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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科 学 研 究 工 作 同 科 技 情 报

工 作 密 切 结 合 起 来

马 佩 琴
*

书刊情报和仪器设备 (含实验材料
,

药品等 )是开展科学研究的两大物质条件
。

某些纯基

础性研究课题
,

甚至可以不需要仪器设备
,

但书刊资料却不可少
。

科技情报工作贯穿科学研究

过程的始终
,

影响着科研的质量和进程
。

科学研究的发展
,

具体问题的解决
,

科学思想的完善
,

新概念
,

新思想的构思
,

也都要靠书刊情报的启发
。

发展科学需要情报
,

科学的发展又丰富了科技情报的信息量
。

目前
,

全世界的文献资料浩

如烟海
,

仅靠科技人员单枪匹马查阅是相当困难的
。

何况科技情报已形成一门学科
,

有相当复

杂的内在规律
。

因此
,

通过科技情报人员对科技文献作二次加工
,

将其中有用的知识信息浓缩

和释放出来
,

向科研人员提供利用
,

是十分必要的
.

但是
,

我国科学研究和科技情报工作的分离状态仍相当严重
。

一方面
,

科技情报工作为科

学研究及时提供可利用资料尚存在不少问题 ;另一方面
,

一些科研单位甚至课题组
,

为了局部

工作的需要和方便
,

常常竞相自
.

购一些图书期刊
,

并且有 日益追求多而全的趋势
.

由于无专人

管理这些书刊
,

往往分散在个人手中
,

特别是一些工具类和手册类图书
,

几乎达到人手一册的

程度
。

而科技书籍
、

期刊又比一般图书价格昂贵的多
,

每个课题都用有限的研究经费重复购

置
,

无疑造成严重浪费
,

且利用率也不高
。

有的科研单位还向外单位函索
,

甚至派人四出查询
、

检索
、

复印
,

不但费时费力
,

而且收效甚微
。

这是当前科研工作中存在的一种不正常倾向
。

这

个问题在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研究工作中也普遍存在着
。

为此
,

建议把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工

作同科技情报工作密切结合起来
。

在图书
、

期刊和资料的订阅和采购工作中
,

课题组应主动与有关科技情报部门取得联系
,

互相协调
,

以期尽量减少重复订阅
。

课题组经常使用的专业图书
,

期刊和资料
,

可以采取与书

刊情报部门联合共管的形式
.

在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
,

由情报部门统一编码
,

开列 目录
,

在优

先保证该课题组使用的前提下
,

进人借阅流通
.

基金资助课题组一些经常使用的图书
、

期刊和

资料
,

可以相对集中
,

一个时期进行定向使用
,

对其中一些流通率低
、

专用性强的书刊资料
,

也

可以由课题组管理
。

科技情报部门可以对各课题组的会议资料
,

参考资料
,

内部刊物
,

国际交

往中获取的学术报告
,

尚未发表的论文复本
,

已发表的论文抽印本等
,

进行收集
,

整理和借阅
。

还可以结合各课题组的实际需要
,

做一些复印资料的调配工作
,

将一些科技人员
、

特别是已毕

业的研究生用过的复印资料
,

上交整理
、

登记编录
,

提供他人使用
,

使书刊情报部门真正成为情

报交流的中转媒介
。

目前
,

在 N S F C 组织的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工作中
,

一些受委托单位就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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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与情报部门结合
,

建立和健全了有关学科发展动态信息库
,

情报部门不断为之充实内容
,

这是科技情报与科学研究结合的良好偿试
。

为搞好科研人员与科技情报人员的结合
,

在人员安排上
,

可在人员编制不变和 自愿的基础

上
,

提倡科技情报部门和课题组互相聘请对方人员参加兼职工作
。

科研人员做兼聘科技情报

工作
,

除了直接参加书刊情报管理
,

商定图书
,

期刊采购计划外
,

还可以帮助书刊情报人员有的

放矢地进行科技文献的二次加工工作
,

确定普查文献的范围和检索途径
,

提出编制主题目录的

选题等
。

由于科技人员参加了科技情报管理
,

可以掌握更广泛的宏观信息为我所用
,

加强科研

工作的深度
。

还可以协助书刊情报部门进行书刊情报工作的技术改造
,

逐步建立符合科研工

作需要的科技情报管理办法
,

方便科技人员查阅
。

基金资助课题组聘请科技情报人员参加该

课题的情报研究工作
,

既可以结合科研题目进行文献资料的普查和二次加工 (即进行主题 目录

和文摘整理 )
,

进行专题跟踪查阅和有关研究成果的文献反馈调查
,

又可以帮助科研人员提高

检索能力
,

进行馆际互借
,

复印
,

以至翻译外文文献等
。

由于情报人员参加了课题组
,

了解 了他

们的实际情报需要
,

就能主动和有针对性地将一些新的科技情报信息及时送到科技人员手中
,

还可以促进书刊情报部门采用固定而灵活的借阅制度
,

使科技人员及时看到最新的有关文献
,

增强课题组在科学前沿水平上 的竞争力
。

并且
,

科技情报人员参加基金资助课题组的情报研

究工作
,

可以向科技人员学习一些专业知识和了解科研工作特点
,

提高科技情报工作人员的水

平和能力
。

科研人员兼作情报工作
,

可以扩大知识面
,

提高从事科研工作实力
。

总之
,

科研人

员和科技情报人员取长补短
,

互相学习
、

互相促进
,

是推进科学基金项 目研究工作取得进展的

一项关键性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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