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 通论和论著
、

经验交流
、

调查报告
、

研究简报
、

图书评述和文献介绍
、

新药简介及科学

家传记等
。

文章内容包括药学事业的经济和组织
、

药房和药厂工艺
、

生物药学
、

药物分析
、

药学科学通论
、

学术批评和书刊介绍
、

学者周年纪念等
。

改刊后读者对象除营业药房和医院药房
、

药检和药政部门药师外
,

亦 可供制剂厂
、

化学

制药厂技术人员及高
、

中等药学院师生作参考
。

因此文章涉及面较广
,

除了实验性研究论文

外
,

对药学事业的科学组织和管理
、

药品供应
、

药物合成与分析
、

药房现代化装备和机械化

等均有文章发表
。

本刊是苏联目前唯一的药学刊物
,

读者面广
,

年每期印数约 万份
。

每期目录系俄英文对照
,

凡属论著栏的研究论文
,

在篇末附有英文标题及摘要
,

并在该

期末附加俄文摘要
。

每卷末按分栏内容编有主题索引和著者索引
。

结语 由于世界各国出版的药学期刊杂志种类相当多
,

即以  !年全国各高等院校
、

科

研单位
、

情报所
、

图书馆等所收藏的外文期刊而论
,

药学 包括药理学
、

药物学 杂志将近

扩 种
,
而有关 医学

、

化学
、

植物学等科杂志尚未算在内
,

因此今后将有重点
、

有选择地陆续

介绍
。

希望在查阅文献资料时
,

首先要了解某些杂志的内容特点
,

其次要掌握检索的方法
,

找到与自己待解决问题有密切关系而又为核心的期刊
,

才能举一反三
,

左右逢源
,

迅速查 出

需要的资料
,

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

美 国
衣
化 学 文 摘

。
的 用 法

第二军医 大学图书馆 翁赓年

落

经济振兴和教育提高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

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与开发脑力
,

利用情报是

分不开的
。

有人将精确
、

有用的情报对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比作氧气对我们健康与生命那样必

要
,

并不过分
。

本世纪五十年代后各国科技发展迅速
,

文献资料数量猛增
,

据 国外统计
,

年全世界出书 多万种
,

期刊 万多种
,

其中科技期刊约有 万多种
,

内含文献资料

多万篇
,

其中期刊论文约占
。

加上文献的分布面广
,

重复率高
,

语种也多
,

要找到精确

而有用的情报资料
,

如大海捞针
,

实非易事
。

因而
,

必需借助于检索工具
。

检索工具中最常

用的就是美国 匕学文摘》
,

它的磁带可供计算机检索
,

而它的杂志则供手工检索
。

现代科技的发展也出现 了不少跨医学
、

药学
、

生物
、

化学等学科的新边缘学科和许多综

合交叉的专业
,

因而药学工作者也离不开化学文摘
,

加上化学文摘中每年摘录有关医药
、

生

化的文献达十万余篇
,

每二周 中有关世界上最新医药成就的文献报导近五千篇
。

如果掌握了

它的用法
,

对广大医药科学工作者是非常有益的
。

一 一



一
、 《
化学文摘

》
的概念与特点

攀

美国 《化学文摘》
,

简称
,

是由美国化学学会化学文

摘服务社  
,

简称 编辑出

版
。

其前身为美国化学研究评论
 ,

 一
。

是 目前世界上发行量最大
、

报导速度最快
、

内容最丰富
、

影响面最广的文摘杂志
。

尤其是

在  年兼并了另一具有世界声誉的
、

已有 多年历史的德国化学文摘

一 之后
,

其身价就更高了
。

在其封面中央印有

’  ” 世界化学文摘的钥匙
,

因为它收集了世界上近 的

原始的化学
、

化工文献
。

创刊于 年
,

开始为半月刊
,

一年出一卷共 期
。

 !年第 卷起改为周刊
。

一年

出两卷
,

每卷 期 全年 期
,

至今仍是如此
。

《化学文摘》的特点
,

也就是它的主要优点是

一 它收录的文献数量大
,

而且逐年增加
。

现在每年收录约 万篇
。

二
‘

之收录的范围广
、

品种多
,

现已收录 个国家与地区用 种不同文字写的  

多种期刊与书籍
、

会议录
、

技术报告及专利等文献
。

三 它的报导速度很快
, ,

年开始用电子计算机进行部分编辑工作
,

 !年编辑

工作全部实现电脑化后更为迅速
。

时差约 天
。

四 它的检索系统非常完善
、

实用
。

还出版了机用磁带
、

累积索引
、

专题选辑等
,

深

受世界各国科技工作者的欢迎
。

几乎全球每个角落
,

每所自然科学范畴的高等院校里都订有

备
二

、

怎样使用化学文摘

吞

一 检索文献之前
,

先要了解一下 的编排
、

分类方式及其文摘的著录格式

的编排及分类 内容的编排
,

创刊时分为 类
,

年改为 类
,

年为

类
,

年为 类
,

从 年第 卷起到目前为止分为 类
。

这 类又分属 个部分
。

这

个部分的名称及其所含类数如下

生物化学部分 药理学
,

哺乳动物激素

,

生物化学遗传学 等 个类
,

其类目序号

为 一
。

有机化学部分 普通有机化学

,

物理有机化学
,

脂肪类化合物

 等 个类
,

其序 号为 一
。



大分子化学部分
 

合成高聚物化学

 !∀#
,

合成高聚物物理性能(P hy
sieal P roperties or synthe

-

tie H igh P olym ers ), 塑料制造及加工 (P z
a , t i c s M

a n u
f
a e t u r e a n d P r o e e s s i

n g ) 等22个类
,

序号为35一吐6
。

( 4 ) 应用化学与化学工程部分 (A ppli
ed e hem istry and e hem iCal E ng ineering seetio

-

ns): 仪器和工厂设备 ( ^ pp
aratus and P lant E quipm ent ), 药物(P h

arm aceutieaxs), 药物

分析 (ph
arm aeeutiealA nalysis)等18个类

,

其类目序号为47一64
。

(
5

) 物理化学与分析化学部分(P hy
sieal and A nalytieal ehem isrry seetions): 普通物

理化学(G
eneral p h ysieal e hem istry ), 催化作用

、

反应动力学和无机反应机理 (e
ataly sis ,

R e a e t i
o n K i

n e t
i
e s

, a n d I
n o r

g
a n

i
e

R
e a e t

i
o n

M
e e

h
a n

i
s
m

s
) 等16个类

,

其序号为65一50
。

C A 单号期专载1
、

2 两大部分
,

即生物化学部分和有机化学部分
,

包括l一34 类
。

双 号期

专载 3
、

4

、

5 三大部分
,

即大分子化学部分
、

应用化学与化学工程部分及物理化学和分析化

学部分
,

包括35 一80 类
。

如欲查有关药理学的文献
,

就要在单号期中去找
。

欲查有关药物的

文献
,

就要从双号期中查找
。

文摘列为那个部分是由 CA 编辑按原作者主要目的及文章内容

来审定的, 但由于科学技术的分科总有跨类
,

因而各部分之间会有重复
。

2

.

C A 文摘的著录格式 其格式按文献来源可分为期刊论文
、

图书
、

专利
、

会议录
、

档

案资料
、

技术报告等格式
,

然而这些格式大同小异
,

只要将一般期 刊论文的著录格式搞清楚
,

就能举一反三
,

触类旁通
,

其他各种格式也不难掌握了
。

现将期刊论文的著录格式举例说明

如下
:

93:316 48slp r侧
uetion ,

p
u r

i f i
e a t

i
o n a n d

e
l i

n
i
e a

l
a
p p l i

e a t
i
o n o

r h
u m

a n
f i b

r o
b l

a s t

i
n t

e r
f
e r o n 2

.

C
a r t

e r
,

w i l l i
a
m A

.
:

H
o r o s z e

w i
e z ,

J u l i u
s

5

.

( R o s
w

e
l l p

a r
k

M
e
m

.

I
n s t

.
,

勿

Buffalo, N Y 1 4 2 6 5 u s A )
3
.

p h
a r

m
a e o

l

.

T h
e r 4

.

1 9 5 0
,

s ( 2 )
,
5 5 9

一

7 7 ( E
n
g )

5

.

A r e v
i
e
w

w i t h 6 6 r e f
s
.
6
.

( 下面文摘具体内容略 ).
·

…

说明
:

(1) 文摘号
:
其前93 是卷号

。

最后一个英文字母
,

计算机核实用 , 每卷文摘从 1 号开始
,

通卷连号到末期末篇文摘
。

( 2) 论文题 目
: 一律用英文

,

本题中译是
“
人体成纤维细胞干扰素的生产

、

提纯和临床

应用
” 。

其他语种写的文章题 目也译成英文
。

(3 ) 作者姓名
:
按姓在前

、

名在后排
,

括号内为作者〕;作单位或通讯处
。

(4 ) 刊物名
:
斜体字

,

一般缩写
;
其后为出版的年份

,

卷 (期 )及起迄页
。

( 5) 原文章的语种
,

均置于括号内
。

( 6) 参考文献数目
,

只有综述文章有此项
,

一般文章无
。

兹再举一个图书的著录格式 以作对照
。

6 8
:

8 0 1 5 8
2

S t o r a g e a n d H
a n

d l i
n 只 o f P e t r o le u m L i口

u
id
s : P r a e t i

e e a n d L a w
.
J
.
R

,

泳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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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hes G riffin and Co
.: London ,

1 9 6 7
,

3 6 1 P P

.

$ 6 9

说明
:

在其开头为文摘号
,

接着是书名
,

作者或编者姓名
,

出版地
、

出版年度及总页数
,

最后

为书价
。

由此可见与上大同小异
。

( 二 ) 了解 c A 的各种索引
,

便于选择对自己最方便和有用的索引
,

也就是下 竹要讲的检

索途径
。

c A 的各种索引简介如下
:

1
.
期索引(Iss ue In de x) c A 各期由文摘和索引两部分组成

,

文摘在前
,

索引在后 , 它

有 以下三种
:

(1) 关健词索引 (K
eyw or d In dex ) 它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索引

,

该索引仅将儿个起关

键作用的词
,

按字母顺序编排
,

不考虑文法上的结构
,

选词是关键
。

( 2) 专利索引 (P at
ent In dex ) 所谓专利

,

就是对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创造发明
,

通过法

律的形式给予保护
。

专利文献是第一手资料
,

是重要的情报来源之一
。

c A 收录了27 个国家和

地区的约40 多种专利
,

它是按国名的第一个字母顺序排列
。

1 9 8 0 年以前
,

专利索引分为专利

号索引(N
um eri。a l P a t e n t I n d e x )和专利对照索引(P

atent C oneordanee)两种
。

( 3) 作者索引 (A ut h
or Inde x ) 它是按姓名的字母顺序排列

,

个人和团体 (公司 )作者

混合编排
,

一律用首字母作为名的缩写
,

注意姓前
、

名后
。

每个作者均能查到
,

但第二及第

二 以后的作者要见第一作者后才能查到
。

2

.

卷索引(V of um
o Index ) 它是检索当卷各期中全部文摘的索引 , 在每条索引标题之

后均有文摘
一

号
,

使用起来很方便 , 主要的有以下五种
:

(一) 主题索引(s
ubjeet Index ) 它在1907年创刊时起就有

,
1 9 了6 年 76 卷起它又分为以

下两种
:

1 ) 普通主题索引 (G
eneral subjeet Index ) 它主要包括那些不涉及到专门化学物质

的内容
。

如化学物质的大类
、

分类与定义不明确的化学物质
、

岩石
、

物化概念和现象
、

化学反

应
、

工程
、

化工装置
、

生物学和生化主题 (特殊生化制品例外 ) 及动植物的俗名
、

学名等
,

按主题名称的字母顺序排列
,

注有文摘号
。

2 ) 化学物质索引 (Ch
em iCal substanee xndex ) 它包括的内容很多

,

至今已有数百万

种化合物
。

编入该索引的必须是¹ 组成原子和原子数为已知 ,
º 价键清楚 ,

» 立体化学结构

明确
。

具体来说是指那些现在已完全确定的化学元素和化合物及其衍生物
,

己知 的金属 合

金
、

矿石
、

化合物的混合物和聚合物; 已知的抗生素
、

酶
、

蛋白质类 和多酶类及基本粒子等
。

它是按化学物质的名称字顺排列
,

其后标有CA s 的登记号
,

一

厂注有文摘号
。

( 2) 作者索引(A ut h o
r In de x ) 1907年起就有

,

至今变动不大
,

除个人作者外还包括团

体作者
,

它用法同期作者索引
。

除姓名外
,

还有原始文献的标题及文摘号
。

在文摘号前有 P

者为专利
,

B 表示书籍
,

R 表示综述文章
。

无符号者均为期刊文献
。

横划线代表为首作者姓

名
,

后随 合作者
。

( 3) 分子式索 弓1 (F or m ul
a In dex ) 它从 1920年起就有

。

它是将全卷所报
一

导的各种化合

一 31 一



物的分子式符号的英文字母顺序编排
。

它是通过化合物分子式来找化学物质索引标题的良好

工具
,

对分子结构复杂
、

分子量大
、

异构少的更为简便
。

( 4 ) 专利索引 (p at
ent Index ) 95卷以前

,

分为专利索引和专利$J. 照索引两种
:

1 ) 专利号索引 (N
um eriea! p aten t xn dex ) 从 2935年开始编排

,

是按国名简称字顺排

列
。

同一国的专利再按号码的大小顺序排列
,

N
o

.

下 为专利号
,

R ef

.

下为文摘号
,

除有每期

及每卷的外
,

还有五年及十年的累积本专利号索引
。

2 ) 专利对照索引 (p
atent C oneordanee) 它从1963年58卷开始有

,

它按国家名称字顺

排列 , 然后再按专利号码大小编排; 每一专利号后注有相当于另一国家的某号专利
,

并有文

摘号
。

3

.

卷辅助索引有
: 环系索引(Ind

ex of R ing system s) 及杂原子索引 (H
etero 一

^
t o

m

-

玩
一
C

on
t
ex

t I n d
e x

)

,

简称
aH A IC index

,, 。

4

.

指导性索引有
:
索引指南(I

ndex G u ide)1968年69卷起逢单卷出;

索引指南增刊(Ind
ex G u ide s up p lem en t)1972年77卷起逢单卷出

,

登记号索引(R
egistry N u m ber Index )75卷后改为登记号手册

。

5

.

累积索引(C
olleetive In dex )也分主题

、

作者等累积索引
,

1 9 0 7 一1956年每10年一次
,

1 9 5 了年起每 5 年出一次
。

也

场

三
、

各种途径检索方法及实例

(一 ) 作者检索途径

按作者来检索文献
,

近年来愈来愈被重视
,

因为它除了个人作者外
,

还包括团体
、

公 司
、

专利权获得者
、

专利权受让者等
。

它是按姓在前
、

名在后的方式及字母的顺序来编排
,

因而

查起来很方便
。

期的查期作者索引
。

卷的
、

累积的查相应的卷或累积的作者索引
。

对非拉丁

语系的作者姓名及其所属单位的名称
,

一律用音译的方法将它译成拉丁 ( 英文 )字母
。

如唐

敖庆应译为T ang ^ o
一

Q i
n
g

。

检索实例
:
假如我们已知 P ac

e,
D

.

G

.

和 G ill i
s,

R

.

A

.

在今年初发表过一篇有关地高辛

( di goxi n) 对心脏及中枢神经系统的毒性 问题的文章
,

我们按字母顺序在82 年C A 第96 卷23 期

的作者索引中找到
:

G illis R A 193186d P aee D G 193186d

(注
:
这里条号一样

,

指不论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均能查到 )
。

然后按这个条号
,

就能很快地在该期中找到下面所需的文献
:

落

96: 193186d Im Provem ent of the tox ie to inotroPie dose ratio of digoxin by
exeluding eentral nervous system influenees on the heart.Paee, D

.

G

.

; G i l l i
s ,

R

.

A

.

(
S

e
h

.

M

e
d

.
,
G

e o r
g
e t o

w
n U

n
i v

.
,

W

a s
h i

n
g t o n

,
D C 2 0 0 0 7 U S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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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用卷作者索引找
,

也是按姓的字顺去找
,

一篇文章有几个作者
,

无论从那个作者均能

查到
。

不过除了第一作者外
,

其余作者见(
see )第一作者

。

卷作者宗引中除了作者
、

条号外
,

还有文章篇名
。

( 二 )主题检索途径

这是一条最为重要
、

最为常用的途径
,

如果要查c A 中某期内的文献
,

就直接查该期的关

键词索引就可以
。

这适用于最新文献
。

如要查某卷的文献
,

就找相应的那一卷 (一般适用于

查二年前的文献 )
,

但先应确定所要查的题 目
,

是属于普通主题
,

还是化学物质
。

然后再到

有关的索引中去检索
。

例如
:
我们要查有关

“干扰素对正常细胞或肿瘤细胞作用
”
方面的最新文献

:

1
.
因为最新

,

一般先应从期索引入手
:
第一步将这个题 目的关键词找出来

,

本题
“干

扰素
”
是最主要的关键词

,

并译成英文 Int er fer
on ; 第二步再用 Int

erfer on 这个词到各期期

末的关键词索引中按字顺来找
。

兹 以198 0年93 卷第13 期为例
,

可找到4。多篇
,

现选二条摘录

如下
:

Interferon (s )

In du etion im m u n osu P Pressor faetor 13 042 62 , P
r o

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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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o r

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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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n e e
l l v

i
r u s

1 3 0 4 2 5 y

然后根据这两个条号
,

很容易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下面二篇文献
:

一篇的题意是
: 通过对慢性损害的小鼠细胞观察干扰素对病毒的和细胞的蛋白质生物合

成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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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篇的题意是
:
诱发抑制因素的干扰素

:
调节正常的和肿瘤的细胞的机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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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怎样利用卷索引来查上述题 目的文献
:
第一步同期索引

,

选出关键词
,

译成英文 ,

而卷索引还要判断
“干扰素

”
这一词是属于普通主题

,

还是化学物质
。

一般说来
,

除少数几

种已确定化学成分及结构的属化学物质外
,

极大多数的干扰素均为普通主题
,

所 以要用卷普

通主题索引来查
。

现以89 卷为例
,

一

可以在 Int er f
ero n 这个主题词下找到100 多条有关干扰素的文章

。

现将有

关的摘录两条如下
:

Jn terfero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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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一3理,) : ,。

然后按这些条号
,

在相应的期中就可 以找到以下二篇要找的文献
:

¹ 8。
: 2 J 3 4 5 1 9 L y m p h o b la sto g en e sis in D o w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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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的题意是
:
特温 氏综合征中成淋巴细胞的生殖和人体干扰素对它的抑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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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篇的题意是
: 干扰素消除植物凝血素治疗所引起的异 种胸 腺 细 胞 中 D N A 合成均

停止
。

( 三 ) 其他检索途径

正如上述
,

最有用的检索途径是主题检索途径
。

然而如果对分子式熟悉的话
,

可 以!!娜圣

子式索引来查
,

例如欲查有关葡萄糖临床作用的文献
。

已知葡萄搪的分子式为 C
oH ::O 。

c H O
,

经相同元素归类后即得 C
6H , 2 0 6 ,

再按此去找
,

即可 以在分子式索引内查到许多有关文献
卜

又如某国某专利号的发明或创造
,

可以找专利索引
。

如已知登记
一

号的可查今记
一

号索引或

登记号手册
。

一些商品名
、

通俗名如果直接从主题索引 (包括普通主题索引及化学物质索引

及关键词索引 ) 中查也许查不到
,

那可通过索引指南来查出
。

奋

寻

《
雷 氏 药 学 大 全

冲
第 16 版 评 介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系 张紫洞 奋

((雷氏药学大全》 (R em i,飞g t o n
‘
5

P h
a r

m
a e e u r

i
e a

l s
c

i
e n e e s

) 1 9 8 0 年 已经 {I})跤了第16版
。

此次新版仍为大16 开本
,

共1926页
,

附有插图680 多幅
,

由于铅字字体缩小
,

钦乙15 版 ( 1975

年 ) 的1964页篇幅略有减少
。

此书不但在世界各国医药机构中和药学工作者个人手头中列为

必备的参考书
,

就是在我国国内也为广大药工人员熟知而经常查阅
。

在13 版之“书名为 《宙

氏药学实践》 (R
em ing to n ‘5 p

r a e t
i
e e o

f P h
a r

m
a e

y )
,

系为纪念原编著者 J
.
P
.
l之em in g to n而

命名
。

雷氏在美国最早的药学教育机构—
费城药学院任教 (该院迄今有161年的建校历史

,

现名为费城药学和科学学院 )
。

从1886年起他本人亲自上编了本书1至 6版
。

在他逝世以后
,

屡易主编
,

并组成了编委会
。

目前该书拥有美国药学方面的教授
、

专家3的多人担任编辑
、

助

理编辑及供稿人
。

因此内容全面
、

系统
、

丰富
,

包罗万象
,

检索方便
,

堪称为
“
药学大全

” 。

而且自五十年代起
,

每 5 年修订再版一次
,

资料新颖
,

并与 《关国药典》 (u s P )和 《关囚
卜

」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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