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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文献及查阅方法》

前言

任何人，即使他（她）的智慧再超人，也不可能把各种知识，甚至是某一小小学科领域的知识，都装
在自己的脑子里。学习检索文献信息的方法，学会查阅和利用现代人类知识信息库的信息，正是一条
自我补充知识、提高学术水平的捷径。从1978年着手编写本书第一版至今，已过去30年了。30年来，
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科学技术和网络化检索技术的发展速度十分惊人。以往我们隔10年修订一次，还
比较适时，但本次修订不到5年，就已经感到行动太迟缓了。本次修订除了对第四章和第十五章修改
得较少以外，其余各章均做了大幅度的删除、改写或重新编写，是历次修订内容最多的一版。本书着
重介绍了国内外与化学相关的重要数据库及其网络版的检索方法，如中国化学文献数据库、CNKI、
万方、CA网络版——Scifinder、STN、ISI Web of Knowledge！综合性检索平台、CrossFire、特种文献信
息网上检索渠道和它们的服务系统等。如今计算机检索已是当今人们的首选，手工检索已成为辅助。
但是，我们不希望因此产生对读者的误导，从而忽视手工检索的重要性。手工检索工具书至今仍有着
网络化检索所不能替代的优越性：阅读方便，文献编排集中，筛选比较容易，查全率高且不要付费。
各高校图书馆仍继续订购和收藏印刷型检索工具。从学习环境而言，高校图书馆阅览室是做学问的好
去处，它环境雅静，学习氛围宜人，也有益身心健康。有条件开设文献检索课的高校，用适量课时向
学生介绍印刷型检索工具的使用还是非常必要的。手工检索知识和技能是基本功，是基础。计算机数
据库和网络化检索方法及途径与印刷型版本是基本相同的，它们只是信息出版载体的转换而已。至于
网上检索，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往往是一点则通的。计算机检索课的讲解重点可以侧重在化学物质
结构检索策略的设计、检索提问的组配等方面。

Page 2



《化学文献及查阅方法》

内容概要

余向春编著的《化学文献及查阅方法(第4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一本化学文献手
工检索和计算机检索双用的教材和指南。它突出网络化检索，并兼顾传统检索技能的必要性。本书系
统、全面地介绍了当今重要的、与化学相关的各类数据库和网络化检索知识，以及若干权威的、历史
悠久的化学文献型和数值事实型检索工具和软件的检索方法；收录了各类文献（包括化学核心期刊）
的网址；还介绍了化学门户网站及其相关链接。
    书中美国《化学文摘》（CA）仍是重中之重，特别是CA网络版——Scifinder的介绍尤为详细，并清
晰易懂。
    书中不少章节编有检索实例和纸版或网上的直观样例，读者在学习时较为直观。
    《化学文献及查阅方法(第4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可作为高等院校化学、化学工
程、材料化学、石油化学、生物化学、医学、药学、能源、轻工、冶金、地质、农业等专业本科生、
研究生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作为从事化学化工等相关专业的科技工作者、研究人员及教师必备
的工具书。

Page 3



《化学文献及查阅方法》

作者简介

余向春，男，1932年生于浙江义乌。
    1958～1966年在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从事美国《化学文摘》编译工作。时任化学文摘组组长，并负
责高分子化学分册责任编辑。
    1966年开始在浙江大学化学系高分子教研室任教。开创化学专业外语、文献检索和毕业论文写作三
连贯教学模式，使该系20余届学生受益。
    1985年创办浙江大学科技情报专业，时任专业主任，创建国内该专业首个双学位培养体制，并为全
校研究生开设文献检索必修课多年。
    1988年受全国高校文献检索与利用系列教材编审委员会委托，联合北京化工学院等七所高校编写《
化学化工信息检索与利用》，并任第一主编。2008年负责修订《化学化工信息检索与利用》第三版（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6年被教育部聘任为“文献检索课教学指导小组”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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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文献及查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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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文献门户网站    一、化学信息网    二、美国化学学会主页    三、其他与化学有关的门户网站  第二节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第三节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第四节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  参考文献第四章  
美国《化学文摘》  第一节  百年沿革简史  第二节  大类类目和部分子目    ⋯⋯第五章　美国《化学文
摘》网络版——Scifinder Scholar第六章　化学相关文摘及其对应数据库第七章　专利文献第八章　标
准、产品样本和说明书第九章　科技报告及有关检索工具第十章　会议文献和学位论文的检索第十一
章　理化数据传统工具书及其网络化检索第十二章　《科学引文索引》与ISI Web of knowledge平台上
的化学相关第十三章　DIALOG和STN系统中的化学信息检索第十四章　Internet上的搜索引擎第十五
章　化学物质结构信息码及其在结构检索上的应用附录　学术规范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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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文献及查阅方法》

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章 化学核心期刊及其网站第一节 概况期刊也称杂志。按照《韦氏大字典》的定义，期刊
是“在规定日期或经一定间隔后出版的杂志或其他出版物”。期刊具有下列几个要素：①定期或不定
期出版，每年至少出版一期以上；②每期有连续的卷、期号或年月顺序号；③有固定的名称和统一的
出版形式，开本以及篇幅也都大致不变；④每期刊登的内容不同。期刊类型的划分方法很多。按出版
周期分，有数日刊、周刊、旬刊、双周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季刊、半年刊、年刊、不定期刊
等；按报道内容分，有刊登原始文章的一次文献期刊，大部分期刊属于这一类型，文摘、索引等二次
文献期刊，综述、评论等三次文献期刊；按文献的学科分，有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
等自然科学期刊以及应用科学期刊，各种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还有各种综合性期刊；按载体分，有印
刷版、缩微版、声像磁带版、计算机光盘版及网络版等；按出版机构分，有学术团体的、政府机构的
、工矿企业的、商业性出版单位的、信息研究部门的等。期刊的特点已在绪论中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
，主要是出版周期短，传递信息快，及时反映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内容比较详尽，参考价值较大。科
技工作者，特别是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员，都必须经常阅读和浏览期刊，以了解本专业的现状和动向，
开阔眼界，避免重复劳动。期刊也是科技信息部门采集、加工、报道的主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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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文献及查阅方法》

编辑推荐

《化学文献及查阅方法(第4版)》特色：体现世界文献检索发展最新趋势；内容全面，信息量大，计算
机检索和手工检索双用教材；着重介绍国内外与化学相关的重要数据库及其网络版的检索方法；可作
为高等院校化学化工及相关专业的教材或科研人员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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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文献及查阅方法》

精彩短评

1、跟其它一些东拼西凑的书不同，这本书里总结了作者多年的文献方面的感悟，物有所值。这样的
作者比较令人尊敬。
2、化学文献及查阅方法，专业书籍
3、不错，运输还挺快的！
4、帮朋友买了

Page 8



《化学文献及查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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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