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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研项目立题和成果鉴定

情报检索查新工作的实践和体会

韦燕萍

(广西农科院情报所)

科研项目立题
、

成果鉴定的情报检索查新 (下称查新)
,

是以文献检索为基础
,

通过手

工检索和计算机检索等手段
,

依据一定的判断原则
,

并采用综合分析和对比方法
,

为科研

立项
、

科技成泉评审提供客观事实依据的一项情报服务工作
。

1987 年起我所应用户的需

求和上级部灼的信任
,

充分利用丰富的文献资源
,

开展了农业科技成果检索查新工作
,

199 3 年 12 月由广西区科委重新确认为广西农业科技成果查新检索单位
,

1卯5 年由农业

部确定为第一批农业科技成果查新检索单位
,

至今共完成了 150 多个项目
,

其中科研立题

80 项
,

成果鉴定 100 项
,

通过查新
,

提高了科研立题和成果奖励的严肃性
、

公证性
、

准确

性
,

促使科技管理工作由
“
经验型

”
向

“

科学型
”

迈进
,

尤其当前我国科研经费短缺的形势

下
,

立题查新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

避免低水平的重复
,

少走弯路
,

节约人
、

物
、

财力
,

早出

成果
。

同时为科技管理部门和评审专家对成果的评审
、

评价提供科学的客观依据
。

1 做法

1
.

1 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查新队伍 查新专业人员由具有科学态度
、

热爱情报工作
,

具

有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
,

办事公正
、

能耐心细致工作
、

有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平较衙
,

并有

一定情报素质和综合分析能力的人担任
。

我所负责查新的七位同志
,

有所领导直接参

加
,

而且从事情报工作年限都在 7 年以上
,

具有大专以上的文化水平
,

其中有园艺
、

农学
、

水产专业知识的4 人
,

外语
、

图书馆七文科专业人才各 1 人
,

真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资格的

有 2 人
,

中级职称 4 人
, 卜

初级职称 1 人
,

全体人员在工作中不断钻研和学习
,

提高自身的业

务素质和上作能力
。

1
.

2 建立回避制 查新单位
,

不得承担本单位或与本单位有关项 目的查新工作
。

负责

查新专业人员与要求查新单位或查新人员有亲属关索的
,

木得承接该课题的查新
。

1
.

3 建立保密制 无论是立题前的论证
、

资料的搜集或者是成果鉴定
、

报奖的申请
、

对

任何一个研究课题都是十分重要的
,

这关系到课题研究的成败
,

与课题组每个成员的利

益有密切相关 ;有的研究还涉及到国家机密
。

为了保护国家利益
,

切实保护科技人员的

权益
,

使成果持有人无后顾之优
,

对科技人员提供的研究情况
,

技术路线
,

技术决窍要严

格保密
。 、 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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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4 建立查新工作对用户的反馈制度 采取多种渠道和办法进行质量跟踪
,

广泛征求

用户意见
,

不断提高查新质量和水平
。

1
.

5 制订了比较规范的查新工作程序 其程序是 : 用户 申请二接待~ 填表一检索准备

一检索~ 初步结论一征求用户意见一结论斗审核
。

1
.

5
.

1 用户向查新专业人员提供有关材料(课题报告
、

鉴定报告等)
,

并按要求填写委托

书
,

详细说明查新要求
,

查新专业人员必须明确用户的查新课题
任
新

”

在哪里
。

因此
,

用户

应该直接与查新专业人员商谈
,

不宜通过其他人转达
。

这样使查新专亚人员了解课题的

试验方法
,

材料
,

技术路线及其主要成果
,

掌握课题的特征 ;抓住了优势
,

才能心 中有数
,

准确地确定检索范围
、

挑出对比文献
,

才能有针对性的对比分析
,

最后才能得出实事求是

的结论
。

1
.

5
.

2 确定检索工具以及检索手段
。
查新工作的关键是查准

、

查全
,

而要做到这一点
,

就必须选择正确的检索手段
,

即手检或机检
,

或者通过国际联机检索
,

选择检索工具
,

数

据库
,

检索词和检索策略
。

确定查新检索的范围是在确定立题和成果范围的基础上确定
的

,

它关系到查新工作的效率和查新结论的可靠性
。

在浩如烟侮的文献里
,
准确确定查

新范围
,

就能事半功倍
,

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

我们常用于国内农业科技查新的检索刊物
,

是以
“

中文科技资料目录一一农业
” , “

全国报刊索引(自然科技版)
” , “

中国农业文摘,!( 有

农业
、

粮食与经济作物
、

土壤肥料
、

园艺
、

畜牧
、

兽医
、

植物保护
、

农业工程等分册 )
, 、

“

中国

技术成果大全
” , “

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公报
” , “

广西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公报
” ,

自建的
“

热带

亚热带水果科技又献数据库
”

等为主
,

辅之以其他有关省
、

市地区农业研究单位公开发行

的农业综合专业期刊和相应的核心刊物
, “

科研成果汇编
” , “

科研年报
” 、

会议论文及有关

单位出版的内部期刊
,

内部资料等
。

国外的主要检索工具有 : (c A班》光盘数据库
,

以
(Ch

e而喊 九比坛鱿ts)
,

BA (Bi ol o
gi

c以川比切蛇扭)
,

B of 从Bi bli 昭琪Ph y of Agri
c ul恤)

,

A幼
n dex

,

以

及 CA BI的系列文摘刊物
,

有作物生理学文摘
、

大田作物文摘
、

园艺文摘
、

线虫学文摘
、

植

物育种文摘
、

农业昆虫学评论
、

植物病理学评论
、

水稻文摘
、

种子文摘
、

土壤和肥料文摘
、

热带油料作物种子文摘
、

杂草文摘
、

农业生物技术新闻与信息等
。

工
.

5
.

3 查新的时限 对查新时限
,

应该根据查新种类和内容的新颖性
,

拟订统一的
最低时限

,

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
,

追溯文献年限一般申报各类科技桨和成果鉴定类查新

项目为 切 年
,

科研立题类查新项目为 10 至 15 年
,

对于较成熟的技术
、

产品或工艺类的查

新项 目
,

应酌情延长检索年限q

L S
, 4 收集原始文献

,

综合对比分析 每个查新课题由专人负责
,

在确定的检索范

围里
,

按照要求进行分工负责
。

通过文献检索后
,

我们可得到少则十几筒
,

多则上百篇的

相关文献题录或摘要
,

这就要求我们作进一步的筛选
,

有些题录还要根据需要找出原始

文献看一看
,

根据情况再决定是否需要扩大收集范围
。

原始文献的收集
,

首先是利用本

单位现有的馆藏
,

其次是依靠网络单位开展馆际互借
,

当所需资料得到后
,

则需根据查新

的要求和有关的技术要点
,

逐一进行对比分析
,

球出他们之间的创新点。 有时查新专业

人员在对委托查新项目进行分析时碰到有关的文献有疑难点时
,

还需请教有关方面的专

家
,

请他们帮助分析对比
。

1
,

5
.

5 撰写查新报告 撰写查新报告必须在比较全面地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

础上进行
,

多年来
,

对查新报告虽有统一的格式
,

但若没有足够的认识和对原则掌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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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

查新报告的质量亦难合格
。

查新报告应如实反映检索情况
,

检索结果
,

报告的每一句

话
,

每一个数据
,

都应以文献为依据
,

尽量做到客观
、

公正
、

全面
,

报告应尽量避免使用定

性的词句和模棱两可的词句
。

查新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 : ¹ 课题名称
,

º 查新目的和要

求
,

» 使用手段和检索范围
、

年限
、

使用的检索工具书和检索词
、

检索式6 ¼检索
、

查阅国

内外文献情况
,

包括相关技术方案所在的文献名称
、

页码
、

密切柑关技术方案的内容摘要

等等
。 ½ 查新结论 :这是查新报告最为关键的部分

,

应根据检索与查新课题的具体内容
,

就其特点和主要技术指标等进行对比分析
,

明确说明
“

有
” “

相似
’生

或
“

无
”

的结论并初步判

断查新课题的创新点
。

总之
,

在内容上应具体地反映与该课题有关的技术背景扩技术指

标
,

技术路线等
,

在每条描述内容下面必须详细地列出与其相关的依据文献
。

1
.

5
.

6 查新结果审核 查新专业人员完成查新工作后
,

将全部查新材料 (检索材
料

、

查新报告等)交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审横人员审查后
,

方能盖章正式交付委托方使

用
,

经审查不合格的查新报告
,

要进行重查
。 , 、·

由子我们遵守了这样一个规范化的查新程序
,

查新的准确性有 了较大的提高扩经成

果查新的项目
,

获得了部
、

省不同级别的成果奖
,

立项的课题
,

投标开题的效果也较好
,

获

得委托单位和人员的好评
。

2 体会及建议
, ;

查新工作的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
,

查新不仅提高了科技立题和成果奖励的严肃

性
、

公正性
、

准确性
、

促使科技管理工作由
“
经验型

”

向
“

科学型
”

迈进
,

而且拓宽了传统的

情报服务范围
,

加强了情报系统的自身建设
。

因此
,

查新是不可缺少的科技管理工作
,

要

达到查新的要求
,

实现其目的
,

就必须做到 :

( l) 各级科技主管部门
,

要做好管理和协调工作
,

将查新列人科研立题和成果鉴定的

必需步骤
,

加强督促
,

使查新工作走上科学管理
、

规范管理的轨道
。

(2)科研人员要增强查新意识
,

将查新列人自己科研立题前和成果鉴定前的必要准

备工作
,

使科研真正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
,

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
,

也使科研成果有科

学
、

客观
、

公正的评价依据
,

从而正确确立科技成果的地位
,

以及科研人员的自身价值
。

(3) 情报单位要为查新工作创造条件
,

提高查新的保障率和准确率
。

由于查新工作

的时间要求高
,

对齐全的文献尤为迫切
,

目前图书期刊经费有限
,

书刊逐年大幅度涨价的

倩况下
,

书刊订阅萎缩
,

复本少
,

甚至没有复本
,

而且还要为读者流通服务
。

在这种情况

下
,

文献支持系统管理主要安排书刊的订阅
,

保证重要检索工具
、

核心期刊的齐全
,

制订

适宜的流通管理措施及适当安排过刊装订人库等 ;并与附近的农业科研
、

教育单位建立

可靠的馆际互借关系
,

以保证查新对文献的需求
,

使在确定的检索范围内
,

文献保持全面

性
、

系统性
、

连续性
。

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
,

应考虑建立与健全国内外农业科技文献数据

库
,

并与国内外计算机联网
,

加强文献支持的力度
。

(4 )不断提高查新工作人员的素质
。

查新工作是一项层次较高的综合性情报服务工

作
。

工作人员素质的优劣对工作的质量影响很大
,

目前从事查新检索的专业人员中
,

集

自然科技知识
,

科技外语
、

文献检索知识以及计算机知识于一身的
“

通才
”

并不多
,

需要我

们在工作实践中逐步培养
。

查新检索人员必须具备的业务素质应该是 :熟练掌握文献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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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

收集的各种手段
、

途径与方法
,

具有较高的分析归纳间题的能力
,
外语阅读能力较强

,

有一定深度和广度农业领域的专业知识
。

在当令科技迅速发展
、

研究水平 日益提高的情

况下
,

专业知识的
“

深度
”

愈显出其重要性
。

因为这是能否为检出的文献进行正确筛选具

有代表性
、
针对性

、

可比性
,

对同类研究报道中的技术要点
、

参数进行提炼分析对比
,

进而

作出客观准确表达或评判的关键
。

作为查新技术队伍
,

应该是专业知识水平较高
,

学科

配套
,

语种齐备
,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

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

讲究职业道德的队伍
。

要

达到这一高标准
,

就必须经常组织学习新的知识
、

新技术
、

新的检索知识
,

同时派出人员

参加各种专业培训班
,

学术报告会
,

外语学习班等
。

查新人员要有甘为人梯的献身精神
,

不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平凡
,

缺乏轰动效应而沮丧
,

抱怨 ;能保持稳定
、

有序
、

持久的工作

热情
。

(5 )委托查新用户要与查新专业人员配合
。

在查新过程中
,

有的委托查新用户未能

如实地反映成果水平
,

如有的用户明知国内外有类似的文献
,

但为了提高 自己的成果水

平
,

有意隐瞒 ;也有的委托用户开始不提供待申报成果的细节
,

创新的技术要点等
,

待查

到类似成果时
,

又谈自己的成果与他人的成果有独到每处
,

在这种情况下往往要
“

返工
” ,

既增加了查新专业人员的工作量
,

又延长了检索查新完成时间
。

因此
,

委托用户在填写

查新表格时
,

就应该向查新专业人员提供必要的技术资料
、

工作总结
、

工艺流程
、

技术参

数等
,

使查新专业人员能够根据创新的技术要点较为客观地与同类球果进行比较
,

当然

查新专业人员有责任对这些资料保密
,

并把资料退还给用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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