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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族谱的结构和编撰规则》团体标准

编 制 说 明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本标准《中华族谱的结构和编撰规则》依据中国标准化协会“中国标协 

[2020]163 号”文件，正式立项与制定。

2. 起草单位和任务分工

本标准起草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工艺发展

工程百家姓文化研究开发工作委员会和中华族谱大典编辑委员会。 

根据中华族谱大典编辑委员会的工作安排，进行了国内外族谱编撰的现状考

察，组织了多次的族谱编撰规范研讨会，在广泛听取了相关部门、族谱编撰专家的

意见后，组织编写了本规范。 

主要起草人为：纪正昆、杨新、冉义友、袁义达、聂振强、李彬旭、彭静、

傅德露、蔡干豪、宛福成、冉在东、蒋中明、刘万平、曹树彬、、冉荗平、

黄中成、刘德杰、赵俊林、蒋秉高、王月凡、郭相涛。 

3. 主要工作过程：

《中华族谱大典》于2018年1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列为国家级重点

课题，并由《中华族谱大典编辑委员会》完成这一课题。中华族谱大典编辑委员会

联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工艺发展工程百家姓文化研究开发工作委员会、中华族

谱大典冉氏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华族谱大典刘氏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华族谱大典

重庆市蒋氏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华族谱大典重庆市郭氏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华百

家姓历史文化博物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重庆大

学、西南大学、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福建省开闽姓氏文化研究院、澳门大

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中正大学等以及全国各大中院校的姓氏文化机构、全国

各姓氏文化研究机构、社团、各姓氏文化工作委员会、全国各姓氏文化研究专家、

学者、爱好者，经两年多年共同努力，起草了《中华族谱的结构和编撰规则》草

案，于2020年7月由《中华族谱大典编辑委员会》向《中国标准化协会》申报并获

立项批准，文号中国标协［2020］163号，又于2021年获《中国标准化协会文化产

业标准化委员会》文标委【2021】36号批准，委托《中华族谱大典编辑委员会》

组建《中华族谱的结构和编撰规则》顾问委员会、起草工作委员会，经过一年多

多方合作努力，终于完成了历朝历代未完成修谱的“结构和编撰规则”《中华族

谱的结构和编撰规则》，并于2022年9月26日全票通过了《中华族谱的结构和编撰

规则》复审。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主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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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T/CAS 1.1—2017《团体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指

南》的规定编写。 

编制过程中主要依据以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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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B/T 3792.1 文献著录总则 

[2] GB/T 3860 文献叙词标引规则 

[3] GB/T 7156 文献保密等级代码 

[4] GB/T 15418 档案分类标引规则 

[5] GB/T 18894 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

编制过程中主要参考以下标准与文献： 

[1] GB/T 9704 国家机关公文格式 

[2] DA/T 1  档案工作基本术语 

[3] DA/T 18 档案著录规则 

[4] DA/T 19 档案主题标引规则 

[5] DA/T 31 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 

[6] 档案管理软件功能要求暂行规定 国家档案局 档发[2001]6 号 

[7] 《世本》、《广韵》、《姓觧》、《姓觽》、《姓韻》、《路史》、《氏族典》 

[8] 《元和姓纂》、《史姓韵编》、《姓氏寻源》、《姓氏急就篇》 

[9] 《万姓统谱 134 卷》、《孔氏族谱 154 卷》、《洪洞大槐树寻根》 

[10] 《古今姓氏书辨证》、《中国姓氏源流史》、《中国姓氏大辞典》 

2. 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标准主要涵盖了： 

1） 类别、族谱的结构、族谱的编撰、族谱的数字化与数据化四大类术语 28 

个术语； 

2） 规定了其总体规则和要求、族谱的结构与编撰内容，描述了其数字化与

数据化要求、相应安全和查询功能； 

3） 以及用了 4 个表格形式规范了编撰内容等。 

3. 修订前后标准差异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标准。 

4. 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的组织编撰是中华族谱大典编辑委员会的重要工作，是《中华族谱大

典》国家重点课题大数据工程的核心内容。因目前国内尚没有一部谱牒的编撰规范，

谱牒的编撰体例不一致，数据无法共享。因此，统一谱牒的编撰规范是《中华族谱

大典》编撰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为了验证《中华族谱的结构和编撰规则》，中华族谱大典重庆市蒋氏文化工

作委员会将原《蒋氏西南族谱》依照《中华族谱的结构和编撰规则》重先修

定，并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审核，同意出版为《中华族谱大典》示范谱典，

全国统一出版书刊号为：文史出版社2021.11  ISBN 978-7-5205-3330-0。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为制定项目，充分反映了新技术、新理念，解决了本领域标准空白问

题。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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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强制

性标准的协调性 

均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制定及征求意见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团体标准，是自愿性标准，供中国标准化协会会员和社

会自愿采用。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国内尚不存在同类标准。本标准实施时，不代替原有标准。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中华族谱的结构和编撰规则 

                                     起草工作组 

 

2022 年10 月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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