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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人类迈入21世纪的时候，社会信息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信息就像材料、能源一样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它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已初
见端倪。
在这个时代里，科学、技术、经济的竞争都将以信息的竞争为前奏。
面对这样的社会信息化之潮流，信息用户教育必将成为高等教育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项教育内容。
　　为了培养出具有科技信息检索能力，具备知识更新能力的高素质科技人才，在国家教育部的大力
支持下，从20世纪80年代初，各高校就相继开设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程（以
下简称“文献检索课”）。
一些以介绍世界著名手工检索工具（如“美国《工程索引》”、“英国《科学文摘》”、“美国《科
学引文索引》”等）使用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教材也相继问世。
这些教材在“文献检索课”的开设初期和中期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对于培养理工科院校的本科生
、研究生的科技信息能力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然而，随着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国际互联网的建成，信息的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手段也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如科技文献的载体更加多样化，查找文献信息的手段也更加现代化。
人们坐在自己的计算机前，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可能查遍几年到几十年间的世界各国的文献资料。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培养高等院校理工科学生应用现代化技术手段，特别是网络技术，获取各种信息
、知识成为当前信息用户教育的主要内容。
因此，原有教材中的内容显然已远远不能满足现在“信息用户教育”的需要。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满足现阶段理工科学院校信息用户教育的教学需要，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
我们编写了本教材。
　　本教材由“基础篇、应用篇、网络篇”三大部分构成，相对于以往的“文献检索课”教材，有以
下几个特点：　　（1） 注重理论基础知识的阐述。
本教材用较大的篇幅（第一部分《基础篇》）对文献信息及文献信息检索的诸多环节及其相互关系进
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以便找出“文献信息检索”中具有规律性的原理，从而对检索过程从理论上进
行指导，以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
如系统地阐述了文献信息之间的相互关系，文献信息检索原理、检索语言、检索策略以及检索系统的
构造等，对整个检索过程作了系统的分析与描述。
我们认为，任何一门课程，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同样，对于检索这项比较复杂的活动来说，没有理论的指导，实践难免要走弯路。
　　（2） 大大扩充和加强了现代化检索手段及其相关的知识内容。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环境的变化，获取信息的手段也发生了变化。
利用现代化手段获取各种信息、知识在文献检索中占越来越大的份额。
如光盘检索、远程联机检索、网上检索等。
为此，本教材在第二部分《应用篇》中对国际上各有特色的几大著名检索系统的光盘版和网络版都做
了详尽的图文并茂的讲解；在第三部分《网络篇》中对网络及网络检索的有关概念，进行了叙述，引
入了利用互联网检索信息的知识，从而把传统的文献检索扩展到现代化的信息查询。
　　（3） 更具有实用性。
考虑到“文献检索课”是一门实用性和要求动手能力很强的课程，并结合目前教学改革的要求，要培
养学生自己学习的能力，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学生的自学因素，力求循序渐进，简明易懂
。
如，先从第一部分的基础知识开始，使学生从检索原理上了解信息检索的过程，从而具备举一反三的
能力；然后在第二部分通过对国际上几大著名检索系统的介绍，使学生对信息检索原理不光从理性上
，而且从感性上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在第二部分内容讲解中，无论是印刷版检索系统，还是光盘版检索系统以及网络版检索系统，都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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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量的实例图，帮助学生更加直观的掌握各种类型检索系统的使用。
我们希望本书能成为一本无师自通的教材。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当及误漏的地方，敬请读者、专家及同仁批评指正。
愿本书能真正成为读者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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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息检索与网络应用》在详细论述信息检索基本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突出了计算机信息检索
的有关内容；针对互联网飞速发展的现状，加强了网络信息检索及网络数据库的使用等反映信息检索
系统最新进展等内容。
在编排体系上，针对典型的信息检索系统，大胆地将传统的印刷型工具、光盘数据库和网络数据库结
合在一起进行介绍，给读者以直观、完整、鲜明的印象，并使不同信息环境下的读者都能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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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新陈代谢频繁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新理论、新观点、新技术、新产品的层出不穷并迅
速更新加速了知识与信息的新陈代谢。
记录知识与信息的文献的有效使用时间日益缩短，失效周期日益加快。
通常我们用文献的有效使用时间衡量“文献寿命”。
不同类型的文献，有不同的有效使用时间。
据前苏联《发明问题》杂志统计，各类文献的平均使用时效为：图书10～20年，期刊及连续出版物3
～5年，科枝报告10年，学位论文5～7年，技术标准5年，产品样本3～5年。
西方国家认为，80％～90％的科技文献的使用寿命为5～7年。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有进一步缩短的趋势。
另外，学科不同，其文献的寿命也不相同。
像一些基础科学（如数学）文献的寿命可能就长一些，而应用科学（如计算机）文献的寿命就要短得
多。
　　1.5 信息源——文献馆藏系统简介　　为了充分有效地利用上述各种文献，我们必须对搜集、加工
、存储、选择、控制、转化、传递文献并提供文献使用的信息源——文献馆藏系统（北京地区部分信
息源见附录五）有所认识和了解，使文献检索工作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
　　1.5.1 图书馆系统　　“图书馆”一词源于拉丁文（idrara），意义为藏书之所，反映了萌芽状态图
书馆的最初含义。
后来人们把图书馆称为“藏书楼”。
那时，图书馆的主要职能是搜集和保存图书。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图书馆的性质和职能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现代图书馆，已远远不只是搜集和保存人类文化遗产，而是成为搜集、整理、存储、传递文献信息，
为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的文化教育机构，知识信息开发和利用的中心。
它通过向读者提供书刊资料及其他知识、信息载体为社会服务。
一般图书馆的主要服务项目有：　　（1）流通阅览：此项服务主要是为读者借阅图书、期刊和其他
文献资料提供方便。
图书馆都设目录室或目录厅，提供卡片目录（一般有“分类目录”、“书名目录”、“著者目录”、
“主题目录”等）和计算机公共查询系统（OPAC）。
读者可根据自己的不同需要，利用公共查询系统和卡片目录找到所需文献后，到借阅处办理借阅的手
续。
图书馆的阅览室和开架书库，读者可直接进入，自行选择所需文献资料，但阅览室的书刊资料一般不
外借，可以提供复印与复制件的服务。
另外，许多图书馆还为读者承办馆际互借业务。
　　（2）参考信息咨询：此项服务是根据读者在查找图书资料过程中提出的各种问题给予解答，提
供定题或回溯信息检索服务和课题查新，原文代查等服务。
　　（3）用户培训：辅导读者学会利用检索工具、检索系统和馆藏，辅导读者阅读书刊文献。
辅导的方式有书面方式，如印发材料、出版报等；口头方式，如举办讲座、现场指导等。
还有利用电影院、电视、广播等手段来扩大辅导面。
　　根据各具体图书馆的性质与任务、服务对象和藏书内容的不同，我国图书馆一般可分为公共图书
馆（如国家图书馆，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县、区图书馆等）、高校图书馆（如清华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和专业图书馆（如科学院图书馆，各研究院、所图书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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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信息检索与网络应用》可作为高等院校理工类本科生和研究生“科技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程的
教材，也可作为广大信息用户进行文献信息检索的指南性读物，是广大科技人员的图书情报的学习指
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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