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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D IALO G 联机检索 SC I数据库的技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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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探讨了如何利用D IALO G 联机系统中 SC I数据库进行论文收录与引用情况的检索, 总结了论文收录与引用的

规律以及节省联机检索费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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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 is art icle describes how to retrieval Science C ita t ion Index database using D IALO G, and

sum s up som e tip s of search ing au tho r index and cita t ion index in o rder to decrease the to ta l co st of on line

search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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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 I 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 ( IS I) 编辑出版, 它收录了世

界上数、理、化、工、农、林、医及生物学等各个学科的重要学术

期刊, 其特色是能够反映科技文献之间的引证关系。自 1963

年正式创刊, 现已成为最具权威的国际检索工具之一。近年

来, SC I收录论文数已成为我国科研机构、高校等学术研究单

位的一种重要的科研评价指标。

SC I 分为核心版和扩展版两个版本, 核心版收录期刊约

3500 多种, 载体主要有印刷版工具书和光盘, 扩展版收录期

刊约 5600 多种, 载体有国际联机和网络。本文主要探讨通过

国际联机系统——D IALO G, 利用 SC I 数据库进行论文收录

和引用情况检索的技巧。

1　关于D IALOG 的基本介绍

(1) D IALO G 的联连方式

目前, 基于 In ternet 的D IALO G 系统的检索通讯平台主要有: (1)

D ialogL ink: 其主机为D ialog. com , IP 地址为 192. 132. 3. 252, 可以利

用D linkW in 或 T elnet 通讯软件进行检索。 (2)D ialogW eb: 其W eb 网

址为 h ttp: ööwww. dialogw eb. com , 其 IP 地址为 192. 132. 3. 131。

(2) D IALO G 中的 SC I数据库

在D IALO G 系统中, SC I 数据库分为两个文档, 434 号文档收录

1974- 1989 年的数据, 34 号文档收录 1990 以后的数据, 数据每周更

新。

(3) 利用D IALO G 检索 SC I的优劣

利用D IALO G 检索 SC I数据库的主要优势有:

　　① 数据库更新速度快, 数据每周更新;

② 检索年代长, 从 1974 年开始;

③ 相对于印刷型和光盘版的 SC I数据库, 其收录期刊种类多;

④ D IALO G 系统提供检索入口多, 使用灵活方便;

⑤ 情报机构不需要交纳大量的订购费, 就可使用 1974 年以来的

数据;

⑥ 联机方便, 通过 In ternet 即可联机。

当然, 利用D IALO G 检索 SC I 数据库也存在一些问题,

如每次检索所发生的联机检索的费用较高, 联机打印一条信

息就花费＄4. 25; 同时, 使用者必须经过相关培训, 方可了解

并熟悉D IALO G 联机指令。

2　SC I数据库收录检索的方法

2. 1　通过著者进行查询
(1) 作者名注录规范

SC I 数据库对作者名进行了规范的注录, 如张洪彬, 写法有:

zhang hb 或 zhang h 或 hongb in z, 其中最常见的是 zhang hb, 其次可

能有 zhang h, hongb in Z 的形式最少见, 可能是因为作者在发表文章

时就写成了hongb in Z 的形式。因此在SC I中作者名出现的规律是: 姓

在前 (全称) , 名在后 (缩写)。

(2) 检索方法

例 1: 检索以下文章的收录情况。

hongb in zhang, D. C. A ppels, D. C. R. Hock less and L. N.

M ander, A new app roach to the to tal syn thesis of the unusual diter2

peno id tropone harringtono lide, T etrahedron L ett. , 1998, 39, 6577

检索策略如下:

? b 34; s au= (zhang hb o r zhang h o r hongb in z) and py=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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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SC I数据库, 用作者名字段 (AU ) 与论文发表年代字段 (PY)

进行检索。

? s s1 and so= ( tetrahedron () lett?)

得到检索集合号 S1 后, 用论文出处 (SO )字段加以限定。

? s s1 and au= appels dc

或者利用合著者进行限定检索。

s s1 and (unusual() d iterpeno id () tropone) öt i

或者利用标题中的关键词进行限定检索。

上述检索策略均可查出该篇论文是否被SC I 收录, 如果被收录,

则采用下面的命令打印检索结果:

? t s2ö3ö1

通过上述的检索实例, 我们可以先总结一下利用SC I数据库检索

论文收录情况的方法和技巧:

方法一: 期刊名限定法

SC I 每年都要调整收录的期刊种类, 某种期刊当年被 SC I 收录

后, 在该刊上发表的论文一般均被 SC I 收录, 因此通过了解 SC I 收录

的期刊, 就可大致知道该篇论文是否被SC I收录。并可通过 SO 字段

较方便地进行检索。

方法二: 合著者限定法

一些作者发表论文经常会有固定的合著者, 或者在研究某一领域

问题时会有合著者, 因此通过合著者进行限定检索, 也会取得比较好

的检索效果。

方法三: 关键词限定法

在检索过程中, 有些作者重名现象比较严重, 如署名ZHAN G H ,

1998 年出现的频次有 255 篇。即使再通过期刊来源 (SO )的限定, 有时

也还会有重名者, 因此这时可以采取关键词限定法, 可优先选择标题

中出现的关键词加以限定。

方法四: 机构限定法

当用户未提供或不能精确提供论文具体信息 (包括标题、论文出

处等) 时, 查询收录情况最好的检索策略是用作者与其发表论文的署

名机构进行组配, 即采取AU = ()AND CS= () 方式进行检索, 但结果

可能包含同一机构中的重名者。另外, 如果作者曾署名多个不同机构

发表过文章, 就必须提供出相应的机构名称, 否则会漏检。

(3) 检索中的特例

在查询过程中, 有个别作者姓名可能有多种写法, 如“欧阳俊闻”,

其早期的文章表示为OU YAN G TW , 后期又署名OU YAN G JW。有

部分姓氏有不同拼法, 如“夏”会拼成 X ia 或 H sia,“许”会拼成 Xu 或

H su。

此外, 作者名还可能出现被写错的情况, 如 L IU 被误拼为 LU I;

张键通常表示为 ZHAN G J 或 J IAN Z, 但有时却被误标引为 ZHAN G

JA ; 杨昌喜发表论文时署名Chang X i Yang, 在 SC I 数据库中则被标

引为CHAN G XY。在查询时, 这些问题通常是在明确该刊物被SC I收

录, 而通过作者又没有查到论文收录时被发现的。此时可利用标题或

其它合著者进行查询。

2. 2　通过机构进行查询

一些研究机构在年终时常常需要了解本单位发表论文被

SC I收录情况, 此时必须用机构进行检索, 在D IALO G 中机构

的检索字段为CS= (Co rpo rate Source)

(1) 机构注录规范

通过D IALO G 的数据库介绍可以了解到CS 字段的注录特点: 通

常采取规范缩写的方式, 如unversity 缩写为UN IV ; CS 字段一般包括

以下几个部分,

总单位名称 学校NAN J IN G UN IV , 学院CH IN ESE A CAD SC I

子单位名称
研究所 IN ST H IGH EN ERGY PH YSL , 系名D EPT
EN TOM OL 实验室 STA T E KEY LAB POLLU T
CON TROL &RESOU RCE REU SE

城市名 BE IJ IN G, NAN J IN G

省 (州)名 J IAN GSU , CA

邮政编码 100039, 92521

国家名 PEO PL ES R CH INA , JA PAN

　　这其中, 有的记录没有邮政编码, 有的城市或省 (州) 名只写其中

之一, 也有的单位名称只写总单位或子单位, 国家名中美国不进行标

注。

(2) 检索方法总结

例 2: 查原华北电力学院, 现华北电力大学 1995 年以来的收录情

况。该学校的地点分别在北京和保定。

1. 在联机之前, 可通过光盘检索或手工检索查询该单位的规范拼

写方式:

N CH INA EL ECT POW ER UN IV

N CH INA UN IV EL ECT POW ER

N CH INA IN ST EL ECT POW ER

2. 通过D IALO GW EB 免费扫描功能了解命中篇数, 检索式为:

? s cs= (n ( ) ch ina ( ) elect ( ) pow er ( ) un iv o r n ( ) ch ina (un iv o r

inst) () elect ()pow er) and py> = 1995, 34 文档共命中 45 篇。

3. 联机打印全部结果。

通过以上检索实例分析可知, 确定单位的正确写法是关键。一个

单位可能有多种写法, 如华北电力大学也可能缩写为N CEPU。在没有

光盘帮助的情况下, 通过分析单位名称, 也可以部分确定其写法。如:

CH INA、EL ECT、POW ER、UN IV 或 IN ST 几个词一定会出现, 但不

能确定几个词之间的位置关系, 可将检索式写为: cs= (ch ina ( s) elect

( s) pow er (s) un iv (s) (beijing o r baoding) ) , 加入城市名的限定可避免

其它类似单位的出现。通过联机可先打印出 1- 2 篇记录, 通过分析检

索结果来了解该机构的规范写法, 再修改检索策略。

(3) 检索中的特例

检索中也会发现一些作者将本单位的地址写错, 如新疆

(x in jiang)拼成 X IN GJ IAN G, 乌鲁木齐 (U rum qi) 写成W ulum uqi, 陕

西 (Shaanx i)拼成 Shanx i。此外一些机构英文拼写不够规范, 如师范学

院, 即有NORM AL IN ST , 也有T EA CH ER IN ST。还有些机构进行了

改名, 如北京科技大学原为北京钢铁学院。以上这些现象均可能造成

漏检或误检。

另外, SC I 数据库对同一论文中的每一作者的机构均进行了标

引, 因此通过机构检索, 可查出第一作者或非第一作者的所有相关论

文的收录情况。

2. 3　通过期刊名进行查询

在检索工作实践中, 有用户 (特别是部分期刊编辑部) 希

望了解某一种刊物被 SC I收录情况, 在D IALO G 系统中有三

个字段涉及期刊的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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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解　释 举　　例 说　　明

SN
期刊的 ISSN 号

S SN = 1000- 9547 每种期刊 ISSN 号唯一,
因此通过 ISSN 检索最
为准确。

SO 刊名中的关键词 s so = (Ch inese ( s)

analytic)

检索时可截取刊名中的
关键词, 并利用位置算符
进行限定, 如《分析化学》
的全称是 ch inese journal
of analytic chem istry

JN 刊名全称 S JN = (CH IN ESE
SC IEN CE BUL 2
L ET IN )

检索时完全按刊名顺序
全部输入, 中间不需任何
位置算符。

　　以上每种检索方式都有各自的优势, 可根据不同情况加以灵活运

用。

例 3: 查询物理学报 (中文版A cta Physica Sin ica) 2000 年的收录:

? s sn= 1000- 3290 and py= 2000 命中 477 篇

? s so= (acta ()physica () sin ica) and py= 2000 命中 477 篇

? s jn= (acta physica sin ica) and py= 2000 命中 477 篇

例 4: 查询中国科学 A 辑 (英文版 Science in Ch ina Series A -

M athem atics Physics A stronom y) 2000 年的收录:

? s so= (science () in () ch ina (s) a) and py= 2000 命中 156 篇

? s sn= 1000- 9283 and py= 2000 命中 156 篇

由于期刊全称过长, 因此用 JN 字段检索就很不方便。

例 5: 查询 SC IEN CE 一刊 2000 年的收录:

? s jn= science and py= 2000 命中 2587 篇

? s so= science and py= 2000 命中 48267 篇

由于在众多期刊刊名中都会出现 science 一词, 因此用 SO 字段进

行检索就会造成误检。

通过以上检索实例分析可知, 查询期刊收录情况, 应用首先明确

期刊的国际刊号 ( ISSN )或英文全称。在用 SO 字段进行检索时一定要

慎重, 避免发生由于期刊名称的部分重复而造成误检的情况。

3　SC I数据库引用检索的方法

3. 1 论文引用检索举例

通过D IALO G 进行引文检索通常要分为两个步骤, 首先

要根据用户提供的论文目录, 通过扩词指令 (EXPAND ) 确定

各篇论文是否被引用以及引用的次数; 其次是根据上一步检

索结果, 用 SEA RCH 指令查询具体的引用情况, 并打印具体

引用信息。

例 6: 查询以下论文 1997 年后被他人引用情况。

A utho rs: Zhang Peizhen; M o lnar P; BU RCH F IEL BC; RO Y2

D EN L ; et al

Source: QUA T ERNA RY RESEA RCH , 1988, V 30, N 2, P151

- 164

① 利用该篇论文的第一作者以及论文出处进行引用扩词检索,

作者的拼写规范与收录规范相同, 也包括三种形式: ZHAN G PZ,

ZHAN G P, PE IZH EN Z

? e cr= zhang pz, 1988, v30

Ref　 Item s　 Index- term

E1　　　 0 3 CR = ZHAN G PZ, 1988, V 30

E2 1 　CR = ZHAN G PZ, 1988, V 30, P151, QUA T ERNA R Y R ES

E3　 1 　CR = ZHAN G PZ, 1989, IN PR ESS GEOL SOC AM

E4　　 1 　CR = ZHAN G PZ, 1989, P373, P IN T S SEAB X IAN CH

E5　 7 　CR = ZHAN G PZ, 1989, V 17, P814, GEOLO GY

E6　 1 　CR = ZHAN G PZ, 1989, V 18, P48, J FU EL CH EM T ECH

E7　 1 　CR = ZHAN G PZ, 1990, P121, HA IYUAN A CT IV E FAUL T

E8　 12 CR = ZHAN G PZ, 1990, V 102, P1484, GEOL SOC AM BULL

E9　 24 CR = ZHAN G PZ, 1990, V 95, P4857, J GEO PH YS R ES- SOL I

E10　 13 CR = ZHAN G PZ, 1991, V 10, P1111, T ECTON ICS

E11　 1 　CR = ZHAN G PZ, 1991, V 12, P29, CH IN U ROL J

E12　 1 　CR = ZHAN G PZ, 1992, CL IM A T E A TLA S M ID LA

? e cr= zhang p , 1988, v30

R ef Item s Index- term

E1　 1 　CR = ZHAN G P, 1988, V 28, P1093, POL YM EN G SC I

E2　 1 　CR = ZHAN G P, 1988, V 28, P17, POL YM EN G SC I

E3　 0 3 CR = ZHAN G P, 1988, V 30

E4　 1 　CR = ZHAN G P, 1988, V 30, P151, QUA T R ES N Y

E5　 19 CR = ZHAN G P, 1988, V 30, P151, QUA T ERNA R Y R ES

E6　 1 　CR = ZHAN G P, 1988, V 30, P154, QUA T ERNA R Y R ES

E7　 1 　CR = ZHAN G P, 1988, V 33, P1171, KEXU E TON GBAO

⋯⋯

? e cr= peizhen z, 1988

E3 　0 3 CR = PE IZH EN Z, 1988, V 30

E4 　3 　CR = PE IZH EN Z, 1988, V 30, P151, QUA T ERNA R Y R ES

⋯⋯

⋯⋯

② 通过上述扩词检索后, 发现该论文 (有五种不同形式) 共被引

用 25 次, 下一步则利用 Search 指令检索其具体引用情况并打印出

1997 年后他人引用文献目次。

? s (cr= zhang pz, 1988, v30, ? o r cr= zhang p, 1988, v30, ? o r cr

= peizhen z, 1988, v30, ?) and py> = 1997 no t au = (zhang pz o r

zhangp o r peizhen z)

? t s1ö3, köall

通过上述实例分析发现, 查询论文引用情况一定要根据

论文的目录 (主要包括第一作者, 论文出处) 进行查询。此外,

有的论文经常被错引年代、卷期或页码, 刊名也往往由于是缩

写而不好辨认, 因此扩词之后挑选出准确的被引文献及引用

次数也非常关键。

3. 2　引用原因分析

一篇论文引用次数的高低与以下几方面有关:

1. 论文发表时间: 论文发表越早, 引用频次相对来说可能就越高,

通常情况论文发表 1- 2 年后才可能被大量引用。

2. 论文涉及的学科: 由于 SC I 收录期刊以医学、化学、物理、生物

等学科居多, 因此在这些领域发表的论文, 相对而言引用次数就高, 而

在数学、环境、计算机等学科领域, SC I 收录期刊较少, 论文的引用次

数也就相对较低。

3. 论文发表的期刊: SC I 收录的每一种期刊均有影响因子, 影响

因子高的期刊表明该刊的引用频次较高, 因此在该刊上发表的论文一

般来说引用率高。但没有被SC I收录的论文, 如会议论文、专著等也有

可能被引用, 引用次数的高低就要视其具体研究内容而定。一般来说,

发表在国内未被 SC I收录的期刊上的论文, 被引用的可能性较小。

(下转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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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自行设计。

book1. xm l 文档内容: (为简单起见, 书目数据库采用 xm l 文档格式)

< ? xm l version= "1. 0"? >

< book s>

< book>

　< tit le> computer< öt it le>

　　< au tho r> M ary< öau tho r>

　　< classno> T P59< öclassno>

< öbook>

< book>

　　< tit le> xm l< öt it le>

　　< au tho r> guo shaoyou< öau tho r>

　　< classno> T P523< öclassno>

< öbook>

< book>

　　< tit le> xm l< öt it le>

　　< au tho r> zhaodongm ei< öau tho r>

　　< classno> T P523< öclassno>

< öbook>

< öbook s>

3　小　结

上面的例子虽然简单, 只在一个网站进行检索, 但已经具

备在网站之间通过 XM L H T T P 协议进行数据交换、通过

XM LDOM 对象进行数据检索的功能。当然, 具体应用时要复

杂一些。代理程序所能打开的图书馆网址可以自行收集 (包括

检索程序的名称) , 最好由行业内的有关管理部门统一收集、

定期发布, 归根到底, 本文提出的解决方案只有在各个图书馆

网站相互合作及管理部门宏观调控下才能实现。如果宏观调

控得当的话, 检索代理程序可由调控部门统一配给, 各个图书

馆网站只需根据自身的情况设计一个检索程序作为与代理程

序的接口即可, 而这一工作相对于制作 Z39. 50 服务器软件来

说要简单多了。需要指出的是, 代理程序最终由各图书馆网站

提供并以网页的形式存放在各网站服务器上, 读者不必事先

安装, 检索时, 只需点击图书馆网站的指定位置, 将代理程序

网页临时下载到客户端运行即可, 代理程序的引入不会给读

者增加额外的负担; 代理程序列出的图书馆网站可能很多, 但

读者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定网站进行检索, 以避免检索时间过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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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降低国际联机检索费用的技巧

查询论文收录时, 可先通过D IALO GW EB 的免费索引文

档进行查找, 可以初步了解检索式命中的文献数, 但应注意该

免费搜索文档不可以用扩词指令。进入联机数据库后, 在打印

格式上, 由于 3 格式 (题录格式) 在D IALO G 系统中收费是

＄4. 2, 费用较高, 因此可以考虑打印 6 格式 (免费标题格式)

+ K 格式 (显示命中字段) , 每条收费仅＄0. 28。查询论文引用

时, 可以先检索光盘版或书本式的 SC I, 联机时将已查出结果

利用 GA 字段去重, 不仅能为用户节省不少的联机检索费用,

而且方便、准确。

5　联机检索人员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 检索人员必须对 SC I 数据库收录内容及标引规范

有充分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才能进行有效地检索。如查询收录

时, 由于 SC I只收录期刊论文, 如用户提供专著或国际会议的

论文, 通常是不收录的。检索人员可以通过 IS I 的主页

(h t tp: ööwww. isinet. com ö) 了解 SC I 收录的期刊, 特别是对

SC I 收录的中国期刊有充分的了解, 将更加有助于加快检索

进程。

其次, 检索人员要全面了解用户的检索要求, 按照用户的

要求进行查询, 并在用户对数据库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有效

的解释说明。如对申报杰出青年基金的用户, 查询要求是近 5

年的论文收录以及近 5 年的他人引用情况, 在查询引用时不

仅要查近五年论文的引用情况, 还要查 5 年以前发表的论文

在近 5 年的引用情况。

最后, 检索人员还应熟练运用D IALO G 的检索指令, 才

能组织最有效的检索策略, 并能够节省联机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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