； 

- 推进数据管理和纳米出版的发展； 

- 为“科学的科学（元科学）”提供信息，提高科学效力和效果有效性； 

- 启用研究价值、使用和再使用、信用和归属的新指标。 

本标准的 14 个贡献者角色如下： 

表 2 贡献者角色分类 

Role Name Simplified Name 

Conceptualization conceptualization 

Data curation data-curation 

Formal analysis formal-analysis 

Funding acquisition funding-acquisition 

Investigation investigation 

Methodology methodology 

Project administration project administration 

Resources resources 

Software software 

Supervision supervision 

Validation validation 

Visualization visualization 

Writing - original draft writing-original-draft 

Writing – review & editing writing-review-editing 

来源： 

美国国家信息标准组织（National Information Standards Organization）： 

https://www.niso.org/publications/z39104-2022-credit 

https://groups.niso.org/higherlogic/ws/public/download/26466/ANSI-NISO-Z39.104-2022.pdf 

 

 ANSI/NISO Z39.96-2021 JATS: Journal Article Tag Suite, versio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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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期刊文章标签集（JATS，Journal Article Tag Suite）推出了 1.3 版

本，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由美国国家标准协会批准。JATS 标准于 2012 年首次发

布，并在 2015 年、2019 年和 2021 年进行了修订。2021 年修订的即是 JATS 标

准的 1.3 版。 

【摘要】NISO 期刊文章标签集 (NISO JATS) 标准的目的是定义一套 XML

元素和属性，描述期刊文章的内容和元数据，包括研究和非研究文章、信件、社

论、书籍和产品评论，目的是提供一种通用格式，让出版商和档案馆可以交换期

刊内容。 

JATS 标准版本 1.3 是最新的 ANSI/NISO 标准 JATS。该版本与 JATS 1.0  

（2012）、JATS 1.1（2015）和 JATS 1.2（2019）完全向后兼容。任何对 JATS 

1.0、1.1 或 1.2 有效的文件都对同一 JATS 标签集的 1.3 版本有效。 

在 JATS 标准版本 1.3 中，增加了一个新的元素类别，用于保存以前可能在

处理指令中记录的处理元数据。另外，所有 JATS 模块的文件名都与它们的发行

版本相联系，例如：一个曾经被命名为"JATS-list1.ent"的模块现在被命名为"JAT

S-list1-3.ent"。 

来源： 

美国国家信息标准组织（National Information Standards Organization）： 

https://www.niso.org/publications/z3996-2021-jats 

https://groups.niso.org/higherlogic/ws/public/download/25760/ANSI-NISO-z39.96-2021.pdf 

 ANSI/NISO Z39.102-2022 STS: Standards Tag Suite v1.2 

【看点】标准标签集（STS，Standards Tag Suite）推出了 1.2 版本，于 202

2 年 10 月 21 日由美国国家标准协会批准，并于 11 月 14 日正式发布。该标签集

包括元素和属性描述以及两个标准标签集合，已经根据用户的经验和公众的意见

进行了扩展，并纳入了 JATS 1.3 的适用性修改。 

【摘要】标准标签集（STS，Standards Tag Suite）提供了一种通用的 XML

格式来编码以下的规范性和非规范性内容：标准、标准的采用以及由标准组织产

生的类似标准的文件。标准的开发者、出版者和发行者，包括国家标准机构、地

区和国际标准机构以及标准开发组织，都可以用它来发布和交换标准的全文内容

和元数据。该标准是基于 JATS 标准构建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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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标签集 1.2 版本完全向后兼容，任何对标准标签集 1.0 或 1.1 版本有效

的文件都将对 1.2 版本有效，只需改变文件类型声明（或其他模式识别机制）。 

标准标签集作为 JATS 的衍生产品，是在 2011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改

造了其出版系统的背景下被开发出来的。由于不同组织使用多个 XML 模型来标

记标准和标准类型的信息，这种非标准化模型泛滥造成了各组织间互操作性困难，

增加了开发成本。故而各组织于 2015 年决定将标准标签集推向标准化，并与 JA

TS 建立正式关系，从而为标准的实用性开发奠定基础，并为所有利益相关方带

来裨益。标准标签集 1.2 版本是在 JATS 1.3 出版的背景下修改的，根据用户的

经验和公众的意见进行了扩展。 

来源： 

美国国家信息标准组织（National Information Standards Organization）： 

https://www.niso.org/publications/z39102-2022-sts 

https://groups.niso.org/higherlogic/ws/public/download/27991/Z39.102-2022.pdf 

 GB/T 19688-2022 信息与文献 数据交换和查询书目数据元目录 

【看点】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发布了国家标准《信

息与文献 数据交换和查询书目数据元目录》，该标准由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SAC/TC4）归口，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

信息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起草，将于 2023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 

【摘要】该标准等同采用 ISO 国际标准：ISO 8459:2009 Information and d

ocumentation — Bibliographic data element directory for use in data exchange 

and enquiry，由互借应用、采访应用、情报检索、流通应用、编目和元数据交换

用数据元共 5 个部分组成，分别对应互借、采访、检索、流通和编目 5 个主要的

业务环节。该标准规定和描述了书目工作中数据交换所需的数据元和数据元组，

旨在为图书馆典型的业务应用提供简单、一致的交换接口，作为书目工作中使用

的工具性语言，全面支持业务工作的融合。 

来源： 

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F159DFC2A91447EFE05397BE0A0AF334 

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 

https://openstd.samr.gov.cn/bzgk/gb/newGbInfo?hcno=4504FA77731CD6B6CD257FB1D54D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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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42108-2022 信息与文献 组织机构元数据 

【看点】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发布了国家标准《信

息与文献 组织机构元数据》，该标准由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

/TC4）归口，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起草，将于 2023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 

【摘要】由于组织机构数量庞大、名称形式多样、层级关系复杂、更名重组

频繁、应用场景广泛，组织机构作为数字化资源管理占有重要地位的名称实体，

其识别和管理、信息检索、知识导航及评价极为困难。为实现组织机构描述的规

范化、统一性与完整性，对组织机构的属性特征及其与其他实体的关系进行规范

化定义势在必行。 

组织机构元数据是根据资源共同的特点确定的元数据标准集合，可以应用于

不同领域的资源描述，为组织机构信息的数据交换、统计及科学管理、对照服务

提供参考指南，从而准确地获取与组织机构相关的名称、部门、职位、人员及事

件、评价等信息，推动语义网环境下机器对机构实体的识别，提升计算机对所涉

及机构信息的数字资源管理能力。 

国家标准《信息与文献 组织机构元数据》确立了组织机构的 3 个核心元素

类，包括机构、事件、个人，描述了机构标识符、名称、曾用名称、简称、其他

名称、类型、部门、职位、时间、位置、评论、描述 12 个基本属性，通过属性

元素成员、上级机构、下属机构、替代、事件，表述了机构与人、机构与机构、

机构与事件的语义关系。该标准适用于各种类型文献机构涉及机构信息的各种信

息资源类型，但不提供具体实施指南。 

来源： 

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F159DFC2A91747EFE05397BE0A0AF334 

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 

https://openstd.samr.gov.cn/bzgk/gb/newGbInfo?hcno=84015D1196FEB1A7998F5D934207363D 

知识技术 

 ISO/IEC TS 4213:2022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Assessment of machine learning classific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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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国际标准化委员会于 2022 年 10 月发布了 ISO/IEC TS 4213:2022 

《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分类性能的评估（Information technology - Arti

ficial intelligence - Assessment of machine learning classification performance）》，

该标准规定了测量机器学习模型、系统和算法的分类性能的方法。 

【摘要】随着各界研究人员不断改进机器学习模型，机器学习分类性能评估

需要一致的方式和方法作为指导。选择一个合适的指标评估机器学习模型的分类

性能取决于用例和领域限制。此外，选择的指标可能与训练期间使用的指标不同。 

机器学习分类性能评估需要考虑多个方面，包括模型实现、数据集构成和结

果计算，该标准描述了确保机器学习分类性能的相关性、合法性和可扩展性的方

式和方法。 

机器学习分类性能评估的通用流程如下图所示： 

来源： 

国际标准化组织：https://www.iso.org/standard/79799.html 

 ISO/IEC TR 24368:2022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Overview of ethical and societal concerns 

【看点】国际标准化委员会于 2022 年 8 月发布了 ISO/IEC TR 24368:2022

《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伦理和社会问题概述（Information technology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Overview of ethical and societal concerns）》，该标准是处理人工

智能伦理和社会关注问题的国际标准概述。 

【摘要】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在为社会、组织和个人带来

大量好处的同时，也会带来大量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人工智能中的道德和社会问

题包括隐私和安全漏洞、歧视性结果和对人类自主权的影响等，其来源包括但不

限于： 

- 未经授权的收集、处理或披露个人数据的手段或措施； 

- 采购和使用有偏见的、不准确的或不具代表性的训练数据； 

- 不透明的机器学习（ML）决策或文件不足，通常被称为缺乏可解释性； 

- 缺乏可追溯性； 

图 5 机器学习分类性能评估的通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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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技术部署后的社会影响认识不足。 

人工智能的设计者、开发者、部署者和使用者可以从道德框架、人工智能原

则、风险缓解的工具和方法、道德因素的评估、测试的最佳实践、影响评估和道

德审查的灵活投入中受益。 

该标准对人工智能的伦理和社会问题做了一个高层次的概述，同时，还提供

了与该领域的原则、过程和方法有关的信息。该标准是为技术专家、监管者、利

益集团和整个社会准备的，但并非旨在倡导任何特定的价值观（价值体系）。 

来源： 

国际标准化组织：https://www.iso.org/standard/78507.html 

 ISO/IEC 22989:2022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A

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cepts and terminology 

【看点】国际标准化委员会于 2022 年 7 月发布了 ISO/IEC 22989:2022《信

息技术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概念和术语（Information technology — Artificial in

telligence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cepts and terminology）》，该标准确立了人

工智能的术语并描述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概念。 

【摘要】人工智能成为信息技术的一个日益重要的分支，作为一个高度跨学

科的领域，广泛基于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数学、社会

科学等，这些领域错综复杂，发展迅速。 

人工智能是一个输入和输出的过程流，这个过程每一步的研究都在进行，其

利益相关者需要标准化的概念和术语，以使得该技术便于被更多的人理解和采用。

此外，人工智能的概念和类别允许对不同的解决方案进行比较和分类，如可信度、

稳健性、弹性、可靠性、准确性、安全性和隐私。这使利益相关者能够为他们的

应用选择适当的解决方案，并比较市场上现有解决方案的质量。 

该标准仅从学科的意义上为术语“人工智能”提供了定义，因此其使用背景

可以描述如下：人工智能是一个技术和科学领域，致力于为给定的一组人类定义

的目标生成内容、预测、建议或决策等输出的工程系统。该标准面向人工智能领

域包括专家和非从业人员在内的广大受众，提供了标准化的概念和术语，以帮助

人工智能技术被更多的利益相关者所理解和使用。 

https://www.iso.org/standard/785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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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利益相关者角色及其子角色、系统功能如下图所示： 

来源： 

国际标准化组织：https://www.iso.org/standard/74296.html 

 GB/T 41867-2022 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术语 

【看点】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22 年 10 月 14 日发布了国家标准《信

息技术 人工智能 术语》，该标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

8）提出并归口，将于 2023 年 5 月 1 日正式实施。 

【摘要】该标准界定了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领域中的常用术语及定义，适用于

人工智能领域概念的理解和信息交流，以及科研、教学和应用。 

图 7 人工智能系统功能视图 

图 6 人工智能的利益相关者角色及其子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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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定义了基础术语，包括分布式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服务器、

人工智能集群、人工智能加速处理器、人工智能加速模组、人工智能设施包、人

工智能系统、异构资源池；关键通用技术相关术语，包括贝叶斯网络、半监督机

器学习、测试数据、长短时记忆网络、迭代、分类模型、过拟合、回归模型、回

归分析、机器学习、机器学习模型等；关键领域技术相关术语，包括词位、词性

标注、对话管理、关系抽取、光学字符识别、机器翻译、命名实体识别、情绪识

别、问答、信息检索、语义计算、语义检索等。 

来源： 

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EB58F4DA9092B2A2E05397BE0A0A7D33 

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 

https://openstd.samr.gov.cn/bzgk/gb/newGbInfo?hcno=195F522C14AD9A1A0094FF66D0B1EF1B 

 GB/T 42131-2022 人工智能 知识图谱技术框架 

【看点】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发布了国家标准《人

工智能 知识图谱技术框架》，该标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

TC28）提出并归口，将于 2023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 

【摘要】该标准给出了知识图谱的概念模型和技术框架，规定了知识图谱供

应方、知识图谱集成方、知识图谱用户、知识图谱生态合作伙伴的输人、输出、

主要活动和质量一般性能等要求，适用于知识图谱及其应用系统的构建、应用、

实施与维护。 

知识图谱的概念模型可划分为本体层和实例层，如图 8 所示。其中，本体层

由实体类型及其属性、实体类型间关系类型、规则等本体相关知识元素构成；实

例层是对本体层的实例化，由实体类型对应的实体及其属性以及实体间关系等实

体相关知识元素构成。 

知识图谱技术框架给出了从构建到使用知识图谱涉及的各类利益相关方和

各类技术活动的技术框架，技术活动包括：知识图谱的构建、基于知识图谱的产

品或服务的开发、知识图谱的使用以及知识图谱开发和使用的支持等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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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F159DFC2A90847EFE05397BE0A0AF334 

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 

https://openstd.samr.gov.cn/bzgk/gb/newGbInfo?hcno=B6D2A5EB6F6A5206FC03B9D44E069D07 

 

 

图 8 知识图谱的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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