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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信息检索与网络应用》第l版发行至今已有8年了。
自第1版问世以来，该书已被许多高等院校作为指定教科书和操作指导用书，并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和好评，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在目前的信息社会中，信息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对整个社会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互联网在我国的进一步普及和海量信息的不断涌现，
通过互联网获取所需信息已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同时，信息检索技术和网络数据库技术的快捷发展，使各数据库检索系统的检索模式也发生了较大变
化，检索功能大大增加，所提供的服务内容也更加丰富。
因此，第1版中原有的某些内容已不合时宜了。
为适应时代的变化，有必要对第1版的内容进行调整和修订；同时，信息检索作为一种科学的学习与
研究方法，已成为高校师生和科技人员获得知识信息，不断改善知识结构的重要途径。
因而有必要将这些变化及时反映到书中来，以满足各界信息用户对学习信息检索知识，掌握信息检索
技能的需求。
为此，编者本着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认真负责的精神，结合现代信息资源及信息检索技术的动态变化，
对《信息检索与网络应用》一书进行了重新修订。
修订内容主要包括四方面：①重新组织教材编排体例；②增加信息素养有关内容和知识；③丰富完善
数字图书馆、网络信息及检索的有关知识和内容；④更新国内外著名检索系统检索样例内容。
重要创新点有两方面：一是结合信息社会、信息环境的变化和网络信息的快速发展，以及网络信息检
索趋于成熟的情况，重新编写网络信息检索的相关内容，对网络信息的概念和定义进行归纳和总结，
介绍网络检索的新内容、新特点、新用途，并加大对数字图书馆介绍的力度。
在编排体例上，将网络检索和数字图书馆作为基础知识编入基础篇。
二是结合信息用户需求的快速增加，专门增加了有关信息素养方面的知识和相关内容，这是目前在其
他教材中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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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高等院校理工科信息用户教育课程而编写的教材。
其中在详细论述信息检索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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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介绍了网络环境下学术资源数据库的使用，并介绍了网络信息、数字图书馆等
反映信息检索系统最新进展的内容。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理工科类本科生和研究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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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广大科技人员和图书情报人员的学习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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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上篇 基础篇第1章 信息与文献1.1 信息、知识和情报1.信息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中，信息无处不
在，无时不有。
如人或动物的大脑通过感觉器官能接收到的有关外界及其变化的消息——由符号和信号所传递的消息
就是一种信息。
信息可以是人与人之间的消息交换，也可以是人与机器之间、机器与机器之间，甚至是细胞与细胞之
间的消息交换。
但是，什么是信息？
仍然是众说纷纭，其概念十分广泛，并无严格定义，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信息作出各种定义，难以
有统一的定论。
因此，在具体应用时，一般都要加以修饰或限定，如“经济信息”、“自然信息”、“生物信息”和
“机械信息”等。
2.知识知识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总结，是人的
主观世界对于客观世界的概括和如实反映。
知识是人类通过信息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及其思维方式和运动规律的认识和掌握，是人的大脑通过思
维重新组合的系统化的信息集合。
因此，人类既要通过信息感知世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又要根据所获得的信息组成新的知识。
可见，知识是信息的一部分，是一种特定的人类信息。
3.情报情报是激活了、活化了的知识。
它是进入人类社会交流系统的运动着的知识。
情报是知识的一部分，它有三种基本属性：一是知识性；二是传递性；三是效用性。
信息、知识和情报三者之间的这种逻辑关系可用文氏图表示（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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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信息检索与网络应用(第2版)》：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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