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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人类进入21世纪后，社会信息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信息就像材料、能源一样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它作为一种重要资源不仅是社会的重要财产，而且是
最活跃的生产力要素之一。
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如何有效合理地开发利用已成为全球的共识。
如果说一个国家的文献信息资源的开发程度直接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文献事业发展的水平，反映了这个
国家的文化科学水平的话，那么，对于科学研究的人员来说，如何有效地利用文献信息则反映出一个
人的实际综合信息素质。
为了培养具有信息检索能力，具备知识更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在国家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从20世
纪80年代初，各高校相继开设了以介绍手工检索工具为主的文献检索课。
然而，随着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国际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信息的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
化，人们对信息时代、信息技术、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有了更新、更深刻的认识，获取信息的方式和
手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电子文献和计算机检索越来越成为图书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为此，培养大学生应用现代化技术手段，特别是网络技术来获取各种信息和知识，已成为当前信息用
户教育的主要内容。
正是基于此，我们结合教学的需要，以及多年的工作实践经验，编写了这本专门介绍计算机信息检索
的基础理论和使用方法的教材。
本教材具有以下特点：（1）注重理论基础知识的阐述。
本教材首先详细介绍了信息以及电子信息资源的基础知识，同时还详细阐述了信息资源管理的各个环
节和过程，对信息资源的整个检索过程作了系统的分析与描述。
这为后面的计算机信息检索的介绍打下了理论基础。
（2）加大了现代化检索手段及其相关知识的介绍。
重点介绍了计算机信息检索的相关知识和光盘检索、远程联机检索、网上检索等内容，叙述了国内外
一些高品位的资源数据库的特点和检索方法、相关网站和搜索引擎，与同类著作相比具有创新性。
（3）具有实用性。
本书的编写充分考虑了本门课程的实用性和要求动手能力强等特点，在编写中采用了检索技术和检索
方法相结合，方法介绍和案例操作相结合，体系结构新，各章内容循序渐进。
读者在系统地学习本书后，可以在基本层次上强化信息意识，熟练掌握各种检索系统的操作与应用，
成为信息技术的直接应用者和最大受益者。
全书共11章，由何琍芳拟定编写大纲，确定本书编写的指导思想和框架设计，并独立编写了第1－7章
、第11章，冯炯编写了第8－10章，最后由何琍芳统稿、审订。
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许多教材、专著。
书后参考文献仅列出了直接引用到的主要教材和专著。
本书中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通过对多种文献资料的重组或改造而得出的，在这里，衷心感谢原创者
的辛勤劳动和创造性工作。
由于当前信息技术发展迅猛、日新月异，加之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也会存在疏漏和
错误，诚恳地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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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介绍了信息和电子信息资源的一般知识，以及信息资源管理过程的各个环节，重点介绍了计
算机信息检索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对最新、最常用的中外文资源数据库及网络检索工具进行了全面
介绍，旨在提高读者有效利用文献信息，熟练使用数据库的能力。
另外，本书还介绍了如何综合利用信息资源、撰写学术论文的基本知识，帮助读者提高学术研究水平
。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文献检索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科研人员和广大信息用户进行文献信息检
索的学习指南或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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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信息与电子信息资源自从有了人类，人们对信息的认识、开发与利用的历史就开始了。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时时刻刻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接收、传递、存储和利用信息。
原始社会，人们是依靠“结绳记事”的方式来存取信息的。
语言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信息革命，第二次信息革命的标志是文字和印刷术的产生。
文字和印刷术的使用，使得信息的存储有了载体，信息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电报、电话、无线电、传真等通信工具相继应用，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信息革命。
计算机的诞生和发展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的第四次信息革命。
计算机实现了信息存储数字化的突破，信息的承载和传输产生了质的飞跃，电子信息也应运而生。
1.1信息与信息资源1.1.1信息1.信息的概念信息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概念，人类自存在以来就不断地
通过感官摄取信息，通过大脑处理信息，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通过创造性思维产生新的信息，以语言
、文字、图像等形式交流信息，并根据积累的信息进一步认识和改造世界。
客观世界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信息现象。
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每天都在与信息打交道，信息就如同阳光、空气和水一样是人类生活必不可少
的要素。
那么，什么是信息呢?信息一词，从不同层面人们对它的解释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人类社会早期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信息的认识是比较宽泛和模糊的，他们多把信息看做消息的
同义词。
只是到了20世纪尤其是中期以后，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对人类社会的深刻影响，人们才
开始探讨信息的准确含义。
“信息就是谈论的事情、新闻和知识。
”（英国《牛津字典》）“信息是指对消息接收者来说预先不知道的消息。
”（中国《辞海》）“信息是用来通信的知识，在观察中得到的数据、新闻和知识。
”（美国《韦氏辞典》）我们说，信息并非指事物本身，而是指用来表现事物特征的一种普遍形式。
从本质上说，信息是事物自身显示其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的属性，是客观存在的事物现象。
它与事物同在，与事物共存，存在于整个自然界与人类社会。
但是，信息与认识主体又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必须通过主体的主观认知才能被反映和揭示。
这表明，信息是一种比运动、时间、空间等概念更高级的哲学范畴，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概念。
实际上，信息的概念是有层次的。
如果从哲学的范畴来考虑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没有任何约束条件的本体论层次；另一个是受主
体约束的认识论层次。
从本体论层次上来考察，信息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是事物的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
站在主体的立场来考察信息概念，就会引出认识论层次上的信息定义：信息就是主体所感知或所表达
的事物的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是反映出来的客观事物的属性。
2.信息的基本特征信息的特征体现了信息的属性，主要有下列几点：（1）客观性。
信息是对事物的状态、特征及其变化的客观反映。
信息是客观存在的，它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也不是可以随意想像和“创造”的事物，它可以被人感
知、被人处理、被人存储、被人传递和利用。
（2）寄载性。
在人类社会的信息活动中，各种信息必须借助于文字、图像、胶片、磁带、声波、电波、光波等物质
形式的载体，才能够表现，才能为人们的听觉、视觉、触觉、味觉所感应、接受，并按照既定目标进
行处理和体内、体外存储。
信息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载体才变为一种广泛的信息资源和信息财富。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载体就没有信息，人类社会的信息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载体的进
步。
（3）传递性。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子信息资源与计算机检索>>

信息传递的实质，就是一种事物运动的状态与方式脱离开源物质而附着于另一事物，并通过后者的运
动将这种状态与方式在空间从一点传到另一点。
其实，信息的传递不仅仅限于空间的传递，也可以从一个时期传递给另一时期，即信息可以通过媒介
进行空间上和时间上的传递。
所谓空间传递，是指信息的利用不受地域的限制；所谓时间传递，是指信息的传递不受时问限制，可
以由古及今。
（4）转换性。
信息在一定的技术优势下可以转化为物质、能量、时间、金钱、效益、质量等。
具体地讲，正确而有效地利用信息，可以在同样的条件下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可以开发或节约更多
的能量。
当然，信息不会真地变为物质与能量，其功能在于通过合理而有效的利用，节约更多的物质与能量。
人类社会为使信息资源得以充分利用，总是要将信息加以转换。
信息转换可以提高信息的可利用性。
（5）时效性。
信息作为对事物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的反映，随着客观事物的变化而变化。
当人们将某一时刻的信息提取出来之后，事物仍在不停地运动。
这样，已脱离源物质的信息就会渐渐失去效用，最终只能充作一种历史记录，即可谓信息是动态的。
由于信息是动态的，因此，信息的价值与其所处的时问成反比。
只有充分重视和发挥信息的时效性，才能将信息转化为时间与金钱。
（6）共享性。
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可以由不同个体或群体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共同享用。
信息能够共享是信息不同于物质和能量的最重要的特征。
信息可共享的特点，使信息资源能够发挥最大效用，同时能使信息资源生生不息。
（7）价值相对论。
信息本身不是物质生产领域的物化产品，但它一旦生成并物化在载体上，就是一种特殊的软资源，具
有使用价值，能够满足人们某一方面的需要。
但信息使用价值的大小取决于个人的需求及其对信息的理解、认识和利用能力。
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认识目的及其所储备的先验信息各不相同，他们从同一事物中获取的信息及信
息量不相同，其价值也不相同，因此信息价值大小的体现，具有其不同数值的相对性。
（8）能动性。
信息的产生、存在和流通，依赖于物质和能量，没有物质和能量就没有信息。
但信息在和物质、能量的关系中并非是消极、被动的，而是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信息可以控制或支
配物质和能量的流动，并对改变其价值产生影响。
（9）可伪性。
信息可以衍生，可以形成无穷的衍生链带，产生无限的信息。
但在衍生过程中，由于人们在认知能力上存在差异，对同一信息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形成
“认知伪信息”；或者由于传递过程中的失误，产生“传递伪信息”。
伪信息带来社会信息的污染，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信息的可伪性提醒我们，做信息工作一定要注重信息的来源和信息的筛选，要有效防止信息的污染。
（10）可加工性。
信息可以被分析和综合，扩充或浓缩。
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
所谓信息加工，是把信息从一种形式变换成另一种形式，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一定的信息量。
3.信息的分类为了更深人地研究和利用信息，人们经常把信息进行分类。
不同的信息经过归类后将呈现出自己的特征，有利于我们从纷繁复杂的信息现象中抓住事物的本质。
用不同的标准对信息进行分类，可以把信息划分为如下类型：（1）按照信息的来源可分为物理信息
、生物信息和社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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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信息是指无生命世界的信息。
形形色色的天气变化、地壳运动、天体演化等，无生命的世界每时每刻都在散发着大量的信息。
只是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对于这类信息现象的认识还远远不够。
生物信息是指生命世界的信息。
有关实验表明，植物之间存在着信息交换现象，动物之间更有着特定的信息联系方式。
而传递信息的作用则是生命进化的重要原因。
没有信息，就没有丰富多彩的生物界，更不会出现人类社会。
社会信息是指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信息，包括一切人类社会出现的各种事物的信息。
社会信息是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资源，也是社会大系统的一类构成要素和演化动力。
因此，社会信息是信息管理的主要对象。
（2）按信息的性质划分，可分为语义信息和非语义信息。
语义信息是指用语言、文字或语义性质的符号所描述的信息；非语义信息是指用非语义性质的声音、
颜色或实物荷载的信息。
语义信息为我们人类所感知，非语义信息中相当一部分也是为我们人类可感知的，并且对其含义有所
认识和理解。
（3）按信息的存在形式划分，可分为文字信息、声像信息和实物信息。
文字信息是指用文字（或符号、代码等）来表达其内容的信息，如图书、期刊、专利、科技报告、书
信等；声像信息指通过声频或视频信息荷载和传递的信息，如通过电视、广播、录音、录像、电话、
网络、讲演、谈话所传递的信息；实物信息指通过实物荷载传递的信息，如样品、样机等。
（4）按信息的价值划分，可分为有害信息和无害信息。
有害信息是指会给我们的生产、学习和生活带来危害的信息；无害信息又分有用信息和无用信息，有
用信息就是对我们生产、学习、生活有作用的信息，无用信息就是对我们暂时没有什么用处（或不能
利用）但也没有害处的信息。
此外，信息分类的方法还有很多种，采用不同的分类标准，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某一方面对信息进
行分类。
4.信息的功能概括地说，信息的功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信息是认识事物的中介。
所谓中介，就是信息赋予事物本身的某种自身的新的质的规定性。
主体要想真正地认识客体，必须通过中介的作用。
信息正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它是物质与意识、实践与认识、主体与客
体之间的中介。
信息的中介功能贯穿于认识活动的始终，认识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以信息为中介的信息运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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