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文献检索与利用

§1．文献概论



一、什么是文献？

是记录了知识或信息的载体。

文献的三个基本要素：知识信息内容；

信息符号；载体 。

文献的基本功能：存贮功能；传播功

能；评价功能；教育和娱乐功能。



二、文献的类型

以载体划分：

印刷型(Printed Document) 

缩微型(Microform Document) 

视听型(Audio-Visual Document) 

电子型(Electronic Document) 

以加工程度、内容性质划分：

一次文献(Primary Literature) 

二次文献(Secondary Literature) 

三次文献(Tertiary Literature) 

零次文献(Zeroth Literature) 



三、印刷型文献的种类

1、图书类：①专著；②丛书；③教科
书；④参考工具书。

2、期刊：约占信息量的70%。
3、特种文献：①政府出版物；②科技报
告；③专利文献；④技术标准；⑤产品
资料；⑥会议文献；⑦学位论文；⑧技
术档案。



国际标准书号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 ISBN

ISBN7-8106-1435-5 医学细胞生物学

第一段：代表国家、地区、语种，如0，1－英，2－

法，3－德，4－日，7－中

第二段：出版者号,由国家或地区ISBN中心分配；

第三段：书名号，由出版者按出版顺序所给

第四段：校验位



四、当代文献特点与发展趋势

1、数量庞大，呈知识爆炸的现象；

全世界每年出版期刊约15 万种 ，图书80万种。

2、知识半衰期短缩；

3、文献资源网络化；

4、交流传播速度加快 （例：林肯遇刺，911）

5、时滞问题严重；

6、英文材料占主导地位，约占70%



五、文献在教学中的作用

1、教材的内容相对滞后于学科本身发展的实

际水平。

2、文献中的新观点、新创造、新方法能够启

迪思维、激发学习和研究兴趣。

3、一名专业的教师，有责任、有义务向学生

介绍本学科国内外发展的动态和趋势。



六、文献在科研中的作用

科研选题：启迪思维、避免不必要重复；

研究方案制定：了解课题的发展历史、现状、动向、

别人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最大限度地利用别人

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开展新的探索。

研究技术：查阅最新最有效的研究技术。

成果鉴定：判定成果的先进性、科学性和实用性。

体现论文的创新性和科学性；

据估计科研人员1/3左右的时间用在文献检索上。



§2 文献检索的基本方法



一、文献检索也叫情报检索

根据对文献加工的深度不同，情报检索可分为题录检

索、文摘检索、全文检索；

根据检索方式的不同，情报检索可分为手工检索和机

械检索；

根据检索对象的不同，情报检索又可分为数据检索

（Data Retrieval）；事实检索（Fact retrieval）和文

献检索（Document retrieval）。



二、检索语言

是规范化的自然语言，它保证了文献标识与检索提问

的一致性。主要有：

体系分类法语言：是一种直接体现知识分类等级概念

的标识系统。如中图法。

标题词语言Subject Heading ：使用规范化的科技术
语、名词作为标识。

关键词语言Key words ：以能表达文献主题内容的词
汇作为检索标识。未经规范化处理，对同义词、近义

词等不进行严格优选。



三、检索标识

检索标识：①文献外部特征：著者、文献号、书名、
刊名等；②文献内部特征：分类语言（分类号）、关
键词、主题词及其他（如，属种名、分子式等）。

文献特征 文献标识 索引或目录 
文献名称 书名目录、篇名目录

外部特征 著者名称 刊名目录、著者目录

分类号 分类索引 
主题词 主题词索引 

检
索
语
言 

内部特征 关键词 关键词索引 
 



文献检索过程示意图



四、检索工具的结构

正文部分：由文献条目组成的，是一次文献的题录或

文摘。

索引部分：由检索标识组成，用以帮助检索者检索文

献条目，通常有著者索引、主题索引、关键词索引

等。

说明部分：使用说明等

附录部分：收录范围、主题词表、引用期刊等。



五、检索工具的种类

根据收录范围划分：
综合性检索工具 ：如《科学引文索
引》、《全国报刊索引》。

专业性检索工具 ：《医学索引》、《化
学文摘》和《生物学文摘》。

专题性检索工具：如《中药炮制研究文献
目录》。

单一性检索工具：只收录某一特定类型的
文献，如《专利文献通报》医药卫生。



五、检索工具的种类

根据内容划分：

目录：多用于图书，但又不限于图书。

索引：记录文献外部特征。

文摘：记录文献的内外部特征。
①指示性文摘：起导读作用，约100字。
②报道性文摘：由原文浓缩而成，约1000字。

综述：对某一研究领域水平和动态的述
评；如美国的Annual Review系列。



六、文献检索途径

主题途径

关键词途径

题名途径

著者途径

分类途径

序号途径

其它途径：如美国《化学文摘》有分子式索
引。美国《生物学文摘》编制有“属类索引”、
“生物分类索引”等。



七、文献检索方法

顺查法

倒查法

抽查法

追朔法，用SCI查找文献的方法，称为引
文索引追朔法。

分段法

浏览法



八、文献检索的策略

分析检索课题，明确检索要求，科研检

索包括：立题查新检索，鉴定（论证）

查新检索和解决一般性问题的检索等。

选择检索工具，确定检索方法

选择检索途径，确定检索标识

查找文献线索。



九、索取原始文献

查阅“馆藏目录”和“联合目录”。了解该图书馆由没有相
关的期刊资料。

提供详细的文献目录，由其他图书馆代为复印。

个别国内或当地难以找到的期刊，可根据检索工具提

供的作者地址，写信向原作者索取，语气要尽可能委

婉。

也可以通过交换的方式和国内外作者进行资料交流。



§3．主要中文检索工具



一、题录

《全国报刊索引》（科技版）、上海图书馆编

辑出版，月刊。

《中文科技资料目录》医药卫生，中国医学科

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编，月刊。

《国外科技资料目录》医学卫生，中国医学科

学院医学情报研究所编，月刊。



二、文摘

《中国生物学文摘》，中国科学院

《国外医学》护理学，吉林省医学情报所。

《中国医学文摘》护理学，武汉医科所。

《中国药学文摘》，《中国药学文摘》编辑部

《中国现代医学文献摘编》，浙大

《中药研究文献摘要》，刘寿山主编



三、目录

全国总书目，年刊，国家版本图书馆编

辑出版 。

全国新书目，月刊，国家版本图书馆编

辑出版。

科技新书目，半月刊，新华书店总店编

辑出版 。



§4．主要英文检索工具



一、Biological Abstract，BA 

美国生物科学情报社（BIOSIS:Biosciences
Information Service）编辑。 特点：
历史长，范围广（收录20多种文字的9000余种期刊
的论文 ）。

90%以上的引用具有文摘。
文摘质量高，由专家或作者本人写。

时差短，3－5个月。
有光盘，能计算机检索。



二、 Chemical Abstracts，CA

美国化学会化学文摘社（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简称CAS）编辑。

收录14,000多种期刊。

年报道文献量30余万篇，

除化学外、生物学、生物化学、生理学、营养

学、微生物学和药物学方面的文献相当丰富。



三、Excerpta Medica，EM

阿姆斯特丹的医学文摘基金会编辑；

英文出版的大型医学文摘，共42个分册；

收录5400种期刊；

年报道量25万篇左右，80%以上有英文摘要，

内容涉及医学的各个方面。



四、Index Medicus,IM

由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编辑出版；

收录四十多种语种的三千多种生物医学期刊；

报道速度快，涉及美国的期刊时差仅一个月，

一般时差3-6个月；

编制简单，查找方便，IM主体部分和辅助索引

著者索引按字顺排，而且还有累积索引。



五、Current Contents/Life 
Science, CC/Life Science

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编辑，周刊。

收录一千多种生命科学期刊，最新出版

的有关生命科学的图书目次。

该刊的特点是出版快、报道及时、信息

量大。



六、Science Citaion Index, SCI

美国科学情报所（Institut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I）编辑。

SCI、工程索引EI、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

ISTP是三大有重要影响的检索系统。

SCI收录的期刊有四千多种，以英美期刊

为主。



SCI的编排

SCI是根据文献中所附的参考文献的著者（被引著者）
姓氏字顺来编排的大型检索工具。

SCI由引文索引、来源索引、轮排主题索引三个主要部
分组成

引文索引：著者的文章被发表的几篇文章参考引用

（被引用几次），在引文索引中就表现为几条被引条

目，引文索引的名称由此而来。

来源索引：专供查找来源文献和来源出版物的检索工

具。



引文索引的编排格式

①被引作者姓名；②被引作者文章发表年份；③被引

作者发表文章刊源的刊名缩写；④被引作者刊源的

卷、起始页码；⑤引用作者姓名；⑥引用刊源的刊名

缩写；⑦引用刊源的卷、起始页码、出版年份的后两

位数。

JIN Q① VOL PG YR 

94 ②J POLYM SCI POL CHEM③ 32 503④  

LEE SA ⑤  POLYM J⑥ 29 752 97⑦

96② J ANAL ATOM SPECTROM③ 5 331④  

SAH UN ⑤  PLANT SOIL⑥ 193 15 97⑦

 



来源索引的编排格式

①引用作者姓名；②合作者姓名；③文献篇名；④作

者发表文献的刊名、卷、期、页；出版年份的后两位

数；⑤参考文献数；⑥引用作者的工作单位、地址、

国别。

JIN Q① 

Wang-WF Xu-HM Yang-SC Qian-J②-North Jiangsu 

Basin, Eastern China - Accumulation of 

Immature Oils and Diagenesis of Paleogene 

Reservoir Rocks③ 

J PETR GEOL  20(3) 287-306④  97⑤  32R⑥ 

UNIV-PETR,SHANDONG 257062,PEOPLES-R-CHINA⑦ 

 



SCI的检索方法

用引文索引查找论文被他人引用的情况；

用来源索引查找论文被SCI收录的情况；

用引文追朔法查找文献。如，已知某一著者姓

名，可使用引文索引，查出引用该著者文献的

著者姓名和引用文献来源。再以所查出的著者

作为引文著者姓名，进一步查出他的文献的引

用者和引用文献来源……。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

IF：某刊两年内发表论文被引用的总次数，除
以文章总数。

即时指数（Immediacy Index） ：某刊当年发
表论文被引用的总次数除以文章总数。

1997年SCI收录4964种期刊，中国28种(包括
台湾8种)，其中影响因子最高的是中国科学B
辑（0.513）



§5.互联网资源利用

网络信息资源的特点

①便于查询；

②不受地域限制；

③全面；

④垃圾信息较多，因此需要有一定的检
索技术，才能避免时间与金钱的浪费。



一、搜索技巧

1）使用操作符：
OR、AND、NOT：布尔逻辑关系
引号：表示要完全匹配

？和*：用于截词，如nurs?=nurse、nursing或
nursery

OR=(A+B)                 AND=(A*B)           NOT=(A-B)



一、搜索技巧

2）查阅网站帮助条目，使用网页的高级搜索
功能。

3）使用单一关键词页面数量较多时，可添加
关键词后查阅，也可在结果中二次检索。

4）使用文件扩展名作关键
词，.PDF .DOC .MOV .PTT等，和网站属性
名，如.edu .gov .org等。
5）使用引号：“肝癌病人的护理”



不使用引号



使用引号



使用引号和？或*



网页最好保存为Web档
案 .mht格式



二、常用中文搜索引擎

雅虎中国http://cn.yahoo.com有免费电子邮件、公
文包、聊天室、新闻等信息和服务。

新浪http://www.sina.com.cn

搜狐http://www.sohu.com

3721中文网址搜索引擎http://www.3721.com

LYCOS中国http://www.lycos.com.cn

北大天网ftp搜索引擎 http://bingle.pku.edu.cn

蕃薯藤http://www.yam.com.tw



输入实名后按回车键



3721实名功能
输入实名后按回车键





三、GOOGLE

支持多达132种语言；
速度快，有10000多台服务器；
命中率高

能查询网页所含关键字；

“手气不错”功能；
“网页快照”功能；
具有图片搜索功能











网页快照



四、其他英文搜索引擎

YAHOO http://www.yahoo.com
LYCOS http://www.lycos.com
WEBCRAWLER 
http://www.webcrawler.com
AOL http://search.aol.com
搜索工具软件Copernic 98











关键词越多页面越少！



选择要搜索的
文件类型

关键词





五、综合性生物网站

生物引擎 http://www.bio-engine.com
中华基因网 http://www.chinagenenet.com
生物通 http://www.ebiotrade.com
生物学 http://www.biology.com （英文）
生物世界 http://www.bioworld.com （英文）
生物空间 http://www.biospace.com （英文）
生物在线 http://www.bio.com （英文）
医学生物世界 http://www.sciencekomm.at
（英文）



六、护理专业网站

37度医学网http://www.37c.com.cn

护理世界http://www.nursingworld.org

医学护理网 http://www.huliw.com

护理家园http://huli512.myrice.com

中华护理学会http://www.tcmtoday.com/cna/

中国医药文献大观 http://www.15688.com/88/





七、网络数据库

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超星电子图书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库

中国期刊网

重庆维普数据库，其中《中文科技期刊
数据库》是国内最大的综合性文献数据
库

万方数据



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提供Pubmed 、氨基酸序列数据库、核

酸序列数据库等十二个免费数据库

其中Pubmed收录范围3600余种生物医学

期刊的题录和文摘，包括美国医学索

引、国际护理索引，内容等同于

MEDLINE 









超星电子图书

要安装超星浏览器

藏书40余万册
软件具有文本识别功能

能够下载图书

读书卡100元/每年



下载阅读软件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库

网址：http://cbm.imicams.ac.cn
医科院信息所研制

收录1981年以来的国内文献
检索系统支持布尔逻辑

含Medline、中国生物医学文献题录等数
据库



点击此处可看
免费数据库











可二次检索也可以用高
级检索功能



§6. 科技文献的利用



一、材料的阅读

略读：了解材料的目录、大意、写作意图。略读以

后，要作出初步判断，做上记号。

速读：全面地、不加删减地读完材料全文，通过速读

把材料分为三类：①有一般参考价值或有待斟酌的；

②值得引用、内容精辟、观点新颖的；③没有参考价

值或观点前后矛盾的。

精读：很少是通读，一般是读选出的材料。



二、材料的记录

①有启发性的论点；

②有证明力量的论据；

③中心论点、分论点和小论点；

④阅读过程中引发的心得、感受；

⑤名家的争论性观点；

⑥优雅、深刻的佳句。



二、读书笔记的形式

索引：文献的外部特征；

引语：又称摘录或语录；

提纲：主要论点；

批注：书非划不能读也！

感言：心得；

札记：摘记+心得；
概述：摘要。



二、材料的记录的方法

卡片记录：12.5X 7.5厘米；
活页记录

本式记录

剪辑记录

注意：要及时归类，编制目录



§7. 科研选题与论文写作



. 一、研究工作的三个阶段

①准备阶段：选题，文献检索、阅读，
制定研究方案；

②实验或调研阶段：调查或实验，获取
第一手资料，用以揭示规律或阐述自己
的观点；

③撰写论文



二、选题原则

需要性原则——目的原则；

可行性原则——条件原则；

合理性原则——科学原则；

创新性原则——价值原则。



三、选题的方法

①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选题；

②在阅读文献中选题：这也是重要的选

题方法。在研究有关文献，获得有关情

报信息之后，提出研究题目。

③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题。



四、选题论证

目的意义：研究现状、必要性、迫切性；
研究方案：可行性论证。
研究目标；
主要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
阶段计划及预测进展；
预期研究成果；
创新之处。

研究基础
经费预算
摘要



五、论文写作

1、构思——拟定提纲
立论方面：论点，分论点；

选材方面：有创意、有典型性的材料；

布段方面：文章的框架结构；

谋篇方面：如何开头和结尾、上下衔接、前后呼
应；

协调方面：语言流畅、文字疏密得当。

提纲的三种写法：标题式、句子式、段落式。



期刊研究型论文的一般格式

前置部分 

题名 
署名及工作单位 
摘要 
关键词 
 
前言 

正文 
材料与方法 
结果与分析 
讨论 

致谢 
参考文献 

 
主体部分 

英文摘要 

 



2. 论文题目

1、准确得体，常见毛病是：过于笼统，题不扣文。
反例：大熊猫精液超低温冷冻的比较

2、简短精炼
反例：高锰酸钾技术的扫描电镜下的内质网三维结构

3、避免逻辑错误

反例：冠状动脉疾病运动后异常血压反应的决定因素

4、醒目



3、撰写初稿

起草和打草稿。

（1）一气呵成法：不为斟酌一句话、一个词而搁笔。

初稿完成后，再细致推敲、加工修改。

（2）分段完成法：按照拟制好的提纲顺序，把全篇分

成若干部分，分段撰写，哪一部分考虑成熟，就写哪

一部分，不分先后，各个击破。



4、修改定稿

是学术论文写作的最后一道工序；

“文章不厌改，苦心出佳作” 。
方法：

热改法

冷改法

他改法

诵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