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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综合性文献光盘数据库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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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目前发行量较多、应用较广的综合

性文献光盘数据库, 主要有中国科技信息研

究所重庆分所开发研制的《中文科技期刊数

据库》(以下简称《中刊库》) 和中国科技信息

所等单位共同开发研制的《中国科技文献数

据库》(以下简称《文献库》)两种。其中《中刊

库》为我国第一个中文光盘数据库, 是目前国

内最大的综合性中文文献光盘数据库, 于

1992 年 6 月建成[1 ];《文献库》则是我国有史

以来学科覆盖面最广、文摘量最高、时间跨度

最长的光盘文献数据库, 是由我国第一家专

业数据库公司万方数据公司联合全国近 20

家专业信息单位, 于 1995 年建成的[2 ]。几年

来, 笔者作为用户在使用《中刊库》和《文献

库》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 也发现了不少问

题。现对《中刊库》和《文献库》进行分析和比

较研究。

1　基本情况的比较

在国家科委 1995 年进行的普查中列入

《中国数据库大全》的有 1038 个数据库[3 ] , 其

中光盘数据库有几十种, 能够形成规模, 走向

市场, 在一定范围提供服务的有 10 来种, 而

综合型文献库只有《中刊库》和《文献库》。两

库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中刊库》和《文献库》基本情况比较

《中刊库》 《文献库》

建成时间 1992 年 6 月 1995 年

库容量
(截止 1995 年底)

460 兆
170 万条记录

750 兆
120 万条记录

年报道量 26 万条记录 27 万条记录

光盘数 1 张 2 张

记录年限 1989～ 1995 1980～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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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刊库》 《文献库》

文摘率 1994 年起部分记录有文摘 50% 以上记录有文摘

系统软件 用C 语言自行编写专业检索软件 用CD SöIS IS 情报检索软件包开发

用户手册 无, 只有 4 页说明书
有, 但与万方其他数据库的手册
合在一起, 其中该库内容也只有 4 页

版本 只有单机DO S 版 单机、网络、DO S、W INDOW S 版

专业子库版 有 1996 年版取消

系统安装与启动 方便容易 繁琐, 每次启动要用系统盘

收录范围
一切自然领域及部分社会科学 (经济、
文化、教育、图书情报等) 领域, 并含
港、台核心期刊

国内公开发表的科技论文 (不含社会
科学) 包括期刊、会议录、汇编、专著、
科技报告、专利文献、学位论文、译文
等

更新周期 一年二次 一年一次

价格 订购费 9000 元ö换版费 3500 元 订购费 6800 元ö换版费 3800 元

　　由表 1 可以看出,《中刊库》和《文献库》

在规模和容量上旗鼓相当, 两库的年增长数

又都接近 30 万篇, 都是目前国内少有的大型

文献数据库。从收录范围来看,《中刊库》侧重

于国内出版的全部期刊, 是以“全”为主, 除自

然科学外, 还收录了部分社会科学的内容, 并

包含了港、台期刊, 截止 1995 年底共收录

5218 种期刊, 体现了其“中文期刊”的内涵。

而《文献库》则主要收录科学技术论文, 除了

期刊以外, 还收录专著、报告、专利、学位论文

和译文等其它类型的文献, 但这些类型的文

献含量极少, 仅占 016%。《文献库》是纯自然

科学文献, 它强调“精”, 同时拓展了收录文献

的类型。

从收录文献的年代跨度看,《文献库》年

限表面上长于《中刊库》, 但《文献库》是分为

19 个子库, 并不是每一个库收录的年限都一

致, 其中有长有短。如光学子库为 1984～

1995 年, 计算机科学子库为 1985～ 1995 年,

天文学子库为 1986～ 1995 年, 而农业科学子

库为 1969～ 1995 年。同时,《文献库》的大量

文献也集中在 1989～ 1995 年当中, 如农业科

学子库 1988～ 1995 年的文献占 9617% , 而

前面 19 年的文献仅为 313%。

从记录的文摘率看,《中刊库》在 1994 年

以前为纯粹的题录式, 1994 年开始有 40% 左

右的记录有文摘; 而《文献库》文摘率在 50%

以上, 但各个专业库的文摘含量又不尽相同,

有多有少。目前国外同类数据库的文摘率都

在 90～ 95% 以上。

从操作和掌握系统软件的难易程度方面

看,《中刊库》和《文献库》都存在不足。《中刊

库》的出发点是能使用户在无指导的情况下,

独自安装, 独立运行, 简便、易学易掌握, 用户

可无师自通, 因此其随盘附件只有一份 4 页

的说明。但事情往往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用户

的层次参差不齐, 所使用的硬件设备和软件

环境不同, 以及用户的各种心理因素等等, 会

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 短短 4 页说明

书是难以解决的。在这方面,《文献库》虽然随

盘附有一本 60 页的用户手册, 然而其出发点

似乎并不是为新用户而准备的, 或者说不是

为各个数据库专门准备的。它是把万方数据

公司现有的 8 个光盘数据库产品合在一起编

写, 其中专门介绍《文献库》的也只有寥寥 4

页, 而且没有一个实例, 用户使用起来要前后

来回翻阅查找, 如同捉迷藏一样, 很不方便。

另外, 从光盘数据库更新周期上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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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库》和《中刊库》都与国外同类产品存在差

距。目前《文献库》的更新周期为一年;《中刊

库》为半年。周期太长的原因可能和制作成本

及发行量相差太多有关。国外光盘数据库产

品大都在一季度甚至一月更新一次。

2　实际使用情况的比较

光盘数据库研制开发的目的是为用户服

务的, 因此其系统的功能如何, 检索的速度快

慢, 操作是否灵活方便, 用户界面是否友好,

数据库结构是否合理等等, 只有通过用户的

实际使用以后才能给出科学的、公正的评价。

下面把《中刊库》和《文献库》的系统功能及库

结构加以比较。见表 2。

表 2　《中刊库》和《文献库》系统功能及库结构比较

《中刊库》 《文献库》

用户界面
屏幕底有选择检索项目提示, 最多 2
步即可进入检索式输入菜单, 检出后
按回车可进入下一轮检索

有下拉式菜单, 但操作较繁琐; 数据子
库用拼音字头, 难以记忆; 至少要 8 步
才能进入检索式输入, 进行下一轮检
索要退出菜单, 重新进入

检索速度
( 386 兼容机 4M
内存)

输入主题词“水稻”, 6 秒检出 8572
条; 输入主题词“水稻?”, 6 秒检出
8927 条

输入关键词“水稻”, 58 秒检出 7319
条; 输入关键词“水稻＄”, 5 分钟
(300)秒仍未检出

自由检索 无 有

逻辑检索
可进行复合检索, 功能符与“3 ”、或
“+ ”、非“- ”

可通过菜单进行检索项目选择组合,
也可直接写出布尔逻辑检索式, 功能
符与“3 ”、或“+ ”、非“- ”

限制检索
有, 可将检索词限制在屏幕底 4 个检
索项 (字段) 其中之一, 年代限定有窗
口提示

有, 可通过专项检索限制检索目 (字
段) , 还可在自由检索中直接写出检索
式, 功能符为“ö(字段标识)”

截词检索 只有右截断 (前方一致) , 功能符“?” 只有右截断 (前方一致) , 功能符“＄”

相邻检索 无 无

精确检索 无词表 有检索词典库, 但不规范

全文检索 篇名字段可进行全文检索 不可以

检索结果显示

较方便, 按 F1 键为全屏显示, 按 F2
键为浏览 (只显示分类号和篇名) , 但
要经过 2 次选择检索式, 并且不可以
修改显示输出格式

较复杂, 要退回菜单再进入显示菜单。
自由与专项检索显示屏不一致。有三
种可选显示格式, 还可修改显示格式,
但非经专门培训难以掌握

检索结果的打印
可以全屏打印, 浏览打印, 亦可按标记
选择打印, 不能进行字段和打印输出
格式的选择

可以全屏打印, 不能进行标记选择打
印, 浏览打印只能打印当前记录。打印
格式有三种可选: 1. 全记录; 2. 篇名
和作者; 3. 文献题录。还可自定义打
印格式, 但同样难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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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刊库》 《文献库》

检索结果的套录
可以根据显示ö打印菜单提示将检索
结果全部 (前 500 条记录)或按标记套
录到指定的磁盘上

不能套录, 可以将检索结果保存在磁
盘上的3 . SAV 文件中 (3 为自定
义) , 但这只是记录在数据库的指针,
是一个不可读的文件, 只能备以后在
本系统打印输出用

检索策略的保留
不能存储到磁盘上, 而且屏幕上只容
纳 20 条检索式, 超出 20 条将不予接
受

可执行以前的检索式, 不能存储到磁
盘上。可修改检索式, 同一检索式可访
问其它子库, 但手册未注明

数据库字段 8 个 21 个

可检索字段 5 个 11 个

联机帮助 只是 4 页说明书的文本文件 无, 只有屏幕底提示

　　从表 2 可以看出, 无论从系统功能还是

数据库结构方面,《文献库》和《中刊库》都存

在一定的缺憾和不足。总的看来,《文献库》的

库结构似乎较为合理一些, 其字段的设置多

达 21 个, 接近国外数据库产品, 但可检索字

段只有 11 个, 这又显得大为逊色。主题 (关键

词)标引的不规范是两库共同存在的问题, 限

于篇幅, 不予赘述。

从系统检索的功能看,《中刊库》表现较

为出色, 其用户界面较为友好, 操作方便简

捷, 检索速度较快, 在 170 万条记录中, 检中

200 条的记录几乎按键即可检出。而《文献

库》进入子库在 26 万条记录的情况下, 同样

200 多条检中记录约 10 秒才能完成。另外,

笔者曾试用截词检索功能比较两库的性能,

《中刊库》表现出较高的检索速度, 一般 6～ 8

秒即可检出, 而《文献库》则需时几分钟至几

十分钟, 甚至经常出现不能检出 (死机)情况,

如利用检索式“S5＄ö(610)”、“水稻＄”等都

会造成死机。《文献库》除检索速度缓慢外, 还

表现出检索过程机构复杂, 不够灵活, 用户只

能被动地按系统提示操作。

从检索结果的显示与打印以及套录功能

来看, 也是《中刊库》略胜一筹, 显示结果方

便, 直接按键显示, 无须退回菜单。在浏览显

示结果时可随时进行标记, 打印结果可按标

记打印, 并可将检出结果套录在指定磁盘上,

这些功能对于使用《文献库》的用户是无法做

到的。目前的数据库不具备套录功能可以说

是过于保守或者说是落后的。

另外, 两库共同存在的问题是, 不能进行

检索策略的保留。检索策略的保留非常重要,

可以再利用, 特别是较为复杂的检索式, 不但

省时省力, 还可保证检索策略的一致性, 从而

提高检索效率。

联机帮助的详尽和可读性强也是不可或

缺的。国外同类产品对联机帮助相当注重, 用

户 (特别是新用户)往往通过联机帮助即可解

决检索中遇到的所有困难和问题, 而无须翻

看厚厚的用户手册。这一点无论是《中刊库》

还是《文献库》都未能达到。

3　结论和建议

《中刊库》与《文献库》都是我国大型综合

性文献数据库, 基本上代表了我国数据库, 特

别是光盘数据库的发展水平。提高和发展我

国光盘数据库业是每个用户与研制开发者的

共同愿望。

综合两库的基本情况和实际使用情况,

笔者认为,《文献库》的数据库结构是发展方

向, 但还应适当增加可检索字段与限定字段。

ISBN 和 ISSN 字段等应设置为可检索字段,

以增加检索入口和扩大数据库使用范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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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标识和出版日期应设置为限定字段, 用户

在检索大于某一类号或出版年代时可使用功

能符“> ”, 小于可使用“< ”, 在某段之间使用

“- ”等等。《文献库》结构的缺陷是其采用各

专业子库“各自为政”的形式, 这自然增加了

用户选库的负担, 而且其库名又用汉语拼音

首字母, 很不直观, 也不便记忆。其实这完全

可能通过分类号限制进行检索。《文献库》毕

竟是由近 20 家单位联合建立的, 因此存在库

结构不尽相同的问题, 如分类标识就多达 4

种分类号 (法) , 造成了全库的不统一不规范,

给用户带来麻烦。

再好的库结构如果没有优良的软件支持

也是收不到好的使用效果的。由于软件跟不

上, 许多好的数据库半途而废、前功尽弃的已

有前车之鉴。《文献库》可以明显的反映出

CD SöIS IS 情报检索软件的一些弊端, 如格式

语言的复杂, 有些命令 (操作)只能执行一次,

重复进行则必须退回菜单再从头一步一步

来, 缺乏容错功能和安全保护功能, 如对于误

操作 ESC 键时, 常常会造成输入的东西全部

丢失, 甚至会退出系统或造成死机, 而在检索

和打印等过程中又无法中止运行。因此, 研制

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汉字检索软件势在必

行。在此, 笔者认为《中刊库》的软件值得提倡

和发扬, 特别是其检索速度及篇名全文检索

功能尤其受到用户的青睐。

文献数据库的发展方向是光盘化、网络

化、全文型、实用型和多媒体。优胜劣汰是必

然的, 竞争也是激烈的。因此, 两库都要发挥

各自的优势和专长, 向特色方向发展。

《中刊库》应在尽量收全整个世界范围内

的中文期刊文献上作出努力,《文献库》则应

在收全各种类型的文献上再下苦功, 不能满

足于只是象征性的收录。

《中刊库》的库结构应作适当调整和增

加, 起码应增加作者单位 (地址) 字段才不失

为一个好的数据库结构。《文献库》应使检索

速度和复杂的检索过程彻底改观。

光盘的制作也可采取多种形式的版本。

可按专业学科分, 如《中刊库》可分为科技版

和社科版; 也可按年代分, 如《文献库》可把

19 个子库合并为一个库, 以 5 年为 1 卷等

等, 以适应不同用户的需求。

两库都应力求缩短更新周期, 增强文献

信息的时效性。这也是衡量和评价光盘数据

库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

要及时搜集用户的反馈意见和要求。用

户对数据库的意见和要求往往是最切合实际

的, 甚至有时是研制者所想象不到的。把用户

的建议和要求进行综合研究, 有的放矢, 不断

改进, 不断完善提高, 才能赢得用户, 占领市

场, 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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