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谐视野中医学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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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和谐视野中知识服务的内涵及特征! 分析医学高校图书馆开展知识服务的客观条件及具备的

优势! 探讨医学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式! 即构建专业化" 用户自主化和个性化的知识服务模式! 实现医

学高校图书馆资源" 技术和服务的集成! 使得信息资源得到更深层次的开发和利用#

#关键词$ !图书馆( 高等学校( 知识服务( 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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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研究方向为信息检索及教学$ 医学查新$

资源共享馆际互借$ 数字图书馆建设" 李红

军! 馆长! 副教授! 发表论文 %# 余篇! 研究

方向为图书馆管理$ 信息管理$ 图书馆数字

化建设$ 特色文献开发#

!! %以人为本& 是图书馆的核心与灵魂! 也是和

谐社会的推动器# 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就是 %以人

为本&! 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需要! 实现人的权利$

身心自由和全面发展# 图书馆作为信息资源存储与

服务中心! 在长期积累的资源优势和工作中形成的

%以人为本& 的服务理念! 促进读者品格$ 意志$

观念的完善! 使其形成积极健康$ 宽容和关注他人

的心态! 为营造和谐校园和和谐社会发挥着积极作

用.%/

# 新形势下医学高校图书馆如何实现从信息服

务向知识服务的跨越! 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知识服

务模式! 全面提升人本化的服务质量和水平! 成为

医学高校图书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和谐视野中知识服务的内涵及特征

$J$%内涵

知识服务是一种有效支持知识开发和知识共享

的服务! 其依托现代信息技术! 通过对知识的全面

获取$ 分析$ 重组$ 定制$ 挖掘和传递! 面向用户

所面对的问题和环境! 为用户提供科学$ 系统$ 有

效的问题解决方案."/

#

和谐视野中的知识服务! 突出从用户实际的信

息需求和所处的信息环境出发! 其核心在于知识创

新过程! 在显性知识的加工中! 对隐性知识进行挖

掘和共享! 形成智力型的知识产品" 并强调专业人

员和用户的共同参与! 关注的重点从信息本身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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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服务过程! 实现 %一站式& 的综合服务# 是对信

息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和利用! 也是信息服务的高级

阶段#

$J!%特征

+%, 用户目标驱动的服务!知识服务是图书馆

满足用户信息需求的活动# 医学高校图书馆一切服

务要以用户为中心# 图书馆研究用户的知识需求!

根据用户问题和问题环境对海量的知识信息进行分

析$ 重组来形成符合用户需求的知识! 以达到用户

满意为其服务目标! 以解决用户问题为其服务的宗

旨#

+", 全程化$ 一体化的服务!知识服务是一个

动态的$ 连续的过程# 用户需求是受环境影响而不

断变化的! 为用户提供知识服务的过程! 就是馆员

解决问题的过程! 通过与用户的交流互动最终形成

解决问题的方案#

+*, 个性化的服务!知识服务是面向用户的服

务# 为满足用户特定的信息需求! 需根据用户提出

的特定问题和具体要求提供知识产品! 要为其量身

定做! 满足其个性化需求#

++, 知识增值和创新的服务!知识服务为用户

提供的不是简单的知识堆积和信息获取方式! 而是

经过加工$ 创造进而实现知识增值的新知识! 是可

以解决用户问题的具体方案.*/

#

!%医学高校图书馆开展知识服务的优势

!J$%知识资源基础

和谐社会更加关注人的身心健康# 作为医学文

献信息资源中心的医学高校图书馆! 拥有丰富的显

性知识资源和较好的隐性知识资源基础# 图书馆工

作人员是图书馆知识资源搜集$ 加工$ 管理$ 传播

的主体! 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专业知识$ 检索

技能等丰富的隐性知识资源# 同时用户在使用过程

中! 通过与工作人员的交流沟通也成为隐性知识资

源的提供者# 医学高校师生及各类人才是极为丰富

的隐性知识资源."/

#

!J!%用户需求基础

医学高校师生对所获取的知识内容的数量和效

用程度$ 知识被挖掘的深度和技术手段$ 知识被加

工和整合的程度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 需求越来

越呈现出个性化$ 专业化的特征! 原有的文献和信

息服务已无法满足读者需求# 因此! 医学高校图书

馆必须重新定位图书馆的服务工作! 引入知识服务

型管理服务理念#

!J&%技术条件基础

随着计算机$ 通信$ 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图

书馆管理与服务工作中的广泛应用! 图书馆的馆藏

资源体系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已从传统的印刷型

文献资源 +纸质的图书$ 期刊$ 报纸等, 扩展为以

计算机$ 网络为依托的数字化文献信息资源 +各种

期刊数据库或电子图书数据库$ 网络文献信息等,!

为资源的加工$ 整合和重组提供了条件! 尤其是跨

库检索技术$ 数据挖掘技术等的应用! 拓展了医学

高校图书馆的服务空间和服务形式! 也进一步奠定

了知识服务基础#

!J'%服务工作基础

医学高校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源和先进技术设

备的运用! 已经使医学高校图书馆从单纯的手工文

献服务发展为信息服务! 例如建立馆藏文献机读目

录$ 馆藏信息资源检索服务$ 文献全文和数字化超

文本信息资源服务等# 许多已开展科技查新$ 定题

服务和用户培训等初步的知识服务# 为最大限度地

满足读者的需要! 开展知识服务积累了经验$ 奠定

了基础.+/

#

&%医学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的模式

&J$%知识服务的目标

医学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就是以用户与图书馆

之间的互动关系划分! 构建专业化$ 用户自主化和

个性化服务的知识服务模式# 实现医学高校图书馆

资源$ 知识$ 技术和服务的集成# 资源集成) 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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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资源$ 商业数据库资源$ 联合资源$ 虚拟资源

进行集成" 知识集成) 将馆员的隐性知识与资源的

显性知识进行集成" 技术集成) 即对知识发现$ 数

据挖掘$ 资源整合$ 检索技术$ 知识传递等方面技

术进行集成" 服务集成) 即将传统的$ 单向的服务

与主动的服务进行集成! 以整体化的信息资源保障

体系! 为用户提供 %一步到位& 的面向主题的知识

服务# 最终为用户提供一种便捷的$ 个性化的$ 适

时的$ 系统的$ 高智能的$ 解决问题的知识服务.)/

#

&J!%专业化服务模式

+%, 层次化服务模式!医学高校图书馆的用户

群大体可分为 * 层) 基础教师读者群和本科学员读

者群" 承担研发型教学$ 科研任务的教师读者群 +

即各学科骨干读者群, 和硕士研究生读者群" 承担

创新型教学$ 科研任务的教师读者群 + 即各学科带

头人读者群, 和博士研究生以上读者群# 随着用户

群层次的提高! 其要求提供的知识服务内容也不断

增加#

知识服务按照对信息$ 知识加工整理的程度分

为 * 个层次结构) 第 % 层指对知识资源进行有序化

处理阶段! 提供的服务主要有馆藏信息提供$ 馆藏

资源检索咨询$ 馆际互借$ 用户借阅等" 第 " 层指

对知识资源进行整合重组阶段! 提供的服务主要有

专题信息服务$ 科技查新$ 课题检索$ 定题服务$

用户培训服务等" 第 * 层指对知识资源进行提炼创

新阶段! 提供的服务主要有决策型参考咨询$ 专题

情报调研$ 项目可行性论证等# 因此! 高校图书馆

应根据高校用户群的不同层次! 提供相应的知识服

务.&/

#

+", 信息咨询服务模式!信息咨询服务是高校

图书馆必备的基础服务项目! 也是开展知识服务的

重点# 高校图书馆通过传统的咨询台和数字参考咨

询实现信息咨询服务# 传统的咨询台广泛接受并解

答用户问题! 为用户提供一个开放的$ 可接近的利

用环境# 数字信息咨询服务是在虚拟环境中馆员利

用网络工具直接或间接 %面对& 用户$ 即时 +或规

定工作日内, 回答用户提问的形式.'/

#

+*, 学科化知识服务!专业化咨询团队模式是

专业化知识服务的具体运营模式! 即按照专业领域

来组织人力和资源并提供专业化知识服务的一种方

式# 专业化咨询团队模式是以具备医学专业知识的

咨询人员深入到医学专业领域! 以便为医学专业团

体和个人提供更为有效的信息和知识服务# 学科馆

员制度就是这种模式的最佳体现# 它是根据馆员的

知识背景和实际能力! 指定馆员与对口院系建立密

切联系! 主动为对口院系开展全方位信息服务的一

种服务模式# 有针对性地为教师和学生利用图书馆

提供帮助! 为其项目研究提供深层次的服务.(!$/

#

&J&%用户自主化服务模式

用户自主化服务即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 通过

访问图书馆门户网站的检索系统! 可实现对传统图

书馆馆藏目录$ 联合目录$ 自建数据库$ 外购数据

库$ 网络资源等 %一站式& 检索! 获得馆藏信息$

数据库资源的题录或全文以及相关网络资源的地址

等# 从知识转化的角度! 检索服务实现了知识的内

化和融合! 即用户将所获取的文献资源进行分析$

研究转化为自身的隐性知识! 经过用户的应用! 产

生创新! 实现知识的融合#

用户自我服务模式建立在比较完善的智能知识

服务系统和用户具备自我服务能力的基础之上# 这

种模式节省了图书馆资源! 能使专业的咨询人员从

繁琐的低层次问题中解脱出来! 集中精力完成高层

次$ 研究性的知识服务#

&J'%个性化服务模式

个性定制化服务主要是针对用户个人特定的需

求进行知识的定制和推送服务# 是以用户为主轴展

开的! 强调针对具体用户的需要和过程提供连续服

务! 并保证对用户决策过程的跟踪和全面知识服

务! 其服务效果的验证也以是否解决用户问题为标

准# 目前! 图书馆知识服务能够根据用户知识和使

用情况分析检索要求$ 优化检索过程$ 选择检索结

果! 并将个人化界面和用户利用的服务集成起来!

形成 %个人数字图书馆&! 也可为专家$ 课题建立

U;A网站! 为用户提供学科信息服务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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