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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化学信息学》为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一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是教育部&ldquo;使用信
息技术工具改造课程&rdquo;项目的研究成果。
全书主要分为四大部分，其中第1章概述了化学信息学的产生及特点；第2～4章讲述了化学信息的来源
，包括手册、书籍、搜索引擎以及目前广为使用的期刊文献数据库；第5～7章介绍了化学信息的处理
工具（即化学软件）、处理方法（相关化学计量学算法）以及定量构效关系（QSAR）的原理及应用
；第8章对生物信息学领域的研究进行了概述。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化学化工专业本科&ldquo;化学信息学&rdquo;课程的入门教材，另外，书中
提供了大量与信息学相关的网址，也可作为研究生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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