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科信息检索与利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社科信息检索与利用》

13位ISBN编号：9787502155575

10位ISBN编号：7502155570

出版时间：1970-1

出版社：石油工业出版社发行部

作者：金秋颖

页数：13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社科信息检索与利用》

内容概要

《社科信息检索与利用》共分六章，主要介绍了信息检索的基本理论知识以及计算机信息检索系统和
检索技术，中文常用的检索工具和检索数据库，大型的英文检索系统，电子书报、数据和事实、网上
搜索引擎的检索方法和技术，信息利用以及论文写作的有关知识。
《社科信息检索与利用》可作为高等学校文科专业信息检索与利用课程的教学用书，亦可作为社会科
学科研人员信息检索的学习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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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信息检索与利用》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信息检索基础第一节 信息资源概述第二节 信息资源构成第三节 信息检索概述第四节 信息检索
工具第五节 信息检索语言第六节 信息检索程序与策略第七节 信息检索效果评价复习思考题第二章 计
算机检索系统第一节 计算机检索概述第二节 数据库及其种类第三节 计算机检索技术第四节 国际联机
检索第五节 光盘检索系统复习思考题第三章 中文检索系统第一节 国内检索工具第二节 全国报刊索引
第三节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第四节 CNKI系列数据库第五节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第六节 万方数
据资源系统第七节 高校财经数据库系统第八节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复习思考题第四章 国外检索系
统第一节 工程索引第二节 SpringerLink检索系统第三节 EBSCO数据库检索系统第四节 PQDD博(硕)士
论文数据库复习思考题第五章 电子书报和网上搜索引擎第一节 电子图书第二节 电子报纸第三节 数据
、事实检索第四节 搜索引擎复习思考题第六章 信息的综合利用第一节 信息的整理与利用第二节 开题
和结题报告的写作方法第三节 毕业论文的写作方法第四节 文献综述和述评的写作方法第五节 学术论
文的写作方法第六节 学术论文投稿及相关信息的获取复习思考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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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信息检索与利用》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标题词是一种先组式检索语言，在检索前这些标题词已经固定组配。标题词表是标题
词使用规则的汇编，是标引和检索文献的工具，是一部标题词典。标题词一般包括主标题词和副标题
词两级。主标题词表示事物本身概念，一般是事物或过程的名称；副标题词表示事物的各个方面，如
性质、部分、方法操作，副标题词是主标题词集合下的一个子集。因此，即使一个涉及众多学科或较
深内容的专题，也可以通过标题词表，从一般的主题词集合的角度来检索，主标题词和副标题词固定
组配、按字顺排列。利用标题词语言编制的检索工具质量较好，组配固定，不易混乱，有较好的通用
性、直接性和专指性。并通过“见”和“参见”扩大检索途径，查全率高。缺点是系统性较差，内容
相关的分散在多处，灵活性较差，不能任意组配进行自由检索。它适宜于从事物的主题概念出发进行
检索，优于分类法。（2）叙词语言是经过词汇控制的，在标引中用来显示文献主题，在检索中用来
构成表达式的一种检索语言。叙词语言可谓是博采各种信息检索语言之长，吸取了多种信息检索语言
的原理和方法。叙词语言是一种采用规范化的单词或词组由标引人员或读者自行组配，来表达文献（
或课题）主题概念的一种后组式索引语言，或者叫做后组式的检索语言。叙词语言是采用规范化的检
索语言，标识直观，按字顺排列，序列明确，使用方便。同时一个叙词与一个概念严格对应，因此叙
词具有单一性。组配又是叙词的主要特征，叙词优异的检索功能主要来自组配这一特征。检索人员在
检索时，只要根据检索需要，临时从词表中选出相应的叙词，按照组配原则，临时任意组配检索概念
，即可达到扩大或缩小检索范围的目的。叙词语言是一种后组式检索语言，分为下列两种概念组配类
型：①概念交叉。这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交叉关系的同级叙词间的组配，组配结果形成一个新的概
念。②概念并列。这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概念并列关系的同级叙词间的组配。由于叙词语言优异的
组配性能，词汇控制技术完善，实现了多维标引和检索，专指度高，标引深度大，能适应多种检索要
求和各科检索系统的需要，广泛应用于各种主题索引、主题目录和计算机信息检索系统中。（3）关
键词语言是为适应主题目录，主题索引编制自动化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主题语言型检索语言。关键词
是指在文献的标题、摘要或正文中出现的、对表达文献内容具有实质意义，能作为检索入口的，起关
键性描述作用的词汇，是针对文献中的关键词选定或抽出，极少用作词汇控制，按字顺排列，从而提
供检索途径的一种检索语言。（4）单元词语言又称为元词语言，它是从文献中抽取出来并经过控制
处理的，能表达文献主题的最小≮最基本的词汇单位。它可以是一个单纯词，也可以是一个合成词。
这些词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它们在概念上不能再进一步分解，如再分解，就再也不能表达原来所
代表的特定概念，从而失去检索本意。3.名称语言名称语言是以人名、机构名、地名、书名、刊名、
篇名等代表信息特征的名称为检索标识，作为标引文献和检索文献双方共同采用的交流语言。各种数
据库中所设置的作者检索途径、机构检索途径、出版物检索途径等都是运用名称语言对信息的特征予
以描述和展示的结果。4.代码语言代码语言一般只就事物的某一方面特征，用某种代码系统来加以标
引和排列。例如专利号、标准号、化学物质登记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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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科信息检索与利用》是高等学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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