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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学情报数据库研究

高树心

( 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

摘 要

将 国内出版的地震学期刊论文
,

建立一个联机检索数据序
。

使用 V A X l l/

75 0 小型计算机和 V A X D T R
、

C D D 软件
,

操作系 统是 V A X / V M S
。

地震期

刊论文数据库分成二个数据库
,

题录数据库和论文文摘数据库
。

它们是文件结

构型数据库
。

一条题录记录占33 9字节
,

一 条论文 文摘记录占1 2 9 0字节
。

自行编

制设计 了人机衬话式联机检索程序
。

用户使用感到十分 简便
。

论文追溯时间计

划为十年或更长一些
。

概 论

计算机情报检索系统
,

就是利用电子计算机
,

根据某种目的
,

在一定的时间内
,

从经过

整理业已贮存在计算机内的情报中得到必要而充分的情报的系统
。

简单地讲
,

情报检索系统

就是情报存贮和检索的技术
。

包括把文献加工为资料档的存贮技术和从资料档中找出所需文

献的检索技术两个部分的内容
。

电子计算机用于科学工程计算方面的系统
,

可 以说是利用中央处理机运算功能的系统
,

即 以 “
计 算

”
为 中 心的系统

,

处理数据的资料档仅起暂存的作用 ; 而情报检索系统却是以

资料档为中心的系统
,

要把数据或各种记录作为资料档永久或半永久存贮在计算机中
,

供检

索程序使用
。

一旦资料档的结构
、

形式和内容确定下来
,

检索程序的方法也大致确定下来
。

所以资料档在情报检索系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

在各种情报检索系统 中
,

文献情报检索最

为重要
,

而且一般也比较复杂
,

因而研究得最多
。

情报检索与数据库的关系最为密切
。

在现代情报检索系统中
,

数据库管理 系统 ( D B M S
-

D a t a B a s e M a n a g e m e n t S y s t e m ) 是它的最基本 最 核 心的组成部分
。

数据库 ( D
:

t
.

B
. : 。

) 是计算技术的专用术语
,

是七十代国际上一个重要 r
.

研究 课 题
。

一个数 据库可以定

义为
:

一组存贮在一起
,

并具有尽可能小的冗余度的相互联 二的数据
,

它以最优方式为一个

或多个应用服务 ; 数据被贮存得与具体的使用程序无关
;
使八 1一个公共的控制方案以增添新

的数据
,

并修改和检索数据库内现有的数据
。

计算机用于情报检索已有 30 年历史
。

它经历了脱机情报 检 索 ( 1 9 5 4~ 1 9 6 4 ) ; 联 机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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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检索 ( 1 9 6 5 、 1 9 7 4 ) ; 和联机情报检索普及使用 ( 1 9 7 4年以后 ) 三个发展时期
。

对用户一

般提供三种服务方式
: 1

.

定题情报提供 ( S D I
一

S
e l e 。 t i v e D i s s e m i n a t i o m o f I n f o r m a -

t i o n )
.

2
.

追溯检索 ( R S
一
R e t r o s p e e t i v e S e a r e h )

.

3
.

联机检索
。

前两种统称为脱机检 索

方式
。

地震学情报数据库的研究
,

就 是以联机检索地震期刊论文数据库开 始 的
。

联机检 索

时
,

用户使用计算机终端直接与计算机对话
,

通过会话型检索程序进行
“
问答方式

”
提间业

获得检索结果
。

检索地震学文献数据库时
,

用户调用检索程序
,

按提问要求键入检索项即可

获得 若 干 篇 文献检索结果
。

也可先检索每篇文献的题录 ( 控制号
、

年代
、

论文标题
、

出处
、

杂 志代 码
、

作者姓名
、

作者所属机构代码
、

分类号 )
。

对中意的论文可通过控制号进一步

要求它的详细情报一文摘
。

检索结果均可打印下来
。

如不合要求可另寻检索途径
。

软件使用

地震学情报数据库的研究在 V A X n / 7 50 小型计算机上进行
,

它的操作系统是 V A X / V
-

M s
。

5 5年 s 月本机安装了数据库管理系统 ( D B M S
一

D
a t a B a s e M a n a g o m e n t S y

s t e m ) ;

数据检索语言 ( D T R
一
D a t a t r i e v e ) ; 公共数据字典 ( C D D

一
C o m m o n D a t a D i e t i o n a -

r y ) 三个软件包
。

地震期刊论文数据库的设计使用了 D T R
、

C D D二个软件包
。

D T R语言是用于数据处理的一种有力工具
。

国外有人称为
“
咨询语 言

” ,

获 得了广泛

的应用
。

它是在 C O B O L语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但不要求数据库设计人员具备使 用 C O

B o L语言的知识和能力
。

它是一种第四代语言 ( f
。 u r t h

一 g e n e r a , 10 0 l a n g u a g e )
。

比 C O

B O L
,

B A S IC 语言更加像英语 ( E n g h
s h

一
il k e )

。

它具有强的非过程特征
。

它吸收采用了

数据库技术的一系列概念和方法
,

使数据库设计人员使用时感到十分方便
,

但亦不要求设计

人员掌握数据库技术的 知 识和技巧
。

.

D T R提供了与其它语言相同的数据存贮能力
,

可 以存

贮和检索存在任何类型 R M S ( R
e 。 o r d M a n a g e m e n t S e r v i e e s ) 数据文件中的数据

,

可 以

建立顺序文件和多个关键字的索引文件
。

D T R可以存取三种不 同类型的数据库
.

1
.

由 D T R建立的文件结构型 数 据 库
; 2

.

由关系

数据库 V A X R d b ( R
e l a t i o n a l d a t a b a s e

) 建立的数据 库 ; 3
.

由V A X D BM S建立的

数据库
。

用 D T R建库就是通过建造称之为域 ( d o m ia n
) 的库来存取数据

。

一个域的定义为

一个数据的集合建立名称
,

业告诉 D T R数据描述存贮 在何 处
,

数据存贮在何处
。

这样
,

一

个域的定义就包含了域的名称
,

记录名称 ( 数据描 述 ) 和数 据文件名称
。

D T R 也允许建立

数据层 次 ( 如同 C O B O L 中的组合项 ) 和重复字段 ( 如同 C O B O L 中的 O C C U R S 子句 )
。

同时
,
D T R也为有经验的程序设计人员

,

准备了许多富有潜力的手段
。

通过编制
“
过 程

”
的

方式
,

在数据处理中高效率地使用计算机
,

以减少许多繁复劳动
。

C D D软件实质是一个分层次的字典
。

字典是对 C D D 而 言
,

目录是对 V A X / V M S操 作

系统而言
。

当用户逻辑进入 V A X / V M S操作系统时 ( D C L级 书提示符 )
,

就处在某个缺省

目录之下
。

同样
,

当运行进入 D T R时 ( D T R提示符 ) 就处在某个 C D D 的缺省字典之 下
。

D T R就是使用 C D D 来贮存数据定义和过程
。

在 C D D 中各个数据定义与过程 都 是分开存贮

的
。

在一个信息管理系统中
,

可靠的数据定义和数据本身一样重要
。

必须了解数据是如何表

示的
,

当 以不 同的应用方式在系统中运行时它又是如何被使用的
。

共享的数据定义必须是无二

义的
,

敏感的数据定义必须加以保护
。

C D D 就是提供了 这样一个中心 存贮区域
,

业成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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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数据定义的保密系统
。

数据文件业不包含在 C D D中
,

而存放在 V A X / V M S的目录之中
,

数据被贮存得与具体使用的程序无关
。

对数据文件的保护要在 D C L级 ( 非提示符 )设置
。

用

户可使用 V A X / V M S建立新的目录
,

业在目录之间移动 ; 同样
,

用户可 以使 用 D T R建立新

的字典
,

业在字典之间移动
。

地震期刊论文数据库就是用 D T R语言
,

建立的文件结构型数 据库
。

但业不要求检索数

据库的用户懂得 D T R语言
。

用户只要调用数据库设计人员设计的问答式检索程 序
,

简单地回

答一些 y ( y e s )
、 n ( n 。

)
,

键入选用的检索项
,

就可获的检索结果
。

这好比业不要求收看

电视的 人懂 电视 机原 理
,

只要简单地拨动设计人员为用户准备的几个旋钮
,

即可获得满意

的图象一样
。

地震学文献数据库

地震学文献数据库由三个数据库构成
,

一是带有文摘的文献数据库
,

域名是P A P E R S ,

一是题录数据库
,

域名是 S U B J E C T ; 另一是文 摘数据库
,

域名是 A B S T R A C T
。

计 划收

录范围为国内出版的全部地震学学术期刊论文
,

例如
:

地震学报
、

地 震 地 质
、

西 北地震学

报
、

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
、

地震研究
、

地壳形变与地震等等
,

以及其它学科期刊中与地震预

报研究有关的论文
。

追溯时间计划十年
,

还可以更长一些
。

收集文献资料存贮到数据库中去是一项烦琐复杂的工作
。

文献是一种非数值情报
,

首先

要对原情报进行加工
、

处理 、 形成可存贮到计算机内的二次情报
、

电子计算机检索到的二次

情报一般可满足用户要求
。

若要看原文献
,

可根据打印下来的出处和刊名去借取
。

利用每篇期刊论文的英文著录项目来建立地震学文献数据库
。

作为查 找 手 段的检索项

( 年代
、

杂志代码
、

作者姓名
、

分类号 ) 和用于输出的 项 目 ( 控 制 号
、

标题
、

出处
、

文摘

等 ) 业列包含在文献数据库记录中
。

以下为一篇文献的记录形式
:

C N
:

8 5 0 1 4 2

Y E A R : 8 5

T I T L E : H i g h p r e e i s i o n d e t e r m i n a t i o n o f t h e e p i e e n t r a l d i s t a n e e a n d

a z i m n t h a n g l e

S O U R C E
:

N 2 P 1 3 3

C O D E N : J S R E A I

A U T H O R : F e n g R u i

U N I T
:

5

A U T H O R :
W

a n g B o w e n

U N IT
: 5

C L A S S I F Y : 5 6
。

2 5 7 8

A B S
:

S t u d i e s p r o b l e m s e o n e e r n i n g t h e h i g h p r e e i s i o n d e t e r m i n a t i o n

0 f t h e e p i e e n t r a l d i s t a n e e a n d t h e a z i m u t h a n g l e s .

S u g g e s t e d

t h a t w i t h i
n 3 0 0 0 m i l

e s ,

R
o b b i n s f o r m u

l a
s h o u l d b e u s e d

.

A l s o

f u r n i s h e s e o r r e s P o n d i n g F O R T R A N p r o g r a m f o r t h e e a l e u l a t -

I O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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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号 ( N C )
、

年 (Y EA R )
、

标题 ( TI L E T )
、

出处 (S O UR E C )
、

杂志 代码 ( O C

EN D)
、

作者姓名 (A UH TRO )
、

工作单位代码 ( UN I T )
、

分类号 ( CL A S S I F Y )和

文摘 (A SB )
。

其中控制号为主索引键
,

对每篇文献都不相同
。

作者姓名和工作单位代码是

表字段 A U T O R S中的两个基本字段
。

根据国家规定作 者最多收录两人
。

论文根据中科院图

书分类法分类
。

工作单位使用了 《 地震文摘 》 中使用的两位符号单位代码
,

业做了大量的补

充
。

一篇文献 占1 5 0 0字节存贮空间
。

题录数据库记录形式如下
:

C N
: 8 5 0 1 4 2

Y E A R
: 8 5

T IT L E :
H i g h p r e e i s i o n

d
e t e r m i n a t i o n o f t h e e p i e e n t r a l d i s t a n e e a n d a z -

i m u t h a n g l e

S O U R C E : N 2 P 1 3 3

C O D E N
:

J S R E A I

A U T H O R
:

F e n g R
u i

U N IT
: 5

A U T H O R
:
W

a n g B
o w e n

U N I T : 5

C L A S S工F Y : 5 6
。

2 5 7 8

控制号 ( C N ) 是主索引键
。

文摘数据库记录形式为
:

C N
: 8 5 0 1 4 2

A B S
: S t u d i e s p r o

b l
e m s e o n e r n i n g t h e h i g h p r e e i s i o n d e t e r m i n a t i o n

0 f t h e e P i e e n t r a l d i s t a n e e a n d t h
e a z i m u t h a n g l e s .

S
u g g e s t e d

t h a t w i t h i n 3 0 0 0 m i l e s ,
R o b b i n s f o r m u l a s h o u l d b e u s e d

.

A l s o

f u r n i s h e s e o r r e s p o n d i n g F O R T R A N P r o g r a m f o r t h
e e a l e u l a t -

I O n -

控制号 ( C N ) 即是主索引键也是检索项
。

文摘缩编到 1 0 0 0个英文字符以内
。

V A X l l / 7 5 0 机

每个输入行字符不得装过 2 55 个 ( 包括空字符 )
。

所以一篇文献的文摘用 五 个输入行组合构

成
。

一篇文摘记录占1 2 8 1字节
。

可以看出控制号是三个数据库相互关联的唯一纽带
。

期刊代码即 C O D E N 代码
。

C O D E N 是 C o d e N u m b e r
的 简写

,

是计算机用的期刊代

码
。

它是国际性的
。

目前国内使用尚不普遍
,

但随着计算机检索的普及
,

人们对它越来越熟

悉
。

使用它可一定程度简化检索程序
,

也可促进 国际交流
。

C O D E N规定用 6 个字符 代表一个连 续出版物 的刊名
。

前五个字符为英文字母
,

最后

一个字符为英文字或数字
。

前四个字母由刊名按一定的规则抽取而成
,

第五个字母是 防止前

四个字母重 复而 设置 的
。

第六个 字符 为计 算机 校验字符
,

有一计算公式
。

地震学报
、

地

震地质的 C O D E N代码分别是 A S S I D 7
、

D D IZ D 4
、

与国际采用的代码相符
。

其余自行确

定
。

地震学文献数
.

据库设计有两个字典 表
:
期 刊代 码表 ( C o

d
e n 一 t a bl e ; ) 和工作单位表

( U n i t
一

at bl e ;
)

。

用户可使用这两个字典表
,

用一简单命令还原代码
。

例 如

D T R > P r i n t ,’ J S R E A I,, v i a C O D E N
一 t a b l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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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o u r n a l
o f S

e i s m o
l
o g i e a

l R e s e a r e
h

D T R > P r i n t 5 v i a U N IT
一 t a b l e ;

G e o p h y s i e a l In s t i t u s e ,

S t a t e S e i s m o l o g i e a l B
u r e a u

各种类型的情报检索系统有各自不同的检索语言和使用方法
。

我们的这个联机系统就是

在 V A X l l / 7 5 0机上使用 D T R检索语言
。

虽然计算机提供了数据库软件
,

但各种应用程序一主

要是检索程序 一仍然要数据库设计人员自行编制
。

地震学文献数据库的总体结构请参看图 1
。

用户 r e七r i 一 P a P e
加 ;

ddd切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肋七七aP
e sssss 护AP E朋 ;;;;; S U泊J EC T亩亩亩 A习S T以 CT jjjjj C O公E目一一一 口付I T ~~~

以以以以以以以 P E R昌一凡它C二二二 S U B J一 R叹 奋奋奋 A B日一获EC ;;;;; 七a b l e ;;;;; 七a b 1 0 二二

ppp 血p 仁 p夕 n 么甲
.....

S甘习J ECT
.

以 T ;;;;; AB尽T狱盯
.

孤 T jjjjjjjjjjj
... 一 ~ 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

aaaaaaaaaaaaaaaaaaaaaaa P P e n ddd

卫卫A P石石石 S U习了JJJJJ A B匀匀

PPP Ap E月S
一 REC二二二 S U 3 )

一

RE C ;;;;; A习S一祝EC弃弃

尸尸八P 公AT ;;;;; S U B J
.

力八T ;;;;; A即
.

以 T ;;;

图 1 地震学文献数据库总体结构图

F i g 1 B l o e k d i a g r a m o f s e i s m o
l
o g i e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d a t a b a s e

应用程序和数
l

据库设计如下
:

·

文献数据库域的定义
:

P A P E R S ;

·

题录数据库域的定义
:

s U B J E c T ;

·

文摘数据库域的定义
: A B S T R A C T ,

·

文献数据库记录定义
:

P A P E R S
一

R E C ;

·

题录数据库记录定义
:

S U B J
一
R E C ;

.

文摘数据库记录定义
: A B C

一
R E C ;

·

文献数据库检索程序
: R e t r i

一 p a p e r s ;

·

酷录数据库检索程序
: R e t r i

一 s u b j e 。 t ;

·

文摘数据库检索程序
: R e tr i

一 a b s t r a c t ,

·

三个缓冲数据库
:

P A P ; S U B J , A B S ;

·

缓冲数据库存贮程序
:

S T O R E
一
P A P ;

·

缓冲数据库修改程序
: M O D IF Y

一
P A P ,



57第 4
.

期 高树心
:
地震学情报数据库研究

·

缓冲数据库记录删除程序
: E R A S E

一
P A P多

·

二个字典表
: C O D E N

一 t a b l e ; U N I T
一 t a b l e ;

情报检索系统工作人员
,

使用缓冲数据库 P A P ; 进 行文 献 数据的存贮
、

修改
、

删除
。

检查无误后
,

再构 ( r e s t r u 。 t u r e ) 到另二个缓冲库 S U B J ; A B S ; 再将三个缓冲库中的数

据附加 ( a p p e n d ) 到 主 数 据 库
。

每次附加工作结束后
,

将缓冲数据库对应的数据文件内

的记录清除
,

等待输入又一批新文献数据
。

用户使用的问答式文献检索程序框图示于图 2
。

调用检索程序实施检索进行情况如下
:

D T R >
:

R e t r i
一 P a P e r s ;

W e l
e o m e t o r e t r i e v e P A PE R S d

a t a b a s e
.

A n s w e r f o l l
o w i n g q u e s t i o n s a e e o r d i n g t o r e q u i r e m e n t s l

E n t e r I f u s e Y E A R f o r r e t r i e v e ( y o r n ) : Y

E
n t e r P l e a s e e n t e r Y E A R ( 2 d i g i t s ) : 8 5

E n t e r y f o r r e t r i e v i n g o t h e r s , n t o e x i t : n

R
e t r i

一 P a P e r s P r o g r a m f i
n i s h

e d
.

G o o
d
一
b y e !

D T R >

l 人百 ]

用年做检索顶啄

~ ~ 了丁一

矍杂志代码检索标志
作者做检索顶吗空

冬号检索标志

检索标志逻辑运算

显示并打印检索结果

y
继续检索吗?

~ ~ 而一
结束

图 2 问答式检索程序框 图
F i g

.

2 F l o w e h a r t o f a r e t r i v a l p r o g r a m

地震学文献数据库设计中
,

在 D C L级对数据文件设置了保护
。

利用 C D D软件使用 D T R

检索语言对数据描述
、

过程程序和字典表设 置了 保 密 和保护
。

系统对数据文件提供缺省保



西 北 地 震 学 报 第 8 卷

护
:

非
s

h
o wp o rt e。 ti o n

S S T E YM =R WE D
,

G R O U P = R E
,

OW N E R = RW E D
,

W O R L D = N O A C C E
-

S S

系统管理人员
、

文件主均有读 ( R )
、

写 ( W )
、

执行 ( E )
.

、

删除 ( D ) 四 种 特权
,

其它

用户 ( W O R L D ) 对文件没有任何存取权利
。

我们对用户检索的 数 据文 件 进行 设 置
,

例

女口
:

非S E T P R O T E C T IO N 二 ( S :
RW E

,

O
:

RW E
,

G
: R

,

W
:
R ) P A P E R S

.

D A T , 1

书D I R / P R O T P A P E R S
.

D A T , 1

D i r e e t o r y S Y S 容S Y S D E V I C E
:

U S E R
.

G A O

P A PE R S
.

D A T ; 1 ( RW E
,

RW E
,

R
,

R )

对文献数据库文件P A P E R S
.

D A T , 1 ,

所有用户都有读的权利
,

即检索的权利
。

业且都没

有删除的权利
。

对用户使用的检索程序 R e t r i
一 p a p e r s ; 设置的保密和保护如下

.

D T R > S E T D I C T IO N A R Y C D D 公T O P
.

D T R非U S E R S
.

G A O

D T R > S H O W P R E T R I
一
P A P E R S ; 1

1 : ( 3 0 0
,

4 )
,

U S E R N A M E
: a

G A O
,,

G
r a n t 一 n o n e ,

D e n y 一 n o n e ,
B a n i s h

一 n o n e

2 : ( 气
赞 )

,

G
r a n t 一 E P S

,

D
e n y 一 n o n e ,

B a n i s h
一
F G

结 语

文摘是文献最重要的情报
,

文摘的处理加工存贮 到 计 算机中去
,

是一件极其 烦琐的工

作
。

根据计算机检索系统的要求和我们处理加工文摘的体会
,

对论文文摘的写作有一些想法

需与广大地震论文作者商榷
,

拟另择文这里不再累述
。

仅希望我们建库工作能得广大论文作

者的积极支持和密切配合
。

国内目前大多数联机检索系统均为英文系统
。

我们在 V A X l l / 7 5 0 机上建的 地震期刊论

文数据库目前也是英文系统
。

检索试验表明
:

对于 日常科研工作中
,

经常参考中文文献的同

志
,

使用本检索系统
,

阅读本学科每篇文献的二次情报
,

不存 在什么困难
。

当然随着 V A X

机中文系统软件的开发
,

将来地震学文献数据库应该是一个中文的联机检索系统
。

( 本文 1 9 8 6年 1 月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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