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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移动客户端的特点以及在国外图书馆中的应用和服务内容，探讨 ＡＰＰ在我国医学图书馆中
的应用可能，提出宣传、推广、普及的措施，包括提高认识，拓展服务范围、培养使用习惯、用户信息行

为大数据分析、挖掘潜在需求、开发网络支付功能、ＧＰＳ定位、推进电子信息借阅、开发图书馆 ＡＰＰ、培
养图书馆ＡＰＰ技术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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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２０１５年７月发布第３６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

规模达６６８亿，其中，手机网民达５９４亿，网民
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由２０１４年１２月的８５８％提
升至８８９％［１］。随着各种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越

来越多的用户会选择手机、ｉＰａｄ等进行上网操作，
移动应用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ＰＰ）发展速度迅猛。移

动终端基础服务和硬件设施不断优化，不同行业纷

纷开发各种精彩纷呈的移动终端 ＡＰＰ应用。ＡＰＰ应
用是医学图书馆实践 “无处不在”服务理念的有力

工具和手段，在医学图书馆信息化进程中将会扮演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２　移动客户端

２１　概述

移动ＡＰＰ是指运行在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移
动设备上的第３方应用程序。随着各种移动终端设
备的普及，更多的人会选择通过移动客户端上网。

和传统的 ＷＡＰ网站相比，ＡＰＰ具有可有效挖掘与
集成资源、定制与推送个性化信息、获取方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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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迅速和形式多样等优势［２］。

２２　特点

对企业来说移动客户端可以宣传企业形象、传

播企业信息，帮助用户了解产品和服务，形成潜在

购买力，帮助企业开发新客户。用户下载某个移动

客户端，表明对这方面有潜在需求。移动客户端针

对具有这一需求的客户群制定有针对性的服务策

略，可加强企业宣传精准度，更好地传播企业产品

并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内容。移动客户端成本相对低

廉，拥有电视、报纸等没有的成本优势。安装一个

移动客户端就可以了解很多信息，因而广受用户欢

迎。企业也可以大大降低经营成本。手机终端图书

馆不受空间和地域限制，是信息提供者、信息生产

者与用户直接见面的数字化图书馆，有信息资源存

储数字化、传递网络化、查阅自由化等基本特征。

３　ＡＰＰ在国外图书馆的应用

３１　信息公告

自从２００８年哥伦比亚地区公共图书馆开发了

第１款图书馆ＡＰＰ以来，世界各大图书馆ＡＰＰ服务

发展极为迅速［３］。信息公告是图书馆移动信息服务

的基本内容，可以包括图书馆的主要设置、开放时

间、地理位置、联系方式、展览信息、讲座信息、

业务培训和新书通报等信息。

３２　在线讲座

在线ＡＰＰ讲座可以向用户提供讲座中的图文内

容，用户可以浏览并下载讲座的图片和文字。国外

有的图书馆把重要讲座制成专题 ＡＰＰ。如斯坦福大

学医学图书馆就把一个邀请专家录制的健康讲座视

频制作成专题ＡＰＰ，帮助人们进行健康管理［４］。

３３　信息检索

主要是对数据库、馆藏资源、电子书和图片库

等电子资源的检索。用户可以得到图书到期提醒、

预约、续借、个人阅读信息查询及馆藏目录检索等

服务。

３４　硬件资源查询

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等可提供图书馆硬件资源的

实时查询，内容有阅览室座位、馆内可用电脑等实

时信息，这种服务可提高图书馆硬件资源的利用

率，为读者提供更为便利的服务［５］。

４　ＡＰＰ在医学图书馆中的应用

４１　提高对医学图书馆移动客户端服务的认识

首先要加大国内医学图书馆移动信息服务的宣

传和推广力度，提高对医学图书馆移动客户端信息

服务的认识和认可，从而提升普及率。

４２　拓展医学图书馆移动客户端信息服务范围

医学图书馆ＡＰＰ除了提供信息公告、基础业务

查询、数字移动阅读、在线展览及讲座、信息咨询

平台、科普游戏平台和虚拟技术体验等方面的应用

外，还可以推出更多的馆藏特色资源，利用教育类

ＡＰＰ传播当前的热点科学知识，在线培训类 ＡＰＰ为

用户提供专题知识培训等［６］。

４３　培养用户的使用习惯

习惯会对用户持续使用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习

惯的产生会固化用户的持续使用行为。医学图书馆

应重视培养用户的使用习惯，例如可对连续数天登

录且每次登录后停留时间较长的用户及互动较多的

活跃用户提供资源奖励，激励用户持续使用，培养

用户使用习惯。

４４　重视对用户信息行为的大数据分析

移动客户端用户需求有多样化、差异化和个性

化等特征，在医学图书馆移动 ＡＰＰ的研发和服务

中，应重视对用户类型、借阅情况、使用习惯等信

息行为数据进行科学统计与分析，使移动医学图书

馆的信息实现精准投放。

４５　挖掘用户潜在需求

医学图书馆应该充分调研ＡＰＰ用户的实际和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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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求，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移动 ＡＰＰ服务的内容

及功能，拓展应用的规模和范围。用户使用医学图

书馆ＡＰＰ只是ＡＰＰ成功的第１步，只有持续吸引和

留住用户才是最终成功的标志［７］。

４６　开发网络支付功能

智能手机支付平台的快速发展，可缩短交易时

间，节约交易成本，简化交易步骤，是电子商务的

重要环节。医学图书馆ＡＰＰ可利用智能手机和网络

通讯技术，与第３方支付平台对接。将读者的手机

号码与银行卡绑定，便利读者快速完成复印、罚

款、赔偿和滞纳金等费用的支付，缩短服务时间，

简化服务程序。

４７　实现室内ＧＰＳ定位

医学图书馆利用ＧＰＳ定位技术，可使读者通过

手机了解图书馆的各部门分布，实现馆内导航服

务，帮助读者快速精准地获取所需要的文献资料。

上海图书馆ＡＰＰ就支持用户用手机了解图书馆各部

门分布和定位附近分馆信息。

４８　推进电子信息借阅业务

医学图书馆信息化程度日益提高，但许多医学

图书馆存储的电子信息利用率比较低。手机阅读是

我国手机网民的重要活动，医学图书馆 ＡＰＰ能够大

大推进医学图书馆电子信息借阅业务的发展。用户

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登录医学图书馆

ＡＰＰ，下载所需的电子信息。上海图书馆 ＡＰＰ就可

以提供１００万种电子书、１万种电子期刊和近千种

电子报纸的借阅［８］。

４９　加强医学图书馆ＡＰＰ技术人员的培养

目前移动图书馆ＡＰＰ建设的主要推动者往往是

第３方，图书馆的作用还未充分展现。由第３方技

术开发医学图书馆ＡＰＰ有着诸多优势，可避免高成

本和高风险，但是仅仅依靠第３方往往会导致所开

发产品与图书馆服务的脱节。医学图书馆若想让用

户长期使用自己的ＡＰＰ并形成依赖，需要图书馆相

关人员站在用户需求的角度与第３方密切合作。培

养医学图书馆ＡＰＰ技术人员可以在与第３方的技术

合作的过程中起到协调和补充的作用［９］。

４１０　不断优化医学图书馆ＡＰＰ性能

医学图书馆是医学信息的重要存储者与提供

者，当ＡＰＰ能够为用户提供丰富、专业、及时和准

确的信息内容，同时又有良好的移动终端视觉呈

现，用户对ＡＰＰ使用的认同感就会增强。医学图书

馆ＡＰＰ的稳定性、界面友好性、操作便捷性和情境

性等也是用户判断ＡＰＰ是否符合他们需求与使用期

望的重要指标。

４１１　努力开发图书馆自己的ＡＰＰ

以图书馆为关键词，在苹果公司 ＩＯＳ系统应用

商店 （ＡＰＰＳｔｏｒｅ）和谷歌公司 Ａｎｄｒｏｉｄ系统应用商

店 （ＧｏｏｇｌｅＰｌａｙ）进行搜索，可以找到不少图书馆

ＡＰＰ。这些ＡＰ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开发商专门为

图书馆开发的图书馆 ＡＰＰ，比如超星移动图书馆

ＡＰＰ和书生之家移动图书馆 ＡＰＰ。还有一种是图书

馆自己开发的ＡＰＰ，比如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

和上海图书馆等的ＡＰＰ，这类ＡＰＰ更多考虑本地图

书馆的资源情况和服务，比较适应图书馆用户需

求。医学图书馆应努力开发自己的图书馆ＡＰＰ。

５　结语

移动信息服务是未来医学图书馆服务最值得关

注的重点之一［１０］。图书馆 ＡＰＰ是继基于微博的医

学图书馆和基于微信平台的医学图书馆之后的又一

种移动数字化信息服务。医学图书馆应该积极学习

先进的图书馆 ＡＰＰ服务理念、服务模式和服务内

容，把握ＡＰＰ的技术优势，努力强化医学图书馆的

ＡＰＰ服务功能，推进数字化环境下医学图书馆服务

的发展，使医学图书馆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可

以想象随着医学图书馆手机ＡＰＰ的不断发展，未来

所有的图书馆功能都将在手机等移动终端平台上实

现。在不远的将来医学图书馆就是人们移动终端上

的一个应用程序，在用户需要的任何时候、任何地

方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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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信息学杂志》开通微信公众号
《医学信息学杂志》微信公众号现已开通，作者可通过该平台查阅稿件状态；读者可阅

览当期最新内容、过刊等；同时提供国内外最新医学信息研究动态、发展前沿等，搭建编

者、作者、读者之间沟通、交流的平台。可在微信添加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医学信息学

杂志”进行确认，也可扫描右侧二维码添加，敬请关注！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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