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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源检索与利用》

前言

　　当今社会正处于数字化、网络化的信息时代，数字信息资源随着社会和科学的飞速发展而不断涌
现，使人们应接不暇。现实表明，人们在生活和科技活动中不断地创造信息，而不断涌现的信息又像
汹涌的浪潮时刻冲击着处于竞争状态的人们。人们创造信息，离不开信息，又经常受到无序的海量信
息的困扰。因此，为了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具有信息学知识以及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信息工作
者，以自己辛勤的劳动将大量而无序的信息进行有序化、数字化和网络化处理，使之形成数字化、网
络化的信息资源产品，即通过信息互联网传递的数字资源。这些数字资源和发达的信息互联网络，为
广大信息用户创造了良好的使用信息资源的环境与条件。但是，数字信息资源的吸取与利用必须具备
一定的知识与技能。因为数字信息产品是科学与技术的结晶，只有掌握使用这一产品技能的人才能真
正获得它的恩惠。作者撰写《数字资源检索与利用》一书的目的，即在于向不倦的求知者和创造者—
—高校的大学生和广大的科技工作者提供利用数字信息资源的知识和技能。　　本书在对数字信息资
源检索一般理论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全面介绍了网络信息资源（如各种类型的网络数据库、网站资源
以及搜索引擎等）的编制结构、检索方法与技能。为了便于学习和理解，各章的文字表述力求清晰、
简洁，并配以大量的图示，以便使用者可以十分容易地掌握各类数字信息资源的检索方法、途径与步
骤，并能对信息资源进行有效的分析、筛选和整合。因此，本书不仅可以作为大学信息资源检索与利
用课的教材，也适于作为科技工作者案头备查的工具书。　　本书共分九章：第一章概论，主要阐述
数字信息资源检索的基础理论；第二章搜索引擎，主要介绍中外文搜索引擎的功能及其搜索方法；第
三章到第八章主要介绍各种类型网络信息资源的检索方法，内容涉及中外文网络数据库、电子期刊、
电子图书、国内外专业网站以及有关事实与数值等方面的信息资源；第九章主要介绍网络信息资源分
析与利用的方法。　　本书由沈传尧主编，负责大纲、结构以及各章内容的设计，并具体编写了其中
的部分章节。参加编写的人员有明海、彭春红、姚武霞等。为了使全书结构严谨、表述一致，主编对
各章内容及其表述进行了全面修改、增删并定稿。　　在本书撰写的过程中，周建屏、周刚、严海兵
、陈红飞等同志积极参与，帮助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同时，本书的撰
写参考了大量国内外文献和网络资源，书末的参考文献可能有遗漏之处，谨请谅解，并在此亦向有关
作者表示由衷谢意。　　由于编著者的水平所限，加之时间仓促，不遑斟酌，难免有不妥之处，诚望
读者和专家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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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资源检索与利用》为科学网络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的教材，是供环境工程系、城市环境与科学
系的检索课使用的教材。主要内容包括：网络信息资源检索基础理论，搜索引擎的相关知识及其代表
性搜索引擎的使用方法，环境专业网络信息资源检索，综合性网络信息资源检索，网上电子期刊检索
，网上电子图书检索，相关专业网络信息检索，网络信息资源的分析与利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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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传统检索　　检索操作注意要点：　　（1）确定检索入口：提供11种检索入口：关键词、作者
、第一作者、刊名、任意字段、机构、题名、文摘、分类号、题名或关键词、参考文献，用户可根据
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检索人口，输入相应的检索词。　　（2）限定检索范围：用户可进行学科类别
限制、数据年限限制、期刊范围限制。学科类别限制是利用分类导航系统确定学科范围，《中国科技
期刊全文数据库》的分类导航系统是参考《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进行分类的，每一个学科
分类都可以按树形结构展开，利用导航缩小检索范围，进而提高查准率和查询速度。如，查找“建筑
勘测”的文献，可在“建筑科学”类中进行查找（图3-18）。数据收录年限从1989年至今，检索时可
进行年限选择限制，方法同简单检索。期刊范围限制包括全部期刊、核心期刊和重要期刊三种。　　
（3）输入检索词，确定检索词的匹配方式：检索词的匹配方式有“模糊”和“精确”两种，系统默
认为“模糊”。　　（4）同义词库的使用：勾选检索界面左上角的“同义词”选择框，输入检索词
“甲烷”，再点击“搜索”，即可找到和“甲烷”同义或近似的词，用户可以选择同义词以获得更多
的检索结果（图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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