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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3年，本书正式出版，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本书获得了学生、用户、同行、专家的充分肯定和关
注。
学生和用户们认为这是一本“实用、易学、不可或缺”的教材；同行认为本书内容完整、具有系统性
、实用性和可检索性，堪称一部“移天缩地、咫尺万里”的高品质工具书（董小英书评《移天缩地 咫
尺万里》，《大学图书馆学报》2004年第3期）；以国家科学图书馆馆长张晓林博士为首的专家们则对
本书高度评价，张晓林馆长还亲自为本书获奖撰写了推荐意见。
同时，全国有100多家开设相关课程的院校和其他培训单位选用本书作为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时间飞逝，随着网络与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本书的内容、特别是有关检索部分的指南逐渐落后，
为此，我们对本书进行了修订。
修订期间，数字学术资源的情况不断发生变化，我们也不断对内容进行修改增删，历时三年多，最终
完成了第二版书稿。

全书内容共十一章，其中第一章为方法论，主要介绍了数字资源的概念、类型、发展历史、检索系统
与检索语言、检索方法及其基本功能和技术、与检索相关的用户服务等；第二至十章介绍了逾百家出
版商/数据库商/学术机构的近400种数字学术资源的内容与检索使用方法；第十一章则通过若干实例讲
解了各类资源、相关知识的综合利用。
全书最后是索引，方便读者按照数据库名称和学科查询自己需要的资源。

第二版重新编写或修订了第一版的大部分内容，变化很多。
与第一版相比，第二版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对全书的结构进行了调整。
鉴于文摘索引类数据库在数字学术资源中所占比例逐步缩小，而多媒体资源和其它类型资源在不断增
加，我们将第一版中介绍参考数据库的三章合并为两章；同时，增加了“特种文献资源”和“多媒体
学术资源”两章。

二是在资源品种上增加了大量新的学术数据库，并依据最新变化情况对原有的资源全部进行了修订，
删除了少量已经不再提供使用服务的数据库。

三是在结构上更加强调资源内容的介绍、资源学术性和权威性的客观评估，以及相似数据库之间的比
较分析，考虑到这几年用户的检索水平在不断提高、而检索系统也在快速变化，减少了检索细节的指
导和介绍。

四是尽可能反映数据库检索和服务技术的最新变化，如对数据库最新检索系统的介绍，以及聚合服务
（RSS）、移动服务、整合检索等新型用户服务的讲解等，在第一章还专门为此增加了一节内容。

五是在对各种资源的介绍中，基本保持了第一版的统一体例，即每种资源包括内容和检索两大部分的
介绍，其中内容部分包括：数据库的中英文名称、出版商/ 数据库商/ 学术机构名称、数据起始年限、
发展历史、收录出版物、涵盖学科、数据来源、更新频率、网址、特点、与相关数据库或不同版本之
间的比较等；检索部分包括：检索功能、检索技术、检索结果、相关用户服务、与检索相关的图片及
说明。
此外，对有些跨类型、跨章节介绍的数据库，还在文中做了参见；对第一版中一些大型检索工具印刷
版的使用方法则予以删除。

在上述介绍中，所采用的统计数据和检索系统的时限大部分为截止到2011年12月，也有少部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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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0年底。

本书第一版曾获教育部“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二届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成果奖”、北京大学“改革开放三
十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百项精品成果奖”、北京大学“第九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
诸多奖项的获得，尤其是本书后来又被列为“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项目，促使我们以更加严谨、
科学、客观的态度来修订此书，力求使本书再度成为精品。

感谢所有参加编写工作的团队同事。
在修订本书的三年多中，正值北京大学处于教学和科研的快速发展阶段，每个人都处在一种高度繁忙
和运转的工作状态中；加之资源不断的增长和变化，导致本书第一版大部分内容均需要重新编写，修
订的工作量巨大。
尽管如此，为了给读者提供一本高质量的教材和工具书，团队中的每个人都以极其负责、细致的态度
撰写自己负责的部分，并不厌其烦地反复修改。
在此，我对他们执着认真的工作态度、高度负责的合作精神表示深深的敬意。

再次感谢已经去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王选教授。
在第一版出版时，他在百忙中看了书稿，并欣然为本书题词，肯定了本书的价值和作用。
多年来，王选教授的题词对我们是莫大的鼓舞和鞭策，激励我们不断前行。

本书在编写和修订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朱强馆长、北京大学出版社沈成凤老师、以及北京
大学图书馆信息咨询部、多媒体部、资源建设部其他各位同仁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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