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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简况 

简讯：我馆编制完成 2006 年《暨南大学国际论文统计与分析年报》 

为了客观反映我校学术论文的发表情况、科研现状及水平，为管理部门提供

科学定量的参考标准，也为了科研人员了解自身学术影响力提供一个客观的评价

依据，我馆自 2001 年起编制了《暨南大学国际论文统计与分析年报》。该年报包

括我校科研人员被 SCI、SSCI、EI、ISTP、A&HCI、ISSHP 六大权威索引系统收录的

文章情况、刊物影响因子排名情况、院系收录排名情况，以及收录论文较多的作

者排名情况等等。 

目前,2006 年分析年报已完成,并添加到图书馆主页。可以通过图书馆主页

“读者服务”栏目或主页右侧的“特别推荐”栏目进去浏览,也可直接从以下网址

进行访问: 

http://202.116.13.4/train/index.jsp?id=82 

（信息咨询部） 

暨南大学图书情报委员会 2007 年会议纪要 

5 月 26 日下午，学校图书情报委员会 2007 年会议在梅州雁南飞大酒店

召开。校图书情报委员会委员、图书馆相关工作人员共 26 人参加了会议，

主任委员、主管副校长纪宗安教授作书面讲话。会议由馆长助理江波主持。 

首先，纪副校长在书面讲话中强调了图书馆在学校的地位和作用，充分

肯定了图书馆过去一年来的工作和成绩，并对今年的工作提出了要求：图书

馆工作要紧跟学校的学科建设规划，切实做好图书服务保障的预研究工作；

在数字化图书馆的建设过程中，要处理好纸质资源与数字资源的整合、网络

服务与传统服务的互补以及普通馆藏与特色数据库的关系，紧跟学校规划，

http://lib.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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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华侨华人研究特色专题数据库建设；切实提高图书馆员业务素质和服务

意识，加强培养专业馆员；加强学校图书情报委员会及下设选书委员会的建

设；以本科教学评估为契机，做好新馆搬迁并全面建设一流的服务系统等。 

随后，副主任委员、图书馆馆长朱丽娜作了 2006 年图书馆工作报告。

朱馆长回顾了 2006 年图书馆在文献资源建设、业务建设、读者服务、内部

管理及对外交流与合作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及所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了当

前工作中所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如：图书馆职工专业水平需要提升、图书

馆利用未达最佳效果、图书馆宣传力度需加强、本年度文献购置费压缩、各

院系图书统计缺乏验收记录等。朱馆长最后报告了 2007 年图书馆的工作重

点：（1）着重完成新馆的后期各项建设相关工作；（2）抓紧落实本科教学评

估工作；（3）做好职工考核与绩效工资改革工作；（4）成立选书专家委员会；

（5）确保 Millennium 系统所有模块顺利使用；（6）进一步开展信息推送、

查收查引、读者培训等服务；（7）加强查新人员培训及查新站申报准备工作。 

紧接着，馆长就外文纸本期刊订购的调整方案向委员们做了阐述，由于

2007 年学校大幅压缩文献购置费，鉴于外文电子期刊数据库使用情况较好，

同时为使有限的经费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图书馆拟在订购 2008 年外文纸

本期刊时，除保留必须与数据库捆绑订购的期刊外，各学科筛选 1－2 种最

具代表性且确实必须保留的权威期刊予以续订，其余不符合以上原则的期刊

均停订，各位委员均对该方案无异议。 

然后，馆长助理江波向委员们介绍了《暨南大学图书情报委员会会程（草

案）》、《暨南大学选书专家委员会工作条例（征求意见稿）》，并作图书现刊

推送等新服务推介。 

会议审议了 2006 年图书馆工作报告，委员们一致高度赞扬了图书馆的

工作与成绩，特别对《国际论文统计与分析年报》与图书馆各项服务对教学、

科研所起的促进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认可与好评，并提出了多项建议。 

在文献资源建设方面，委员们提出：（1）图书馆作为公共服务机构，应

将有限资金优先满足最广大读者的需求，专业性过强、服务面过窄的文献应

当由相应院系采购；（2）加大文史类图书购置，在数量及质量上力保广东高

校第二位；（3）华文教育资源需增加，希望支持华文学院相关资料中心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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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4）希望建立暨南大学教师论文数据库；（5）多购置专业性字典、词典

等工具书类数据库；（6）管理学院希望增加相关专业案例数据库；（7）数据

库购置前要与相关专业院系沟通，避免重复；（8）SSCI、A&HCI 对社科学术

研究非常重要，不宜因购书经费减少而停订。（9）加强多校区文献资源共享，

实现通借通还。 

在读者服务方面，委员们提出：（1）尽快申报科技查新站，既可为项目

的申请提供查新依据，又体现大学图书馆的实力与水平；（2）《国际论文的

统计与分析年报》有少部分论文遗漏和作者单位归属错误；（3）论文的统计

与分析年报应增加国内 A1、A2 类期刊的收录情况；（4）ISTP 不宜停订；（5）

读者培训效果很好，希望举办次数增加，同时尽快将培训材料上网，但应减

少培训中的商业宣传；（6）建议向机关行政人员多做图书馆资源使用培训；

（7）建议在港澳新生入学时安排图书馆介绍等相关工作；（8）华师对我校

学生阅读古籍有限制，希望进一步加强石牌六校资源共享；（9）对读者面较

窄的文献需求应该通过更广泛的馆际互借解决；（10）、要尽量减少因新馆搬

迁对硕士撰写毕业论文产生的影响。 

在成立暨南大学选书专家委员会方面，委员们建议选书专家涵盖专业应

当全面，真正代表各学科分支的需求，继续提高专业选书的质量。 

    在新馆建设方面，委员们提出：（1）宣传部（新闻中心）表示将在新图

书馆的宣传推广方面予以大力支持，希望图书馆能提供相关资料；（2）应适

当应用高新技术产品，加强读者自助服务建设。 

此外，生科院参会领导表示，图书馆员工接待读者态度很好，电话咨询

能很快得到反馈，希望继续保持高质量的服务；管理学院委员对校外用户

VPN 服务表示赞赏，希望能进一步提高网络速度；珠海学院的委员提出，《侨

情简报》办的非常好，希望能将每期送给该院院长及法律系，同时希望本部

图书馆加强对珠海学院图书馆的业务指导；网络中心委员指出，目前与图书

馆的合作非常紧密，希望日后继续加强，并相互提供大力宣传；还有委员提

出，要加强图书馆在校内外的宣传力度，要把图书馆作为招生尤其是招收境

外生的一个宣传亮点。 

之后，朱丽娜馆长对相关的意见和建议做了简要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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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自始至终充满了友好、轻松的气氛，委员们踊跃发言，各抒己见。

最后，图书馆与会领导表示，将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认真总结各位委员的意见

和建议，保证给予满意的答复并及时改进工作。图书馆全体员工一定会继续

维护来之不易的良好声誉，恪尽职守，扎实工作，为暨南大学的发展作出应

有的贡献。 

图书馆文献购置协调会会议纪要 

4 月 23～24 日，图书馆召开文献购置协调会，商讨明年的文献采购计划。由于学校经

费紧张，图书馆的文献购置费也相应减少约 1/3，停订部分利用率低、使用面窄、性价比低

的数据库和外文期刊在所难免，但是如何才能做到用最少的钱买到更好更多的文献，最大限

度地发挥有限经费的作用，需要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会议分两场进行。23 日下午为人文社科专场，参加会议的有经济学院、管理学院、国际

学院、文学院、外国语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社科处与艺术学院

等 9 个单位 24 名代表。24 日上午为自然科学专场，参加会议的有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信

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理工学院、国际学院、医学院、药学院与科技处等 6 个单位 29 名代表。

参会代表都是由各学院从下属系、所中推荐出来的对本学科、专业发展及文献现状比较熟悉

的专家。因纪宗安副校长临时有事无法出席，会议由朱丽娜馆长主持。图书馆的文献采访部、

信息咨询部等相关人员也出席了会议。 

首先，朱馆长向与会人员介绍了图书馆文献经费的现状、外文期刊调整原则、数据库调

整原则以及相关的停订计划。外文期刊调整原则：（1）拟停订已有全文电子刊且无需捆绑订

购的外文期刊；（2）拟停订石牌地区其他高校已订购的外文期刊；（3）拟停订影响因子低、

价格昂贵的外文期刊；拟停订部分利用率低的俄文、日文等小语种外文期刊。数据库调整原

则：（1）保留学科覆盖面广、读者利用率高的综合性数据库，减少学科面窄、专业性强、利

用率低的专题类数据库，如果需要保留，相关学院需分担一定的费用；（2）保留全文型数据

库，减少索引、文摘等其他类型的数据库；（3）保留无重复或重复率低、资源独特的数据库，

减少重复率大、资源无明显特色并可通过其他途径获取的数据库。 

随后，信息咨询部相关人员对停订后将采取的馆际互借、文献传递、委托其他学校进行

文献检索等保障措施进行了说明。 

与会代表对本次的文献调整计划感到比较意外，纷纷发表意见。代表们一致认为，随着

学校不断发展，各学科对文献资源，尤其是高质量电子资源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学校应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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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措施保证教学、科研的文献需求。较多代表认为，期刊的选购需要精选，统计源以下的

中文期刊可以砍掉，但是电子期刊不应停订；有电子版、不用捆绑的纸版外文期刊可以停订。

但也有代表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如果停订了这些纸版期刊，则对学生的影响较大。有代表认

为，ISTP、JCR、SciFinderScholar(CA 网络版)等二次文献数据库的利用价值较高，但是图书馆

提供的统计数据不全，未能反映实际的利用情况，故应予以保留。有代表提出，学术价值高，

反映暨大的学科特色，代表着学校的形象，即使利用率不高的文献也应该予以保留。国际学

院的代表对食品工业类的外文期刊提出了调整意见，并提议在采购外文图书的时候可考虑采

用国际学院购买英文教科书的方式，对一年以内的新书开设新书阅览区并限定 1～3 天的借

阅期限，加大对学生尤其是新生利用图书馆的培训力度，以提高文献的利用率。理工学院的

代表认为，不仅不应停订 AIP、APS、AIP Proceedings 等专业数据库，反而应增订 IEEE 系列数

据库，否则会影响到物理系、光电系、计算机系等学科的核心文献需求。 

此外，与会代表还就图书馆服务措施的宣传、新馆研修间的利用以及图书的捐赠、续借、

催还通知等方面与图书馆进行了沟通和讨论。 

朱馆长在总结讲话中对各位代表积极关注和参与文献资源建设表示感谢。她希望各位代

表本着对广大师生负责、对学校负责的态度，广泛征集本单位各方面的意见，在规定的时间

内把意见反馈回图书馆，为图书馆明年的文献采购提供决策依据。 

简讯：我馆编目员又获全国第一 

今年 4 月，图书馆编目员何晓敏在 CALIS 中文三级编目员第三次资格认证考试中，技压

群芳，夺得了全国第一名。这是 2004 年 6 月我馆编目员郭文涛在第一次资格认证考试中取

得全国第一后的又一个可喜成绩。目前为止，我馆共有 5 名编目员通过了 CALIS 中文三级编

目员资格认证，1 名编目员通过了西文编目员资格认证。 

 

该考试由 CALIS（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联机合作编目中心举办，是国内最高级别的

编目员资格认证考试。只有经过 CALIS 联机合作编目中心培训、通过资格认证并在一定的名

额分配范围内，才获授权提交原始编目数据。全国高校图书馆合作建立了具有统一标准的目

录数据库，授权编目员向 CALIS 中心提交原编数据后，其他馆就可以下载使用，实现了编目

数据的共建、共知、共享。 

凭着编目员资格认证考试的优异成绩及提交数据所做的贡献，我馆已被 CALIS 指定承办

“2008 年 CALIS 全国编目业务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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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祁平） 

图书馆搬迁打响第一炮 

新馆搬迁是一项艰辛而繁重的工作。把两百多万册图书搬进新馆的同时，

还要保证正常的读者服务，为同学们提供必要的学习条件，这更增加了搬迁

工作的难度。 

文献服务部门的搬迁工作最为繁重。为了确保搬迁工作的顺利进行，我

馆于本学期初专门成立了文献服务部门新馆搬迁领导小组，由王文莉老师总

负责，做了大量搬迁前的准备工作，从计算架位，到准备材料、计划人员、

拟订搬迁步骤等等。其它部室也积极配合，做好了相关准备。 

5 月 10 日，流通书库打响了搬家第一炮，约 10 万余册下架暂存外文书

从桥底仓库搬到新馆四楼。下架暂存的外文书不按排架号顺序打捆，搬迁以

后的排架整理很艰巨，每捆书都需要经过拆捆、粗分上架、再细顺架三道工

序。炎热的天气、飞扬的尘灰、厚重的书本，让我们顿觉困难重重。在困难

的面前我们不仅没有退缩，反而越战越勇。团队是这时最有力的支撑。除了

流通书库的 6 位老师以外，技术部、咨询部、华人中心、采编部、办公室，

也派出了业务骨干投入到搬迁工作之中。黄迪带领一群充满朝气的小伙子先

流大汗；郑艺选择了最苦的分书，她太长时间蹲在地上，站起来时头晕眼花；

许艳青接受每项任务都心、脑、体并用，点子随处闪现；陈惟耐心培训新招

的学生工，积储后备力量。太多太多的感动不能一一细说。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我们提前完成了这部分图书的搬迁任务，为后续的搬家积累了宝贵经

验。 

接着，仅用了三天时间，就把约 18 万册的二线中文书顺利搬至新馆密

集书库。 

5 月 28 日，最复杂、战线最长的约 25 万册二线期刊、报纸搬迁起动了。

张敏担任总指挥，充分调动了本部门诸干将以及来自其它部门的黎景光、陈

龙、林业恒、覃剑宁、易淑琼、李新华、李媛等组成的精兵阵容，把各项工

作安排得井井有条，搬迁现场忙而不乱，后续工作未雨绸缪。 

同时，今年新加入到我馆的短期合同工，例如凌厉、刘杰、刘笃利、宋

晓莹、李胜超、罗玉舒等也毫不示弱，个个表现得积极能干。就连今年新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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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尚未正式报到的应届毕业生李宾、朱易佳、刘盈盈、李田章等同学也怀着

饱满的热情，提前加入到我们搬迁队伍中来。 

6 月 8 日，馆领导召开了全馆大会向大家通报了搬迁的进展情况。在会

上，朱馆长表扬了搬迁工作中表现突出的老师，并感叹道：新馆搬迁工作能

够及时起动并初战告捷，这与全体馆员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关键时刻也

体现出了图书馆人的主人翁精神、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和敬业乐业的职业道

德。“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她鼓励大家再接再厉，齐心协力完成

后期的搬迁任务。 

7 月初，全馆将进入更大规模的搬迁。阅览部约 50 万册书、流通部约

35 万册在架中外文书及下架暂存中文书，期刊部约 2.5 万册现刊，180 种现

报及近 5 年约 5 万册的过刊过报都必须在暑假全部完成搬迁、整理、标识等

工作。 

搬迁是辛苦的，气氛却是愉快的。尽管劳动强度大，时间长，天气也越

来越热，但没有人喊一声苦，叫一声累，哪怕一天劳动下来，腰酸背痛，第

二天又是精力充沛，干劲十足。看着一个个感动的场面，不禁让人发出这样

的感叹：工作着是美的! 

（李祁平） 

简讯：我馆今年上半年新完成评估文档 25 种 

今年 4月初，我们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制定《图书馆第二期、第三期评估文档建

设实施方案》和《图书馆评建工作倒计时进度表》。4月 9日，图书馆再次召开迎评工作负

责人、执行人会议，对前期工作进行了总结，对新任务作了分工，要求大家再接再厉，对照

新的实施方案查漏补缺，在 5月 20日前完成 2005～2006 学年的材料收集、编制工作，在 9

月 20日前完成 2006～2007学年的材料收集、编制工作。目前，我们新完成了《图书馆新集

成管理系统》《网上读者意见及反馈材料选编》《暨南大学各校区图书馆、资料室基本状态

数据统计分析》等各类评估文档 25种。 

（陈贵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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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本科教学评建东风，促文献资源共建共享 

                  ――我校各校区图书馆召开首次资源共建共享研讨会 

围绕本科教学评建专家最为关注的各校区文献资源如何共享问题，在图书馆馆长朱丽娜

和学校图书情报委员会委员、珠海学院副院长张江河的提议和策划下，我校各校区图书馆首

次资源共建共享研讨会于 2007年 6月 26日在珠海学院召开。校本部图书馆、珠海学院图书

馆、华文学院图书馆以及深圳旅游学院图书馆 20 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珠海学院图书馆

负责人高博老师主持。 

首先，张副院长说明了此次研讨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介绍了珠海学院图书馆的基本情

况，并建议各校区图书馆认真贯彻暨南大学图书情报委员会 2007 年会议的精神，以本科教

学评建为契机，以本次会议为切入点，切实做好资源共建共享工作，为全校师生提供更方便、

更快捷、更有效的服务。 

随后，朱馆长对珠海学院精心准备此次会议表示了感谢，指出会议的根本目的在于谋求

各校区图书馆共享资源，共同发展，共同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和服务的质量。她希望通过此

次会议来加深各校区图书馆的了解和沟通，就资源共建共享问题达成共识，做好充分的准备

来迎接本科教学评建检查。 

接着，校本部图书馆江波助理介绍了资源共享方面目前正在做和今后打算做的工作，对

新系统的使用、书目数据的共享、通借通还的实现以及培训资源的协调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

设想。珠海学院图书馆黄勇老师着重分析了珠海学院与校本部之间的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现

状，指出了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共建共享模式、制度建设与专项工作方面提出了相

应的建议。此外华文学院图书馆负责人杨明老师、深圳旅游学院图书馆负责人蓝蔚老师也先

后作了主题发言。  

最后，代表们就实际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初步达成了校本部图书馆与珠海学院图书

馆通借通还协议，预计 9月 1日即可提供跨校区的借阅服务。会议还决定，要逐步实现其他

校区图书馆套录校本部图书馆的图书编目数据，以节约学校的经费支出；要充分共享培训资

源，大力推广参考咨询服务，为全校师生提供更好更有效的资源利用培训；要逐步实现各校

区图书馆统一利用新世纪集成管理系统来整合各校区的书目数据和馆藏资源，进而真正实现

各校区的资源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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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贵梧） 

服务报道 

JCR 正式推出最新的学术期刊影响因子 

期刊引证报告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简称 JCR）是一个独特的多学科期刊评价

工具，也是需要了解全球研究领域期刊影响力的人员不可或缺的分析工具。通过对参考文献

的统计汇编，JCR可以在期刊层面衡量某项研究的影响力，显示出引用和被引期刊之间的相

互关系。JCR可计量的统计数据提供了一种系统客观测定某个主题分类中期刊相对重要性的

方法。 

此数据库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版本：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 Science Edition自然科学版（即：JCR – SCI版）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 Social Science Edition社会科学版 （即：JCR – 

SSCI版） 

目前我馆已购买 JCR2004至今的数据。2007年 6月 19 日起，通过 Web of Knowledge

整合的学术研究平台，所有师生都可以获取到学术期刊最新的影响因子及其它引文分析数

据。访问方法如下： 

点击进入图书馆主页“电子资源”栏目,在显示页面上有多种选择可以进入: 1.电子资

源检索,直接输入"JCR"；2.按照字母顺序排列也可找到；3.常用电子资源/数据库下有列出。 

如果您在访问 JCR Web后没有看见 2006的数据，只要先清空您所使用的浏览器的缓存

再访问，便可看到。在使用中有任何问题，请随时联系信息咨询部，电话：85220286，85225265。 

（信息咨询部） 

勤工学生业务技能竞赛心得 

    怀着好奇之心，我报名参加了第三届图书馆勤工学生业务技能竞赛活动。我想知道图书

馆其他部门的勤工助学同学在做些什么，是怎么做的。 

竞赛内容包括如何打标签，如何排书，如何叠报纸等。看似简单的整理工作，其实是一

个细活，既要美观好看，又要方便读者查找和阅读。竞赛是分组进行的。不管是否认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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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一个队时，大家的关系就变得亲密了，彼此间都没有拘束，有了一家子的感觉。彼此间

的支持与鼓励，让我们感受到了团队的凝聚力。 

竞赛开始时，选手们很是紧张，只怕一不小心，出了差错，毁了图书，而且在比赛中要

做好这种细致活，更是让还没熟悉业务的选手，紧张万分。不过，虽是紧张，大家的手脚并

没有慌乱，镇定地将比赛进行到底。 

轮到我们上场了！来自流通部的男生负责排书，他不仅在排书环节中表现得很出色，还

一个劲地为我加油，叫我别紧张。我负责给新书盖章和贴条码，摸着新书的感觉真的很愉快，

喜欢与书为伴，何况是与这么多的书，更是莫名的自在和满足。在大家的鼓励声中，我从容

地完成了任务。最后，我们小组获得了三等奖。 

在竞赛中，也穿插了一个小游戏，缓和了紧张的气氛。这个游戏很简单，也很有趣，就

是让一个人前面比划，另一个人通过她的“指手画脚“来猜测自己身后边的成语、动物诸如

此类的词语。我与另一位同学参加了游戏。我们两个配合的倒挺默契。“青蛙的另一个种族

是什么？”“哈蟆。” “不对，三个字。”“癞蛤蟆。”我迅速回答。台下喝彩声伏起，呵，我

知道我猜对了，游戏进行得很开心。有时，由于不能讲话而闹出的会错义的笑话，让台下观

众、主持人、老师，甚至是参赛选手都笑弯腰。 

竞赛在紧张、快乐的气氛中结束了。这次的业务竞赛不仅促进了我们勤工同学之间的友

谊，也让我们接触到了图书馆的其他业务，对图书馆也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勤工学生 黄晓仙 陈叶娜) 

简讯：我馆举行第三届勤工学生业务技能竞赛活动 

4 月 13 日晚上，第三届图书馆勤工学生业务技能竞赛在中文图书阅览室举行。竞赛项

目包括图书排架、粘贴书标和装订报纸。来自各个不同岗位的共 20 多名勤工学生参加了竞

赛。经过一个多小时紧张激烈的角逐，采编部的蓝田同学、流通部的李丽芳同学、技术部的

黄智均同学所组成的小组获得了本次竞赛的第一名。赛后，同学们纷纷表示，这样别具技能

性、趣味性的竞赛对于增加勤工学生对图书馆的归属感，促进勤工学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有

很大的帮助，希望今后多举行此类活动。 

（黄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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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巡礼 

走进 ebook 时代，养成电子阅读的好习惯 

 “一个人的后半辈子是由习惯组成的，而他的习惯却是前半辈子养成的。”养成一个好

的生活习惯很重要。好习惯可以使你长寿，好习惯可以伴你健康一生。阅读习惯也不例外。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出版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电子图书市场呈现规

模式增长。电子图书拥有许多纸质图书无法比拟的特点：图文声像结合，方便检索，容易复

制，信息含量大，性价比高。电子阅读正在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成为现代人的一种学习方

式。近年来，我馆也适时调整了文献资源建设的方针，不断增加电子图书的购置比例。目前，

我馆共有中外文电子图书 1,266,193 种,除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和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

（不列颠百科全书）之外，还包括方正 Apabi 67,443 种，书生之家 106,760 种，超星数字图

书 1,061,368 种，NetLibrary 12,532 种，John Wiley Online Books 43 种以及 Springer Online Books 

18,045 种。 

然而，仍然有部分读者习惯于利用传统的纸质图书，对日益增加的电子图书不甚了解，

对其利用也产生畏难情绪。为了让大家全面了解我馆购买的电子图书，激发大家利用电子图

书的欲望，养成电子阅读的好习惯，我们简要介绍如下：  

方正 Apabi 电子图书由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制作，收录了全国 400 多家出版社出版的

最新中文电子图书，涵盖了社会学、哲学、宗教、历史、经济管理、文学、数学、化学、地

理、生物、医学、工程、机械等多种学科。 

书生之家电子图书由北京书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推出，是集支持普遍存取，分布式管理

和提供集成服务于一身的数字图书馆系统平台，为广大读者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阅读空间，提

供了一个多元立体化的知识网络系统。 

《中国大百科全书》网络版是我国最权威、最专业、影响力最高的百科全书，总共收录

7.9 万个条目，计 1.35 亿字，图表 5 万余幅，由 2 万余名专家学者历时 15 年呕心沥血精编

而成。涉及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文化教育、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 66 个学科领域，

并提供多卷检索、条目顺序检索、条目分类检索、全文检索、逻辑组配检索等功能，对所收

录的资源进行方便快捷的查询检索，使用简单。 

超星数字图书是目前国内最全的电子图书数据库，收录的电子图书超过 100 万种，收录

时间从 1949 年至今，甚至还有部分建国前的珍贵老书。其内容涉猎甚广，新旧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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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可以随时随地在里面找到所需的文献，简易方便。 

《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简称 EB）是世界上公认的权威参考工具

书。其网络版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 是第一部 Internet 网上的百科全书，除包括印本

内容外，它还包括 Britannica 的最新文章及大量印本百科全书中没有的内容。里面所有条目

均由世界各国著名的学者、各个领域的专家撰写，对主要学科、重要人物事件都有详尽介绍

和叙述，其学术性和权威性已为世人所公认。 

NetLibrary 提供来自 300 多个出版商的多种高质量的电子图书，这些电子图书的大部分

是 1990 年后出版的，其内容面向大学的读者，覆盖了多个主要学科，是高校师生的重要参

考资源。 

John Wiley Online Books 由科学、技术和医学（STM）类的领先出版商 John Wiley & Sons,Inc

公司出版。除了 Wiley-VCH 的图书享有盛誉外，许多国际知名学会及机构包括 IEEE press、

IEEE 计算机协会 （IEEE Computer Society）、美国化学工程师协会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Chemical Engineers)、美国光学学会 (Optical Society of America)、Nokia、Siemens 等均与之合

作出版图书。 

Springer Online Books 是全球首套根据研究人员和科学家需求而设计的电子书项目，由

全球最大的专业图书出版社 Springer 推出，涵盖科技、医学和社会科学的多个学科，每年收

录约 3，000 种新出版的专业图书，供读者在线阅读和使用。 

（林业恒  陈贵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