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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

前言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信息对人们的工作、学习、研究乃至日常生活都产生着很大
影响。当代社会的竞争也是信息的竞争，有效的信息是竞争取胜的关键因素，谁控制了信息，谁就掌
握了先机。高速发展的互联网使中国进入信息时代的步伐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通过互联网不但可以
聊天、游戏和发邮件，同时还可以获得取之不尽的宝贵信息。当它所带来的海量的信息如翻天巨浪铺
天盖地而来时，认识它、熟悉它、利用它已成为信息时代人们应具备的基本技能。　　“文献检索与
利用”课在高校开设20年来，一直将增强学生的信息意识、培养信息能力、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创新
能力为宗旨，是目前高校课程中与信息素质教育联系最紧密的，同时也是教学内容变化最快的一门课
程。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在教学内容上已经历了从手工检索、光盘检索到网络检索的重点转移
，而且变化仍将继续，为此我们对2002年撰写的《实用文献信息资源检索》一书进行重新整改，进行
大量补充和完善，以期适应当前信息技术及信息资源的变化和发展，突显其实用性。本书特点有：①
以现阶段的网络数据库检索系统为主，在一定程度上保留2002年版《实用文献信息资源检索》一书中
集手检、机检于一体的特色，满足各种学习条件和学习层次的要求；②将信息的检索和利用与科学研
究过程相结合，希望能突出内容的完整有序以及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③信息检索基础理论知识丰富
完整，文摘及全文型数据库介绍新颖详尽；④为避免本教材内容过于宽泛和不深入，我们将内容重点
仍放在大学理工专业，详细介绍理工各学科所涉及的国内外重要信息资源，包括工具书、检索工具和
检索系统的特点、检索方法和检索技巧。　　全书共分9章。第1章介绍信息资源特点及其分布。第2章
介绍信息资源与科学研究过程的紧密关系以及利用工具书建立科学研究课题所需背景知识。第3章介
绍进行信息检索的基本理论知识。第4章介绍Web上的信息的搜索方法。第5～8章介绍如何利用国内外
学术信息检索工具和检索系统进行学术信息的检索，包括对专利、会议文献、科技报告等特种信息的
检索。第9章介绍学术信息收集技巧、综合评价以及成果表达方法。附录部分精心组织了互联网上的
部分高质量学术网址，供参考选用。　　本书第1章、第3章由喻萍编写，第2章由严而清编写，第4章
由喻萍、江惜春编写，第5章由江惜春、严而清、沈艳红、喻萍编写，第6章由江惜春、喻萍、严而清
编写，第7章由严而清、沈艳红、喻萍编写，第8章由喻萍、彭奇志、江惜春、严而清编写，第9章由彭
奇志、喻萍编写，附录由王晓燕、喻萍编写。本书由喻萍构思、统稿、修改。严而清、江惜春、彭奇
志、王晓燕参加部分章节讨论和审定。全书由张逸新、何丽梅主审。最后，我们编写组成员在此特别
感谢2002年出版的《实用文献信息资源检索》一书的主编何丽梅老师，本书能顺利出版与她之前打下
的良好基础分不开。此外，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了江南大学图书馆王萍、项怡萍、荣文琛老师的大力协
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笔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会有疏漏、不妥之处
，诚望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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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

内容概要

本书将信息的收集、分析、利用与科学研究流程相结合，在《实用文献信息资源检索》教材的基础上
，进一步丰富了信息组织与检索的理论知识，增加了信息分析、评价、利用方面的知识，更新了网络
数据库的检索内容及技巧，深入浅出，简洁实用。 

　　全书共分9章，第1～3章阐述信息资源分布、信息资源科学研究的关系以及信息组织检索的基础理
论知识；第4章介绍Web网信息检索知识和技巧；第5～8章介绍国内外各种类型检索工具和数据库检索
方法，信息的一般评价和论文撰写基本知识；第9章为学术信息的收集、评价与利用。附录列出目前
各学科一些有参考价值的网站地址。 
　　本书可作为电子、机械、计算机、控制、生物、化学、化工、食品、材料、环境等理工科专业的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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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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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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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

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信息对人们的工作、学习、研究乃至日常生活都产生着很大
影响。当代社会的竞争也是信息的竞争，有效的信息是竞争取胜的关键因素，谁控制了信息，谁就掌
握了先机。高速发展的互联网使中国进入信息时代的步伐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通过互联网不但可以
聊天、游戏和发邮件，同时还可以获得取之不尽的宝贵信息。当它所带来的海量的信息如翻天巨浪铺
天盖地而来时，认识它、熟悉它、利用它已成为信息时代人们应具备的基本技能。 “文献检索与利用
”课在高校开设20年来，一直将增强学生的信息意识、培养信息能力、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
为宗旨，是目前高校课程中与信息素质教育联系最紧密的，同时也是教学内容变化最快的一门课程。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在教学内容上已经历了从手工检索、光盘检索到网络检索的重点转移，而
且变化仍将继续，为此我们对2002年撰写的《实用文献信息资源检索》一书进行重新整改，进行大量
补充和完善，以期适应当前信息技术及信息资源的变化和发展，突显其实用性。本书特点有：①以现
阶段的网络数据库检索系统为主，在一定程度上保留2002年版《实用文献信息资源检索》一书中集手
检、机检于一体的特色，满足各种学习条件和学习层次的要求；②将信息的检索和利用与科学研究过
程相结合，希望能突出内容的完整有序以及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③信息检索基础理论知识丰富完整
，文摘及全文型数据库介绍新颖详尽；④为避免本教材内容过于宽泛和不深入，我们将内容重点仍放
在大学理工专业，详细介绍理工各学科所涉及的国内外重要信息资源，包括工具书、检索工具和检索
系统的特点、检索方法和检索技巧。 全书共分9章。第1章介绍信息资源特点及其分布。第2章介绍信
息资源与科学研究过程的紧密关系以及利用工具书建立科学研究课题所需背景知识。第3章介绍进行
信息检索的基本理论知识。第4章介绍Web上的信息的搜索方法。第5～8章介绍如何利用国内外学术信
息检索工具和检索系统进行学术信息的检索，包括对专利、会议文献、科技报告等特种信息的检索。
第9章介绍学术信息收集技巧、综合评价以及成果表达方法。附录部分精心组织了互联网上的部分高
质量学术网址，供参考选用。 本书第1章、第3章由喻萍编写，第2章由严而清编写，第4章由喻萍、江
惜春编写，第5章由江惜春、严而清、沈艳红、喻萍编写，第6章由江惜春、喻萍、严而清编写，第7章
由严而清、沈艳红、喻萍编写，第8章由喻萍、彭奇志、江惜春、严而清编写，第9章由彭奇志、喻萍
编写，附录由王晓燕、喻萍编写。本书由喻萍构思、统稿、修改。严而清、江惜春、彭奇志、王晓燕
参加部分章节讨论和审定。全书由张逸新、何丽梅主审。最后，我们编写组成员在此特别感谢2002年
出版的《实用文献信息资源检索》一书的主编何丽梅老师，本书能顺利出版与她之前打下的良好基础
分不开。此外，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了江南大学图书馆王萍、项怡萍、荣文琛老师的大力协助，在此一
并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笔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会有疏漏、不妥之处，诚望专家和读
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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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

精彩短评

1、书中介绍的搜索引擎使用方法现在日常工作中常加以利用.多读几遍,可能更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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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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