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心理学文献数据库介绍

管连荣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经近二年来的试用
,

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文献情报研究室建立的中文心理学文献数据库

已可向社会提供心理学文献检索方面的服务
。

该数据库收巢国内出版的心理学杂志及相关学科杂

志上发表的心理学文章
,

并收集一部分香港台清出版的心理学杂志上的文章
。

对在心理学杂志上发

表的文章全部收入
,

对在心理学相关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摘要收入
。

除《心理学报》
、

《心理科学通讯》

两份杂志是从五十
、

六十年代创刊时收人外
,

其余大多是 19 81 年以来所发表的文章
。

所发表的文章全部收入的心理学杂志有
:
《心理学报》

、
《心理科学通讯》

、
《心理学动态》

、

《社会

心理研究》
、

《外国心理学 》
、

《应用心理学》
、
《心理学探新》

、
《心理发展与教育》

、

《中华心理杂志》(台

青 )
、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等
。

对中文心理学文献数据库中收集的文章可从题目
、

作者
、

期刊名称
、

文章发表年代
、

主题词等多

种途径入 口
,

也可将这些加以组合作为检索人口
,

同手工检索相比计算机检索的明显特点是快速和

方便
。

除用于心理学文献检索外
,

中文心理学文献数据库中各个字段所含的信息都可进行定量分析
,

从而可对数据统计结果进行多种分析处理
,

例如
,

通过文献出现的撅率
,

可以分析学科的发展变化

和趋势
,

了解专业之何的交叉渗透关系等
。

目前中文心理学文献数据库在建库管理上除不断物入新的文献外
,

对心理学主题词标引技术

正加以探索
,

以不断提高文献枪索的查全率和查准率
。

中文心理学文献数据库采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电子计算机文献服务中心 (伪m 娜协“双月

D OC划. 比 . 如
。 5 . , k 思)开发的集成化的信息处理系统 ‘‘(玩俩, 的目 s七l 谧 玩众曰. 吐孙。 扮吓妞m )建

库
。

E 班 系统原用于中大型计算机上
,

为了推广使用
,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能广泛使用
,

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将 C D s /巧巧 移植到小蟹计算机和徽型计算机上
。

现在世界上已有近 100 个国家机构及国

际组织使用 《工‘/ 巧巧 图书情报文献管理系统
。

找幻国内将其进行二次开发
,

建成徽机汉字通用情

报检索软件(M沁m 一 c 一C幻s邝刃s )
。

CD s /巧巧是为管理结构化非数值数据库而专门设计的一种通用情报存贮检索系统
。

这种通用

系统的特点有
:

1
,

国际通用性强
。

2 ,

数据库的纪录为可变长
,

允许有重复字段和子字段
。

3 ,

检索速度快
。

4 ,

中英文通用
。

5
,

可方便地同 D B冉s E 等语言建立的数据库数据进行转换
。

这样
, C D s/ 巧IS 的用户就可以从笼重复杂的设计编写程序的任务中解脱出来

。

用户只要具有

一些情报专业知识
,

按照各级菜单的提示
,

就可以建立满足自己需要的各种数据库
,

并对其进行各

种操作
。

浦。劝 C习‘/‘‘ 软件的像语言为 巧鹅目 语言
。

其 1
.

0 版包括三个用户程序和三个系统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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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用户程序是
:

(1 ) Is 巧
.

E x E 数据库的维护与检索

(2 ) Is ls IN v
.

E x E 倒排文件的维护

(3) Is IS p R T
.

E x 卫 打印输出

三个系统程序是
:

(1) Is ls D E F
.

E x E 数据库定义的设定与修改

(2) Is ls u几
.

Ex E 系统实用程序

(3 ) Is 巧x cH
.

E x 卫 数据库和备份及 15 0 格式转换

与检索用户关系最为密切的程序一一数据库的维护与检索其菜单选择项如下 ,

程序 15 15 数据库的维护与检索 菜单 CX G EN
L一 选择会话语言

c 一选择数据库

E 一数据库维护

B一浏览主文件

s一检索

D 一显示检索结果

G 一执行以前的检索式

R 一显示 以前的检索式
P一保存检索结果

X 一退出

为了实现快速
,

丰富而又方便的检索
, c 一cD s/ Is ls 提供有 自己 的一套检索语言

。

浦
c ro C 一

C D s / 15 15 检索语言是以布尔代数为基础的
,

它提供了一种方便的方法来表达逻辑操作
。

每一个检

索词或取点用于描述记录中的主题内容或其它特征
。

实际上
,

可以认为它代表所有与检索词有关的

记录类型
。

所以
,

通过表达检索词之间的逻辑操作
,

用户可以精确地定义 自己所儒要检索的记录类

型
。

布尔表达式中可以有三种类型的标识符
:

精确检索词
,

右截断检索词和 AN Y 词
。

(1 ) 精确检索词

精确检索词是一对某一指定数据库定义了的任一可检索元素
,

诸如主题词
,

关键词
,

标题
,
作者

等等
。

例如
: “

工业心理学
” , “
记忆

” , “

心理学报
” , “

徐联仓
”
等都是精确检索词

,

用户必须熟悉要用 的

每个数据库的检索词
。

(2 ) 右截断检索词

用户可以只提供检索词的一部分
,

如同西文单词中的根来检索
,

而不必指定一个确切 的检索

词
。

这种技术称为词根检索技术或右截断技术
,

它可按照词头的字母顺序来检索
。

系统将自动地在

所有带该词根的检索词之间进行逻辑或 (O R )运算
。

右截断检索词 的表示法是在词根的最后一个

字符后加一个
“

$ ”
符号

。

(3 ) A NY 词 (内涵词 )

A N Y 是一个集合项
,

代表一组预先定义的检索词
.

每当用户在检索式中使用 人N Y 词时
,

系统

将自动地与所有的这个 人N Y 词有关的词进行逻辑或(oR )运算
.

A N Y 词 由
“人N Y ”

这个字和其后跟的检索词组成
。

例如
: ‘

测验
”

可用以检索多方面的测验(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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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脸
,

兴趣测验
,

智力测验
,

性向测验 )
.

A NY 词在用于检索式前
,

必须指定有关文件来为其定义
.

布尔运算

(l)逻辑或 (o R )

例如
, A 和 B 为两个检索词

,

分别代表用检索词 A 和 B 标引的两类文献
,

则这两类文献的逻辑

或就表示由 A 或 B 或 A
,

B 标引的文献
。

所 以
,

逻辑或玻用来扩展检索的范围
,

并且通常用 它来增加命中文献的数量
.

逻辑或用符号
“
十 ”
来表示

。

例如
:

为了检索有关京
,

津
,

沪地区的文献
,

可以如下使用逻
.

辑或运算
:

北京 + 天津 + 上海

这里
,

三个地区名称的顺序是任意的
。

(2 ) 逻辑与 (AN D )

如果 A 和 B 是两个检索词
,

分别表示用 A 和 B 标引的两类文献
,

则 A 的 B 两类文献逻辑与

的结果就是以 A 和 B 同时标引的文献
。

所以逻辑与被用来缩小检索范围
,

并且通常减少了命中篇数
。

逻辑与用符号
“ , ”

表示
。

例
:

为了检索有关医学心理测验方面的文献
,

可以使用逻辑与运算
:

医学心理学
,
测验

(3 ) 逻辑非(N o T )

如果 A 和 B 是两个检索词分别代表用 A 和 B 的标引的文献
,

那么使用 逻辑非就表示用 A 标

引但同时不包括 B 的文献
。

逻辑非用
“ 一 ”

表示
。

下面是两个实际使用例子
,

一个是检索方面的
,

一个是文献统计方面的
.

一
,

我国《心理学报》中 19 7 9 年以来有关汉字研究的文献检索如下
:

笔画繁简和词性差别对初识字儿童识记汉字的影响一 一件乐泉 李文馥 冯申禁 宋钧
, 19 7 9 , 2

根据结构特征对汉字数码检索法的研究一 一杨继本
, 1 97 9

, 3

在包含多种提取内容时加工层次对自由回忆和再认的影响一 ‘朱澄
,

1 9 8 2
, l

小学生字词概念综合性分类能力的实验研究一 一朱智贤 钱曼君 吴凤岗等
,

1 9 8 2
, 3

汉字结构的统计分析一 一彭瑞祥
,

1 9 82
, 4

老年人短时记忆特点的研究一一 许淑莲 孙长华 吴振云 王新德 蔡晓杰
,

1 9 8 2
,

4

速示下再认汉字的某些特征一一彭瑞祥 张武田
, 198 4 ,

L

速示条件下辩认汉字与无意义图形的实验研究一一尹文刚
,

198 4
,

3

小学中高年级学生识别汉语成语的信号检测论分析一 一叶一舵
,
19 8 5

,

1

再认性同一判断中汉字信息的提取一一彭腆龄 郭德俊 张素兰
, 19 8 5

,

3

汉语语词的短时记忆广度一 一喻柏林
‘

荆其诚 司马贺
, 1 98 5

,

4

汉语语词码相加效应的实验研究一 一喻柏林
, 1 98 6

, l

汉语字词的短时记忆容量一 一张武 田 彭瑞祥
,

19 86
,

2

关于短时记忆编码方式的实验研究一一莫雷
,

1 , 86
,

2

汉字认知过程中大脑两半球机能不对称性的实验研究一 一郭念锋 尹文刚
,
1 9 86

,
2

在回忆性同一判断中汉字信息提取的研究一一彭聘龄 郭德俊 张素兰
,

1 9 8 6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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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词码相加效应的实验研究之二一一喻柏林
, 1 98 6

,

3

概念形成渐进一一突变过程的实验性探索一一杨治良
,
1 9 8 6

,
‘

D G 人VP 易化记忆巩固过程与脑内蛋白质合成关系的探讨一 一林玲 吴馥梅 萧信生
,
1 9 8 6

, 4

汉字词笔划数对短时记忆容量的影响一 一张武田 杨德庄
,

19 8 7
,
1

用微型计算机实现动态画面显示一 一崔代革
,

1 9 8 7 ,
2

从汉字识别看视觉信息检测的整体优先性一一罗春荣 纪桂萍 房路江
, 1 98 7 , 2

成年熟练读者的汉字读音加工过程 一一舒华 张厚莱
,

1 9 8 7 , 3

语义的自动加工和选择性注意对 s tro o p 效应的影响一一纪桂萍 焦书兰
, 1 9 8 7

,
3

关于概念形成的一项实验研究一 一陈家林
,

1 9 87
,

4

范畴异同判断中大脑两半球功能不对称的实验研究一 一罗清旭 水仁德
,

1 9 87
,

d

三种攻角误差符的比较研究一一崔代革
,

1 9 8 7
,
4

汉字词 区配的偏侧化效应和事件相关脑电位一 一张武田 张建洲 赵竞
, 1 9 8 8

, 月

表象加工的容量和加工策略研究一 一纪桂萍 罗春荣
, 1 9 8 9

,

1

失读病人阅读过程中汉语词的形音义三维关系的探讨一 一胡超群
,

1 989
,

1

词干补笔与速示器辩认的起动效应保持过程的比较一 一朱没 黎天骋
,
1 9 8 9

,
2

中国儿童少年在表意和表音文字辨认中大脑两半球的机能特点一 一胡碧媛 许世彤
, 19 8 9 , 2

母语不同者在汉字及英文辨认中大脑两半球的功能特点一一羊彪 许世彤
, 1 9 8 ,

, 2

运动视觉的奇次倍频现象一 一吴新年 姚国正
,

19 8 9
,

2

汉字读音中的音似与形似启动效应一 一张厚聚 舒华
,

1 9 8 9
, 3

事件相关电位反映汉字与其心理模板的失匹配一 一楼良岗 范思陆
,

198 9 ,

3

语音与汉字识别一 一王乃怡
, 19 9 0

, 1

汉字的视知觉一一喻柏林 冯玲 曹河忻 李文玲
, 1” 0

,

2

藏族
、

维吾尔族在表音
、

表意文字辩论上大脑两半球的功能
·

一 一王克虹 许世彤 等
,

1 9 9 0
,

2

二
,
《心理学报》1 9 8 6一 1 9 9 0 年论文统针如下

:

类别 篇数

认知心理

教育
、

儿童
、

发展心理

心理测验

生理心理

社会心理
、

管理心理

工程心理

医学心理

运动心理

基本理论
、

心理学史

7 8 (2 1
.

8 % )

8 0 (2 2
.

4 % )

4 5 (1 2
.

6 % )

6 3 (1 7
.

6 % )

1 7 (4
.

8% )

2 6 (7
.

3%)

8 (2
.

2 写)

8 (2
.

2% )

3 3 (9
.

2% )

以上是 1 9 8 6 一 1 9 9 0 年间心理学报上论文的分类统计
。

将其结果同 1 9 6 4一 1 9 8 5 年间心理学报

上论文分类统计比较中可以看出
,

这几年来心理测验论文有了明显增多
,

社会心理学及管理心理学

论文的在比例上上升较快
,

生理心理学
、

神经心理学论文也在迅速增加
,

以及相应地教育心理
、

发展

心理方面论文在比例上有了一定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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