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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新媒体对医院图书馆服务的影响，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图书馆为例，从引进多项医学数据库
资源、创建图书馆网站、经营自媒体等方面详细阐述新媒体在其服务推广中的应用，提出新媒体时代医院

图书馆发展建议，包括提高数字化、网络化水平，提供个性化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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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近年来综合性医院学科建设和科研工作快速发

展，医院图书馆承担着为临床、教学、科研等工作

收集、存储、加工、传递信息的重要职能。与此同

时，随着网络技术的革新新媒体应运而生，逐渐改

变人们生活方式，如何利用新媒体在服务推广中满

足个性化、即时性、多元化的用户需求，成为医院

图书馆目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２　新媒体对医院图书馆服务的影响

２１　新媒体和Ｗｅｂ２０时代

２１１　新媒体　新媒体发端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相较于纸类印刷媒体、广播、电视等传统
媒体，新媒体具有数字化、互动性、超文本、虚拟

性等特点［１］。本质上新媒体是数字技术在信息传播

中进化出的新模式和新形态，具体泛指利用电脑及

网路等新技术构建的新型传播站点［２］。在此基础上

新媒体产业类型不断扩大，出现电玩、搜索引擎、

网络拍卖、综合性购物网站等产业［１］。

２１２　Ｗｅｂ２０时代　伴随着网络技术的革新，
互联网已步入Ｗｅｂ２０阶段，甚至出现Ｗｅｂ３０的
趋势。相对于Ｗｅｂ１０时代多以网站形式向用户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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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单向的只读信息 （如最初的雅虎网站），如今更

加成熟的网络环境构建于知识系统之上，以内容为

核心，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和协同合作，以

用户为中心［３］。其典型代表有社交网站、微博、网

络应用程序等。主流观点将 Ｗｅｂ２０定义为一场信

息通讯技术引发的信息革命，预示着未来知识社会

的新局面［４］。总体来说 Ｗｅｂ２０时代媒体开始变

革，新媒体应运而生，二者相辅相成，正改变着人

们生活，影响着生活习惯和学习方式［５］。

２２　医院图书馆面临的新挑战

２２１　图书馆职能转变　图书馆作为文化产业的

重要分支之一，是人类智慧的宝库，在人类文明发

展及历史存留中具有显著作用［６］。现代图书馆不再

是传统意义上仅具有收藏书籍和各种出版物的单一

功能，而是在保存纸质图书的基础上将地图、印刷

物、档案、艺术作品保存在 ＣＤ、录像带、ＤＶＤ等

各种载体上［６］。此外图书馆还通过访问只读光盘驱

动器 （ＣｏｍｐａｃｔＤｉｓｃＲｅａｄ－ＯｎｌｙＭｅｍｏｒｙ，ＣＤ－

ＲＯＭ）、订购数据库和利用互联网来提供服务［６］。

医学图书馆除承担作为图书馆的本职工作外还承担

医院图书情报的主体工作，为临床、教学、科研等

工作收集、存储、加工、传递信息［７］。

２２２　面临的问题　随着新媒体技术改革推进，

医院图书馆在应对现代医学飞速发展和医学研究不

断深入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利用计算机和通讯

技术为医务工作者提供更全面、便捷、即时的信息

服务；二是怎样紧跟社会发展，从单一收藏印刷文

献向多媒体收藏形式转变，同时增加电子文献比

例。

２３　新媒体对用户习惯的改变

２３１　知识获取方式多元化　计算机技术革新使

网络和手机等设备迅速普及，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

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

（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ＬｉｂｒａｒｙＣｅｎｔｅｒ，ＯＣＬＣ）“图书馆和
信息资源认知”报告显示美国用户在搜索引擎、图

书馆、网上图书馆、书店和网上书店几个选项中对

搜索引擎最为熟悉，而对于网上图书馆的态度则相

对冷淡［８］。这一数据对于医院图书馆具有参考价

值。首先是新媒体对用户生活方式的改变，相当一

部分人在获取信息时选择新媒体；其次是医院图书

馆还处于推广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医务工作

者来说，网上搜索引擎在精确度和省时度方面远远

落后于专业医学网络图书馆。

２３２　结合新媒体特点提高服务水平　目前医院
图书馆应积极转型，紧跟科技潮流与趋势，做好服

务推广工作。具体来说，应围绕医院重点学科建

设，开展定题检索、知识服务等工作，为医护人员

提供定期相关培训等。新媒体时代数字化特点为读

者提供多种形式的阅读方式，如视频、音频、文

字、图片等，使读者根据需求选择合适方式，更快

获取知识。此外新媒体具有个性化提供信息的特

点，用户可根据需求搜索特定知识区。医院图书馆

应利用新媒体特点，为医务工作者提供省时、省

力、快捷、有针对性的服务，为医院学科建设和临

床教学科研工作提供信息资源保障。

３　新媒体在医院图书馆服务推广中的应用

３１　引进多项医学数据库资源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图书馆 （以下简称齐鲁医院

图书馆）隶属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近年来不断整

合各类资源，利用新媒体完善图书馆各类服务，向

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逐渐形成数字与纸质资源双

保障的模式。临床医务人员对资源要求在于 “新”

和 “快”。截至２０１９年９月齐鲁医院图书馆引进数
１０个中外文医学数据库，包括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Ｋｅｙ、Ｓｐｒｉｎｇ
ｅｒ、ＯＶＩＤ、中国知网、万方医学网等。全院职工随
时随地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库查找、下载医学资源。

数据库分类上有中文和英文，资源文件类型上有文

本、视频、音频、图片等，文献种类上有世界知名

医学期刊，也有各类学术论文，部分数据库还匹配

了移动端应用程序，真正体现出新媒体优势，节约

医务工作者时间，为临床科研人员提供强大的文献

支持。

３２　创建图书馆网站

官方网站收集各类信息，为用户提供便利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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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相关资讯的平台。２０１７年齐鲁医院图书馆正

式开通官方网站、云图书馆。网站不仅提供多个数

据库访问地址和详细介绍，还整合资源公告、本馆

动态等版块，及时向用户提供资源更新和活动资

讯。此外读者可通过网站查询、借阅馆内纸质资

源，也可下载诸如数据库讲座课件之类的文件。建

立官方网站旨在实现服务的专业化、规范化，也是

顺应新媒体发展趋势的举措。构建专业的图书馆网

站是实现个性化服务的有效途径之一。用户只要搜

索与图书馆相关问题都可从中找到需求的答案，真

正为医学教育科研搭建强大的科研基础平台。

３３　经营自媒体

利用自媒体向读者提供即时、多样化信息。

２０１７年齐鲁医院图书馆创建微信公众号，每周发表

约２～４篇文章，旨在为用户提供一个移动信息服

务平台。截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公众号共发表１４９

篇原创文章，类型多样，除齐鲁医院发表论文分析

报告、资源使用慕课、医学期刊推荐、数据库开通

介绍等信息外，还包括生活资讯、社科书推荐、图

书馆互动游戏等内容，满足不同用户需求。此外用

户可以利用微信公众号自定义菜单功能阅读图书馆

简介和了解各个数据库详情，还能以科室或个人名

义预约参加讲座活动。目前微信公众号有约３０００

名关注者。

３４　建立微信读者交流群

利用自媒体为临床科研人员提供便捷、全面的

咨询服务，实现即时性、个性化。临床医务人员普

遍工作忙碌，缺乏检索培训，为此 ２０１７年齐鲁医

院图书馆建立３个微信读者交流群，工作人员全天

候实时关注群内动态，为读者推送医学资源、宣传

讲座活动、即时解疑答惑，同时满足医院内部科研

人员相互交流的需求，优化科研氛围。截至 ２０１９

年９月３０日３个群参与人数共１２３８人。

３５　引进电子书免费借阅机

为满足医院职工个性化、多样化需求引进免费

电子书借阅机，弥补社科类图书的缺失。电子书借

阅机是一台高约２米、宽约１米的立式触屏图书阅

读机器，内含３０００多册中外文电子图书、报纸和

期刊。用户在手机上下载借阅机应用程序，通过点

击触摸屏、扫描二维码实现免费借书。其引进增加

医院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数量和涵盖领域，服务不同

需求的各类用户，一定意义上提高服务质量，有利

于吸引更多用户，从而渗透网上图书馆使用模式，

进一步改变用户阅读习惯，促进医院图书馆转型。

４　新媒体时代医院图书馆发展建议

４１　提高数字化、网络化水平

为满足医院学科建设和科研发展需求，适应医

学文献高速更新率，图书馆应使文献资源结构更加

合理化。以增加数字资源数量的方式，引进电子数

据库，从根本上解决文献更新慢、资源不足、借阅

过程费时费力的问题，有助于满足院内职工对文献

数量、质量、获取便捷程度等方面的需求，充分提

高文献利用率。

４２　提供个性化服务

临床医务人员工作繁忙、节奏快、强度大。医

院图书馆作为文献资源、知识服务的提供方，应根

据服务对象工作特点，满足其个性化需求。新媒体

在电脑和移动端的新技术有助于满足不同用户在时

间、空间、学科、内容方面的差异化需求，增加数

字资源类别和获取方式，提高用户对各类文献和知

识服务的利用率。医院图书馆可利用微信等自媒体

平台为医务人员提供一对一的解疑答惑服务，通过

图书馆网站提供情报知识、文献服务等咨询以供其

选择学习。

４３　转变服务理念，加强交流

医院图书馆应改变 “守在馆内、等用户上门”

的工作思路，主动推送资源，加强医院图书馆与用

户、用户与用户之间的交流。对于终身学习的医务

工作者，为其搭建实时更新、便捷分享与获取知识

的网络社区十分重要，可利用微信等新媒体手段构

建信息交换平台为读者服务。

·９８·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０年第４１卷第４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１，Ｎｏ．４



５　结语

新媒体时代是借助各种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有效

传播和交流的时代，数字化资源作为一种新的信息

资源，具有数量大、更新快、读取方便、价格低廉

等特点［９］。医院图书馆是医院的情报中心，随着新

媒体的渗透开始转型，传统的服务模式已不能满足

用户需求。如何紧跟医院学科建设和科研发展，为

其提供专业支持成为新的挑战。医院图书馆应积极

利用新媒体技术，提高数字化、网络化服务水平，

提供个性化服务，利用自媒体打造移动信息服务平

台，做到线上线下活动齐发展。在技术转型的特殊

时期，应以新媒体思维审视自身，及时做出战略调

整，学习先进服务经验［９］，为临床一线提供最全

面、最前沿、最个性化的服务，助力我国医学科研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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