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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信息检索》（第4版，张厚生主编，东南大学出版社）的修订版。
随着信息环境的变化，网络和搜索引擎已成为本科生及研究生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学生们的信息
检索行为和信息获取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本次修订切合本科生、研究生的学习需求、信息行为和信息心理，从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出发，帮助他
们优化学习策略，提高信息检索和学习技能，解决学习和科研中的困难。
　　本书汲取了国内外图书馆学和信息素养教育的有关研究成果，强调信息和信息技术在各个层次学
习中的应用，以期达到成为学习指南和科研工具书的目的。
　　本书既可以作为本科和研究生&ldquo;信息检索&rdquo;课程的教材，也可以作为普通高校学生和
已走向工作岗位的从业人员的必备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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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系统科学方法　　系统科学是关于系统及其演化规律的科学。
这门学科20世纪上半叶产生，因其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发展十分迅速，现已成为一个包括众多分支
的科学领域。
系统方法是认识、调控、改造、创造复杂系统的有效手段。
　　系统是一种普遍存在，一切事物和过程都可以看作组织性程度不同的系统，从而使系统科学的原
理具有一般性和较高的普遍性。
系统科学方法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思维模式，它突破了传统的只侧重分析的机械方法的栏栅，指导人们
从总体上进行思维，探索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思路。
　　①整体性原则：系统方法的首要原则。
它把研究对象视为有机整体，探索组成、结构、功能及运动变化的规律性，从系统的整体出发，探索
系统内外环境中和内外环境间的辩证关系。
　　②动态性原则：任何现实的系统，一般来说，都处于动态的活系统。
系统总是动态的，永远处于运动变化之中，都有一个产生和消灭的过程，所以任何系统都经历着实在
的历史。
因此，在研究系统时，应当把系统发展的各个阶段统一加以研究，以把握过程与未来趋势。
　　③最优化原则：就是通过研究系统的要素、结构以及与环境的关系，经过科学的计算、预测，作
出系统目标的多种方案，从中选择最佳的设计和实施方案以及所能达到的最佳功能目标，同时，还要
制定最佳控制和进行最优管理。
　　④综合性：这是系统方法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它突破了传统分析方法的局限，把分析与综合有机
地结合起来，在综合的指导下进行分析。
综合性就是把任何整体都看作是以诸要素为特定目的而组成的综合体，要求研究任一对象都必须从它
的成分、结构、功能、相互联系方式、历史发展等方面进行综合的考察。
　　⑤模型化：运用系统方法，需要把真实系统模型化，即把真实系统抽象为模型，如放大或缩小了
的实物模型、理论概念模型、数学模型、符号系统模型或其他形式化的模型等。
　　对于复杂系统，需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适当地采用模糊方法，经适当简化和理想化，才能建立
起系统模型。
一旦建立起系统模型，就可以进行模拟实验，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系统仿真。
模型化原则是采用系统方法时求得最优化的保证。
　　整体性、动态性、最优化、综合性、模型化是系统方法的基本特点，也是运用系统方法的基本原
则。
前两个是基础，第三个是目标，后两个是手段。
系统方法的广泛应用，推动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应用技术、管理科学、医学、环境科学的新进展
，同时也带来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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