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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用中医信息学》旨在为广大中医药工作人员提供全新、准确、系统、实用的信息文化教育资
料，力图从人类知识体系中透视中医药学，以了解中医药学在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及其与上下相邻学科
的关系，从而为人们在新世纪中能更有效地利用与交流中医药信息提供一定的基础知识和入门的方法
，以便“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扬中医药学。
　　本教材以“自古至今的中医药信息活动的全过程”为研究背景，介绍了与之相关的信息学、情报
学、文献学及网络方面的基本知识，在弄清中医药信息媒体的类型之后，提出了中医药信息的寻找、
选择、阅读、积累、评价及发布的方法。
其分为上、下两篇。
为能更好地利用《实用中医信息学》进行教学，特就编写之中的某些想法予以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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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综合诸家的观点，信息还可以具体分为：自然信息、生物信息、社会信息和机器信息。
信息不仅存在于自然界、存在于社会，也存在于思维领域。
信息是人与外部世界的中介，是把人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的纽带。
没有信息，没有这种中介和纽带，人将同外部世界隔绝，就无法去认识世界，更谈不到去改造世界。
　　由于各家论述的出发点不同，几乎都是针对信息的各种现象和活动进行不完善的定性描述，因而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也没有一个普遍公认的信息定义。
这一方面说明本门学科还太年轻，远未达到成熟的地步；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信息学作为一门学科方兴
未艾。
　　信息的含义在不同的领域各不相同，现在也无法将其统一起来。
为讲述方便，本书特将其概念限定如下：信息泛指各种媒体所记录的一切知识，它是人们对客观事物
的反映，亦为事物运动的表达方式。
其记录着人类从事社会实践的全部史实和经验，并为后世获得知识、发展科学文化提供条件。
　　（二）信息的特征　　人们虽然对信息的定义尚存争议，但对于信息本质特征的认识却渐趋一致
。
揭示信息的基本特征，不仅有利于加深对信息概念的理解，而且更有助于对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
　　1.普遍性　　信息是事物运动的状态和状态变化的方式。
信息不仅普遍地存在于自然界，而且也存在于人类社会，同时存在于人类的思维或者精神领域。
可见，信息无处不在，其与人类和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休戚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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