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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编者们多年来的教学实践，经过征询不同学校的不同专业上课老师关于本教材使用情况的意
见和建议，作为浙江省“十一五”重点教材的《新编信息检索与利用》这一版的修订原则仍然是在继
承的基础上发展，在充实和完善的同时及时跟进信息资源的变化，及时更新替代不再适宜现实需要的
内容。
　　本次教材修订主要在以下方面开展了工作：（1）力争反映国家关于信息法律法规的最新变化，
主要体现在对中国专利文献知识的介绍与阐述方面。
（2）尽量采用最新的实例来说明网络信息资源及信息检索活动的变化与功用，这方面的内容广泛分
布在教材的第1章、第5章中。
（3）对国内外文献信息数据库中最新的变化予以全面更新，第2至4章中着重体现了这一变化。
（4）去除了对相对重复、检索功能特点不太突出的国外会议信息检索数据库的内容介绍。
（5）更加注重宣传遵守学术道德、投稿规范的必要性，增加了对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的介绍。
　　书中第1章、第2章的编写及全书的构架、修订策划与统稿工作由浙江工业大学徐庆宁承担。
浙江工业大学江梅主要负责第3章、第4章的编写与修订。
浙江传媒学院的朱咫渝主要负责第5章的编写与修订。
中国计量学院孙洁主要负责第6章、第7章的编写与修订。
随书附盘的内容主要由季亚娟、胡蒙蒙老师负责编制。
在本书修订过程中叶祥满、陈雪飞、赵美娣、嵇迪敏、孙晓、王欣、胡优新、张永红、周群芳等老师
参与了部分工作或对编写提供了许多帮助。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编信息检索与利用>>

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对信息检索基础知识及常用国内外典型检索系统的介绍、通过对网上信息资源特征、类型、
利用技巧及Web 2．Q知识的相关阐述，比较系统地分析和总结了信息检索的方法、途径、技术及功用
。
同时，本书对学术论文的撰写、投稿等学术活动的知识以及如何遵守学术规范、杜绝学术侵权、充分
而合理地利用各类信息方面的基本知识，进行了介绍和强调。
    在随书附盘中除了给出与教材完全配套的教学课件、思考题及检索实习题之外，还编制了30套考卷
供教学活动采用、参考。
    本书作为浙江省“十一五”重点教材不仅可以作为高校信息检索类课程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不
失为人们提高信息素质、增长检索技能、实施检索活动的参照及读本。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编信息检索与利用>>

书籍目录

第1章  导论  1．1  信息社会及信息环境  1．2  信息检索与信息利用  1．3  文献信息传播及其影响  1．4  
文献资源及其构成  1．5  检索系统及其分类  1．6  检索途径与方法第2章  常用国内文献数据库检索利用
 2．1  电子图书数据库  2．2  电子期刊数据库  2．3  学位论文数据库  2．4  中国专利文献数据库  2．5  
中国标准文献数据库  2．6  中国学术会议文献数据库  2．7  事实型数据库第3章  常用国外全文数据库检
索利用  3．1  NetLibrary(电子图书)  3．2  Elsevier(全文电子期刊数据库)  3．3  Wiley-Blackwell(全文电子
期刊数据库)  3．4  Springer Link／KlLtwer Online(全文电子期刊数据库)  3．5  PQDT、PQDD(学位论文
全文数据库)  3．6  美国及欧洲专利数据库  3．7  综合类数据库——EBSCO    3．8  国际标准及标准文献
数据库第4章  常用国外文摘数据库检索利用  4．1  ISI Web of Science——SCI(科学引文索引网络版)  4
．2  INSPEC  4．3  Ei Village(美国工程索引)  4．4  SciFinder Scholar(美国化学文摘网络版)第5章  网络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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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学术论文及选题原则  6．2  论文类型及特征  6．3  文献调研及技巧  6．4  论文的撰写及相关要
求  6．5  参考文献选用与著录规范  6．6  论文投稿知识及相关信息获取第7章  学术规范与合理使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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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献信息如果只是驻留于其生成地或生产者那里，它将失去其应有的利用价值。
只有通过各种各样的传播渠道及形式适时地、全方位地、全面性地予以传播，文献信息才能对人类所
开展的各种生产实践、社会实践及科学实践活动产生影响和作用，才能被世代保存、流芳百世，文献
资源才能得以不断充实更新、丰富完善。
　　尽管文献信息的传播渠道（人们获得文献信息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但文献信息的社会传播渠
道归结起来有以下三种基本形式，即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
它们各有所长，相互补充，长期共存，各自发挥着独特的功能，从而实现文献信息的社会利用价值。
　　1.文献信息的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形式，而文献信息的人际传播是文献的
人际传播活动，即通过人们之间的直接交流如相互交谈、相互借阅或传阅资料、交换意见、参加会议
、听课、听讲座等形式进行的文献信息交流、传播活动。
　　文献信息的人际传播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曾经产生过重要的作用。
如唐朝时期，京城长安成为各国使节、商人、学者、僧侣聚集的国际型城市，各国的留学生来到中国
，既带来各国的文化，也带走大批的中国古籍，促进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世界传播。
　　作者与读者之间以及作者与作者、读者与读者之间的文献交流活动是文献信息的人际传播的基本
类型之一，是一种便捷的、直接的传播方式；文献信息的人际传播也是一种特殊的扩大文献信息传播
范围和提高文献资源社会效益的手段。
　　同时，文献信息的人际传播活动受各种人文因素的影响，因此，人们对于文献信息人际传播的需
要及不满足也促成了公共渠道组织机构的中介传播形式的产生和发展。
　　2.文献信息的组织传播　　文献信息的组织传播是指文献传播者根据组织方针有选择地收集、整
序、组织文献资源，通过一定的公共组织机构或形式，无偿或部分有偿地向社会公众提供文献资料的
中介交流形式。
它弥补了人际传播渠道的局限，从而使文献传播活动体制化、网络化和有序化。
图书馆、档案馆、各类文献情报中心、学校、美术馆乃至教堂等组织传播机构起着社会文献信息传播
的重要中介作用。
　　3.文献信息的大众传播　　文献传播的发展，使得文献的产生、流通以及消费利用越来越趋向大
众化，使用的传播技术也更加复杂，其传播渠道的商业性也日益突出，成为文献社会传播的重要形式
，即大众传播。
文献信息的大众传播是大众传播机构借助于机械或电子手段（如印刷书刊的印刷机、广播电影电视及
计算机网络等），广泛、迅速及大量地传播文献信息的指向型文献传播系统。
这种系统相对于各种手稿及非公开发行的文献等的非正式传播渠道，是一种公开的、正式的传播渠道
，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覆盖面积，传播对象范围广泛，信息量大，技术性强，具有商业性特点。
人们是通过市场消费渠道（如通过订阅杂志、购买图书、观看影视作品等形式）来接受传播的。
大众传播渠道及形式使文献信息传播不仅具有知识性功能，还具有新闻性、广告性和艺术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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