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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互联网络 I n t e r n e t

邹 新 华

玩 te rn e t 是全世界规模最大
、

用户最多
、

影响最广的互联 网络
。

它 已覆盖了 105 个国家
,

连

接了 15 0 0 0 多个网络
、

22 。 万台主机
,

拥有 2 5 0。 万个用户
。

它的综合能力和规模正以每年翻一

番的速度迅速增长
,

每小时增加 1 00 台主机
。

当前世界各国刮起了互连 I nt e r
en t 的旋风

,

各个

国家的信息网络一不论是商用的还是专用的
,

都争先恐后地建立直接或 间接通道与 Int er en t

互接
。

那么
,

什么是 Int er en ?t 对社会科学研究有哪些用处 ? 怎样加入到 Int er en t 网中呢 ? 现

在
,

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有了现代化的统 计
、

分析及写书论著的工具— 电脑
,

本文想通

过对 nI et r n et 的介绍
,

使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人 员了解 In t er en t
,

进一步发挥 电脑的作用
,

进

入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
。

随着我国各级计算机网络的逐步建立和国家通信网的建成
,

越来越多的用户正在加入到

nI et rn et 网中
。

那么什么是 Int er en , 网呢 ? 从 网络通信技术的观点来看
.

Int er ne t 是 一个 以

T c P I/ P 通信协议联结各个国家
、

各 个部门
、

各个机构计算机网络的数据通信网
;
从信息资源

的观点来看
,

Int e r
en t 网是一个集各个部 门

、

各个领域的各种信息资源为一体 的供网上用户共

享的数据资源网
。

通过一根 电话线与 I nt er en t 网相连
,

用户不但可以通过使用电子邮政与网上

任何用户交换信件
,

还可以跨越地区
,

甚至跨越国界使用远程计算机的资源
,

查询 网上各种数

据库内容及获取希望得到的各种资料
。

In t er ne t 为科研人员提供了基础性的网络环境
,

各种检

索工具及大量的数据信息资源
。

研究人员可以对 全球范围的许多数据库
、

语言
、

图象及多媒体

数据库进行检索
,

在显示图像信息的同时还可以同时传送语言信息
。

nI et rn e t 上究竟有哪些资源呢 ? 有 自然科学
、

社会科学
、

实 事评论
、

文学艺术
、

医学
、

商业

… …
,

没有人能说得清 Int er en
t 上有多少资源

,

有多少数据库
,

但人们都知道它非常庞大
,

信息

资源包罗万象
,

浩如烟海
。

一旦你的微机与 I nt er en t 连通
,

你的微机就与世 界 1 50 多个国家

2 2 0 多万台电脑联系起来
,

这样在你的面前就呈现 了一个巨大的全球性的电子 图书馆
,

实现你
“

君子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

的梦想
。

下面
,

将就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感兴趣的 Int er en t 的最

基本服务介绍一下
。

一
、

电子邮件传递 E 一 m a i l ( E l e e t r o n i e M a i l )

电子邮件 E 一 m ial 是一种通过计算机连网与其它用户进行联络的快速
、

简便
、

高效
、

价廉

的现代化通信手段
。

通过在一些特定的通讯节点计算机上运行相应的软件使之充当
“

邮局
”

的

角色
,

用户便可以在这台计算机上租用一个
“

电子邮箱
” 。

当需要给网上的某一用户发送信件

时
,

发信人只要同这台计算机联机
,

将要发送的内容与收信人的
“

电子邮箱
”

地址送入 自己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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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邮箱即可
。

用户可以将一封信同时发给多个收件人
,

电子邮件系统会自动将用户的信件通过

网络一站一站地送到目的地
。

若给出的收信人
“

电子邮箱
”

地址有误
,

系统会将原信退回并通知

不能送达的原因
。

当信件送到 目的地后
,

便存在收件人的
“

电子邮箱
” ,

便可以读取自己的邮件
,

读后还可以将收到的信再转发给其它用户
。

由于收发邮件是采取存储转发的方式
,

打开
“

电子

邮箱
”

是采用计算机联机的方式
,

就使用户可以不受时间
、

地点的限制来收发邮件
。

二
、

电子公告牌 BBS ( B u l l e t i n OB
a r d S y s t e m )

大家都知道
“

黑版报
”

或
“

公告牌
”

是张贴各种通知和消息的地方
,

其内容五花八门
,

从书

讯
、

影讯
、

会议消息到招聘
、

求职
、

寻人和招领启事
,

无所不包
,

而且人人都可以张贴
。

一则消息

可以保留一段时间
,

然 后被刷新
,

换上新的消息
。

与此同样的道理
,

电子公告牌 ( B ul let in

oB ar d) 是用电子通讯手段
“

张贴
”

各种公告和消息
,

它的优势在于能迅速接近范围更广和更远

距离的
“

读者
” ,

使之成为极有力的信息交流工具
。

I nt er en t 提供的此项服务
,

强烈地吸引着世

界各地从事同样工作或共同爱好的人参加讨论
,

交流观点
,

寻求帮助
。

通过加入自己感兴趣的

用户组
,

用 户不 但可 以
“

订阅
”
自己希望定期收到 的信息

,

或称之 为 电子邮
一

寄期刊 ( E 一

io u r n al )
,

还可以参加某一专题的讨论
。

这些信息都是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在 I nt er en t 上传送的
。

加入或退出某一用户组很方便
,

仅需向有关的电子邮箱发一封含有加入命令 ( su b sc ir b e )或退

出命令 (u sn
u b sc ir b e

)的电子邮件即可
。

事实上
,

研究人员正是通过张贴某一论题
,

吸引众多的

研究人员参加讨论
,

从中得到帮助或问题的解决
。

例如
,

召开某一专题的国际会议需要某一类

型的论文
,

就可张贴一条请求帮助的信息到有关的消息组
,

在一
、

两天内就会得到答复
。

三
、

电子论坛

电子 论坛
,

在 I n t e r n e t 上这种类型 的服务称为 M a il i n g L i s t
,

并 进 一 步演变 为 N e w s

G or u p s 。

电子论坛最初作为群体讨论在一些大学出现
,

作为院校网 ( iB tn et )的一部分
,

称为专

题通讯服务 ( iL st se yr )
。

iL s st er y
将有共同兴趣的成员的名单排列成一组通讯录

,

成员与成员

之间可以互发消息
,

发送电子邮件
,

保存有关的文件
,

大家共享一些信息资源
。

发展到现在
,

不

同国籍
、

不同地区的数人
、

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组成一个专题组
,

共享一组特定主题的信息
,

交流

学术方面的经验间题
,

可以在同一时间共同写同一篇论文
,

这是以前无法实现的
。

四
、

远程登录 T e l n e t

远程登录是指在 T C P 1/ P 通讯协议的终端机协议 T el n et 的支持下
,

用户的计算机通过

nI et rn et 网暂时成为远程计算机终端的过程
。

要在远程计算机上登录
,

首先要成为该系统的合

法用户并有相应账户的口令
。

一旦登录成功后
,

用户便可以使用远程计算机对外开放的全部资

源
,

如软件
、

运算资源
、

程序语言
、

操作系统等等
,

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大部分使用的是 I n
-

et r
公司的 2 8 6 c p u

或 3 86 cP
u ,

少数人使用的是 4 86 cP
u ,

对于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数据统计分析
,

不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有很大的局限性
,

你可以把大规模的调查数据用远程登录的方法登录

到发达国家的大型计算机上
,

使用最先进的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

然后再把统计结果传回到自己

的微机上
。

1 2 0



五
、

信
.

忽查询工具 G op he r
、

W ASI与 W WW

电子邮件 E 一 ml ia
、

远程登录 Tel e nt和文件传送 T P F是 It e n re nt网提供的三项基本服

务
。

在此基础上
,

为了帮助用户更容易获取希望得到的信息
,

近年来又开发了一些功能完善
,

用

户接 口友好的信息查询工具
,

如 G o p h e : 、

w A I s 和 w w w )

G o p h e r :

该词来源于
“
G o f e r ” ,

是 In t e r n e t 中多等级的菜单式巡视系统
,

也是 In t e r n e t 中

最常用的工具
,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为发展校园信息系统研制了这一系统
。

该系统由菜单驱动界

面
,

它只提供 T el en t 和 F T P 可查询到的文件
。

使初学者在不知道 T el en t 地址和 F P T 地址或

不了解指令的情况下巡视网络
,

查找网络里的各种文件和信息
。

G ho eP
r
提供 A cr ih c

服务器
、

联机图书馆指南
、

F T P 地址和互联网络里的其它信息资源
。

它的最大优点是通过菜单帮助用

户自动检索不同的信息资源
。

W A I S
:
(W id e A r e a In f o r m a t i o n S e r v e r )这是广域信息服务器

,

特别适于检索文本文件
。

使用 w A IS
,

用户可能阅读世界各国的报纸
,

获取任何国家的信息
,

扫描各种专业数据库
。

W A IS 还可以根据关键词查询大文件
,

并根据检索到 的文件与用户查询问题的相关程度大小

依次排列
。

W A IS 的另一个功能是每日
、

每周或每月自动收集用户感兴趣的所有文件
。

比如
,

用

户对某一金融词汇感兴趣
,

可以检索到《华尔街 日报 》上的所有与此有关的文件
,

并指示 W A IS

定期为该用户收集更新与该主题词有关的所有文件
。

WWW
:
(W or ld W id e

W
e b )其含义是全球网信息服务 系统

,

是 1 9 9 2 年由欧洲粒子研究中

心 ( C E R N )推出的一个基于超级文本 ( H y p e r t ex )t 方式的信息查询工具
。

WW W 的文件是以超

级文本的格式编写的
,

含有许多相关文件的接 口
,

用鼠标 (在监视器上左
、

右
、

上
、

下移动的小箭

头 )选择文件中的某些词汇 (带下画线 )可以打开与这些词汇相关的文件
,

不论这些文件是分布

在网上的哪台机器里 (哪个地理位置上 )
,

这样可以将位于全世界 Int er en t 上不同地点的相关

数据信息有机地编织在一起形成一个 w WW
。

W WW 为用户提供了一种功能很强大的图形界

面
,

可以用鼠标操作
。

用户仅需提出查询要求
,

而到什么地方查询及如何查询则由 WWW 自动

完成
。

利用
、

WWW 可以查询网上几乎所有的信息资源
,

除了浏览文本信息外
,

还可以通过相应

软件显示与文本内容相配合的图像
、

影视和声音等信息
。

目前
,

WWW 已成为 Int e r
en t 的一个

代表性信息查询工具
,

越来越多的机构采用 WWW 方式提供信息服务
。

除了以上服务外
,

I nt er en t 还提供许多其它服务 ( 由于字数受限
,

再者与社会科学研究的

联系不大
,

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
。

坐在自己家里的计算机旁
,

就能查询到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

目录到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及欧美各国许多公用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的几百个联机目录和数

据库
,

里面有大量的科技数据
,

及社会科学
、

文学艺术
、

时事评论等方面的数据库
,

而且大多数

数据库都是免费使用的
,

这真是太 吸引人了
,

那么怎么样使 自己的计算机与 Int er n et 网连接

呢?

nI et m e t 是一个松散的网络系统
,

它没有设立中央机构对其进行集中管理和统一规划
,

每

个分网络都是分散管理
,

它的完善与发展主要依靠用户的支持
。

一些由用户自愿组成的小组负

责协调 Int er en t 的工作
。

I nt er en t 诞生于 1 9 6 9 年
,

是美国国防部一项实验的产物
,

是由美国政

府出资将国家实验室和大学的计算机互连而成的网络
。

目前
,

我国已通过中国公共交换网与

nI et m et 连通
,

使中国成为国际信息网络的一部分
。

这将推动我国信息网络
,

特别是学术信息

网络的建设
,

从而逐渐缩小我国的学术科研与信息交流方式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差距
。

Int 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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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在我国的普及与使用
,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现有网络的规模和建设情况
。

我国政府为

了推动国民经济的信息化
,

已经开始实施几项大工程的网络建设
,

并计划建设覆盖全国的公共

高速通讯平台
。

中国科学院网络中心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各有一条专线与 I nt er en t 相连
,

北京

清华大学
、

北京大学的局部网分别有一条 D D N 线路与网络中心相连
,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中心

也有一条 D D N 线路与高能物理研究所相连
,

用户可以通过这些单位节点与 Int er en t 相连
。

社

会科学研究机构可以在本系统内建立一个局部网
,

先使本系统的信息资源共享
,

然后通过局部

网加路由器与上述单位连接
,

实现与 I nt er n et 相连
。

对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个人使用的

计算机可以作为仿真终端与上述单位连接
,

所具备的基本设备是现有的个人计算机
,

一部家中

使用的电话
,

到市场购买一台调制解调器 ( M od
e m )

。

到上述单位的任何一个单位注册一个帐

号
,

即与 Int er en t 相连了
。

关于如何进入 I nt e r
en t 网

,

怎么操作
,

上述单位会定期举办一些学 习

班
,

更详细地介绍关于使用的步骤
、

方法
,

注意事项等等
。

至于怎样利用 Int er en t
·

上提供的服务

查询自己感兴趣的数据库
,

调用对 自己或课题有用的文件
,

就靠大家在使用过程中慢慢摸索

了
。

在与国外学者打交道时记下他 (她 )们的 I nt er en t 帐号
,

即
“

电子邮箱
”

地址号
,

因为发达国

家
、

地区的学者早已使用 Int er en t 网多年了
,

积累了不少经验
。

如果已有了计算机和电话
,

只需

一台调制解调器
,

注册一个帐号
,

两项的费用只需几千元
,

比买一台 4 86 D X 计算机便宜一半还

多
。

但一旦你与 I nt er en t 相连
,

节省下来的邮费
、

往返国内外的旅差费就不是以千元计算了
,

而

且所争取的时间和获取的信息资源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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