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农业科技查新的信息检索策略分析

（张进，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

第一章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1.1 研究背景

《科技查新规范》对科技查新的程序和方法进行了规定，但这种规范是原则性的，缺乏具

体的操作规程。在实际科技查新工作中，尤其是在信息检索策略方面迫切需要针对某个或某类

专业的研究，以此探索该类学科技查新的方法和技巧。

信息检索策略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国内关于信息检索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

层次[1-10]，兼有少量的实验或实证研究[11-13]。普遍认为检索策略是为了实现检索目标而制定的

计划和方案，或者是所采取的措施和方法。相应的检索策略在内容上主要包括需求分析、检索

工具选择、检索词确定、检索途径确定以及检索式构造等方面，并以这一检索策略的内容为依

据，探讨如何制定科学的检索策略。在农业科技查新检索策略方面，主要是从数据库、检索词

以及查新人员等方面论述如何提高科技查新的质量[14-17]，对检索策略的研究较为单一，缺乏系

统深入的研究。国外关于信息检索策略的研究则更为全面和深入，在注重理论研究的同时，较

多的进行实验和经验性的研究。国外表达信息检索策略概念的语词主要有 Search moves、Search

tactics、Search strategies 与 Information-seeking strategies，相应的关于信息检索策略的研究可以

分为 moves[18-20]、tactics[21-23] 与 ISSs[24-34]几类。

虽然国内外对信息检索策略的理解不尽相同，研究的侧重点也不同，但信息检索策略的内

容主要体现在资源、检索词、检索式以及用户所采用的方法、技巧等方面。它可以表现为宏观

的系统的信息检索计划和方案，也可以表现为微观的零散的检索方法和技巧。基于此，笔者认

为信息检索策略是为了实现检索目标而制定的关于信息检索的计划和方案，以及在信息检索过

程中所采取的措施、方法和技巧。

基于国内外对信息检索策略的认识，同时结合我国科技查新的实际情况，有必要从检索资

源、检索词与检索式几个方面分析农业科技查新的信息检索策略，形成适合农业科技查新的信

息检索模型。

1.2 研究目的

从检索资源、检索词与检索式三大方面分析农业科技查新的信息检索策略，形成农业科

技查新的信息检索模型，为农业类科技查新的信息检索与农业类课题的学术性信息收集提供必

要的规范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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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意义

通过检索资源、检索词以及检索式三个方面的分析，探索适合农业科技查新信息检索模式，

对开展农业类科技查新工作、科研项目申报以及信息素质教育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

义。首先，有助于规范农业科技查新的信息检索过程，提高科技查新的质量和效率；其次，能

够为农业类科研课题的学术性信息收集提供必要的参考和方法指导；第三，有助于改善用户信

息检索习惯，培养师生信息素养。

第二章 研究内容、思路及创新点

2.1 研究内容

从检索资源、检索词、检索式三大方面研究农业科技查新的信息检索策略，形成适合农业

科技查新的信息检索模型。

2.1.1 农业科技查新的检索资源分析

网络资源是科技查新的主要检索资源，包括数据库资源、公开网络资源与联机检索系统。

农业科技查新的资源选择应该在资源分类的基础上，以专业性原则与文献类型原则为准则，全

面准确的选择检索资源。

专业性原则要求根据查新点的学科属性优先选择专业性的检索资源，其次再选择综合性检

索资源。所谓专业性检索资源是指检索资源在学科专业上与查新点所涉及的学科专业相契合。

农业科技查新所涉及的学科专业主要是与农业科学相关的各个学科领域，包括农学、林学、畜

牧、兽医科学与水产学等各细分学科，以及农业科学的交叉学科。专业性原则要求在资源选择

时必须优先选择与农业科学紧密相关的检索资源。从文献数据库上讲，农业科技查新的专业性

数据库主要有三种类型：（1）通用专业数据库。如三大农业数据库（AGRICOLA、AGRIS、CAB

Abstract）、BP、CSA Life Sciences Abstracts 等。（2）各细分学科专业数据库。如 ASFA 、FSTA、

Zoological Record Plus 等。（3）交叉学科专业数据库。如 EI、CA、Medline 等。从开放性网络

资源上讲，专业性的网站有 Pub Meb；从 Dialog 联机检索系统上讲，All biosci, Agris 都是适合

农业科技查新的数据库组。

文献类型原则要求根据文献的出版类型来选择检索资源。与科技查新密切相关的文献类型

主要有图书、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科技报告（科技成果）、专利、标准几种，其中期刊、

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科技报告（科技成果）是必查的基本文献类型。专利与标准是在需要的

情况下进行检索。

在资源分类的基础上，以专业性原则与文献类型原则为准则选择检索资源，形成了资源类

型、学科属性与文献类型相结合的资源选择方法（表 2-1），从而保证资源选择的全面与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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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资源类型、学科属性与文献类型相结合的资源选择方法

资源类型 学科属性 文献类型 资源内容

文

献

数

据

库

专

业

性

数

据

库

农业科学 期刊论文为主

AGRICOLA

AGRIS

CAB Abstract

BIOSIS Previews

CSA Life Sciences Abstracts

细

分

学

科

水产学 期刊论文为主 ASFA

食品科学 期刊论文为主
FSTA

Foodline

畜牧、兽医 期刊论文为主 Zoological Record Online

交叉学科 期刊论文为主

EI

CA

MEDLINE

综

合

性

数

据

库

各

学

科

专

业

多种文献类型
中国知网（CNKI）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

期刊论文 维普

期刊论文为主

ANTE、 INSPEC、PASCAL、New

Scientist、Wilson Applied Science &

Technology Abstracts 、 General

Science Abstracts、Federal Research in

Progress、SCI 等教育部规定科技查

新查新必查数据库

Elsevier、Wilely、Springer 等期刊全

文数据库

会议论文 ISI Proceedings

学位论文 PQDT

科技报告 NTIS

开

放

性

网

络

资

源

农业科学 多种文献类型 Pub Med

综合性

多种文献类型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科技成果 国家科技成果网

专利
国家知识产权局、美国专利局、

欧洲专利局、日本特许厅等专利网站

标准 Tech Street 工业标准等标准网站

多种文献类型
Google Scholar 、 Google Books 、

Google Patents、Scirus 等搜索引擎

Dialog 联

机系统

农业科学 多种文献类型 Allbiosci、Agri 数据库组库

综合性 专利 Patents 专利组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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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农业科技查新检索词的确定

检索词是表达查新点信息内容并且实际用于信息检索的语词，是查新点与检索系统联系的

重要纽带。一方面它能够揭示查新点的信息内容，另一方面它能被检索系统所识别。计算机信

息检索实质上是将用户提供的检索提问与检索系统中的检索标识进行匹配的过程，而检索词是

检索提问最重要的表达形式，因此分析的检索词是否全面、科学、准确将直接影响到信息的查

全与查准。

检索词确定的一般方法是：首先对查新点进行主题分析，形成基本检索词，再对检索词进

行扩展。查新点的主题分析是对查新点的信息内容进行分析从而形成主题概念的过程，是生成

检索词的基础。所析出的主题概念一要能够准确表达查新点的信息内容，确保主题概念的专指

与完整，二要适合检索系统的特点，具有实际的检索意义。另外，要注意分析查新点内容所隐

含的主题概念，必要时将隐含概念分析为主题概念。在查新点主题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析出明

显或隐含的检索词，再舍去“应用”、“研究”、“情况”等无检索意义的一般性语词，最后形成

能够表达查新点内容的基本语词。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将分析出的主题概念用检索词表达出来，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析出明显的检索词，二是析出隐含的检索词，三是保证检索词有

实际的检索意义。因缺乏专业知识分析隐含检索词有困难时，可以尝试用明显的检索词进行试

检，再参考检索结果中文献所使用的专业语词。基本语词一般能够表达查新点的信息内容，但

实际用于检索时需要进一步扩展（表 2-2），以适合检索系统的需要。检索词的扩展分为两种情

形，一是不改变原始意义的同义性扩展，包括同义词以及词的不同形式的扩展；二是改变原始

意义的概念性扩展，包括上下位词的扩展、相关词的扩展等。在这两种情形中，同义性扩展与

下位词扩展是必须的，而上位词或相关词扩展则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在同义性扩展中，同义词

的扩展一般要考虑所有的专业性同义词，下位词的扩展不要求穷尽所有的下位词，而是适当考

虑一些主要的下位词即可。

表 2-2 检索词的扩展形式

同义性扩展

同义词 Synonyms

单复数 The singular and the plural

拼写形式 Alternative spellings

词性 Different parts of speech/grammar

概念性扩展

上位词 Broader terms

下位词 Narrower terms

相关词 Related terms

在分析和确定检索词的过程中，网络百科全书、网络词典、CNKI 翻译助手以及数据库所

提供的检索语言都是必不可少的辅助工具。比较著名的网络百科全书有百度百科和维基百科，

它们都是以词条为单位的自由的网络百科全书。网络百科全书对检索词确定的价值在于：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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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深入了解某个概念，二是有助于检索词的扩展。如在百度百科中查“水稻”一词，除了可

以看到详细的内容介绍外，还可以获得水稻的别名、拉丁名以及属、科等信息（图 2-1），这些

信息对分析检索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图 2-1 百度百科中的“水稻”词条

网络词典是检索词翻译不可或缺的工具，通过网络词典可以发现一个词的多种翻译形式，

并辅以例句提供参考。如有道词典对“水稻”一词的翻译就有多种，还提供一些专业领域的例

句（图 2-2）。

图 2-2 有道词典的翻译和例句

不同于一般的英汉互译工具，CNKI 翻译助手（http://search.cnki.net）是以 CNKI 总库所有

文献数据为依据，对翻译需求中的每个词给出准确翻译和解释，同时提供大量与翻译请求在结

构上相似、内容上相关的例句，便于得到专业的翻译结果。例如，使用 CNKI 翻译助手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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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一词进行检索，可以得到三种翻译，并且有多个学术文献的例句可供参考（图 2-3）。

图 2-3 CNKI 翻译助手

检索语言是根据标引和检索需要编制的人工语言，它是表达表达信息或文献主题概念的简

明性、单义性和关联性概念标识系统，又称标引语言。检索语言能够保证标引用语与检索用语

的一致性，并且通过对语词的多种控制措施来提高检索效率。检索语言在检索系统中主要体现

为各种主题词表（叙词表）、标题词表等。通过使用这些词表可以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经过控制的

语词，从而使检索词的分析更加专业与全面。例如，通过 OvidSP 系统中的叙词表，可以查找

到 rice 的非正式词、上位词、下位词以及相关词。

图 2-4 OvidSP 系统中的叙词表

农业查新项目有着较强的对象性、地域性、集成性与应用性特点。因此，农业科技查新检

索词的分析除了遵循一般方法外，还必须结合农业科研项目的特点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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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查新项目涉及的对象种类繁多，植物、动物、微生物属种关系复杂，有些科研项目主

要新颍在研究对象上，具有明显的对象性特点。对于此类查新项目，在分析检索词时应注意：

主要研究对象作为检索词应穷尽所有专业性同义词，兼顾物种的学名、俗称与拉丁名；适当进

行下位词扩展，分析出比较常见的下位词；当检索结果不理想时，考虑相似对象以及属、科等

关系，进行上位词和相关词的扩展。

许多农业科研项目在技术需求和应用环节上，都是以地域生态条件为基础的，因而带有很

强的地域性印迹。对于地域性很强的科研课题，如果区域差异性作为查新点的重要内容，则在

分析检索词时应注意：反映地理、自然或气候特征具有检索意义的地域性语词可以作为检索词，

如“低纬度”、“高海拔”与“亚热带”等；而表达行政区划无实际检索意义的地域性语词一般

不宜作为检索词，如“中国”、“广东”与“华南”等。

许多农业类科技攻关课题属于综合性项目，课题涉及的内容可分成许多专题，涉及许多技

术，具有综合集成性的特点。对于技术集成性项目，在分析查新点的检索词时，首先坚持专指

与完整的原则，即把查新点所涉及的技术要素全部析出检索词。然后将词结合起来检索，如果

无相关检索结果，则进行单一技术的检索。

农业科学基本属于应用科学，农业科研项目或者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新的理论和看法、

改进技术、工艺，或者培育出新的作物及家畜品种，或者是技术的引进、筛选、组合和推广，

具有较强的技术应用性。对于应用性较强的农业类查新项目在分析检索词时应注意：“应用”本

身不宜作为检索词，应当从所应用的具体领域或具体内容中分析检索词；涉及产品研发的词通

常有“产品”、“研发”、“开发”、“工厂化”、“产业化”等，如果根据产品的具体内容能获得所

需要的对比分析文献，则这些词不必参与检索，如果需要进一步精炼检索结果，则这类词可以

作为检索词使用，但要注意保证类似语词的全面性。

2.13 农业科技查新检索式的构造

检索式是将检索词用运算符连接起来能被计算机检索系统识别的式子，检索词与运算符是

检索式的两个构成要素。运算符是表达检索词之间逻辑关系与限制关系的符号或者是检索词自

身扩展所使用的符号。检索式构造常用的运算符主要有逻辑符、截词符、位置符、词组符与字

段限制符（表 2-2）几种。

表 2-2 检索式构造常用的运算符

类型 常用符号 作用

逻辑符 AND、OR、NOT 表示检索词或检索项之间的逻辑关系

截词符 *、? 、$ 等 表示检索词中的不确定字符

位置符 ADJ，NEAR，W 等 控制检索词之间的距离和位置

词组符 双引号 词组检索

字段限制符 等号，斜杠，半角句号等 字段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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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所列是比较常用的运算符号，其中逻辑符、截词符、词组符大部分检索系统一般可

以通用，截词符稍有不同，但位置符、字段限制符则有较大的不同；运算顺序一般认为先位置

运算，再逻辑非、逻辑与，最后逻辑或，但也可能会采取从左至右的运算顺序，所以有必要使

用小括号来控制运算的优先权；运算符号的英文字母不区分大小写，大写、小写以及大小写混

合是一样的；所有的字符均为半角英文字符，任何中文状态下的符号将不被识别。

使用运算符号进行检索式构造的一般方法是：（1）用截词符、逻辑或（OR）处理检索词的

同义性语词和下位词。将相似词形的检索词用截词符扩展，不同词形的检索词用 OR 连接。相

同词形的检索词通常表现为单复数、不同拼写形式、不同词性的检索词，可以使用截词符进行

无限截词和有限截词；不同词形的检索词通常包含检索词的同义词和下位词，这类词不具有同

一词根或相似词形，但意义上相同或相近，应该使用 OR 连接。（2）词组和短语用词组符号进

行精确限制，表达多个相似词组可使用位置算符。如表达基因沉默的词有 gene silence、gene

silencing、silencing of gene 等形式，在 OvidSP 系统中，可以使用(gene or genes) adj2 (silence or

silencing)表示。（3）将表达不同概念且具有逻辑与关系的检索词用 AND 或者位置算符连接起

来，连接起来的式子力求准确完整的表达查新点的信息内容。（4）用小括号控制运算顺序。检

索系统中规定的运算顺序不尽相同，需要使用小括号控制逻辑运算与位置运算的优先权。（5）

进行字段限制。为了保证检全与检准，还需要对检索字段进行限制，通常需要限制的字段有标

题（Ti）、摘要（Ab）、主题（Ts）、标题词（Sh）、叙词（De）以及自由词（Id）。字段限制的

方式可以在下拉列表框中选择字段，也可在纯命令的检索方式中使用字段限制符进行限制。

农业科技查新常用信息检索系统有 OvidSP、Web of Knowledge、ProQuest 与 Dialog 等检索

系统，这些常用检索系统检索式构造的方法和技巧是检索策略的重要内容。

OvidSP 检索系统提供 AGRICOLA 、AGRIS、CABI、BP、FSTA 等农业类数据库的检索。

较适宜的检索方式有基本检索（Basic Search）、高级检索（Advanced Search）与多字段检索

（Multi-Field Search）。基本检索与高级检索都可以输入一个带有字段限制的完整检索式。多字

段检索的逻辑关系和字段限制可以通过下拉列表框操作，检索框中可以输入不带字段限制的检

索式。常用运算符如表 2-3 所示。

表 2-3 OvidSP 常用运算符

类型 符号 使用方法

逻辑符 AND、OR、NOT 连接检索词、带有位置算符或逻辑关系的检索项。

截词符 *、$、?、# *、$ 代替 0 或多个字符；?代替 0 或 1 个字符；# 代替一个字符。

位置符 ADJn
控制检索词之间距离的小于 n 个词，其中 adj 表示词组，adj1 表示

可以颠倒顺序的词组。

词组符 双引号 双引号里的内容作为一个整体检索。

字段限制符 半角句号 格式：( ).字段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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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idSP 适合科技查新的检索字段主要有标题（Ti）、摘要（Ab）、标题词（Sh）、叙词（De）

与自由词（Id）。其中，标题词来源于《国会图书馆标题表》（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

与《国家农业图书馆农业叙词表》（the 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Agricultural Thesaurus）。叙

词包含《国家农业图书馆农业叙词表》以外的控制词。字段限制的方法为：( ).ti,ab,sh,de,id。必

要时用 not Chinese.lg 排除纯中文文献，语言为 Chinese 的文献一般可以通过国内数据库检索到，

可以排除。运算顺序默认为从左至右，可以使用小括号控制运算优先权。这样一个完整检索式

的通式为：(式).ti,ab,sh,de,id not Chinese.lg。其中“式”表示用表 2-3 所列逻辑符、截词符、位

置符、词组符以及小括号将多个检索词组合起来的式子。

Web of Knowledge 检索系统提供 SCI、ISTP 等综合性引文数据库，以及 BP、Medline 等农

业类相关数据库的检索。较适宜的检索方式有一般检索（Search）与高级检索（Advanced Search）。

一般检索的逻辑关系和字段限制可以通过下拉列表框操作，检索框中可以输入不带字段限制的

检索式，高级检索方式中则可以输入带有字段限制的完整检索式。常用运算符如表 2-4 所示。

表 2-4 Web of Knowledge 常用运算符

类型 符号 使用方法

逻辑符 AND、OR、NOT、SAME
连接检索词、带有位置算符或逻辑关系的检索项；空格默认为

AND，SAME 在主题与标题字段中等同于 AND。

截词符 *、?、$ *代表 0 至多个字符；?代 1 个字符；$代表 0 或一个字符。

位置符 NEAR/n
连接的检索词之间距离小于 n 个单词，NEAR 默认词之间距离

小于 15 个单词。

词组符 双引号 词组检索。

字段限制符 = 格式：字段标识=( )。

Web of Knowledge 适合科技查新的检索字段主要是主题（Topic）字段，字段标识为 TS。

主题字段包括标题、摘要、作者关键词、以及附加关键词（Keywords Plus），字段限制的方法

为：TS=( )。运算顺序为 NEAR/n、SAME、NOT、AND、OR，可以使用小括号控制运算优先

权。这样一个完整的检索式通式为：TS=(式)。其中“式”表示用表 2-4 所列逻辑符、截词符、

位置符、词组符以及小括号将多个检索词组合起来的式子。

ProQuest 检索系统提供 AGRICOLA 、ProQuest 农业类全文数据库、PQDT 学位论文数据

库等数据库的检索。较适宜的检索方式有基本检索（Basic Search）、高级检索（Advanced Search）

与命令检索（Command Line Search）。高级检索的逻辑关系和字段限制可以通过下拉列表框操

作，检索框中可以输入不带字段限制的检索式，当选择默认字段“All fields + text” 时则可以

使用带字段限制的检索式；基本检索与命令检索方式中可以输入带字段限制的完整检索式。常

用运算符如表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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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ProQuest 常用运算符

类型 符号 使用方法

逻辑符 AND、OR、NOT 连接检索词、带有位置算符或逻辑关系的检索项。

截词符 *、?、$n 、[*n]
*代表 0 至多个字符；?代表 1 个字符；$n 、[*n]表示截断 n

个字符。

位置符
NEAR/n、N/n

PRE/n、P/n

连接的检索词之间距离不大于 n 个单词，NEAR/n 连接的检索

词位置可以互换，PRE/n 位置不能互换。

词组符 双引号、EXACT、X 词组检索，EXACT 使用方法：字段标识.exact(term)。

字段限制符 小括号 格式：字段标识( )。

ProQuest 适合科技查新的检索字段主要有标题（TI）、摘要（AB）、主题（SU），字段限制

的方法为：TI,AB,SU( )。可以使用小括号控制运算顺序。必要时用 not LA(Chinese) 排除纯中

文文献。语言为 Chinese 的文献一般可以通过国内数据库检索到，必要时可以排除。这样一个

完整的检索式通式为：TI,AB,SU(式) not LA(Chinese)。其中“式”表示用表 2-5 所列逻辑符、

截词符、位置符、词组符以及小括号将多个检索词组合起来的式子。

Dialog 系统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联机系统，提供各种农业相关数据库的检索。对于农业科

技查新来说，主要使用 Allbiosci、Agri、Biosci 等与农业科学相关的数据库组以命令方式进行

检索。常用运算符如表 2-6 所示。

表 2-6 Dialog 常用运算符

类型 符号 使用方法

逻辑符 AND、OR、NOT 连接检索词、带有位置算符或逻辑关系的检索项。

截词符 ?
一个?放在词尾，代表 0 到任意多个字符；N 个?（N>=2 的自然数）

放在词尾代表 0-N 个字符；?空格?放在词尾代表 0 至 1 个字符。

位置符 W、N、S

(W)或()：连接的两个词中间有一个空格或字符，且位置不能互换，

相当于词组检索；（nW）：两个词的中间有 0 至 n 个单词，且位置不

能互换； N 与 W 用法相似，但位置可以互换；(S)：两个词出现在

同一句话或同一子段落中，词序可以改变。

字段限制符 斜杠 格式：( )/字段标识。

Dialog 适合科技查新的检索字段主要有标题（TI）、摘要（AB）、叙词（DE）与自由标引

词（ID），字段限制的方法为：( )/ti,ab,de,id。运算顺序一般为截词符、位置符、NOT、AND、

OR，可以使用小括号控制运算的优先权。必要时用 not la=Chinese 排除纯中文文献。语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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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的文献一般可以通过国内数据库检索到，必要时可以排除。这样一个完整的检索式通式

为：(式)/ti,ab,de,id not la=Chinese。其中“式”表示用表 2-6 所列逻辑符、截词符、位置符、词

组符以及小括号将多个检索词组合起来的式子。

2.13 农业科技查新的信息检索模型

农业科技查新的信息检索过程实际上是查新员以查新点为根据，按照一定的检索策略，进

行信息检索并获取查新对比分析文献的过程。检索策略是整个农业科技查新信息检索过程的核

心，由检索资源选择、检索词确定与检索式构造的方法和技巧组成。这一检索过程可以用农业

科技查新的信息检索模型来表示（图 2-5）。

`

图 2-5 农业科技查新的信息检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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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思路

（1）利用文献分析的方法，进行相关资料的信息检索和收集，掌握当前相关内容的研究概

况。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总结和分析，形成文献综述。对农业科技查新信息检索策略的概

念和内涵进行界定。

（2）分别从检索资源、检索词、检索式三个方面研究适合农业科技查新的信息检索方法和

技巧，再将三个方面加以整合，形成农业科技查新的信息检索模型。

（3）依托农业科技查新检索网络资源，结合农业科技查新的特点，进行信息检索策略的理

论分析，并进行检索实践。

2.3 创新点

（1）从检索资源、检索词与检索式三大方面系统深入分析农业科技查新的信息检索策略。

（2）提出资源类型、学科属性与文献类型相结合的资源选择方法，全面准确列出农业科技

查新的主要检索资源。

（3）提出检索词确定的一般方法，探讨网络百科全书、网络词典、CNKI 翻译助手、检索

语言等辅助工具在检索词分析中的使用，并结合农业查新项目的特点研究检索词分析策略。

（4）提出检索式构造的一般方法，并结合农业科技查新常用信息检索系统，研究农业科技

查新信息检索的检索式构造技巧。

（5）以检索策略为核心，形成农业科技查新的信息检索模型，规范农业科技查新的信息检

索过程。

第三章 研究过程、方法及步骤

3.1 研究过程

2011 年 6 月 ～ 2011 年 8 月，文献检索和资料收集，形成综述；

2011 年 8 月 ～ 2011 年 10 月，完成检索资源部分的研究；

2011 年 10 月 ～ 2011 年 12 月，完成检索词部分的研究；

2011 年 12 月 ～ 2012 年 2 月，完成检索式部分的研究；

2012 年 2 月 ～ 2012 年 3 月，息检索模型探讨；

2012 年 3 月 ～ 2012 年 5 月，形成研究报告，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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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方法

项目研究涉及多种研究方法，主要有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归纳与演绎的方法、分析

与综合的方法以及模型研究的方法等。

3.3 研究步骤

（1）综述国内外信息检索策略的研究概况，比较国内外研究的异同，把握信息检索策略的

概念和内涵，弄清信息检索策略的主要内容。

（2）基于国内外对信息检索策略的认识，结合国内科技查新的实际，从检索资源、检索词、

检索式三大方面分析农业科技查新的检索策略，探讨农业科技查新信息检索的一般方法与技巧。

（3）以农业科技查新的信息检索策略为核心，总结出适合农业科技查新的信息检索模型。

第四章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信息检索策略是为了实现检索目标而制定的关于信息检索的计划和方案，以及在信息检索

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方法和技巧。从国内外对信息检索策略的认识来看，资源、检索词与检

索式都是信息检索策略的重要内容。

相应地，农业科技查新的信息检索策略由检索资源、检索词与检索式三部分构成，包含检

索资源选择、检索词确定以及检索式构造的方法与技巧，它是影响农业科技查新信息检索效率

的关键因素。

农业科技查新的检索资源选择应该在资源分类的基础上，以专业性原则与文献类型原则为

指导，全面准确的选择检索资源。资源类型、学科属性与文献类型是资源选择所考虑的三要素；

检索词的确定应该遵循检索词分析的一般方法，并借助辅助工具的使用，结合农业查新项目的

特点综合考虑；检索式的构造应该合理使用检索系统所提供的逻辑符、截词符、位置符与词组

符等运算符号将检索词有效连接和组织起来，并进行字段限制以保证检索效率。有必要掌握农

业科技查新常用信息检索系统的检索式构造技巧。

农业科技查新的信息检索过程实际上是查新员以查新点为根据，按照一定的检索策略，进

行信息检索并获取查新对比分析文献的过程。以检索策略为核心的农业科技查新信息检索模型，

能够准确阐释和规范农业科技查新的整个信息检索过程，有助于查新员理解农业科技查新信息

检索的实质，并根据检索结果进行检索策略的调整。而且能够为农业类科研项目的学术性信息

收集提供参考和方法指导，改善用户的信息检索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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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议

农业高校图书馆的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应该首先保障专业数据库的建设，并从文献类型角

度考虑资源建设的全面性。另外，要注重网页的可用性，将各种资源科学组织起来；

为了规范农业科技查新的信息检索过程，提高查新的质量和效率，建议查新员从检索资源、

检索词与检索式几个方面来制定和调整检索策略；

有必要从信息检索策略的角度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资料查找方法，以规范用户的信息检索

过程，改善用户的信息检索习惯；

通过以检索资源、检索词与检索式为核心内容的信息检索策略培训，培养广大师生的信息

素养，不失为信息素质教育一个有效的形式。

第五章 支撑材料列举

（1）《国内外信息检索策略比较研究》一文发表于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图 5-1，图 5-2）。

图 5-1 中国科技在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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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论文刊载证明

（2）其它文章正在发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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