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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资源在地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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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使互联网的信息呈指数级增长。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提供了一个知识和信息来源多样化的学习空间，学
习者通过浏览器在网上查询获取并组织地学信息资源，能够

极大地提高获取地学资源效率（刘兹恒，１９９８）。这就对科研
工作者的科技查新和研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海

量的信息资源当中去伪存真，就成了科研工作者开展科研工

作的首要难题。搜索引擎是网络时代迅速崛起的新事物，在

国内外都处于实验、探索阶段；尤其是中文环境下的数字研

究成果很少，但它可以通过对国外同类文献的检索来丰富它

的内容。如（ｈｔｔｐ：／／ｃｈｉｎ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ａｇ．ｏｒｇ／）就是中文的《科
学在线》，其中有关于世界若干有名刊物的链接。由于它涉

及到的领域很多，包括图书情报、计算机及通信科学领域的

理论、方法和技术等，因此目前对于国内的地学搜索用户是

很有帮助的。

现今，地学界正利用网络改变着地学的面貌，网络的使

用日益受到科研人员的青睐。由于网络的新颖与多姿多彩，

以及网上信息量大而繁杂，人们需要使用网络中的知识与经

验进行交流，以达到更好更快地使用网络及网络资源。在

Ｈｅｒｒｉｎｇ的关于电子期刊的电子资源利用的引文研究中也发
现，虽然对于不同学科间的交流中网络文献的影响不很明

显，但网络资源的利用确实促进了学者们利用学科外资源的

可能性。

一般认为地球科学是以地球为研究对象。基于这一点，

地球科学才将一大批有关的地学分支流派统摄于这一地球

科学总称之下，例如：地质学、地理学、海洋地质等。地球科

学网络资源的使用，主要是选择好数据库和搜索引擎。一般

而言，好的数据库应该是数据多、层次清、数据更新时间间隔

短，并根据地学的专业知识对情报需求准确的理解，进而灵

活更改情报需求，最终使用户能准确检索出所需要的前沿成

果。其次，理想的情报检索系统还应为用户提供诸多方便，

代替或辅助用户完成诸如选词、选库、构造检索式、甚至在情

报数据库中进行自动推理查找等功能，而不仅仅是将用户提

问与数据库内容进行简单匹配。例如，地学向导（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ｅｏ－ｇｕｉｄｅ．ｄｅ／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就是面向地学用户的检索系
统。它提供了一个面向地学的智能型检索系统，来帮助地学

研究者及时准确的把握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网络化信息服务，对于有些地学科研的用户，他
们通过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进行学术思想、科技文献、科研方法，实验数
据等方面的交流。还可以进行跨地区，跨国家的参与学术领

域的讨论和研究。对信息需求已不局限于查找文献线索和

原始材料，他们要求直接获取纯情报，包括全文本、图像、声

音等各类型情报，即一体化的情报检索。更有一些科研情报

用户，希望情报系统能提供“自然”的情报，犹如人脑一样，可

以有联想功能，揭示情报间的相互关系。而国内的科研型网

络资源相对匮乏，并且网络资源的共享程度不高，在很大程

度上阻碍了地学科研教育工作的发展。搜索引擎情报检索

系统的集成，主要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

１　介绍几类常用搜索引擎
１．１　通用型搜索引擎

Ｇｏｏｇｌｅ，支持１００多种语言的搜索，每日更新，速度极快，
可以设定使用偏好，界面语言等，由于功能强大，它已迅速成

长为搜索引擎中的后起之秀，也是许多网络用户的首选搜索

引擎。它提供类目检索和网站检索，支持布尔逻辑算符。它

的初级搜索简洁方便，只需在检索框内输人“主题词”后打个

“Ｅｎｔｅｒ”即可。若要限定搜索范围，只需要多输人几个“关键
词”，每个词之间留一个空格。它也有高级检索方法，例如要

搜索地学类的文献等相关资料可输入（ｈｔｔｐ：／／ｓｃｈｏｌａｒ．
ｇｏｏｇｌｅ．ｃｏｍ／ｓｃｈｈｐ？ｈｌ＝ｚｈ－ＣＮ），或者在（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ｏｏｇｌｅ．ｃｏｍ／ｉｎｔｌ／ｚｈ－ＣＮ／ｏｐｔｉｏｎｓ／）中输入地球科学，即可得
到一系列所需的地学网站。

Ｙａｈｏｏ，是最早开发的网络搜索引擎，也是当前最受欢
迎、最著名的检索系统之一，它提供免费查询服务。Ｙａｈｏｏ分
中文搜索引擎和外文搜索引擎，其中，中文搜索引擎收录了

全球数以万计的中文网站。Ｙａｈｏｏ对网上信息由专家按主题
建立分类索引，列出１０多个大类，每个大类下又列出若干子
类，每个子类包含数以千计的网点信息，很具科学性。若搜

索沉积学文献，先要选择地学类目中的“沉积学”，然后在子

类中选择搜索目标，再进行下一步搜索，这样查准率高。

Ｓｏｈｕ，是当前使用较多的中文搜索引擎，其使用方法与
Ｙａｈｏｏ相似，也是按主题分类进行检索。另外，常用通用型网
络搜索引擎还有：Ｌｙｃｏ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ｙｃｏｓ．ｃｏｍ／）；ＷｅｂＣｒａｗ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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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ｅｂｃｒａｗｌｅｒ．ｃｏｍ／）；Ｇｏ（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ｃｏｍ／
或 ｈｔｔｐ：／／ｇｏ．ｃｏｍ／）；新浪搜索引擎（ｈｔｔｐ：／／ｓｅａｒｃｈ．ｓｉｎａ．
ｃｏｍ．ｃｎ改为ｈｔｔｐ：／／ｃｈａ．ｉａｓｋ．ｃｏｍ／）等等。
１．２　综合性搜索引擎

《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光盘、网络），它是由清华大学

主办的我国第一个连续出版的大规模集成化、多功能学术期

刊文献检索系统，收录１９９７年至今的５０００多种学术类核心
期刊与专业特色期刊的全文。

国内万方数据系统（ｈｔｔｐ：／／２２１．１２３．６４．７０：９５／ｗｆ／ｉｎ
ｄｅｘ．ｈｔｍｌ），提供了１００多个数据库供用户检索，部分数据库
是免费的，检索结果显示全部字段；另外一部分数据库另收

费的，非授权用户可以检索全库，但检索结果只显示部分字

段。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ａｓ．ａｃ．ｃｎ／ｉｎｄｅｘ．
ｊｓｐ），收录国内各类期刊５８２种（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数据），可查
询论著及期刊被引情况等。

高校学位论文检索系统（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ｂ．ｕｍｉ．ｃｏｍ／ｄｉｓｓｅｒ
ｔａｔｉｏｎｓ／ｇａｔｅｗａｙ），收录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电
子科技大学、东北大学、东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中理工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１０所大学的学位论文。
中国标准服务网是一个国内标准文献检索系统（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ｓｓｎ．ｎｅｔ．ｃｎ／ｉｎｄｅｘ．ｊｓｐ）。
Ｄｉａｌｏｇ网络检索系统（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ｉａｌｏｇＳｅｌｅｃｔ．ｃｏｍ）拥

有５００多个数据库，覆盖范围十分广泛，其中包括科学与技
术、能源与环境、计算机科学等主题最具特色。

中国教育科研网（ＣＥＲＮＥＴ），是我国最早的教育科研
网，截止２００１年，该网已经联通全国１６０多个城市、联网大
学和科研单位近９００家。

ＥＢＳＣＯ英文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目前它有五个主要数
据库，涉及社会科学、经济、教育、科学技术、医学等等方面。

国外心理学一般归人社会科学类。检索方法：进人该网后，

先选择数据库，再按页面提示进行检索。

科学数据库中心（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ｄｂ．ａｃ．ｃｎ／）是中国科学
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为适应中科院信息化建设、网络数据

库技术、网络应用技术发展的需要，推进、完善信息化的科学

研究环境而整合组建的研究与开发部门。其前身是于１９９５
年组建的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库应用研究室＂。中科院
“十五”信息化项目的启动，开始了科学数据库中心发展的新

阶段。现已发展成为国家级的科学数据中心。

Ｕｎｃｏｖｅｒ数据库（ｗｗｗ．ｃａｒｌ．ｏｒｇ或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ｌｃｄｅｌｉｖ
ｅｒｓ．ｃｏｍ／ｔｌｃ／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收录有１８０００多种期刊，Ｕｎｃｏｖｅｒ提
供免费检索、在线订购、最新文献报道、原文传递服务。

ＯＣＬＣＦｉｒｓｔＳｅａｒｃｈ联机检索与期刊传递服务 （ｈｔｔｐ：／／
ｆｉｒｓｔ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ｇ），提供６０多个数据库的Ｗｅｂ，检索结果中显示
出提供全文的５个供应单位。用户可根据所需选择订购，最
后由供应者通过航空取图文传真送给用户。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数 据 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ｍ／），收录了化学、计算机科学、工程科学、环境科学、地球
科学、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１１００种全文电子期刊。

还有美国剑桥科学文摘（ＣＳＡ），它的特点是界面友好，
数据每日更新，并可根据需要做课题跟踪服务，也可将所需

课题的检索策略建立自己的课题保存库，输入密码，系统会

随时将与课题有关的新资料自动添加到课题保存库内。

另外，通过网上电子期刊获取科技期刊也是充分利用网

上资源的有效途径。例如：ＩＥＥＥ电子版全文期刊（ｈｔｔｐ：／／
ｗｗｗ．ｉｅｅｅ．ｏｒｇ／ｉｅｅｅｘｐｌｏｒｅ）。
１．３　介绍地学中常用的信息资源

搜索引擎虽然在信息导航方面起到应有作用，但随着信

息的巨增，更由于一些特殊信息用户，如情报信息用户的成

熟与需求层次化，传统的通用型搜索引擎越来越不能满足他

们的检索需求，因此情报信息检索的专业化成为现代信息检

索发展的必然趋势。

１．３．１　地理学
（１）美国地理学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ａｍｅｒｇｅｏｇ．ｏｒｇ／），创建于１８５１年，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
专业地理学机构和世界公认的地理学研究和教育的先驱。

它的使命是协同地理学领域专业、学术、商业人士共同致力

于地理学知识、勘探技术的创新，应用和推广，以解决与之相

关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它利用咨询、课件等方式使地

理学的专业知识、信息通俗易懂。直接登录资源地址即可免

费使用该资源，并且提供了多种的检索方式。

（２）美国地理学者协会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ｇｒａ
ｐｈｅｒｓ（ＡＡＧ）（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ａｇ．ｏｒｇ），创立于１９０４年，是一个
集科学与教育于一体的专业协会。共有来自 ６２个国家的
７５００多位会员，参与他们所感兴趣的地理学专业理论方法与
实践。ＡＡＧ每年召开一次学术年会，并出版有两种学术期刊
《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ｓ》、《ＴｈｅＰｒｏ
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ｒ》，每月还要发表事实通讯。ＡＡＧ通过相
关的团体和５３个专业团体为它的会员与专家提供一个研究
的空间。直接登陆该资源地址可免费获得使用该资源。期

刊可免费查看文摘，如要看全文可通过Ｅ－ｍａｉｌＡｌｅｒｔｓ订购。
１．３．２　地质学
１．３．２．１　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ＵＧＳ（ｈｔｔｐ：／／
ｗｗｗ．ｉｕｇｓ．ｏｒｇ／）成立于 １９６１年，是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Ｕｎｉｏｎｓ的主要成员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最活
跃的非政府性的科学组织之一，目前有 １１０多个成员国。
ＩＵＧＳ的宗旨是推动全球范围内重要的地质科学问题的研
究，同时支持并促进地球科学的国际合作和学科间的合作。

通过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ｕｇｓ．ｏｒｇ／登陆该网站，然后可以通过
如下渠道分别访问不同的资源：

（１）通过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ｐｉｓｏｄｅｓ．ｏｒｇ／上的Ｂａｃｋｉｓｓｕｅｓ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可以访问期刊 ｅｐｉｓｏｄｅｓ的期刊全文（目前可下载的
全文是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２年）。

（２）通过主页上的 ＥＰＩＳＯＤＥＳ栏目下的 ＣｕｒｒｅｎｔＩｓｓｕｅ可
以访问最新一期的摘要。

（３）通过主页面左侧导航条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链接进入出
版物介绍，可以访问ＥＰＩＳＯＤＥＳ过期刊物的摘要。

（４）通过主页面左侧导航条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链接进入出
版物介绍，可以浏览由 ＩＵＧＳ出版的３６种专论的列表，包括
名称，作者，来源。通过主页面左侧导航条的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链接
可以查看ＩＵＧＳ主办的各种会议等活动的日程安排及相关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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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１．３．２．２　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协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ＡＡＰＧ）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ａｐｇ．ｏｒｇ／）是一个国际地质学家组织，创建于
１９１７年，其宗旨是推进地质学，尤其是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
地下流体和矿产资源的研究，包括推进科学采掘、利用生产

技术，传播相关的科学知识，提高协会成员的专业水平等。

该协会由三个分部组成：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ＤＥＧ），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ＤＰＡ）和 ＥｎｅｒｇｙＭｉｎ
ｅｒａｌｓ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ＥＭＤ）。ＡＡＰＧ通过其网站提供大量的动态信
息查询、出版物阅览和协会成员服务等。动态信息主要包括

专业新闻、地质矿产交易信息、会议通知、期刊出版信息等。

ＡＡＰＧ出版的月刊 ＡＡＰＧＥＸＰＬＯＲＥＲ，在全世界１１４个国家
发行超过３００００份，内容以碳氢化合物和能源矿藏的勘查和
探索为主，涉及到能源产业发展的每一个方面。１９９９年以来
的各卷期内容，均可以通过该资源网站免费获得全文。

１．３．２．３　美国地质协会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ＧＳＡ（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ｓｏｃｉ

ｅｔｙ．ｏｒｇ）是一个促进地球科学进步的非赢利性组织。作为美
国科学进步协会的派生机构，美国地质协会是美国第一个长

久的地球科学的协会，总部办公室从１９６８年开始设在美国
科罗拉多州石头城。协会的主要活动是组织科学会议和讨

论，出版科学文献。其他活动包括支付研究补助，就业服务，

向杰出的科学贡献者颁发奖品和奖章，帮助地球科学教育的

教师和培养公众对地球科学的关注。ＧＳＡ的宗旨是推进地
球科学的发展，提高会员的专业素质，促进地球科学为人类

的服务。

登录该资源网址，通过各个导航栏可以选择直接进入相

应的栏目。每个栏目下都有相应的内容链接，提供浏览，简

明易用。在主页上有两个检索窗口，一个提供的是热点目

录，另一个提供的是捷径搜索，将可检索的关键词按字顺排

列，用户可以直接选择进行检索浏览。另外主页上还有该站

搜索服务和关于地球科学的链接。

１．３．２．４　美国地质调查局
ＵＳＧＳ（美国地质调查局）（ｈｔｔｐ：／／ｇｅｏｌｏｇｙ．ｕｓｇｓ．ｇｏｖ／）是

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和信息机构，其工作内容主要是地质调

查、科学研究、实时监控和资源评价。ＵＳＧＳ致力于人们对自
然界的理解，主要针对美国的土地、水、生物和资源。美国地

质调查局的数据和信息主要服务于政府及各部门的管理人

员、规划人员和所有公民，以便人们了解周围环境的变化，并

对其做出响应。

ＵＳＧＳＧｅｏｌｏｇｙ的出版物包括评估报告、研究发现、实时
地质灾害信息、交互地图、数据库、研究报告以及其他专著

等。例如点击“ＵＳＧＳ最新出版物”：按时间列出 ＵＳＧＳ出版
物目录，包括 Ｎｅｗ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ＤｉｇｉｔａｌＤａｔａ
Ｓｅｒｉｅｓ、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ｓ、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ｓ、Ｉｎ
ｆｏｒｍ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ｔｓｉｄ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ａｐｓａｎｄ
Ｃｈａｒｔ、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Ｍａｐｓ，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等系
列。

登陆主页点击“科研项目”导航栏中的链接可进入ＵＳＧＳ
相关研究领域页面。点击出版物进入出版物浏览页面，逐步

点击各链接便可进入相应浏览界面，实现资源的在线浏览或

下载；或在出版物浏览页面点击“搜索出版物”进入检索界

面，提供的检索途径主要有：ＭａｉｎＳｅａｒｃｈ、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ｅａｒｃｈ、Ａｄ
ｖａｎｃｅｄＳｅａｒｃｈ、Ｓｅａｒｃｈ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ＡｕｔｈｏｒＩｎｄｅｘ、Ｋｅｙｗｏｒｄ
Ｉｎｄｅｘ，并提供多字段的“或”、“与”、“非”逻辑组合检索。
１．３．３　海洋地质

（１）中国海洋信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ｉ．ｇｏｖ．ｃｎ／）是由国
家海洋信息中心建立，以中、英文两种版本发布的政府网站。

１９９８年建立投入运行。该网站以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为核心，
通过国家公共数据通讯网络，纵向连接国家海洋局、各海区

信息中心以及沿海省市自治区海洋管理部门；横向连接国家

信息中心、有关海洋部门、海洋用户的综合性海洋信息网，并

通过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加入国际海洋信息交换系统。中国海洋信息网
是宣传海洋政策、进行海洋学术交流、连接国内外海洋机构

和海洋用户的信息纽带，是实现我国海洋界海洋资料信息共

享的重要专业信息网。现开设有：海洋机构、海洋文献、海洋

法规、海洋资源、海洋经济等栏目。这些栏目组织了丰富的

信息上网并为国内外海洋单位提供开放式的公益信息服务。

（２）Ｏｃｅａｎｉｃ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被公认为是海洋科学领域中权威
性的、综合性的文献资源数据库。报道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海

洋与咸水环境的相关研究，特别是海洋生物学、物理海洋学、

水产养殖、气象、地质、环境、技术和立法等专题。该数据库

报道自１９８１年以来的文摘数据约２４万条，并以每月１２０９条
的速度添加新数据。与该数据库对应的印刷版文献是《Ｏｃｅ
ａｎｉｃ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用户可以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
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等通过 ＩＰ地址进入 ＣＳＡ清华镜像站点（ｈｔ
ｔｐ：／／ｃｓａ．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ｅｄｕ．ｃｎ／）查阅该数据库。订购用户可以通
过链接功能获得部分文摘的全文。

（３）美国海岸与海洋地质规划署 ＵＳＧＳ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ｎｄＭａ
ｒｉｎｅＧｅ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ｇｒａｍ，简称 ＣＭＧＰ（ｈｔｔｐ：／／ｗａｌｒｕｓ．ｗｒ．ｕｓｇｓ．
ｇｏｖ／），隶属于ＵＳＧＳ（美国地质调查局），负责美国海岸线、邻
海海域以及其他水域的科研工作。其工作目标是收集海洋

地质信息，监测地质状态，发布有关地质灾害、环境状况、生

存条件、地质过程以及能源和矿产资源的信息。

２　检索算符与检索技巧
虽然网络资源是海量的，而其增长是无止境的，但寻找

和应用资源却有法可循，只要掌握了这些基本方法，就能根

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网络资源，充分发挥网络资源的优势。

２．１　 常用的检索算符
搜索算符有许多，不同的搜索引擎使用的检索算符不尽

相同。下面介绍一些常用的检索算符，使用好这些算符能有

效地使检索结果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以增加检索的

准确率（朱腊梅，２００３）。
布尔逻辑“或”（ＯＲ，也可写作“＋”），在检索中，若使词

Ａ和词Ｂ与“ＯＲ”组配，可写成ＡＯＲＢ，或写成Ａ＋Ｂ。检索
时，数据库中的文献中凡含有词Ａ或词Ｂ或同时含有Ａ和Ｂ
的文献都会被命中。使用逻辑“ＯＲ”，可以扩大检索范围，提
高文献的查全率。

布尔逻辑“与”（ＡＮＤ，也可写作“”），在检索中，若使
词Ａ和词Ｂ与“ＡＮＤ”组配，可写成ＡＡＮＤＢ，或写成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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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时，数据库中的文献中必须同时含有Ａ和Ｂ的文献才能
命中，使用逻辑“ＡＮＤ＂，可以缩小检索范围，提高文献的专指
度。

布尔逻辑“非”（ＮＯＴ，也可写作“—”），在检索中，若使
词Ａ和词Ｂ与“ＮＯＴ”组配，可写成 ＡＮＯＴＢ，或写成 Ａ－Ｂ，
检索时，数据库中的文献中凡含有Ａ而不含Ｂ的文献才能命
中，使用逻辑“ＮＯＴ＂，可以提高文献的查准率。

组配符：组配符号有许多，其中？用得较多。一般情况

下，“？”是替代一个字符，如ｌ？ｇ，它可以替代ｌｏｇ＋ｌｅｇ。
截词符：在西文检索中可以作为一种常用的检索策略。在一

般搜索引擎中，常以“”为截词符号。截词符可以限定西文
词的单复数问题、词干相同而词尾不同的问题以及单词拼写

差异等问题。如ｐｅｒｓｏｎ，就相当于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字段符：双引号“”，表达检索的词组或短语。用双引号

标出，系统就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查询，严格匹配，这种检

索可非常有效地提高检索精度。

２．２　检索技巧
选择自己熟悉的搜索引擎和数据库。不同的搜索引擎

在查询范围、检索功能、检索方法上各有差异，选择自己熟悉

的检索工具和数据库能快速、准确地查到需要的信息。

由于各搜索工具使用方法不统一，所以，当使用时应该

阅读其帮助信息，以了解该搜索工具的操作方法和算符使用

规则。

选择合适的检索词，应当明确检索主题内容和尽可能使

用准确的关键词，尽量选用专指词或特定概念或非常用词

（林雪英，２０００）。泛指词语不易作初选检索词，如：建立、研
究、实施等词语，只有在初步检索的结果上，在检索表达式中

加以限制，才能检索到满意的结果。否则，会适得其反，得不

到理想的结果。

２．３　降低检索耗费的有效方法
提高检索速度，降低检索耗费是使用者孜孜以求的目

标，特别是面临较重的通信费，有限的网络传输速度等多重

困扰的网络用户，提高检索速度尤为重要。根据研究人员的

工作环境与个人喜好不同，检索的技巧也有很大的差异。下

面介绍一些具体做法：

直接利用平时积累的相关网站网址，或利用积累的网络

资源分布知识和相关链接，可以减少查询时间。

同时多窗口检索，可以缩短信息传输等候时间。

选择文本传输，清除“显示图片”，也可以缩短信息传输

时间。

使用脱机状态阅览信息内容，降低耗资。

利用Ｗｅｂｚｉｐ，Ｗｅｂｓｎａｋｅ等软件把网页内容下载下来，
然后慢慢浏览，也可以降低耗资。

充分利用国外网站在国内的镜像服务站点，同样能得到

相同的信息，无疑会提高检索速度，降低花费。

对经常使用的网页，可将其网址添加到个人“收藏夹”

内，再用时直接点击就可进人，从而减少查询时间等等。

另外，对于仅提供摘要的文章，可以通过发送邮件与作

者联系的方式获取原文章的全文。

这些方法根据研究人员的工作环境与个人喜好不同，从

而存在较大的差异。

３　总结
长期以来，我国经过几代地学科技人员努力，已有一大

批科研成果得到地质界同行专家肯定。在“十一五”新一轮

科研计划中，能否按照新的学术思路，通过多学科联合攻关，

出一批世界级成果，是摆在全体地学科技人员面前一项重要

任务。目前世界各国都在为本国未来的地学发展寻求对策，

都在积极组织人力强占地学发展的前沿阵地。而地球科学

本身的全球化，又从学科角度提出了国际性人才的需求（中

国科学院地学部地学教育研究组，２００３）。因特网上丰富的
信息资源与良好的通信能力为地学信息资源的合理布局提

供了条件，扩大地学科技的检索范围，也提高了地学工作者

对最新信息的把握。因此，地学研究人员应当充分重视和利

用因特网上的信息资源，提高科技信息利用的质量，取人之

长，补己之短。

我国幅员辽阔，地质情况复杂。当前我们不仅面临知识

爆炸的信息时代，同时又忍受着因专业变得日益狭窄带来的

苦恼。社会经济发展向地学工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新

任务，无论是关于资源评价，还是环境预测，其难度较之以往

都要大得多。国内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

战。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积极学习和引进国外的先进科学

理论和经验，并把我国的地学先进思想与方法推广出去外；

更重要的是立足本国的实际，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建立适合

全球并具有中国特色的地学理论体系。为后续地学研究提

供更直接的范本或借鉴，更好地为地学研究和社会经济发展

服务。

（注释：在文章当中出现的网址，最近登陆时间为２００６年１１
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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