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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中华民族奥运梦圆之际，这套凝聚了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教授、研究生导师和
研究生教育工作者多年心血的《研究生教学丛书》面世了。
相信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将成为研究生理论课程学习的良师益友，为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发挥积极
的推动作用。
军事医学科学院是全军最高层次的多学科综合性医学科研机构，主要从事军事医学、部队疾病预防控
制以及相关基础医学、生物高技术和新药研发等研究，拥有国家生物医学分析中心等30余个跨学科研
究中心和重点专业实验室，先后承担完成国家、军队多项重大科研课题，荣获包括国家科技进步特等
奖在内的1 500多项科技成果奖励；现有生物学、基础医学、药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兽医学5个
一级博士学位授权学科，24个博士、31个硕士二级学位授权学科，研究生导师537名，其中两院院士8
名，具备雄厚的师资力量和良好的研究生培养条件，为国家、军队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高层次科技人
才，被喻为培养军事医学人才的摇篮。
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生教育工作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特别是近几年来，着眼新时期军事医学人
才需求，不断深化研究生教学改革，优化课程设置，进一步提高了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作为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教材建设不仅是教学工作的基础环节，更是影响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为
不断提高研究生教材质量，我院设立专项资助基金，组织了一批不仅在科研领域颇有建树，同时具备
丰富教学经验的专家教授编写了本套系列教材。
本套丛书兼顾了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既面向科技发展前沿，又体现军事医学科学院特色，力求基础
性、系统性、科学性、前沿性的统一，不仅适合在校研究生学习，也可作为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专业
人员工作或学习的参考书。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我相信，经过军事医学科学院一批又一批专家教授的辛勤耕耘和不懈努力，《研究生教学丛书》必
将结出更为丰硕的果实，引领更多的莘莘学子走进科学的殿堂，为军队乃至国家的医学科研事业做出
积极贡献。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学信息检索与利用>>

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10章，主要内容包括信息检索概论（包括检索结果的鉴别与整理、检索效果评价和网络信息
资源评价），生物医学文献型数据库检索（包括引文数据库）、事实与数值型数据库和生物信息学数
据库检索，循证医学及临床证据资源检索，以及网络医学信息检索工具和著名医学专业网站介绍等。
    本书作者均为长期从事医学信息专题研究和研究生教学工作的专业人员。
全书概念明确、逻辑缜密、文字精炼、通俗易懂，既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生的教材，又适于其他医
学专业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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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信息检索概论　第一节　信息、知识、情报与文献一、信息（一）信息的定义信息是
一种十分广泛的概念，它在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思维活动中普遍存在。
其定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的信息是指客观世界一切事物（物质的和精神的）的运动状态和运动方式，包括事物内部结构的
状态和方式以及外部联系的状态和方式。
不同事物通过一定的物质形式（如声波、光波、电磁波、图像等）发出不同的信息。
这种信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广泛存在于世界万物之中，并无时无刻通过事物的运动过程向其他事
物传递。
狭义的信息是指人们通过感觉器官和大脑对客观事物运动状态和运动方式的认识或反应。
这种信息可以通过语言、文字、图像、声音等思想交流工具在人与人之间传递。
信息按内容可分为自然信息和社会信息。
自然信息是指自然界客观存在或随机发生的各种事物的信息，是物质运动和生物生存活动的产物。
它包括生命信息、动植物活动信息、物质物理信息等。
社会信息是指人类社会活动的信息，是人与人交往的产物。
社会信息包括政治信息、经济信息、文化信息、科技信息、社会生活信息等。
医学信息是狭义的信息的一种，属于科学技术信息的范畴。
（二）信息的类型信息除了按内容分为自然信息和社会信息以外，还可以按信息传递的途径不同分为
文献、网络信息、广播电视信息和口头信息四大类。
文献是信息的重要类型，将另行阐述。
1．网络信息 网络信息是电子计算机网络上存在的信息的总称。
Internet（因特网）是世界范围内最大的计算机信息互联网络。
该网络自1986年在美国诞生以来，发展迅猛。
l992年，World WideWeb（www）的出现，宛如给因特网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使它在世界范围内得以
飞速发展。
网络信息包括网络新闻、消息、知识和网络数据库，如网络版图书、期刊、报纸、词典、药典、题录
文摘数据库和网上论文等。
网络数据库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网络文献数据库，如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的PubMed、Toxline
和Cochrane Libary数据库等；另一类是网络事实数值数据库，如网络医学词典、药典、TOXNET数据
库和美国临床试验数据库等。
网络信息具有很多优点，同时也存在内容参差不齐、良莠不分的突出问题。
2．广播电视信息广播电视信息即通过广播和电视发布的信息。
这类信息内容繁多，既有新闻与消息，又有知识；既有政治、经济、军事信息，又有科技、文化、教
育信息和生活信息。
但是这类信息转瞬即逝，无法检索。
3．口头信息 口头信息是指人际间直接用语言传递的信息。
这类信息也无法检索。
因此，本书所讲的信息检索仅包括文献检索和网络信息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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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信息检索与利用》由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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