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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 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确立的 ： ５０ 年代

初法语世界首先使用 Linf or matique ， １９５９ 年英语世界正式提出 In fo rmation Sci
ence ， 从此 ， 情报学逐步发展起来 ， 至今仍处于动态发展之中 。

如果在信息概念基础上认识情报 ， 则情报是具有传递价值的信息 ； 如果在知

识概念基础上认识情报 ， 则情报是具有传递价值的知识 。 因此 ， 具有传递价值是

情报的根本属性 。 也就是说 ， 情报是针对特定对象的需要而提供的 、 在科学研究

和各种活动中起继承 、 借鉴或参考作用的有价值的信息或知识 。
情报学就是研究情报的产生 、 传递和利用规律的一门学科 ， 现代情报学尤其

关注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与手段 ， 使情报交流过程 、 情报系统保持最佳效能状

态 ， 并帮助人们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手段提高情报产生 、 加工 、 贮存 、 检索 、 交

流 、 利用的效率 。
当然 ， 国内外情报界对情报和情报学的认识多种多样 ， 尚无统一标准 ， 认为

情报学 “是研究情报传递工作的理论 、 方法和原理的学科” ， “是研究如何开发 、
利用信息资源的规律及其技术 、 方法的学科” 或 “是研究人类如何创造 、 利用和

交流各种形式的情报的学科” 等观点均有代表性 。 但总的来看 ， 情报学可以说是

以情报工作的理论 、 原则和技术 、 方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
作为一门近半个世纪才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 ， 情报学的主要研究任务包括 ：

① 揭示情报和情报工作的本质与特性 ； ② 探索情报工作的产生和发展规律 ； ③ 探

讨情报工作的内容环节及其在情报工作中的地位 、 作用 ， 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以

及各个环节的原则和方法 ； ④ 研究各个时期情报工作的方针 、 政策 、 标准化的内

容 ， 以及现代化理论和技术 ； ⑤ 阐明情报工作的科学管理理论与方法 ； 等等 。 因

此 ， 情报学研究具有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特点 ， 是一门综合性的横断学科 。 中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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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界也有人把 “情报学” 和 “情报科学” 看作两个不同的概念 ， 认为情报学是研

究情报工作的原理 、 工作方式与技术方法 ， 情报的组织 、 管理 、 服务 、 评价及情

报事业发展历史的学科 。 而情报科学则是综合研究由语言学 、 文字学 、 语文学 、
符号学 、 目录学 、 文献学 、 档案学 、 图书馆学 、 情报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科学 。

在中国 ， 科技情报工作虽然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就与世界同时起步 ， 但情报

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专业研究领域 ， 却是 １９７８ 年后随着科技情报专业教育的发展

才得以确立的 。 因此 ， 情报专业教育可以说是情报学的引擎 。
为持续推动情报专业教育发展 ， 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有关专业教师在

吸收前辈老师和同辈学者的众多研究成果基础上 ， 合作编写了这本 枟情报学基础

教程枠 。
为避免繁杂的概念讨论 ， 本书以三个简明扼要的科学化概念为基础 ： 把信

息作为物理实在并定义为信息密度的积分 ， 将情报定义为有价值的信息 （有效信

息） ， 再将知识定义为有效信息的积分 。
在采用新的概念系统的同时 ， 本书在体系组织方面的构造思路如下 ：
学习情报学 ， 首先应当建立科学思维和量化观念 ， 故将情报学经验规律作为

第 １ 章内容 ， 这是文献计量学的一个子集 ， 主要陈述布拉德福定律 、 洛特卡定

律 、 齐夫定律 、 文献增长律 、 文献老化律的基本内容 ， 并简要介绍其机理研究 。
作为一门学科 ， 应当有自己独立的基础理论体系 ， 故第 ２ 章在扼要介绍国内

外代表性情报学基础理论基础上 ， 尝试用 “一个轴心 、 三条原则 、 一组方程” 构

造情报学的基本理论轮廓和体系框架 ， 使学生或读者能对情报学的总体结构有一

个简明的整体把握 。
情报学研究需要采用各种方法 ， 除成熟的科学通用方法如逻辑分析法 、 数学

分析法等外 ， 也有本学科特有的引文分析法等独特方法 ， 这构成本书第 ３ 章的核

心内容 。
情报源是情报工作和情报学研究的物质基础 ， 故作为本书第 ４ 章 。
围绕分类编目 、 主题标引 、 文摘索引等情报工作形成的情报管理不仅是情报

工作的中心内容 ， 而且是学习和研究情报学必不可少的基础 ， 故在本书第 ５ 章进

行系统陈述 。
情报检索不仅是情报学的核心内容之一 ， 而且是当代大学生 、 研究生 、 科研

人员应当掌握的基本技能 ， 故本书第 ６ 章对其理论基础和主要操作技能进行介

绍 。
情报分析也是情报学的核心内容之一 ， 是最能体现情报学 “研究” 价值的分

支 ， 具有开拓潜力和发展前景 ， 值得重视 ， 这就形成本书第 ７ 章的实体内容 。
伴随情报学进化 ， 情报技术也日新月异地发展 ， 尤其是在计算机技术 、 网络

技术 、 通讯技术等的组合推进下 ， 情报技术正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 本书第 ８ 章

　 　 　 　 情报学基础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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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介绍现代主流情报技术 。
此外 ， 情报系统与情报服务 、 情报学与其他学科交叉形成的研究领域等内容

也是情报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这就构成本书最后两章 。
本书具有一定逻辑结构层次的编排希望能为初学情报学的学生或读者提供一

个比较明晰的情报学概貌 ， 适合用作研究生 、 大学生 、 专升本等类型学生的 “情
报学基础” 或 “情报学概论” 类课程教材 ， 特别适合具有其他学科背景的学生尤

其是具有理 、 工 、 农 、 医专业背景的学生学习情报学使用 ， 也可供图书情报工作

人员参考 。 全书以业界公认的知识内容为主体 ， 也适当增加了独立探索研究成

果 。 本书特色是带有较强的科学实证思维方式 ， 这也正是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

学的学术传统 ， 希望能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
为方便教师教学 ， 本书配备了多媒体教学课件等立体化教学支持 ， 凡选用本

书作为教材的教师可与出版社取得联系 ， 以获得相关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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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章

情报学经验规律

经验规律是学科赖以建立的基石 ， 也是定量化研究的起点 。 情报学虽然是一

门 “年轻” 的学科 ， 但在经验规律方面已有一定积累 ， 其基础主要由下列文献计

量规律 （Egghe and Rousseau ，１９９０） 奠定 。

１ １ 　 布拉德福定律

布拉德福定律是描述专业论文在期刊中分布情况的经验规律 ， 由英国著名文

献学家布拉德福 （S CBradfo rd ，１８７８ — １９４８） 于 １９３４ 年提出 。

111 　 基础数据和规律表述

布拉德福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 ， 所学专业是化学 ， １９２２ 年获科学博士学位 ，
但他热爱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事业 ， １９２５ ～ １９３７ 年曾长期担任英国南肯辛顿科

学图书馆馆长 。 在工作中 ， 他发现一个学科的专业论文常分散发表在各种期刊杂

志上 ， 于是他以应用地球物理学和润滑专业为实例 ， 研究了期刊论文分布的情

况 ， 提出了一个描述文献分散的经验定律 。 布拉德福采集的 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２ 年应用

地球物理学原始数据见表 １１ 。

表 11 　 布拉德福原始数据

期刊数 相关论文数 累积期刊数 累积论文数

１ ９３ １ ９３

１ ８６ ２ １７６

期刊数 相关论文数 累积期刊数 累积论文数

１ ５６ ３ ２３５

１ ４８ ４ ２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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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期刊数 相关论文数 累积期刊数 累积论文数

１ ４６ ５ ３２９

１ ３５ ６ ３５４

１ ２８ ７ ３９２

１ ２０ ８ ４１２

１ １７ ９ ４２９

４ １６ １３ ４９３

１ １５ １４ ５０８

５ １４ １９ ５７８

１ １２ ２０ ５９０

２ １１ ２２ ６１２

期刊数 相关论文数 累积期刊数 累积论文数

５ １０ ２７ ６６２

３ ９ ３０ ６８９

８ ８ ３８ ７５３

７ ７ ４５ ８０２

１１ ６ ５６ ８６８

１２ ５ ６８ ９２８

１７ ４ ８５ ９９６

２３ ３ １０８ １０６５

４９ ２ １５７ １１６３

１６９ １ ３２６ １３３２

　 　 数据 来源 ： Bradf o rd S C Docu ment at ion Washing ton ， D C ： Public A f f air s Press ， １９５０ ； 转 引自

Garfield E Bradf o rds la w and rel at ed st at ist ica l pa t te rn s Current Cont ent s ， １９８０ （１９） ： ５１２

如果将以上数据分成如下 ３ 个区域 ：

分区 期刊数 相关论文数 每刊年载相关论文数

C ９ （nC ） ４２９ ＞ ４

１ ５９ （ n１ ） ４９９ １ ～ ４

２ ２５８ （ n２ ） ４０４ １

则近似有 ：

nC ∶ n１ ∶ n２ ＝ １ ∶ a ∶ a２ ，　 a ≈ ５

　 　 显然这只是一条近似规律 。
用文字表述就是 ： 如果将期刊按其刊载某专业论文数量的多寡以递减顺序排

列 ， 则可分出一个核心区和相继的几个领域 ， 当每区刊载的论文量相等时 ， 核心

期刊数 nC 和外围一区期刊数 n１ 、 外围二区期刊数 n２ 成 nC ∶ n１ ∶ n２ ＝ １ ∶ a ∶ a２

关系 。 其中 ， a称为布拉德福常数 。
若以累积期刊数 n的对数为横坐标 、 累积相关论文数 R （n） 为纵坐标 ， 可

作出如图 １１ 所示的曲线 。
因此 ， 后来布鲁克斯 （B CBrookes） 用公式将布拉德福定律表述为 ：

R（ n） ＝
αnβ ， （１ ≤ n ≤ nC ）

klg（ n／ s） ，（nC ≤ n ≤ N）
（１１）

其中 ，R（ n） 为相关论文累积数 ； n是期刊累积数 ； α是 n ＝ １ 时的 R（n） ； β， k ， s

　 　 　 　 情报学基础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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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布拉德福分布曲线示意

为参数 ； N 为期刊总数 。 曲线右上端

的 弯 折 称 为 格 鲁 斯 （ Q V Groos ）
下降 。

112 　 改进和扩展

布拉德福 １９３４ 年提出上述经验规

律后 ， 并未引起人们注意 。 １９４８ 年 ，
其专著 枟文献学枠 （ Documentation） 出

版 ， 在第 ９ 章中全文收录了 １９３４ 年的

发现 ， 才引起另一位英国文献学家维克

利 （B C Vickery） 的重视 。 维克利对之进行研究后 ， 将外围区扩展到多个区

域 ， 并首次用 “布拉德福分散定律” 命名这一经验规律 （Vickery ，１９８７） ：
把期刊按照刊载某学科相关论文的数量排列 ， 可得到专门登载该学科论文的

核心区期刊和若干外围区期刊 ， 当各区所含该学科相关论文相等时 ， 各区期刊数成

nC ∶ n１ ∶ n２ ∶ … ＝ １ ∶ a ∶ a２ ∶ … 　 　 （a ＞ １） （１２）
其中 ， a是布拉德福常数 。

还有一个改进称为维克利推论 ：
nC ∶ （nc ＋ n１ ） ∶ （nC ＋ n１ ＋ n２ ） ∶ … ＝ １ ∶ b ∶ b２ ∶ … 　 　 （ b ＞ １） （１３）

其中 ， b叫做维克利系数 。
１９７７ 年 ， 苏联情报学家斯莫里科夫 （ И А Смольков） 对布鲁克斯的公式描

述进行研究后 ， 提出用一个统一的方程来表述布拉德福定律 ：
R（ n） ＝ Klg（ q１ n ＋ q２ e－ β n ） （１４）

其中 ，R（n） 为相关论文累积数 ； n是期刊累积数 ； K ， β， q１ ， q２ 为参数 。

113 　 应用提示

布拉德福定律的主要用途是用于确定核心期刊 ， 以指导期刊订购和期刊利

用 ， 并由此扩展到核心馆藏维护 、 核心检索工具选择等 。 有人认为布拉德福定律

可以看作是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的 “二八律” 的一种表现 ： ２０ ％ 的核心期刊上刊

载了 ８０ ％ 的重要论文 。 此外 ， 布拉德福定律还可应用于核心出版社的研究等 。
上海交通大学王国龙等通过对 SCI 和 SSCI 引用期刊的研究 ， 发现影响因子

（IF ， impact factor） 的分布也符合布拉德福定律 。 他们的数据如表 １２ ～ 表 １５
所示 ① 。

第 1 章 　 情报学经验规律 　 　 　 　

① 王国龙 ， 李佩  SCI 源期刊与 JCR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 ２００３ （增刊） ：２８７２９０ ；王国龙  SSCI 源

期刊概述  中国索引 ， ２００４ ， ２ （２） ： ２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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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 源期刊数据见表 １２ 。

表 12 　 SCI 源期刊数据 （２００１ 年）

序号 国家 ／地区 期刊种数
影响因子

（I F）
期刊所占

比例 （ ％ ）

１ 美国 ２２２０ １ ８３ ３８ ６０

２ 英格兰 １１３９ １ ５４ １９ ８０

３ 荷兰 ５６５ ０ ９４ ９ ８２

４ 德国 ４３２ ０ ９０ ７ ５１

５ 瑞士 １５４ １ ０３ ２ ６８

６ 法国 １４８ ０ ５９ ２ ５７

７ 日本 １４７ ０ ５７ ２ ５６

８ 俄罗斯 ９９ ０ ３１ １ ７２

９ 加拿大 ７６ １ ３２ １ ３２

１０ 意大利 ６９ ０ ７６ １ ２０

１１ 丹麦 ６０ １ ２４ １ ０４

１２ 澳大利亚 ５９ ０ ６５ １ ０３

１３ 中国 ５７ ０ ３７ ０ ９９

１４ 印度 ４５ ０ ２２ ０ ７８

１５ 波兰 ３７ ０ ５２ ０ ６４

１６ 挪威 ３４ ０ ９７ ０ ５９

１７ 新加坡 ２９ ０ ６７ ０ ５０

１８ 苏格兰 ２６ ０ ８７ ０ ４５

１９ 西班牙 ２６ ０ ５４ ０ ４５

２０ 奥地利 ２５ ０ ９４ ０ ４４

２１ 捷克 ２２ ０ ４１ ０ ３８

２２ 新西兰 ２１ １ ３１ ０ ３７

２３ 南非 １９ ０ ３９ ０ ３３

２４ 瑞典 １８ １ ０４ ０ ３１

２５ 韩国 １８ ０ ５９ ０ ３１

２６ 匈牙利 １８ ０ ２９ ０ ３１

２７ 爱尔兰 １６ １ ０３ ０ ２８

２８ 中国台湾 １６ ０ ５４ ０ ２８

２９ 巴西 １５ ０ ３５ ０ ２６

序号 国 家 名 期刊种数
影响因子

（I F）
期刊所占

比例 （ ％ ）

３０ 比利时 １３ ０ ４３ ０ ２３

３１ 斯洛伐克 １２ ０ ３８ ０ ２１

３２ 芬兰 １１ ０ ７５ ０ １９

３３ 以色列 １０ ０ ６３ ０ １７

３４ 克罗地亚 １０ ０ １８ ０ １７

３５ 墨西哥 ７ ０ ３７ ０ １２

３６ 乌克兰 ７ ０ ２２ ０ １２

３７ 智利 ６ ０ ４７ ０ １１

３８ 罗马尼亚 ６ ０ ２３ ０ １１

３９ 阿根廷 ６ ０ ０４ ０ １１

４０ 威尔士 ５ ０ ４２ ０ ０９

４１ 希腊 ４ １ ４８ ０ ０７

４２ 委内瑞拉 ４ ０ １５ ０ ０７

４３ 南斯拉夫 ３ ０ ２７ ０ ０５

４４ 伊朗 ３ ０ １８ ０ ０５

４５ 土耳其 ３ ０ １２ ０ ０５

４６ 沙特 ３ ０ １１ ０ ０５

４７ 孟加拉国 ３ ０ １０ ０ ０５

４８ 斯洛文尼亚 ３ ０ ０４ ０ ０５

４９ 埃塞俄比亚 ２ ０ １４ ０ ０３

５０ 肯尼亚 ２ ０ １３ ０ ０３

５１ 保加利亚 ２ ０ １２ ０ ０３

５２ 巴基斯坦 ２ ０ ０８ ０ ０３

５３ 泰国 １ ０ ３８ ０ ０２

５４ 拉脱维亚 １ ０ ３７ ０ ０２

５５
乌兹别

克斯坦
１ ０ ３２ ０ ０２

５６ 爱沙尼亚 １ ０ ２６ ０ ０２

５７ 牙买加 １ ０ ２６ ０ ０２

　 　 　 　 情报学基础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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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国家 ／地区 期刊种数
影响因子

（I F）
期刊所占

比例 （ ％ ）

５８ 乌拉克 １ ０ ２０ ０ ０２

５９ 哥斯达黎加 １ ０ １０ ０ ０２

６０ 北爱尔兰 １ ０ ０９ ０ ０２

６１ 科威特 １ ０ ０８ ０ ０２

其他 ３ ０ ０５

序号 国 家 名 期刊种数
影响因子

（I F）
期刊所占

比例 （ ％ ）

６２
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
１ ０ ０８ ０ ０２

６３ 厄瓜多尔 １ ０ ０４ ０ ０２

６４ 古巴 １ ０ ０２ ０ ０２

总计 ５７５２ １ ４４ １００

根据表 １２ 数据归纳整理出的结论见表 １３ 。

表 13 　 SCI 源期刊 IF 的布拉德福分布

布拉德福分区 核心区 准核心区 外围区

期刊 （种 ） ３２８ １１７３ ４２５１

IF 的范围 ４ １４ ～ ４６ ２３ １ ５６ ～ ４ １３ ＜ １ ５６

总影响因子 （ T I F） ２７６０ ３ ２７５８ ２７５９ ７

SSCI 源期刊数据见表 １４ 。

表 14 　 SSCI 源期刊数据 （２００２ 年）

序 号 国家／地区 期刊种数
影响因子 （IF）

总 数 平 均
期刊所占比例 （ ％ ）

１ 美国 １００３ ９６８ ０ ９７ ５８ ６９

２ 英格兰 ３８６ ２９１ ６ ０ ７６ ２２ ５９

３ 荷兰 ９９ ７５ ４ ０ ７６ ５ ７９

４ 德国 ５４ ２８ ５ ０ ５３ ３ １６

５ 加拿大 ２９ １３ ９８ ０ ４８ １ ７０

６ 法国 １８ ５ ６ ０ ３１ １ ０５

７ 瑞士 １７ １３ ８ ０ ８１ ０ ９９

７ 澳大利亚 １７ ９ ５５ ０ ５６ ０ ９９

９ 日本 ９ ２ ３０ ０ ２６ ０ ５３

１０ 俄罗斯 ７ １ ６２ ０ ２３ ０ ４１

１１ 挪威 ６ ２ ９７ ０ ５０ ０ ３５

１２ 苏格兰 ６ ２ ６１ ０ ４４ ０ ３５

１３ 捷克 ４ ０ ７４ ０ １８ ０ ２３

第 1 章 　 情报学经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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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国家／地区 期刊种数
影响因子 （IF）

总 数 平 均
期刊所占比例 （ ％ ）

１３ 新西兰 ４ ０ ９３ ０ ２３ ０ ２３

１３ 爱尔兰 ４ ２ ４０ ０ ６０ ０ ２３

１３ 墨西哥 ４ １ １８ ０ ３０ ０ ２３

１７ 瑞典 ３ ０ ８２ ０ ２７ ０ １８

１７ 中国 ３ ０ ０５ ０ ０２ ０ １８

１７ 南非 ３ １ ０８ ０ ３６ ０ １８

１７ 奥地利 ３ １ ２３ ０ ４１ ０ １８

１７ 印度 ３ １ ４０ ０ ３７ ０ １８

２２ 克罗地亚 ２ ０ ４０ ０ ２０ ０ １２

２２ 比利时 ２ １ １１ ０ ５６ ０ １２

２２ 丹麦 ２ ２ ３２ １ １６ ０ １２

２２ 韩国 ２ ０ ２７ ０ １４ ０ １２

２２ 巴西 ２ ０ ５０ ０ ２５ ０ １２

２２ 西班牙 ２ １ ２５ ０ ６３ ０ １２

２２ 斯洛伐克 ２ ０ ２４ ０ １２ ０ １２

２９ 中国台湾 １ ０ ２９ ０ ２９ ０ ０６

２９ 斯洛文尼亚 １ ０ ３０ ０ ３０ ０ ０６

２９ 新加坡 １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６

２９ 芬兰 １ ０ ０８ ０ ０８ ０ ０６

２９ 以色列 １ ０ ３０ ０ ３０ ０ ０６

２９ 意大利 １ ０ ７８ ０ ７８ ０ ０６

２９ 土耳其 １ ０ ２８ ０ ２８ ０ ０６

２９ 哥伦比亚 １ １ １０ １ １０ ０ ０６

２９ 智利 １ ０ ４７ ０ ４７ ０ ０６

２９ 葡萄牙 １ ０ ２９ ０ ２９ ０ ０６

２９ 阿根廷 １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０６

２９ 南斯拉夫 １ ０ １４ ０ １４ ０ ０６

其他 １ ０ ０６

总计 １７０９ １４３６ １ ０ ８４ １００

根据表 １４ 数据归纳整理出的结论见表 １５ 。

　 　 　 　 情报学基础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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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SSCI 源期刊 IF 的布拉德福分布

布拉德福分区 核心区 准核心区 外围区

期刊 （种 ） １９７ ４３６ １０７６

I F 的范围 １ ６７６ ～ １１ ６２２ ０ ７８９ ～ １ ６７０ ＜ ０ ７８９

总影响因子 （ T I F） ４７８ ８ ４７８ ６ ４７８ ７

这一研究将布拉德福定律的应用范围扩展到影响因子 ， 具有参考意义 。

１ ２ 　 洛特卡定律

洛特卡定律是描述作者与论文数量之间关系的经验规律 ， 由美国情报学家洛

特卡 （A J Lotka ，１８８０ — １９４９） 于 １９２６ 年提出 。

121 　 基础数据和规律表述

洛特卡的原始研究是对物理学和化学两大学科中科学家们发表论文的情况进

行统计分析 。 对于物理学 ， 他使用德国奥尔巴赫 （Aürbach） 枟物理学史一览表枠
（Geschich ts tafelen der Physik ， １９１０） 的人名索引中 ， 对其全部 １３２５ 位作者进

行统计分析 ， 依次列出发表 １ 篇 、 ２ 篇和多篇论文的作者数 ； 对于化学 ， 他采用

枟化学文摘枠 （ Chem ica l A bst racts ， １９０７ ～ １９１７） 十年累积索引中的姓氏以 A 、 B
开头的 ６８９１ 位作者进行了统计 ， 分别列出发表 １ 篇 、 ２ 篇 、 ３ 篇直至 ３４６ 篇论文

的作者数 。 结果发现物理学 １３２５ 位作者中 ， 发表 １ 篇论文的为 ７８４ 人 ， 占

５９２ ％ ； 化学 A 字母姓氏作者 １５４３ 人 ， 发表 １ 篇论文的为 ８９０ 人 ， 占 ５７７ ％ ；
B 字母姓氏作者 ５３４８ 人 ， 发表 １ 篇论文的为 ３１０１ 人 ， 占 ５７９８ ％ 。 于是他提出

作者的百分比分布应符合如下公式 ：

f（ x） ＝ c
x a （１５）

其中 ， f（ x） 是发表 x 篇论文的作者占作者总数的百分比 （作者频率） ， 常数

a＞ １ 。上式取对数 ， 有

log f（ x） ＝ － alog x ＋ lo g c （１６）

故以 log f（ x） 为纵坐标 、 log x 为横坐标作图应是一斜率为 － a 、 截距为 lo g c 的

直线 。
洛特卡的原始数据中 ， Aürbach 数据部分见表 １６ （计算百分比是根据洛特

卡平方反比律计算所得） 。

第 1 章 　 情报学经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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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洛特卡原始数据片段

论文数
统计数据 作图数据

撰写人数 实际百分比 计算百分比 数据点个数 斜率

总计 １３２５

１ ７８４ ５９ １７ ６０ ７９ １３ － ２ ０４１１

２ ２０４ １５ ４０ １５ ２０ １４ － ２ ０５３３

３ １２７ ９ ５８ ６ ７５ １５ － ２ ０１８２

４ ５０ ３ ７７ ３ ８０ １６ － ２ ０２５５

５ ３３ ２ ４９ ２ ４３ １７ － ２ ０２１０

６ ２８ ２ １１ １ ６９ １８ － ２ ０９５３

７ １９ １ ４３ １ ２４ １９ － ２ １３８５

８ １９ １ ４３ ０ ９５ ２０ － ２ ０７８６

９ ６ ０ ４５ ０ ７５ ２１ － ２ ０７２６

１０ ７ ０ ５３ ０ ６１ ２２ － １ ９８８７

１１ ６ ０ ４５ ０ ５０ ２３ － １ ９９８９

１２ ７ ０ ５３ ０ ４２ ２４ － １ ９９４６

１３ ４ ０ ３０ ０ ３６ ２５ － １ ９７５４

１４ ４ ０ ３０ ０ ３１ ２６ － １ ９４９０

１５ ５ ０ ３８ ０ ２７ ２７ － １ ８４８５

     

　 　 数据来源 ： 邱均平  文献计量学  北京 ：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１９８８ ，１７５１７７ ， １８１

基于这些数据绘制的 log f（ x） ～ lo g x 直线如图 １２ 所示 ：

图 １２ 　 洛特卡分布曲线示意

　 　 　 　 情报学基础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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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大部分数据点 （尤其是前 １３ ～ ２５ 个点） 获得的斜率都接近 － ２ ， 故洛特

卡定律近似平方反比律 ：

f（ x） ＝ c
x２ （１７）

其中 ， c 是常数 。

由于 １ ＝ 
∞

n ＝ １
f（n） ＝ 

∞

n ＝ １

c
n２ ＝ c π

２

６ ，故 c ＝ ６
π２ ≈ ６０ ７９ ％ ，f（１） ＝ c

１２ ＝ c ， 进

而有 ：

f（２） ＝ c
２２ ＝ f（１）

２２ （１８）

… …

f（ n） ＝ c
n２ ＝ f（１）

n２ （１９）

　 　 也就是说 ： 发表 １ 篇论文的作者约占作者总数的 ６０ ７９ ％ ， 发表 ２ 篇论文的

作者是发表 １ 篇论文作者数量的 １／４ ， … … ， 发表 n篇论文的作者是发表 １ 篇论

文作者数量的 １／ n２ 。
洛特卡定律描述了作者人数与其发表论文数量之间的关系 ， 首次揭示了两者

之间存在的规律 。 后经研究 ， 发现物理学等学科领域的作者与论文之间的关系基

本符合平方反比律 ， 而生物 、 工程 、 计算机等领域则不符合平方反比关系 。 一般

来说 ， 人文学科 、 社会科学中 ， a值将变大 ； 规模较大 、 科研合作程度较高的学

科中 ， a值会变小 。

122 　 改进与扩展

虽然洛特卡定律早在 １９２６ 年就提出 ， 但直到 １９４９ 年才被称为 “洛特卡定

律” 。 后来 ， 不少学者深入探讨了洛特卡定律的形成机理和改善表达 ， 著名科学

学家普赖斯 （D Price） 就在洛特卡定律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科学家人数和科学

论文数量之间的关联 ， 在 枟小科学 ， 大科学枠 一书中提出了 “普赖斯定律” ： 科

学家总数是杰出科学家人数的平方 （或者说杰出科学家人数是科学家总数的平方

根） 。 普赖斯定律的另一定量表达是 ： 杰出科学家发表了全部科学论文的 ５０ ％ 。
设 nm a x 为杰出科学家中最高产作者发表论文数 ， m为杰出科学家中最低产作

者发表论文数 ， R 为杰出科学家人数与全体科学家总数之比 ， 则普赖斯推导出了

以下两式 ：

m ＝ ０７４９ nm a x （１１０）

R ＝ ０ ８１２／ nm a x （１１１）

第 1 章 　 情报学经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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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 ， 杰出科学家中最低产作者发表论文数是最高产作者发表论文数平方根

的 ０ ７４９ 倍 ； 杰出科学家人数与全体科学家总数之比是杰出科学家中最高产作者

发表论文数平方根倒数的 ０ ８１２ 倍 。

123 　 应用提示

洛特卡定律主要用于研究 “科学生产率” ， 可用于预测发表不同篇数论文的

作者数量和特定学科的论文总量 ， 或根据作者数量估计科学论文数量等 。
为合理评价洛特卡定律的适用性 ， 美国情报学家科尔 （R C Coile） 于 １９７７

年提出用 KS （KolmogorovSmirnov） 检验法对其进行鉴定 ， 其步骤为 ：

（１） 设 A 为统计的作者总数 ， 计算 KS 值 ： K S ＝ １６３／ A ；

（２） 计算最大偏差值 D ： D ＝ max ｜ F０ （ x） － Sn（ x） ｜ ； 其中 ，F０ （ x） 为累积

作者频率理论值 ， Sn（ x） 为累积作者频率观察值 ；

（３） 比较 D 与 KS ： 若 D ＜ K S ， 则抽样分布符合洛特卡定律 ； 若 D ＞ K S ，
则抽样分布不符合洛特卡定律 。

科尔用该方法检测了洛特卡 枟物理学史一览表枠 和 枟化学文摘枠 的原始数

据 ， 发现 枟物理学史一览表枠 的数据符合洛特卡定律 ， 而 枟化学文摘枠 的数据则

不完全符合洛特卡定律 。 科尔还用该方法对美国国会图书馆的 MARC 作者统计

数据和伊利诺大学图书馆学院卡片目录作者统计数据进行了检验 ， 结果发现美国

国会图书馆的 MARC 作者统计数据不符合洛特卡定律 ， 而伊利诺大学图书馆学

院卡片目录作者统计数据则完全符合洛特卡定律 。 KS 检验法从此成为检验洛特

卡定律适用性的有效方法 。
国内也有不少洛特卡定律研究成果 ， 如福建农林大学张贤澳围绕洛特卡定律

发表过多篇论文 ① ， 并出版有专著 枟广义洛特卡定律 ——— 估计 、 推论及其在管理

中的应用枠 ， 可供参考 。

１ ３ 　 齐夫定律

齐夫定律是描述文献中的词与其出现频次之间关系的经验规律 ， 由齐夫

（G K Zip f） 于 １９３５ 年提出 ， 是一条与语言学密切相关的文献学规律 。

131 　 基础数据和规律表述

１９３５ 年 ， 哈佛大学语言学教授齐夫统计了乔伊士 （J Joice） 的中篇小说 枟尤

　 　 　 　 情报学基础教程

① 参见刘婧 ． 文献作者分布规律研究 ——— 对近十五年来国内洛特卡定律 、 普 赖斯定律研究成果综

述 ．情报科学 ． ２００４ ， ２２ （１） ：１２３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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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西斯枠 （Ulysses） 中使用的 ２９ ８９９ 个词汇 ， 按使用频率 （词频） 排列成序 ，
并对应编定词级 ——— 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的词级为 １ ， 依次类推 ， 则词级和词频

的乘积接近于常数 。 他的统计数据见表 １７ 。

表 17 　 齐夫定律原始数据

词级 r 词频 f 词级 r × 词频 f

１０ ２６５３ ２６ ５３０

２０ １３１１ ２６ ２２０

３０ ９２６ ２７ ７８０

４０ ７１７ ２８ ６８０

５０ ５５６ ２７ ８００

１００ ２５６ ２５ ６００

２００ １３３ ２６ ６００

３００ ８４ ２５ ２００

４００ ６２ ２４ ８００

词级 r 词频 f 词级 r × 词频 f

５００ ５０ ２５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６ ２６ 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２ ２４ 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８ ２４ 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６ ２４ 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５ ２５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２ ２０ ０００

２０ ０００ １ ２０ ０００

２９ ８９９ １ ２９ ８９９

　 　 数据来源 ： Zipf G K Human Beha vior and the Prin cipl e o f Least E ff o rt New York ： Ha fner ， １９７２ ；转

引自 Garf ield E Bradfords Law and Rel at ed Sta tis tical Pat t e rns Cur ren t C ont en t s ，１９８０ （１９） ： ５１２

如果以 lg f ～ lg r 作图 ， 则为一直线 ， 如图 １３ 所示 。

图 １３ 　 齐夫分布示意图

齐夫在 １９４９ 年出版的 枟人类行为与最省

力法则枠 （ H uman Behavio r and the Pr inci p le
o f L east E f f or t） 专著中 ， 更系统地将他的发

现整理为一条规律 ：
设有 一 篇 含 有 N 个 词 的 文 献 （ N ≥

５０００） ， 用自然数 １ ， ２ ， ３ ， … 给文献中的词

编级 ， 出现频次最高的为 １ ， 其次为 ２ ， 直到 r
（ r ＜ N） ， 则高频词的频次 f 与词级 r 的乘积

是一个常数 ：

f r ＝ c （１１２）

其中 ， ０ ＜ c ＜ ０ １ 。 这就是齐夫定律 。 齐夫本人用最省力法则作为该定律的机理 。

132 　 改进和扩展

１９３６ 年 ， 美国语言学家朱斯 （M Joos） 提出含两个参数的齐夫公式 ：

f r b ＝ c （１１３）

这是双参数词频分布律 ， 其中 ， b ＞ ０ ， c ＞ ０ 。 当 b ＝ １ 时 ， 等价于齐夫单参数

第 1 章 　 情报学经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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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
１９５２ 年 ， 美籍法国数学家曼德布罗 （B Mandelbro t） 运用信息论原理和概

率论方法研究了词频分布规律 ， 重新解释了齐夫定律 ， 提出了三参数词频分

布律 ：

f（ r ＋ a） b ＝ c （１１４）

其中 ， ０ ≤ a ＜ １ ， b ＞ ０ ， c ＞ ０ 。 该公式当 a ＝ ０ 时 ， 就是朱斯双参数公式 ； 当 a ＝
０ ， b ＝ １ 时 ， 就是齐夫单参数公式 ， 因而三参数公式具有更广的适用性 。

但以上改善均针对高频词 ， 低频词的分布规律是由布斯 （B Booth） 首先导

出的 ：
设出现 １ 次的词数量为 I１ ， 出现 n 次的词数量为 In ， 则低频词满足公式 ：

In
I１ ＝ ２

n（n ＋ １） （１１５）

式 （１１５） 也称为齐夫第二定律 ， 式 （１１２） 相应地称为齐夫第一定律 。

133 　 应用提示

齐夫定律主要可用于指导文献标引 、 词表编制和情报检索等 ， 尤其是在自动

标引中具有应用价值 ， 因为使用频率太高的词和使用频率太低的词都没有多少检

索价值 ， 故应当使用词频适中 、 词义强健的词作为标引词 。

１ ４ 　 文献增长律

文献增长律是描述文献信息量随时间而不断增加的规律 ， 主要有以下模型 。

141 　 指数曲线

早在 １９４９ 年 ， 普赖斯 （D Price） 就发现 “十年一叠的 枟哲学汇刊枠 靠墙

竟堆成了一条完美的指数曲线” 。 １９５０ 年 ， 他发表了第一篇关于 “指数增长” 的

论文 。 随后 ， 他对 １６６５ 年 枟哲学汇刊枠 创刊以来世界科学杂志的增长数据 、 枟化
学文摘枠 、 枟生物学文摘枠 、 枟科学文摘枠 等摘录的期刊论文数量进行了统计 ， 在

１９６１ 年正式出版的 枟巴比伦以来的科学枠 中 ， 系统地提出了科技文献按指数规

律增长的经验规律 ， 内容如下 ：
设 t时间的文献信息数量为 Q ＝ F（ t） ， 则有 ：

Q ＝ F（ t） ＝ aeb t ＝ aexp（ bt） （１１６）

其中 ， a＞ ０ 为条件常数 ， 代表 t ＝ ０ 时刻的 Q ； b ＞ ０ 为时间常数 ， 代表持续增长

率 ； e ＝ ２ ７１８ 。 t通常以年计算 。
支持文献指数增长规律的部分数据参见表 １８ 。

　 　 　 　 情报学基础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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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表 １８ 数据 ， 以公元年代作为横坐标时间 t ， 以期刊数作为纵坐标文献量

F （ t） ， 作成图 １４ 曲线 ， 即普赖斯曲线 ：

表 18 　 世界期刊增长数据

年代 期刊种数

１７５０ １０

１８００ １００

１８５０ １０００

１９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１９５０ ５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数据来源 ： 根据多种信息渠道汇总估计 图 １４ 　 普赖斯曲线示意图

　 　 按照指数增长律 ， 如果初始文献量 a＝ １０００ （件） ， b ＝ １０ ％ ， 则 ：
１０ 年后文献量 F（１０） ＝ １０００exp（０１ × １０） ＝ ２７１８ （件）
１００ 年后文献量 F（１００） ＝ １０００exp（０１ × １００） ＝ ２２ ０２６ ４６６ （件）
因此 ， 有 “信息爆炸” 之说 。 然而 ， 实际上文献信息的增长是有限的 ， 这表

明指数增长律只是一条近似规律 ， 故产生以下改进模型 。

142 　 逻辑曲线

苏联科学学家纳里莫夫 （В Налимов） 等在仔细研究指数增长律后 ， 发现文

献增长是分阶段进行的 ， 在经过一段急剧增长过程后 ， 会有一段缓慢增长 ， 也就

是指数曲线会变为逻辑曲线 （一种生长曲线） ， 其数学模型为 ：

Q ＝ F（ t） ＝ k
１ ＋ ae－ b t ＝ k

１ ＋ aexp（ － b t） （１１７）

图 １５ 　 逻辑曲线示意图

其中 ， k为最大上界即 t → ∞ 时的文献累积量 。 其形状如图 １５ 所示 。

逻辑曲线模型表明文献增长存在一个最大上

界 ， 这也不符合发展实际 ， 因而也只是一条近似

规律 。

1 4 3 　 勒歇尔模型

美 国 科 学 史 家 和 情 报 学 家 勒 歇 尔

（N Rescher） １９７８ 年在 枟科学的进步枠 一书中引

进文献质量等级指标 λ ∈ ［０ ， １］ ， 将普赖斯指数

增长定律改进为 ：

第 1 章 　 情报学经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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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t） ＝ （ aebt ）λ （１１８）

并约定 ： λ＝ １ → 常规文献

λ ＝ ３／４ → 有意义文献

λ ＝ １／２ → 重要文献 （ “重要文献是文献总数的平方根”）
λ ＝ １／４ → 非常重要文献

λ ＝ ０ → 此时定义 F（ t） ＝ lna ＋ bt ， 是最重要文献

勒歇尔模型延缓了重要文献增长的速率 ， 并让最重要文献呈线性增长 ， 改善

了文献增长律 ， 深化了对文献指数增长的认识 。

１ ５ 　 文献老化律

文献老化律是描述文献信息价值随时间推移而不断下降的规律 ， 主要有以下

模型 。

151 　 负指数老化律

与指数增加律对应 ， 负指数老化律的数学模型如下

C（ t） ＝ ke－ dt （１１９）

其中 ，C（ t） 代表发表 t年后的文献被引次数 ， k 是因学科而异的学科常数 ， d 为

老化率 。 其示意图见图 １６ 。

图 １ ６ 　 负指数老化曲线示意

图 １６ 中 ， 与 C（ t） ＝ ０５ 相对应的时间 ts 称

为相应学科文献的半衰期或半生期 ， 其含义是经

过 ts 年后已有 ５０ ％ 的文献不再被引用 、 或者说只

有 ５０ ％ 的文献仍在被引用 。

152 　 巴尔顿 — 凯卜勒老化方程

美国图书馆员巴尔顿 （RE Bur ton） 和凯卜

勒 （RW Keble r） 合作对科技文献的老化进行研

究后 ， 于 １９６０ 年提出如下老化方程 ：

y ＝ １ － a
ex ＋ b

e２ x （１２０）

其中 ， y 是经过一定时间尚在利用的文献的相对数量 （ y ＝ ０ ５ 对应半生期） ， x
是以 １０ 年为单位计量的时间 ， a ＋ b ＝ １ 为常数 。

巴尔顿凯卜勒具体测定了一些学科的半生期 ， 参见表 １９ 。

　 　 　 　 情报学基础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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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一些学科文献的半生期

学 科 半生期 学 科 半生期

生物医学 ３ ０ 生理学 ７ ２

冶金工程 ３ ９ 化 学 ８ １

物 理 学 ４ ６ 植物学 １０ ０

化学工程 ４ ８ 数 学 １０ ５

社 会 学 ５ ０ 地质学 １１ ８

机械工程 ５ ２ 地理学 １６ ０

　 　 数据来源 ： 邱均平  文献计量学  北京 ：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１９８８ ，９４

苏联学者莫捷列夫 （В М М отылев） 仔细研究巴尔顿凯卜勒老化方程后 ，

发现实际统计数据与理论计算数据在 χ２
检验时差异显著 ， 于是提出了如下修正

公式 ：

y ＝ １ － a
ex － ０ １ ＋ b

e２ x － ０  ２ （１２１）

并用下式计算半生期 ：

xs ＝ １０ × ［ ln（ a ＋ a２ ＋ ２ b） ＋ ０１］ 　 （年） （１２２）
这些成果对深化文献老化律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

１ ６ 　 情报学经验规律的统一模型和机理研究

由于布拉德福定律 R（n） ＝ klo g（ n／ s） 对 n微分可得 ：d R（n）dn ＝ ks
n ＝ c

n ，因此 ，

布拉德福定律与洛特卡定律 f（ x） ＝ c
x a 和双参数齐夫定律 f ＝ c

r b 可合并成统一的

形式 ：

f（n） ＝ C
nα （１２３）

其中 ， c ， α均为常数 ， １ ≤ α ≤ ２ 。 f（n） 为分布密度 。 这就是所谓布洛齐分布的

统一机理 。
如果要用一个数学模型来统一布洛齐分布和文献增长律 、 文献老化律 ， 则

可用如下具有普遍意义的信息分析方程组来描述 （叶鹰 ， １９９９） ：

 ２ I
 t２ － c２ Δ ２ I ＝ c２

p I

 I
 t － k Δ ２ I ＝ k

pb I

 I
 t － Δ I ＝ a

（１２４）

第 1 章 　 情报学经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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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 为波速 ， b为媒体常数 ， a 为接触系数 ， k 为媒体的信息扩散率 ， p 为信息

压缩率 ， t为时间 。 信息空间除物理空间外 ， 也包括由学科 、 语种 、 地域等 “空
间” 型变量构成的信息空间 。 式 （１２４） 中第一个方程描述情报的载波传播 ，
第二个方程描述情报的扩散传播 ， 第三个方程描述情报的接触传播 。

在信息科技和现代社会中 ， 起主导作用的情报传播模式是载波传播和扩散传

播 ， 故基本信息分析方程组由式 （１２４） 中的前二式构成 ：

 ２ I
 t２ － c２ Δ ２ I ＝ c２

p I （１２５）

 I
 t － kΔ ２ I ＝ k

pb I （１２６）

　 　 当只考虑信息随时间变化规律时 ， 用
１
c２ × 式 （１２５） － １

k × 式 （１２６） 消

去空间变量并写成常微分方程形式为 ：

d２ I
d t２ － c２

k
d I
d t ＝ c２

p １ － １
b I （１２７）

式 （１２７） 的特征方程为 r２ － c２
k r － c２

p １ － １
b ＝ ０ ， 其解为二实根 r１ ，２ ＝

c２
k ± c４

k２ ＋ ４ c２
p １ － １

b
２ ， 于是式 （１２７） 的通解为 ：

I ＝ C１ exp c２
k ＋ c４

k２ ＋ ４ c２
p １ － １

b
２

t

　 　 ＋ C２ exp c２
k － c４

k２ ＋ ４ c２
p １ － １

b
２

t （１２８）

其中 ， C１ 和 C２ 为两积分常数 。
式 （１２８） 表明 ： 当前一指数项占主导地位时 ， I 随时间呈指数上升 ， 此即

信息 增 长 的 普 赖 斯 曲 线 的 理 论 机 制 ； 而 当 后 一 指 数 项 占 主 导 地 位 且

c４
k２ ＋ ４ c２

p １ － １
b ＞ c２

k 时 ， I 随时间呈指数下降 ， 此即信息老化的负指数曲线的

理论机制 （当然 ， 信息老化主要是质量问题而非数量问题 ， 这里体现的只是动力

机制） ， 一般情况下 ， I 随时间变化的规律由式 （１２７） 中两指数项共同描述 ，
这也就是为什么普赖斯曲线和负指数曲线都不能全面表述信息随时间变化规律的

根本原因 。

当只考虑信息的空间分布而设
 I
 t ＝ ０ ，  ２ I

 t２ ＝ ０ 时 ， 用式 （１２５） ＋ 式

　 　 　 　 情报学基础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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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得 ：

Δ ２ I ＝ － c２ b ＋ k
pb（ c２ ＋ k） I （１２９）

这是类似定态 Schrodinger 方程的二阶偏微分方程 ，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约束条

件用分离变量法或积分变换法等方法求解 ， 其解一般具有较复杂的形式 ， 布拉德

福定律 、 洛特卡定律 、 齐夫定律等文献 “空间” 分布经验规律的共同内在机理就

包括在其中 ， 这也就是 Sichel 提出的 GIGP 模型 （Sickel ， １９８５） 等复杂形式的

文献计量分布可能具有的解析表达 。
对情报学经验规律的统一模型研究和机理研究目前仍在动态进行中 ， 这是一

个值得继续深入探索的理论课题 。

习题和思考题

１ 按照布拉德福定律 ， 设布拉德福常数为 ５ ， 当核心期刊数量为 ２０ 种时 ，
外围一区和外围二区期刊数量各是多少 ？

２ 按照洛特卡定律 ， 当某领域中写 ６ 篇文献的作者数量为 １０００ 人时 ， 该领

域中写 １ 篇文献的作者数是多少 ？ 估计该领域中作者总量约是多少 ？
３ 如果普赖斯定律 Q（ t） ＝ a exp （ bt） 成立 ， 一个初始文献量 Q（０） ＝ １００

的学术领域 ， 当常数 b ＝ １ 时 ， 估计 １０ 年后文献量 Q（１０） 将达到多少 ？

主要参考文献

邱均平  １９８８ ．文献计量学  北京 ：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王崇德  １９９４ ．情报学引论  天津 ： 天津大学出版社

严怡民  １９９４ ．情报学概论  修订版 ．武汉 ： 武汉大学出版社

叶鹰  １９８５ ．文献增长律与老化律研究  情报科学 ， ６ （４） ： ３０３４

叶鹰  １９８７ ．论文献规律  情报业务研究 ，４ （４） ： ２８９２９５
叶鹰  １９９９ ．信息科技基础理论的分析建构  情报学报 ， １８ （２） ： １６０１６６

Egghe L ，Rousseau R １９９０ ． In troduction to Info rmet rics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
Gar field E １９８０ ． Bradfo rds Law and Related Statistical Pat terns Curren t Conten ts ， （１９） ：

５１２
Sichel H S １９８５ ． A Biblio met ric System Which Really W ork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 y

fo r In fo rmation Science ， ３６ （５） ： ３１４３２１

Vickery B C ， Vickery A １９８７ ． Inf ormation Science in Theory and P ractice Butter wor th
&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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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章

情报学基础理论

情报学基础理论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情报学的概念系统 、 理论原则 、 体系结

构等学科架构问题 。 对于基本概念 ， 情报学基础理论首先需要澄清情报概念和信

息概念及其关系 。
物质 、 能量和信息并称为当今社会的三大支柱 ， 因而信息概念应该作为一个

基本概念 。 可是 ， 信息究竟是什么 ？ 却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 。 虽然中

国古诗中即有 “梦断美人沉信息 ， 目穿长路倚楼台” （南唐李中 枟暮春怀故人枠） 、
“不乞随珠与和璧 ， 只乞乡关新信息” （南宋李清照 枟上枢密韩肖胄诗枠） 等佳句 ，
但这只是文学性描述而非科学性论断 。 按照申农 （C E Shannon） 在其经典论

著 枟通讯的数学理论枠 中的原始定义 ： “信息是用来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 ； 而控

制论创始人维纳 （NWienner） 在其名著 枟人有人的用处枠 中也给出一个经典定

义 ① ： “信息是人们适应外部世界并且使这种适应反作用于外部世界的过程中 ，
同外部世界进行互相交换的内容和名称” 。 现在 ， 不仅信息科技各分支可以对信

息取不同定义 ， 从科学技术 、 社会科学等角度也可以各有其说 ， 在 枟中国大百科

全书枠 中就可见一斑 ： 枟自动控制与系统工程枠 卷中定义信息为 “符号 、 信号或

消息所包含的内容 ， 用来消除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确定性” ， 而 枟新闻出版枠 卷

中则定义信息为 “事物运动状态的陈述 ， 物与物 、 物与人 、 人与人之间的传输特

征” ， 最后还是 枟哲学枠 卷归纳得较为完善 ： “关于信息概念 ， 在科学界尚无统一

① 维纳  人有人的用处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１９７８ ； 转引自傅祖芸  信息论 ——— 基础理论与应用 

北京 ： 电子工业出版社 ， ２００１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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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精确的定义 。 在哲学界 … … 有 ４ 种观点 ： （１） 信息是精神实体的特性 ；
（２） 信息是物质的普遍属性 ； （３） 信息是与物质和精神并列的第三种存在 ；
（４） 信息是物质载体与意识成分的特殊结合 。” 因此 ， 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自然

应从信息概念开始 。

２ １ 　 情报学概念系统

既然物质 、 能量 、 信息是当今世界的三个基本物理量 ， 物理理论中就应该有

关于信息的理论 ， 可是信息论只是一种通讯的数学理论 ， 因而建立信息的物理理

论非常必要和重要 。
由于物质质量 M 可以表示成

M ＝ ∫ρ（ s）d s （２１）

其中 ，ρ（ s） 是物质密度函数 （国际单位制单位 ： kg／m３ ） ， s 是空间坐标 。

能量 E 可以表示成

E ＝∫ε（ t）d t （２２）

其中 ，ε（ t） 是能流密度函数 （国际单位制单位 ： J／s） ， t是时间坐标 。

信息 I 类比应该可以表示成

I ＝ ∫η（ r）d r （２３）

其中 ，η（ r） 是信息密度函数 （建议单位 ： 进制位／标度位 ， 例如 ： bit／t et） ， r 就
是新 “发现” 的物理学基础坐标 ， 可称为序间坐标或量间坐标 （简称序间或量

标） ， 它与时 （ t） 、 空 （ s） 一道构成物理学的基本架标系统 。
这样 ， 在物理层次上 ， 信息与物质和能量密不可分 ， 其物理基础构成一个序

间空间时间架构并蕴含对时空观的拓展 。 只有具备序间或量标 ， 时间和空间才

能序化或量化 ， 时间空间序间不可分离 ， 而数则成为它们之间的纽带 。
信息在物理本质上是物质和能量系统有序化程度的量值 ， 这就是在基础科学

层次上 的信息定 义 ， 该定义 与申农信 息 （Shannon ， １９４９） ① 、 费 歇尔信 息

（Frieden ， １９９０） ② 等不同 。 在一个系统内 ， 信息与物质和能量紧密相关 ， 物质

和能量的变化将导致信息变化 ， 信息变化也将导致物质和能量变化 。
相对于 “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 、 “能量是标志客观运动的哲学范

畴” ， 也可以用 “信息是标志客观知识的哲学范畴” 作为信息的哲学定义 （叶鹰 ，

第 2 章 　 情报学基础理论 　 　 　 　

①

②

申农信息熵 H （ P） ＝ －  Plo g P ， P 为信源概率

费歇尔信息 I（ p） ＝ ∫［ p′（ x）］２ ／ p（ x）d x ，p（ x） 为概率密度函数



20　　　

１９９９） 。
引入序间后的物理基础关系如下 ：

坐标 对称性 守恒量 特征常数 坐标积分

序间 （ r） 对称性破缺 无守恒量 k I ＝ ∫ηd r
空间 （ s） 空间平移和旋转 动量守恒 c m ＝ ∫ρd s
时间 （ t） 时间平移和旋转 能量守恒 h E ＝ ∫εd t

其中 ， c 为光速 ， h为 Planck 常数 ， k 为 Boltzmann 常数 。 从信息等于负熵的角

度考虑 ，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 ：

dS ≥ dQ
T （２４）

其中 ， S 为熵 ， Q 为热量 ， T 为温度 。 因 Q 、 S 都是外观物理量 ， 从系统内部

看 ， 由于能量 E ＝ － Q ， 而 I ＝ － S ， 故有

d I ≤ dE
T 　 或 　 E ≥∫ Td I （２５）

类比

E ＝ mc２ （２６）

应有

E ＝ IT h２ （２７）

　 　 设 v 为波频 ， T 为温度 ，从能量公式 E ＝ mc２ ＝ hv ＝ k T 考虑 ， 符合序间 — 空

间 — 时间物理逻辑框架的基本物理常数只能选择 c ， h ， k ，其含义是 ：

坐标 物理常数 坐标微分 坐标积分 坐标作用

序间 （ r） um in ＝ k u ＝
d r
d s I ＝ ∫η（ r）d r D ＝

d
d t （ Iu）

空间 （ s） vm ax ＝ c v ＝ d s
d t m ＝ ∫ρ（ s）d s F ＝

d
d s （mv）

时间 （ t） wmin ＝ h w ＝ d t
d r E ＝ ∫ε（ t）d t G ＝ d

d t （ E w）

取 c＝ ２ ９９７９ × １０８ m · s － １ ， h＝ ６ ６２６０８ × １０ － ３ ４ J · s ， k ＝ １３７９５１ × １０ － ２ ３ J ·
K － １ ，有

e ＝ h
kc ＝ １６０２１８ × １０－ １ ９ C （２８）

　 　 　 　 情报学基础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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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自然导出了基本电荷 。
这样 ， 信息 — 能量 — 质量的物理基础构成一个序间 — 空间 — 时间结构并蕴含

对时空观的拓展 ： 物质的坐标基础是空间 、 能量的坐标基础是时间 ， 信息的坐标

基础是序间 （或量标） ， 这不仅建立了信息的物理定义 ， 而且明确了统一宏观与

微观 、 统一相对论和量子论 、 统一引力论和热力学的基础 。

211 　 概念逻辑

情报学的概念系统可以从信息这一基本概念出发 ， 逻辑地扩展成包括信息 、
情报 （资讯） 、 知识等在内的概念体系 。 其核心构造逻辑如下 ：

由式 （２３） 定义的信息是物理信息或客观信息 。 真正有用或有效的信息 J
是信息 I 的价值修正 ， 即有价值信息 ：

J ＝ IV （２９）

其中 ， 信息的价值系数 V ∈ ［０ ， １］ ， 当 V ＝ １ 时 ， J ＝ I ， 所有信息都是有价值

的 ； 而当 V ＝ ０ 时 ， J ＝ １ ， 只是表示有信息存有这一消息 。 V 越大 ， 表明有效信

息越多 。 存在着的信息是 I ， 而真正有价值或有用的只是 J ， J 是有效信息 、 社

会信息或主观信息 。
英文 in fo rmation 的主流中文翻译是 “信息” ， 而日文译成 “情报” ， 中国港

台地区又译为 “资讯” ， 于是造成 “信息” 、 “情报” 、 “资讯” 混用的局面 。 如果

不用 “情报” 或 “资讯” 概念 ， 则 “信息” 概念可分解为客观信息和主观信息而

自足 ； 如果需要区别使用 “信息” 、 “情报” 和 “资讯” ， 则 “信息” 是指 I ， 而

“情报 ＝ 资讯” 就是 J 。
知识 K 则可定义为有效信息 J 即情报 （资讯） 的积分 ：

K ＝∫ δJ d I ＝ ∫δIV d I （２１０）

其中 ， δ是信息的知识转化系数 。 此时 K 的计量单位与 I 的计量单位一致 。 由式

（２１０） 决定的知识就是客观知识 。
式 （２１０） 的微分形式是 ：

d K
d I ＝ δJ ＝ δIV （２１１）

式 （２１１） 表明单位信息增量产生的单位知识增量与有价值信息量 （有效信息

量） 成正比 ， 这与式 （２１０） 所表明的知识是有效信息的积分兼容 。 式 （２１０）
和式 （２１１） 同时也表明 ： 当对信息施行调控时必将影响相应的知识 ， 所以可

以通过控制信息来控制知识 。
由于引入了价值系数 ， 勒歇尔 （Rescher） 模型被自然统一进来 ：

第 2 章 　 情报学基础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