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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和网络奇迹般地崛起，信息载体的形态及其检索技术都发生了天翻地覆
的变化。
过去，计算机检索仅仅是联机检索，而现在，不但有联机检索，而且还有光盘检索、网络检索⋯⋯，
真正实现了信息资源电子化、多元化，信息检索的网络化。
　　面对这一新的信息环境，高校的“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程不得不不断地进行调整与创新，以培养
学生新的自学和获取信息的能力，从而全面提高他们的信息素质。
为了适应高校文献检索课程的教学需要，近些年，各种关于信息检索的教材层出不穷，呈现出百花齐
放的大好局面。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全国高等院校信息检索教材就是百花园中的一支奇葩。
该套丛书的突出特点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内容广泛　　学科内容广泛，是本丛书的一个突出特点。
它涉及的学科从社会科学到工程技术，从经济贸易到知识产权等各个领域，包括：《社会科学信息检
索与利用》、《经济信息检索与利用》、《专利信息检索与利用》、《化学化工信息检索与利用》、
《机电信息检索与利用》、《医学信息检索与利用》、《药学信息检索与利用》等。
从而，尽可能满足各类学科不同专业高校文献检索课程的教学需求。
　　二、突出实用性　　这套丛书的编写者都是各个高校文献检索课程的教学和专业人员。
他们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以“用”为目的。
在编写过程中紧密联系教学实践和教学实例，为用户尽快建立新的检索理念、掌握新的检索原理与技
术，提供帮助。
　　三、时代特征显著　　这套丛书不仅介绍了传统的文献检索工具体系，还系统地介绍了各个专业
的中外文计算机检索系统、专业数据库、网络检索工具及具体搜索技术等，突出地体现了网络的时代
特征。
　　二、信息资源的特征　　2l世纪，信息资源、人力资源、物质资源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三大支柱
，信息资源除了具备其他资源所拥有的一般特征外，它还具有全面性、生产与存储无限性、开发有限
性、不均衡性、智慧性、增值共享性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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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药学文献信息检索课程是伴随着药学学科迅速发展应运而生的一门专门研究如何获取所需药学知识的
科学方法课程，也是对药学专业的学生开展药学信息教育的重要课程。
其目的在于培养和提高药学专业学生的信息素养、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
    药学是由化学、医学、生物学等相关学科知识综合而成的一门交叉学科，药学信息则涵盖了药学各
个学科、专业领域的内容，包括药品的研制、生产、流通、使用和管理，横跨科研、工业、商业、卫
生、教育、管理等行业和系统。
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存在着药学信息总量、药学信息种类、药学信息质量与个人信息获取能力
有限的矛盾。
因此，对于药学专业的学生和药学科研工作者来说，提高信息素养显得十分重要。
    本书结合信息素质教育，构建了信息检索基础知识→中外文信息检索工具→网络资源检索→文献利
用这一主线，力求提供一个完整的信息检索与获取的思路。
书中介绍检索工具的利用、网络资源检索都配有检索实例，通过实例透彻讲解其使用方法，并提供一
些信息检索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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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全面性　　信息资源是对一个国家、地区、组织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现状的全面反
映，是评价一个国家和一个组织未来整体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
　　2．产生与存储无限性　　信息产生于人类的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只要有人类的存在，人类的社
会实践活动就不会停止，所以，在人类永不停止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就会对产生的信息不断地进行开发
与利用，信息资源也随之永不枯竭，日益丰富。
信息资源随着时间与社会的发展一直延续并存储起来，方便人类利用。
　　3．开发有限性　　并非所有信息都是信息资源，相对来说，信息资源只是信息的一部分，是经
过人类有效地进行选择性开发与利用的那部分信息，信息的选择与开发程度和社会发展、人类需求、
人的开发能力是密切相关的。
　　4．不均衡性　　首先，由于自然条件导致全球各地的信息资源自身分布不均衡；其次，是信息
环境包括社会发展程度、经济程度、认知能力、信息储备条件等导致对信息资源的开发程度、所掌握
和可利用的信息资源的多少也各不相同。
　　5．智能性　　信息资源是人类智力劳动的结果，是人类认知过程的产物，信息资源的质量取决
于人的智力和对事物的认知过程所表现出的意识形态。
人类的知识与智能主要通过信息资源进行传播。
　　6．增值共享性　　信息资源可服务于各个不同领域，满足各种不同需求。
有效地利用信息资源，不但可以提升自然物质资源、矿产资源、人力资源、资本资源等的价值，还会
在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更多可用的新资源，而且信息资源不同于其他物质资源，同一信息
资源还可为不同领域、不同时间、不同使用者共同利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药学信息检索与利用>>

编辑推荐

　　《信息检索全国高等院校统编教材：药学信息检索与利用》结合信息素质教育，构建了信息检索
基础知识→中外文信息检索工具→网络资源检索→文献利用这一主线，力求提供一个完整的信息检索
与获取的思路。
书中介绍检索工具的利用、网络资源检索都配有检索实例，通过实例透彻讲解其使用方法，并提供一
些信息检索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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