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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砒知识讲座
。

工业医学中文文献查阅方法

翻南准金防护防治研究所 杨 教

医学科学文献浩如烟海
,

要快速
、

准确地查到所

公的工业医学文献
,

就箫籍助于正确的文 献 查 阅方

法
。

每个国家都有 自己完整的检索工具体系
。

本文拟

简介工业医学中文文献查阅方法
,

供工业医学工作者

在科研或实际工作中参考
。

一 我白现有工业医学的各类文欲

(一 ) 医学图书 有教科书
、

专著
、

进展丛书
、

医学百科全书及手册等
。

1
。

教科书
:

具有严格的科学性
、

系统性和逻辑

性
,

当对一个课题毫无了解时
,
一般应从查阅教科书

开始
,

如 《劳动卫生学 》 (最新版 ) 等
。

2
。

专著
:
是针对某一专门题目作出系统而全面

叙述的一种著作
。

它是以著者本人的工作为基础
,

消

化吸收其他学者的材料
,

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

主要用

途是帮助读者深入全面认识所研究的间题
,

如 《致癌

性多环芳烃的研究 》 等
。

3
。

进展丛书
:

专门汇集某一学科在一定时期内

(一般数年内) 的进展和成就的综述性文章
。

多数是

作者近年内有选择地积累资料
,

整理写成的
。

有助于

在较短时间内了解有关学科的进展情况
,

如 《劳动卫

生学进展 》
、

《职业病学进展》
、

《工业 毒 理 学进

展》 等
。

4
。

工具书
: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是为医药卫生人

员查阅的专科性参考工具书
,

全面而精确地概述中西

医药科学中的重要内容和最新成就
,

共有 100 分册之

多
,

与工业 医学有关的分册
,

如 《劳动皿 生 学 》
、

《毒理学 》
、

《流行病学 》 等
。

《职业卫生与
.

安全百

科全书》 (第三版 ) 为职业卫生与安全的 大 型 工具

书
,

系根据最新英文版 ( 198 3年第三版 ) 译成
,

共收

条目近 1 0 50条
,

约 560 万字
,

内容丰富
、

新颖
,

查阅

方便
。

另有手册如 《工业生产中有毒物 质 手 册》
、

《劳动卫生调查手册》
、

《工业中毒便览 》 等
。

(二 ) 索引 有书目和目录等
。

1
.

《欲国减书目》 : ’

是根据全国各出版单位向

版本图书馆呈缴的出版物样本编成的目录工具书
,

它

辱映不寒国钾书谊裁节的全貌
,

是检索国内图书的主

要梅索工具
。 : ;:

2
。

《 全国新书目》 : 是及时报道全国新书出版

情况的目录性刊物
,

为月刊
,
以分类形式报道近想出版

的新书
,

、

如可从医药卫生类中
.

的预防医学
、

卫生学分

类中查到新书如 《职业病症状诊断》 等
。

3
。

《全国报刊索引》 (科技版) :

由上海图书

馆编印 (月刊) ,

收集国内公开和内部发行的省
、

市
、

自治区及部分地方出版的全国性
、

专业 性 报 刊
,

其

中中文期刊 3 0 1 6种
,

基本大类类 目和类号与 《中国图

书馆图书分类法》 一致
,

与工业医学有关的类目如 R

医药卫生
: R l 、

预防医学
、

卫生学
、

R “ 环境卫

生
、

R ” 劳动卫生
、

R g 。 毒物学等
,

由此可查找有关

文献如
: “

生物监测是保护职业人群健康的重要手段

之一
” ,

顾祖维综述
, 《铁道劳动安全卫生与环保》 ,

19 87年 3期 60 页 , “

热环境下劳动时的水补充
” ,

邢

成等
, 《中国应用生理学杂志》 , 1 9 87年 3卷 4期 29 5页 ,

“

煤矿呼吸性粉尘浓度与总粉尘浓度的关系
” ,

邢国

长等
,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 , 198 7年 5卷 6 期

32 7页等
。

4
。

《中文科技资料目录》 :

是检索国内期刊论

文和科技资料的题录
,

共22 分册
。

如第 ( 4 )二分册
,

医

学
,

由医学科学院医学情报所编辑
, ( 2 2) 分册

,

环境

科学
,

由中国科技情报所编辑
。

均为双月刊
。

5
.

《中文科技资料目录》 .

由重庆市科技情报

所译辑
,

为月刊
,

每期报道约1 00 。条
,

在医药卫生类

的预防医学
、

卫生学分类中也能找到不少有关工业医

学的文献要录
。

「

(三 )期刊 期刊上的论著是第一手材料
,

是很多

参考书的原始材料
,

为极其重要的参考文献
,

能及时

反映最新的科研成果
。

科学工作者只有搜集足够的期

刊文献资料
,

对所研究课题进行初步的调查研究
,

才

能开始进行实验研究工作或撰写科学论文
,

否则可能

重复他人的工作
。

期刊有杂志
、

学报
、

文摘等
。

九
舫

:
目前国内发行的有关工业医 学 的 主

要杂志约有
: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

工业卫生与

职业病
、

职业医学
、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

中国工业医

学杂志
、

卫生研究
、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

劳动

医学
、

华中劳动卫 生
、

铁道安全卫生与环保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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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学报
:
学报种类繁多

,

其中常有工业医学文

献登载的学报约有
:

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
、

北京医科

大学学报
、

上海医科大学学报
、

中国医科大学学报
、

同济医科大学学报
,

哈尔滨医科大学学报
、

中山医科

大学学报
、

华西医科大学学报等
。

3
。

文摘
:

有关工业 医学主要中文文摘有
:

(1 ) 中国医学文摘
:
现有内科学

、

卫生学等 11 种分

册
。

其中卫生学分册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

品卫生研究所编辑出版 (双月刊 ) , 1 9 8 8年引用国内

外公开发行的期刊 91 种
。

与工业医学有关的分类
:

①

劳动卫生
,

②职业医学
,

⑧环境监测等
。

该文摘引用

期刊比较广泛
,

摘选题目比较准确
,

查阅方法简便
,

报道速度较快
,

例如
: 1 98 8年上半年即可找到当年期

刊文摘如
“
石棉和肺癌

” ,

王治明等
,

《 中华劳动卫

生职业病杂志 》 , 1 988年弓卷 1期旧~ 8页
。

(幻 《国外医学 (卫生学分册 ) 》 :

中国预防
、

医

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编辑
,

主要是国外文

摘的译文文摘
,

但每期
`

都有综述或评述性论文
,

文后

列有数十至数百篇参考文献或书目可供进一步查阅
。

(3 ) 《中国现代医学文摘摘编 》 :
浙江医科大学

编辑
,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 1 988 年引用 82种中文期

刊
,

内有预防医学
、

卫生学分类
。

(4 ) 《 环境科学文摘 》 :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情

报研究所编
,

为双月刊
。

其中
·

环境医学类中有环境卫

生与劳动卫生分类
。

二
、

具体奋阅方法

为了迅速
、

准确地找到所需要的文献资料
,

需掌

握下列的查阅方法
。

根据科研任务的性质与要求
,

选

择使用
。

4 9
` .

1
.

追溯法
:

利用文献结尾时所附的参考文献
,

逐 一 追 踪 查

找
。

当接受研究课题或工作任务可用此法
。

例如
:

进

行
“

铅中毒防治措施的研究
”

课题时
,

首先可查 《 中

国医学百科全书》
、 《职业卫生与安全百科全书 》 等

工具书中有关铅的条目
,

对铅中毒防治有初步轮廓的

了解
,

然后在常用工业医学杂志中找到综合性文献
,

最好是综述或评述性论文
,

如在 《工业卫 生 与 职 业

病 》 1 98了年 13 卷 2期中找到
“
我国工业铅中毒研究三

十六年
, ,

文后附参考文献 19 篇
,
可依次逐一查找

,

并以此类推
,

不断扩大文献来源
。

追溯法优点是费时

少
、

效率高
、

方法简单易行
,

没有检索工具或检索工

具不齐全时
,
也能找到有关文献资料

,

缺点是漏检率

较大
。

此外
,

因依赖于参考文献追踪
,

不 免 范 围 较

窄
,

对该课题认识也受一定限制
。

2
。

常用法
:

利用检索工具查找文献资料是目前常用的方法
。

当接受比较重点的课题时
,

需要利用检索工具系统查

阅文献资料
。

因逐年逐卷地查找
,

查全率较高
,

而且

边查边修订检索策略
,

故查准率也较高
。

当所找到的

文献资料满足需要时
,

即可停止检索
。

该法的缺点是

费时较多
,

工作量较大
,

而且必须检索工具齐全
。

3
.

系统长期积累法
:

根据任务内容
,

有时需要长期
、

系统
、

全面地积

累有关文献资料
。

例如
“

被中毒文献题录索引 ( 1 8 84

~ 197 6年 ) ” 、 ,

查找近百年文献
,

追溯至首篇有关被

毒性的报告
,

在此基础上
,

往后每年不漏 地 逐 年 枪

索
,

此 法 可 获
“

全
、

准
、

新
,

优 点
,

但 费 时
、

费

力
。

问 神经衰弱与工业毒物所致的神经衰弱综合征

有何区别 ?

替 神经衰界 ( n 仑匡氏均切 e川 a ) 是一种常见的神
`

经症 (神经官能症
,

n 曰理佣坛 )
。

神经衰弱的发病与内因 (如性格等) 和外因 (过度

劳累
、

精神刺激匆有关
,

是由于神经活动长期持续过

度紧张
,

导致大脑皮质兴奋和抑初过程动力平衡失诃

而引起
。

临床主要表现为易疲劳
,
工作与学习效力减

退
,

经休息亦不能好转 , 情绪障碍
,

易兴奋
,

激惹或

急躁 , 躯体症状多样 ; 睡眠障碍
,

如白天思睡
,

而晚

间失眠
、

多梦
、

易醒
,

以致头昏
、

耳鸣
、

记忆减退
、

·

问题解答
·

注意力不集中 ,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

如胸闷
、

气急
、

心悸
、

多汗
、

食欲减退
、

腹服
、

尿颇
、

阳篓
、

月经失

调等多 病理心理反应
,

大多有疑病倾向
,

如 一 时 心

悸
,

即疑有心脏病
,

对疾病顾虑
、

担忧引起焦虑不安

和紧张恐惧
。

病理心理反应常受患者主观见解
、

性格

特点和周围人 (包括医务人员 )的态度等影响而变化
。

神经衰弱的临床特点是起病缓慢
,

与精神因素有

密切关系
。

症状多样
,

可有精神
、

神经及躯体方面的

症状
,

并时轻时重
,

并无相应的器质性病变存在
。

病

程有迁延倾向
,

预后良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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