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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尝忆战国时期名医扁鹊之语：“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作为医生的最大问题是“
道少”。
“道”是什么？
就是冶疗疾病的技能、技巧、方法。
拥有扎实的医学知识，掌握大量辨治疾病的方法，具备丰富的临床经验，这是作为一个医生必须努力
寻求之“道”。
解决为医“道少”的途径，除了临床经验的不断积累外，最重要的就是读书。
读古人的书，读今人的书。
清代吴谦在编撰《医宗金鉴》时说：“医者，书不熟则理不明，理不明则识不精”。
著名医家王孟英也说：“为医者非博极群书不可”。
研读大量的医学文献，“博极群书”就成为一个业医者的重大责任。
没有读到大量古人、今人的书，要做到理明、识精，肯定是难以实现的。
但又一个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且不说当今知识爆炸的时代，医学类文献，包括无数的医学专著和
众多的期刊医学信息，已经到了不可胜计的地步，仅仅古代的中医药类的书籍，就已有万种之多。
几千年来，无数名家将自己的学术经验保留了下来，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数千年的积累，保留
到现在的医药书籍浩如烟海！
对于读书人来说，古代文献这一块，就已经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了，要想在这庞大的医学信息海洋中
找到切合自己需求的知识，就变成了一个难度很高的课题。
所以，清代医家李冠仙感叹：“甚哉，读书之难，无过于医书矣”！
现代名医秦伯未先生在《清代名医医案菁华》中说：“医非学养深者不足以鸣世，书非抉择严者不可
以为法”。
意思是学养深的医生，要读严格抉择的书。
无论正在从业的医生，还是在校的医药大学生，如何抉择要读的书，如何搜寻有用的医学信息，不断
的积累、充实和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为自身的医学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成为一门深奥的学问。
医药文献浩如烟海，在其航行时必须要有指南；医药信息的宝库，打开要有钥匙。
没有指南、没有钥匙，凭籍瞎子摸象，所得如何，很难想象。
王平南教授等人编写的《医药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其目的就是提供书海航行的指南、打开文献信
息宝库的钥匙，为读者选择和利用信息引路与导航。
《医药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充分利用图书馆的现有资源，对于如何攫取纸质资源信息指出了明确的
途径。
尽管现代社会的网络发展迅速，但纸质文献在其原始性、准确性、完整性方面，与数字文献相比，其
优势仍然还无可替代。
特别是古代文献方面，图书馆的优势更加明显。
对于在读的医科大学生来说，这种资源仍然是极其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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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药信息，浩如烟海，如何迅速、准确的捕捉信息，是医务科技工作者必需面对和急需解决的课题。
本书从系统性、权威性、新颖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出发，介绍了医药文献的基本知识，文献检
索的原理，工具书的选用，计算机检索的方法，网络数据库的利用，中医药医学论文写作和科技查新
的技巧等内容，结合各种数据库及网上各种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详细介绍了各种文献信息检索的方
法，步骤和策略。
附录有科技文献查新委托书格式、科技文献查新报告书范例。
    本书内容丰富先进，科学实用，文字简洁，层次分明，既是高等医药院校的必修教材，医疗卫生单
位医药文献信息检索查新利用的培训教材，也是医务人员、医药科研人员、图书馆员医药文献信息检
索查新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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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信息资源概述  第一节  信息、知识、情报、文献、数据的概念和关系    一、信息    二、知识    
三、情报    四、文献    五、数据    六、相互关系  第二节  信息资源的类型    一、以出版形式分    二、以
信息加工层次划分    三、以载体形式分    四、以传播方式分    五、以其他依据分  第三节  信息资源的变
化和发展趋势    一、载体形式多样化    二、传递方式网络化    三、信息数量激增    四、更新速度加快    
五、分布差距拉大  第四节  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第二章  医药信息检索的基本知识  第一节  信息检索
的基本原理和类型    一、信息检索的基本原理    二、信息检索类型  第二节  医药检索系统的组成和评
价    一、医药检索系统的组成    二、医药检索系统的评价    三、医药信息检索语言  第三节  医药学文献
检索工具    一、医药学文献检索工具的功能与类型    二、医药学文献信息检索的方法和步骤第三章  医
药图书手工检索  第一节  书目    一、书目检索    二、常用中医药书目    三、综合性书目  第二节  丛书和
丛书目录    一、《中国丛书综录》    二、《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三册    三、《中国丛书广录》    四
、《医宗金鉴》    五、《三三医书》    六、《现存本草书录》  第三节  古代医药资料检索    一、类书    
二、工具型专著  第四节  字词典    一、字词典的类型及使用方法    二、中医药单字检索    三、中医药综
合辞典    四、中医药专科辞典  第五节  年鉴    一、《中国中医药年鉴》    二、《中国药学年鉴》    三、
《中国医药统计年报》    四、《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五、《2007中国医药统计年鉴》    六、《中国医
院年鉴2007》  第六节  法规    一、《常用中医药法规汇编》    二、《中医药法规汇编》    三、《美国药
品管理与中医药》    四、《中医病案规范》  第七节  手册    一、《常用国家基本药物手册》    二、《现
代中成药手册》    三、《常用中草药新用途手册》  第八节  汇编    一、《重印全国名医验案汇编》    二
、《中国医药汇海》    三、《常见病证中医历代诊治经验荟萃》    四、《二十六史医学史料汇编》  第
九节  表谱    一、《中国医史年表》    二、《历代纪事年表》    三、《中国历史大事纪年》    四、《中
国历史纪年表》    五、《新编中国三千年历日检索表》    六、《中外历史年表》    七、《中国古代科
学技术大事记》  第十节  古代医史资料检索    一、古代人物检索    二、古今地名检索第四章  医药信息
计算机检索  第一节  医药信息计算机检索基础知识    一、计算机检索发展概况    二、信息计算机检索
原理    三、信息计算机检索的主要步骤  第二节  医药信息中文检索常用工具    一、中医药专业检索数
据库    二、国内图书检索数据库    三、国内期刊检索数据库  第三节  医药信息外文检索    一、国外常用
医药文献检索工具    二、外文医药数据库网络检索第五章  中外专利文献检索  第一节  专利文献检索途
径和IPC分类法    一、专利文献检索途径    二、IPc国际专利分类法  第二节  中国专利文献及其检索    一
、中国专利文献分类    二、中国专利文献检索  第三节  国外专利文献及其检索    一、美国专利文献及
其检索    二、日本专利文献及其检索    三、英国德温特公司专利文献检索  第四节  专利文献的网络检
索    一、中文专利文献网络检索    二、国外专利数据库网络检索第六章  中医药学术论文的写作  第一
节  撰写中医药论文的意义    一、是中医药科研、临床工作总结的需要    二、是中医药学术交流的需要 
  三、是评判科技工作者学识水平的标准    四、是对高层次学生进行科学研究训练的重要环节  第二节  
中医药学术论文的分类及其论证方法    一、中医药学术论文的分类    二、中医药学术论文的基本要素
和常用论证方法  第三节  论文的选题    一、选题原则    二、选题范围    三、发现题材的方法  第四  节不
同体裁中医药学术论文的写作方法    一、理论著述    二、医史文献研究    三、文献综述  第五节  引用参
考文献注意事项    一、引用参考文献的意义    二、引用参考文献注意事宜    三、标注参考文献著录格
式第七章  科技查新  第一节  概述    一、科技查新发展状况    二、查新定义的修订变化  第二节  科技查
新的特点和作用    一、科技查新的特点    二、科技查新的作用  第三节  科技查新的工作流程与质量保
证    一、查新的工作流程    二、查新各环节中的质量保证措施  第四节  科技查新注意事宜    一、查新项
目的确定    二、查新机构的选择    三、查新材料的递交  第五节  科技查新管理体制    一、法规制度    二
、治理结构    三、性质    四、查新人员管理    五、查新档案管理    六、查新资质证书及查新专用章管理
   七、查新项目管理    八、查新文献资源建设    九、查新收费附录  一、科技查新委托书格式  二、科技
查新报告范例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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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信息在一定的时间内是有效的信息，在此时间之外就是无效信息。
而且任何信息从信源传播到信宿都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这就形成了信息具有一定的时滞性。
二、知识知识是什么？
《辞海》中将知识解释为：知识是人类认识的成果或结晶，包括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知识借助于一
定的语言形式，或物化为某种劳动产品的形式，可以交流和传递给下一代，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
孔子认为知识是人或者先天具有的或者通过后天学习而获得的认识：人有生而知之者，有学而知之者
，还有学而不知者。
荀子认为认知是人的本性，通过认知可以获得关于事物的知识，这是事物本身的规律“凡以知，人之
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解蔽》）。
在生活、生产、科研等活动中，经过反复实践和认识的过程中，人脑通过对相关客观事物发出的信息
的接收、选择、处理，概念的判断、推理、综合，加深了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形成了概念，即构成了
人们头脑中的知识。
因而知识可以说是建立在信息基础上，对客观事物存在和运动规律的认识，经过人们加工与编码后创
造出来的新的信息。
信息常能导致深刻的见解，创造出新的知识。
知识从不同角度一般可以分为四类：（1）知事：即关于事实的知识。
例如：某图书馆藏有多少册书；六味地黄丸由哪些药物组成等。
（2）知因：即关于科学原理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
例如：无线射频识别工作的原理是什么。
（3）技能：即做事的技巧和能力，技能往往是属于单个企业或个人所拥有的知识，并仅限于其自身
范围内使用而不得向外传播的知识。
（4）知人：即关于他知道了什么和他知道该如何做什么的信息。
三、情报关于情报的起源，虽然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情报起源于战争。
认为战争中交战双方为取得战争的胜利而搜集的有关对方的情况就是情报。
具体地说，是为一定目的搜集具有使用价值及具有一定的时效性，经过传递，能为受者接收的关于客
观世界不断变化的最新状态反映的新知识或信息。
情报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人们在物质生产和知识生产的实践活动中，源源不断地创造、交流
与利用各种各样的情报。
但无论情报的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其共同不变之处就是情报都是由以下三个基本要素构成：（1）
知识或信息：情报的本质就是知识，情报都包含有知识或信息，所以知识和信息是构成情报的原料，
但并非所有的知识和信息都能构成情报，只有经过筛选、加工，为用户所需的新知识或新信息才成为
情报。
（2）要经过传递：知识或信息转化为情报必须经过交流传递，并被用户接受或利用。
（3）要经过用户使用产生效益：情报以实现其使用价值为目的，人们创造情报、传递情报的目的在
于利用，在于提高其效用性，效益是情报的结果。
情报又可细分为政治情报、经济情报、科技情报、军事情报、社会情报等。
情报是人类的一种精神财富，不仅由每个有情报意识的人脑来承载，而且需要“世界大脑”（计算机
和网络）来承载。
为了使人们随时都能方便地取得所需要的情报，就要在情报的获取和传递中注意运用新的技术手段。
光盘、数字通信、光纤通信、人工智能系统等先进的理论与技术。
随着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情报将紧紧地与高新技术结合在一起，在军事、政治、社会、经济、
文化中产生更加巨大的影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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