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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文献信息检索课程教材，也可作为图书情报工作人员及科研工作者的参
考书。
本书共分为七章，分别由信息检索基础知识、信息检索基本原理、信息检索工具及利用、计算机与互
联网信息检索、常用数据库及检索、特种文献检索、信息检索与论文写作组成。
全书由梁国杰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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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献信息一旦进入人的思维活动中，便会产生两种信息：冗余信息和有用信息。
所谓冗余信息，即对接受者原有的知识结构没有起作用的那部分信息；有用信息则是人类在接受、消
化、提炼、利用信息的过程中使其知识结构发生变化的那部分信息。
人类在利用这些有用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处理，便形成再生信息。
将这种再生的新信息再一次以文献的载体形式进行传递和交流，将产生具有更新的知识结构形态和价
值的文献信息。
　　显然，信息是一个大的范畴，而情报具有信息和知识两方面性质，情报与知识都在这个范畴内。
众多载有信息、知识、情报的文献形成的文献信息汇人到大的信息范畴，成为重要的信息源之一。
从科学概念和客观对象的规律性来考虑，信息中被人们认识的部分成为知识，而知识中被人们用来解
决问题的部分成为情报，信息、情报和知识之间的逻辑关系为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
信息范围最大，无处不在，知识、情报都是特殊的信息；其次为知识，是人的大脑通过思维重新集成
整合的、反映事物运动规律的系统化信息，是信息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情报是具有特定传递对象的特
定知识或有价值的信息，其中一部分在知识之内，另一部分则在知识之外的信息之内。
情报被信息和知识所包含，而原始信息和新的信息被整理和记录下来，便成为文献，文献是信息、知
识、情报的具体体现。
　　知识一经产生，就以声像信息、实物信息、文献信息等形式加以传播。
因此，人类不仅能通过信息感知世界和认识世界，而且能将获得的信息转变成知识进而改造世界。
把信息转化成知识，再把知识转化成智慧，是一种动态过程，也是一种开拓过程。
反过来，智慧又会转化为新知识，新知识又会转化为新信息，人们通过一定的手段和社会传递过程，
借助媒体传给使用者。
所以，从外延上来讲，知识包含在信息之中。
知识是信息的产品，信息是生产知识的原材料。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献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