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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机构知识库发展情况，调查分析国内医学院校机构知识库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建设策
略，包括加大对开放获取理念宣传及机构知识库推广，完善服务功能、突出特色，满足不同人群需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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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信息与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大众对信息

资源共享要求越来越高，开放获取意识更加强烈。

为满足日趋增强的科研数据管理与共享需求，目前

已有越来越多的高校通过建立机构知识库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ＩＲ）以存储、发布、开放和共享
科研数据［１］。ＩＲ兴起于美国，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
开放获取运动的产物，是进行学术交流与资源共享

的新模式［２］。根据ＯｐｅｎＤＯＡＲ统计［３］，中国 ＩＲ数
量落后于欧美国家。中国 ＩＲ实际数量远超统计结
果，因为语言限制，部分以中文为基础的 ＩＲ未被
统计在内［５－６］。为全面了解我国医学院校ＩＲ建设情
况，本文从建设现状、宣传推广、服务功能体验、

资源建设等方面进行研究，总结成功经验，以期为

我国医学院校ＩＲ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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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医学院校ＩＲ建设现状与分析

２１　研究方法

根据软科网站公布的 “２０１９中国最好医科大学

排名”名单［７］ （不包含综合类大学医学院），于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０日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０日，通过对７１

所医学院校图书馆网站逐一访问、百度搜索引擎进

行搜索及文献调研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数据补充，调

查我国医学院校ＩＲ建设情况。

２２　总体建设情况

据调查统计，共有 １８所医学院校已建设或筹

备建设ＩＲ，其中上海中医药大学正在建设过程中，

山西医科大学处于调研阶段，首都医科大学、南京

医科大学等 ６所医学院校的相关链接无法正常访

问，因此统计对象为１０所医学院校 ＩＲ，占所调查

对象的１４０８％。

２３　宣传推广情况

在所统计的１０所医学院校中，ＩＲ链接放在图

书馆页面中且能正常访问的有３所，７所医学院校

ＩＲ网页通过百度搜索引擎可以查找。

２４　服务功能

２４１　资源推荐　大连医科大学的典藏大医网站

未设置资源推荐服务，其他医学院校 ＩＲ设有不同

程度的资源推荐服务，主要包括最新成果、热门成

果、高被引成果、高被引作者等。１０所医学院校中

有８所提供 “最新成果”推荐功能，７所提供 “热

门浏览”推荐功能，６所提供 “高被引”推荐功

能。南京中医药大学和宁夏医科大学 ＩＲ“最新成

果”、“热门浏览”和 “高被引”３个服务功能链接

无法打开，内蒙古医科大学ＩＲ上述３个服务功能链

接打开后是同一个页面，没有单独显示与功能相符

的内容。

２４２　个性化服务　１０个 ＩＲ中有９个具备 “统

计分析”功能，其中两个需要登录。４个 ＩＲ“统计

分析”功能包括机构成果和使用情况分析，昆明医

科大学的 “统计报表”主要包括学校整体科研情

况、院系分布和学科分布；成都中医药大学 “分

析”功能提供最近５年引用和发文统计图，按照中

国学科、教育部学科和本校机构资源提供高产出分

析；山西中医药大学 “数据分析”包括资源类型、

期刊分布和机构发文趋势。１０个 ＩＲ中有４个具备

“学科服务”功能，其中１个需要登录。昆明医科

大学的 “学科建设”按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 （Ｅｓ

ｓｅｎｔ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ＥＳＩ）学科分类提供每一学

科成果类型、成果统计图等；成都中医药大学 “学

科”按中国学科和教育部学科分类，提供核心研究

群体和研究机构发文量分析；大连医科大学的 “ＥＳＩ

学科动态”每月列出ＥＳＩ入榜学科机构排名和高被引

论文目录。５个 ＩＲ学者主页能够导出个人分析报

告，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学者主页有替代计量学指

标，昆明医科大学学者主页提供二维码名片服务。

２５　资源数量及类型

所调查１０所医学院校ＩＲ平均文献量为５１０３９９

条，其中南京中医药大学、昆明医科大学和哈尔滨

医科大学文献总量排名前 ３，其文献总量占比

５６２６％，可见各医学院校 ＩＲ资源数量建设水平存

在一定差距。期刊、会议论文、学位论文和专利是

１０所医学院校 ＩＲ均提供的文献类型，占比分别为

７９０７％、７４７％、１００５％和１０７％，说明大部分

医学院校 ＩＲ资源收录以期刊为主，资源类型比例

差距较大。１０所医学院校 ＩＲ中有７个提供图书资

源，５个提供科技成果，３个提供标准、软件、奖

励或课题等资源。

２６　资源开放程度

１０所医学院校 ＩＲ资源中有５所院校网页不能

正常访问，１所院校的 ＩＲ资源需要登录或 ＩＰ授

权，其他４所院校 ＩＲ主要通过以下３种方式提供

资源利用：一是可浏览、收藏、分享资源题录，

如成都中医药大学；二是只提供资源原文链接，

如大连医科大学；三是提供原文链接，本校师生

登录后可获取全文，如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湖南

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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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医学院校ＩＲ建设存在的问题

３１　建设数量和水平相对较低，宣传不到位

调查显示医学院校 ＩＲ建设率较低，后期未得

到较好维护，导致正常使用率低。较少医学院校 ＩＲ

在图书馆或学校主页增加链接服务，即便是有链接

位置也不够明显，缺乏关于 ＩＲ的宣传推广及人员

培训等活动。建设 ＩＲ的目的是服务于本机构人员

及扩大本机构在国内及国际影响力，而建好后不能

通过搜索引擎或机构网页检索到，或者网页体验感

较差将无法充分发挥ＩＲ作用。

３２　服务功能不完善

检索方式和分类浏览功能单一，不能突出医学院

校特色，只有山西中医药大学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结合

自己特色设有专题浏览；资源推荐功能网页体验差，

缺少文献计量工具等统计分析功能用以提高学者影响

力，只有少数学校提供学者科研产出、影响力、荣

誉成果等个人报告；未与学校管理部门、科研部

门、院系等进行融合，为师生提供方便的服务。

３３　资源数量少，类型单一，开放程度低

各医学院校间资源数量差距较大，部分医学院

校资源数量不到１万条，资源存储类型以公开发表

的期刊为主，开放程度较低，且只限于对本校师生

开放。以上因素可能导致 ＩＲ利用率较低，影响用

户对ＩＲ的认知度和积极性，ＩＲ不能真正发挥其功

能和价值。

３４　依赖第３方定制研发平台，国际化水平低

从用户体验来看，大部分医学院校 ＩＲ平台建

设采用商业软件，部分院校 ＩＲ界面相似度较高，

未充分发挥软件平台支持多种资源类型和不同文件

格式资源存储的作用，在语言设计上以中文版本承

载英文科研论文。ＯｐｅｎＤＯＡＲ和 ＲＯＡＲ是国外机构

建立的国际开放获取组织网站，以中文为基础的ＩＲ

很难被收录统计注册，影响机构参与国际学术交流

与合作，不能满足高校 “双一流”建设目标。

４　医学院校ＩＲ建设策略

４１　加大对ＩＲ及开放获取理念的宣传推广

龚亦农等［８］调查显示中国大陆８０％的 ＩＲ建设

主体是图书馆。医学院校图书馆应担负起对开放获

取理念和 ＩＲ推广宣传的主要责任。可通过校内网

站、学校或图书馆官方微信、数字资源培训讲座、

院系讲座、学科馆员培训、文献检索课、海报、宣

传材料等方式向师生大力宣传、倡导开放获取理念

和ＩＲ学术传播意义，促使学校领导与师生对 ＩＲ功

能、核心价值和服务内容形成全面认识，让更多医

学院校参与到ＩＲ建设当中。

４２　服务功能全面，突出特色，满足不同人群需求

４２１　了解服务对象需求　医学院校服务对象主

要是教师、学生、科研人员、附属医院医疗人员、

行政管理部门等，了解服务对象需求，有助于提供

精准数据增值服务。可以通过问卷星平台设计需求

调查问卷，还可通过对院系和学生座谈的方式了解

用户对 ＩＲ功能、资源类型、提交与统计、评价分

析等功能的需求。

４２２　完善ＩＲ基本功能及架构　首先，根据用

户需求及 ＩＲ基本功能完善功能模块，如基于医学

院校特色提供检索、资源浏览、个人主页及资源提

交、医学特色专题、统计分析等知识服务。其次，

将 ＩＲ融入教务处、科研、财务、人力资源管理、

职称评审、绩效考核等高校内部系统，为校内部

门、院系、个人等提供增值服务，如为人事绩效考

核、学术评价等部门决策提供数据支持，避免教师

重复填写各种评价材料，方便各部门统计。最后，

考虑ＩＲ可持续发展，使用支持多类型资源存储和

数据基础互操作的规范系统［９］。

４２３　拓展ＩＲ功能　建立学者个人主页，内容

包括学者研究方向、在研课题、合作关系、成果图

谱、可视化分析等功能并提供收藏与分享、二维码

服务，展示医学院校学者研究概况及成果，扩大国

内和国际影响力。完善机构成果、使用情况、学科

建设等科研成果统计分析功能，增加文献计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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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如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提供替代计量学指标，

有效展示了学者研究成果及影响力。提供社交媒体

功能，通过收藏、分享、评论与留言等功能促进用

户与学者交流，增加用户黏性，增强 ＩＲ活力，让

ＩＲ成为学校学术交流生态系统的重要基础设施。哥

伦比亚大学ＩＲ建设实践证明，教师与学生成为 ＩＲ

主导者是增强ＩＲ活力的有效途径［１０］。

４２４　支持研究数据服务　２０１８年３月国务院办公

厅发布 《科学数据管理办法》［１１］，科学数据进一步得

到国家和科研机构重视，对提升学术影响力和竞争力

发挥重要作用。北京大学已经建设研究数据平台，收

集研究数据并提供服务［１２］。提供研究数据服务的

ＩＲ将更有发展潜力，也是未来ＩＲ重要功能之一。

４３　完善医学院校ＩＲ资源内容建设，推动开放获取

４３１　形成学科专业特色　在资源存储上不应只

局限在期刊、会议论文、图书、科技成果、基金等

显性知识上，应注重对学科特色资源搜集和整理。

除建立专家学者数据库、科研课题及成果数据库

外，还要建立学位论文库、师生学术资源库，如临

床经验分享手稿、技术报告、临床实验数据、名医

大师教案等特色资源以及临床视频、数字图片、动

画图表等新媒体资源。收集多种类型的学生研究成

果，为学生提供成果保存、个人研究能力展示平

台。通过整合上述特色资源，促进本机构学科领域

特色学术资源传承与交流，推动医学研究发展。建

立教学服务平台，如精品科研课程课件数据库，为

教学提供支持。

４３２　开放获取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在德国召开了第

１４届开放获取柏林会议，会上中国代表明确支持

ＯＡ２０２０和开放获取 Ｓ计划，支持公共资助项目研

究论文立即开放获取［１３］。开放获取已得到我国机构

和研究者支持，为部分资源开放获取创造了条件。

对由于版权或出版商原因不能开放获取的资源，建

议ＩＲ提供相应链接，方便用户查找。

４４　充分利用平台功能，实现医学院校ＩＲ联盟化、
国际化

４４１　国际化　目前 ＩＲ在全球范围内呈现新的

发展趋势，ＩＲ＋ＲＩＭ （ＣＲＩＳ框架）组合服务信息综

合管理框架，不仅具有机构典藏功能还能实现 ＩＲ

互操作需求、仓储数据语义解析关联，支持多语言

交互，实现英文界面及英文版本设计，推进国际合

作，获得最前沿技术与热点［９］，对于推动医学院校

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４４２　联盟化　教学与实习使医学院校与附属医

院关系密不可分。根据医学院校特点，南京医科大

学ＩＲ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建设模式［１４］，一方

面能得到联盟机构政策、资金与技术支持，建设时

间比较集中；另一方面共同建设医学院校与附属医

院区域型医药学科特色 ＩＲ可为本区域其他医疗机

构提供深层次信息服务，以此带动相关区域及生物

医学领域整体发展。

４５　建立完善的ＩＲ政策

４５１　政策支持　ＩＲ要实现长久可持续发展离不

开政策支持。建议从国家、地方、机构等不同层面

制定促进开放存取和 ＩＲ发展的相关政策，提供资

金、技术等支持。刘莉等［１５］通过对英国高校 ＩＲ开

放获取政策研究，提出我国应制定贯穿资源保存到

使用整个生命周期的标准化开放获取政策。根据学

校发展和学科建设情况制定符合学校发展的政策。

医学院校资源存储类型呈现多样化特点，应充分体

现其医药学科特色。

４５２　多方合作　各种政策制定离不开图书馆与

学校各部门通力合作，应在 ＩＲ建设、运行与维护

过程中明确相关责任，不断赋予 ＩＲ新功能和新价

值，教师和各部门实现在线办公，减少工作流程及

手续，提高工作效率。

５　结语

目前我国医学院校 ＩＲ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

构建医学院校 ＩＲ要以服务于教学、医疗及科研为

目的，注重对临床医学转化到实践中的知识储备，

从用户实际需求出发建设符合学校特色和学科特点

的ＩＲ。在大数据与互联网发展推动下，下一代医学

院校ＩＲ应着眼于国际发展，聚焦技术层面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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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操作规范、语义关联、内容评价机制等）和应用

层面 （开放获取、英文界面设计等），与临床医学

研究数据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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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提升自我健康管理水平，为进一步推动 “互联

网＋健康信息服务”的普及与发展提供研究基础及
方法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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