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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化学信息学是一门化学、化工与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交叉的新兴学科，它采用信息学方法来解决化
学问题。
由于计算机和网络已经广泛应用到各个化学研究领域，许多化学研究学科都与化学信息密切关联。
大量的传统学科与信息科学结合发展成为新兴的边沿学科，共同构成了信息化社会的基础。
近年来，借助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在化学实验中使用大量的新仪器和新方法，从而得到了大量的实
验数据。
信息的急剧膨胀与人们有限的学习时间及吸收能力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反过来又要求使用计算机和网
络技术对海量信息进行高速和精确的处理和利用，对化学信息处理提出更高和更迫切的要求，以达到
产生和处理的相对平衡。
化学信息的收集、处理、管理和利用，必不可少地要借助信息学的方法和技术。
于是，化学信息学随着计算机在化学中的广泛应用和化学信息网络化的不断发展而引起化学家的广泛
关注和高度重视。
今天，化学信息学已经成为药物和生命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热门工具。
正由于人们认识到化学信息学对于现代化学研究的重要性，近年来国外部分大学正尝试在化学教育中
系统地增加化学信息学课程。
化学信息学的发展将推动传统的化学教育模式的改革。
2003年德国的JohannGasteiger和ThomasEngel出版了“ChemoinformaticsATextbook”一书，该教科书系
统、全面、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化学信息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及其研究现状和今后的发展动向。
2004年，梁逸曾等将该书翻译成中文版，即《化学信息学教程》，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
在国内，化学信息学的教学已经引起了高度重视，我国教育部化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已将化学
信息学列入高等学校化学类专业的化学教学基本内容。
目前，已经有多所大学都已开设化学信息学或相关的课程，并出版了数种化学信息学教材。
化学信息学作为一门新的教学课程，其课程的要求、内容、教学方式和教材等是课程建设的一项新任
务。
国外化学信息学的教学侧重于专业方向教学，交叉性强，涵盖广。
在国内，化学信息学作为化学系各专业方向的必修课程之一，由于课时的限制，其教学内容多侧重于
化学文献学，其他的相关内容多分别归属于另外的课程，并已经另有专著出版。
本书以化学信息资源检索和化学结构信息可视化为重点，强调现代数据库检索技术的使用，全面地介
绍了数据库检索的基础知识、常用文摘数据库、常用全文数据库、常用电子期刊、特种信息资源和常
用化学事实数据库等内容。
另外，本书重点介绍了化学结构的表示和可视化、分子模型的构建及著名的分子图形软件的使用。
为了教学的需要，本书也介绍了重要的印刷类化学文献信息。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化学信息学>>

内容概要

　　《化学信息学（第2版）》以化学信息资源检索和化学结构信息可视化为重点，强调现代数据库
检索技术的使用，全面介绍了化学信息与数据库检索的基础知识、常用文摘数据库、常用全文数据库
、常用电子期刊、特种信息资源、常用化学事实数据库及文献数据的管理等内容。
另外，《化学信息学（第2版）》重点介绍了化学结构的表示和可视化、分子模型的构建及著名的分
子图形软件的使用。
为了教学需要，本书也介绍了重要的印刷类化学文献信息。
　　《化学信息学（第2版）》内容新颖，实用性强，适用面广，可作为高等院校有关专业本科生、
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科学研究工作者、专业技术人员和图书情报工作者了解掌握信息检索与管理
的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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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文献检索（Proceedings） 138一、会议文献概述 138二、会议录引文索引（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138三、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139第三节  学位论文检索 141一、PQDD博硕士
学位论文数据库 141二、CALIS学位论文库 142三、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和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143第四节  论文评价与引文索引检索 144一、论文评价 144二、引文索引 144三、期刊引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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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化学信息学(第2版)》内容新颖，实用性强，适用面广，可作为高等院校有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
教材，也可作为科学研究工作者、专业技术人员和图书情报工作者了解掌握信息检索与管理的学习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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