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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熟练掌握从信息的海洋中快速定位相关的、有用的且有价值的信息的技能，
是21世纪人才的基本素质要求之一。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检索工具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早期的文献检索发展到当前的
信息检索，还将步入知识检索的高级阶段。
对应不同阶段的信息检索工具，国内有近800种信息素养培养配套教材。
这些教材包括专论和通论两类。
如《信息存储与检索》、《信息检索》、《化学化工文献与信息检索》、《科技文献检索与利用》、
《中外专利信息网络检索与实例》、《信息检索通用教程》等。
同一时期两种类型的教材在内容上的区别都不大，主要以介绍文献检索的基本原理和工具的使用方法
为主，对信息文化与知识发现的内容涉及不多，这类教材对于那些不熟悉搜索引擎的大学生起到了很
好的指导作用。
随着搜索引擎的不断普及，大学生已具备了一定的信息检索基础技能，而这类教材，也不能满足大学
生的学习需求，采用研究性学习的教学方法进行文献检索、研究与分析的技能培养已迫在眉睫。
另一方面，由于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国内外已经开始出现信息文化饥渴的现象，以计算机病毒为首的
各种信息安全和道德危机，给全世界人民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迫切需要在文献检索课
程中增加信息文化的内容。
　　与现有同类教材相比，本教材在内容编排和实践课题的设计两个方面作了较大的改革。
不但涉及基本的检索问题，也涉及与大学生密切相关的信息文化，还设计了操作性较强的研究性实践
课题，为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学习，提高研究性学习的能力服务。
　　第一章的主要内容为认识检索。
从搜索引擎的优点说起，以搜索引擎的基本原理介绍检索的基本原理和要素。
由于结合了具有相对认知度的搜索引擎，增加了可读性和兴趣性。
　　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信息文化。
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栋梁，当今社会是信息的社会，对大学生普及信息文化知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因此，针对日益严重的信息安全与道德危机，在介绍信息素养能力标准语培养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
介绍信息安全与信息道德的内容，这在同类教材中并不多见。
　　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是检索策略与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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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在内容编排和实践课题的设计方面与现有教材有较大的不同，不但涉及基本的检索问题，也涉
及与大学生密切相关的信息文化，还设计了操作性较强的研究性实践课题。
本教材从搜索引擎的使用说起，阐述检索的基本原理和检索工具的基本要素；结合信息安全与信息道
德素养的基本内容，详细介绍知识产权的内容。
突出介绍学位论文文献综述阅读、学术文献分析、知识发现方法。
最后，通过具体的案例对文献检索和知识发现的过程、结果作了详细的介绍。
本书可以作为文献检索教师、科研人员、大学生的文献检索教材或学习检索与知识发现技能、提高信
息文化素养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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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同类型的文献信息具有不同的特征项，其中有些是共同的，如文献名称、作者、出版日期、来
源、语种、作者单位、国家、作者通信地址、联系方式、载体类型、保存格式等，有些是只有特定的
文献才具有的特征项，如图书的国际标准书号（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ISBN），期刊或
报纸论文还包括出版物的名称、国际标准刊号（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ISSN）等。
　　学位论文还包括论文作者和导师、作者研究方向、学位级别，专利还有发明人、申请人、代理人
、申请说明书、审定授权说明书、专利的分类号等；会议论文还有会议信息项（如会议召开的时间、
地点、会议名称、赞助者或承办者等；企业信息的规模、通信地址、联系方式、职工人数、所有制性
质、行业、主要产品等，标准的标准领域类别、标准分类号、标准号等）。
上述特征项中，有些是能够反映文献所要表达的内容的，常被称为内容特征，如文献名称、概要、全
文等；不能反映文献内容的一些特征称为辅助特征或外部特征。
除名称外，还有一些特征是可以唯一识别特定文献的，主要包括文献号（主要是为了方便管理而人为
赋予每一文献个体的，如图书馆的图书条形码或登录号、美国化学文摘号、图书的索取号、图书
的ISBN号、期刊的ISSN号、专利的专利号（申请号或公开公告号）、标准的标准号等）。
　　（2）检索点及相关术语。
不同的检索工具的检索点不完全相同，但基本可以分为两类：内容特征，主要指能够表明文献基本内
容的特征，如文献名称、关键词、主题词、摘要、分类号等；辅助特征，主要指内容特征以外的文献
特征，如作者、出版者、出版物名称、出版日期、单位、标识号、文献类型、文献处理类型等。
　　在检索时，为了表达方便，可以将检索条件描述为“【检索点名称】等于【检索词】”，而将检
索过程描述为“在【检索点名称】中检索含【检索词】的文献”，如希望目标文献是爱因斯坦撰写的
，其检索条件是作者一爱因斯坦，检索过程描述为“在作者字段中检索含爱因斯坦的文献”。
“【检索点名称】等于【检索词】”或“在【检索点名称】中检索”又可称为“【检索点名称】检索
”，如作者检索、题名检索、主题词检索、分类检索、引文检索等。
当检索字段分别为“题名、关键词、文摘、主题词、分类”时，检索过程又描述为“检索有关【检索
词】的文献”。
　　有些文献特征常常作为检索的次要条件，如检索“最新的发表在《Nature》上的生物学领域的文
献”，其中“最新”为次要条件，一般称次要条件为限制条件，称为“【检索点名称】限制检索”。
常见的限制检索包括日期限制检索、文件格式限制检索、文献类型限制检索、文献语种限制检索等。
“通过设置检索条件发现目标文献”的过程，也可以描述为“目标文献被找到了”。
一般来说，检索点越多，检索工具的性能就越好。
　　（3）检索界面。
同一个检索工具根据用户的习惯或掌握的线索不同，提供不同的检索界面或索引。
用户使用手工检索工具时，可以选择不同检索点的索引进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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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献检索指南，引你博览天下群书　　知识探究宝典，助你遨游信息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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