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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重大传染病专项实施科学研究过程的信息服务需求，从嵌入式服务理念的角度分析了支持科
学研究全过程的信息服务路径的含义及其组成要素，总结与梳理重大传染病专项信息服务路径的特点，设

计并实施４类服务：学科趋势发展跟踪、重点领域信息监测，技术情报分析和战略对策支持，探索并促进
图书馆信息服务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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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传染病不仅影响广大人民的身体健康，而且也

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乃至国家的安全，重

大传染病的防治刻不容缓，特别在当今全球经济一

体化，全球人口城市化，全球交通普及化，尤其显

得重要［１］。按照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纲要》部署，“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

防治”科技重大专项 （以下简称重大传染病防治专

项）于２００８年８月启动实施。专项面向人口健康

主战场，以传染病防控重大需求为导向，针对艾滋

病、病毒性肝炎、结核病以及新发突发传染病，着

力加强防控技术体系建设，研发一批诊防治产品、

治疗方案和预防控制策略，为提升重大和新发突发

传染病防控能力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２］。我国的

重大传染病控制工作需要加强相关部门之间的协

作，健全信息网络系统，有效控制传染病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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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３］。２００９年，为更好地为科技重大专项的实施
提供坚实的科技文献保障，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

心 （ＮＳＴＬ）决定面向重大专项的组织管理部门和
项目承担单位，实施专业化信息服务［４］。中国医

学科学院图书馆 （以下简称医科院图书馆）以

ＮＳＴＬ为依托，在深入细致地调研、分析了用户信
息需求的基础上，组建专门的服务团队，面向重

大传染病防治专项和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开展深

层次的医学信息服务［５］。本文拟通过梳理医科院

图书馆近年来为重大传染病专项服务的实践过程，

借鉴当前国内外同行面向重大科技专项服务的思

路与措施，探究面向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的专业

化信息服务路径选择。

２　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信息服务背景

随着海量数据时代的来临，科技信息以及科研

数据作为科研基础和技术开发的支撑，倍受各国政

府、科研机构、科技人员重视，也对相关的信息服

务机构提出更高的信息服务需求。专业图书情报机

构要充分利用国家的科技情报资源开展重大科技专

项信息服务，支持科学发现、科技创新和技术研

发。ＮＳＴＬ作为面向全国提供科技文献信息服务的
公益性机构，深知我国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战

略意义，牵头组织了国内各相关单位为重大专项提

供文献信息服务工作［６］。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

研究所开发重大传染病信息知识服务平台为传染病

科研与管理人员提供多层次的知识和内容服务［７］。

解放军医学图书馆为承担 “十二五”重大传染病专

项研究的科研人员搭建信息管理与知识服务公共资

源平台［８］。

３　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信息服务的需求分析

３１　专项服务用户类型划分

医科院图书馆从２０１０年开展面向国家 “艾滋

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重大科技专

项开展专业化信息服务。承担 “艾滋病和病毒性

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相关

工作的机构和个人均为服务用户，其中包括课题

组负责人、课题组研究成员、研究生、机构科研

管理者、政府科研管理者、医护人员、疾控人员、

疾控机构管理者、政府卫生管理者、公众等。按

照服务对象所在学科和专业领域类型，服务用户

可以划分以下几种类型，见表１。按照服务对象所
在机构类型，服务对象可以划分以下几种类型，

见表２。

３２　专项服务用户的信息需求分析

传染病信息呈现纷繁复杂的状况，服务对象的

信息服务需求也多种多样。见表３、表４，不同类型
的服务对象存在着不同的信息需求。信息服务人员

需要对科研期刊、科技交流平台、科技新闻站点、

政府网站等信息源的重要科技信息进行及时有效地

采集、收藏和开发利用，帮助广大科技用户获取相

关的信息。

表１　服务对象所在学科和专业领域类型

学科领域 服务对象 机构举例

基础研究 从事病毒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药理学、病理学、细胞生物学等研

究

医科院病原所、中科院病毒所

临床医疗 从事疾病诊疗、外科手术、护理、康复、社区卫生服务、临床研究等 北京佑安医院、地坛医院

公共卫生 从事流行病学调研、疾病监测、健康教育、免疫接种、卫生经济学研究、卫生管理

学研究等

中国ＣＤＣ、北京ＣＤＣ、中国健康

中心

药物与疫苗

研究

从事药物与疫苗生产制造、药物化学、药效学、药剂学、药学管理学、生物工程学

研究等

医科院药物所、中国生物制品中

心

其他 政府、学校等与传染病防控相关的服务对象 北京市西城区教委、北京市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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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服务对象的机构类型

机构类型 说明 机构举例

科研机构 指有明确的传染病研究方向和任务，长期有组织地从事传染病相

关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机构

医科院病原所、医科院药物所、中检院、中科院病

毒所、中国健康中心、ＣＤＣ性艾中心

医疗机构 指是从事传染性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卫生机构、包括医院、社

区卫生中心、疗养院、门诊部、诊所、卫生室以及急救站等

北京佑安医院、地坛医院、北京协和医院

疾控机构 指长期从事传染病预防与控制的机构，包括疾病控制中心、防疫

站等

中国ＣＤＣ、北京ＣＤＣ、朝阳ＣＤＣ、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

政府监管部门 指从事传染病相关卫生监管、食品药品管理、科研规划管理的政

府部门

科技部、卫生部、医科院、北京卫生局

医药企业 指从事传染病诊断试剂、治疗药品或疫苗研发、生产、经营和销

售的企业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华兰生物疫苗有

限公司

教育教学机构 指长期从事各类教育、教学与培训活动的机构，参与传染病健康

教育与促进工作

北京二中、首都医科大学

表３　不同机构类型服务对象重点关注的信息

机构类型 重点关注的信息内容

科研机构　　 最新的研究成果、基金信息、重要的学术会议等

医疗机构　　 最新的诊断治疗方法、指南、政策法规、临床研究方法等

疾控机构　　 流行病学信息、干预措施、适宜技术等

政府监管部门 重大科技进展、技术前沿、热点、国外的战略技术、重大项目、优先资助领域、评估指标与报告等

医药企业　　 国外的药物与疫苗企业信息、相关的研发技术、药物专利信息等

教育教学机构 疾病传播流行监测、健康宣教等干预措施等

表４　服务对象的职业／职务类型及其重点关注的信息

职业／职务类型 重点关注的信息内容

课题组负责人　 疫情报告、政策法规、战略计划、国内外研究进展、基金资助信息、重要的学术会议等

课题研究人员　 实验方法、最新文献成果、领域核心期刊等

研究生　　　　 基础知识、文献综述、技术手册等

机构科研管理者 研究方向、政策法规、合作机构、关键人才等

政府科研管理者 疫情报告、政策法规、战略计划、技术前沿、学科布局

医护人员　　　 诊断与治疗、护理方法、诊疗指南、疾病暴露防控技术与措施、患者教育材料、相关的临床研究文献

疾控人员　　　 干预措施与手段，适宜技术、现场调查指南

疾控机构管理者 政策法规、国内外指南、疫情报告、统计数据等

政府卫生管理者 国内外防控措施、效果评估指标、疾病监测系统等

公众　　　　　 疾病与预防知识、疫情报告、国家行动计划、健康教育资料等

学生　　　　　 健康教育材料，疾病监测技术、预防传播的措施等

４　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信息服务路径

４１　概述

信息服务路径是服务人员利用各类服务产品在

资源、用户之间建立的桥梁。信息服务和图书情报

机构拥有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在科技文献基础保

障、科研动态跟踪，学术成果评价等方面具有优

势，应该根据重大专项的要求，积极建立服务路

径，通过整合各类与传染病防控相关的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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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用户不同的需求，制作不同的服务产品，为广

大重大传染病研究科研与管理人员提供网络化、全

方位、专业化的信息服务。表５列举出前期面向重
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的专业化信息服务时收

集到的不同类型服务对象的信息服务需求所设计的

不同服务产品。专项服务团队根据科研团队、学科

领域、重点用户、科研管理的不同信息服务需求，

设计并实施了学科态势发展跟踪、重点领域信息监

测、技术情报分析、战略决策支持等四类服务，按

照不同的时效要求，收集整理国际传染病防控领域

的科研成果，有效开发各类信息资源的精华，及时

提供给传染病防控领域的科研人员与管理人员。

表５　不同类型服务对象的信息服务需求

用户需求　　　　 信息类型要求　　　 服务产品　 时效要求　

１．科研项目资助的机会 基金、计划申请信息 信息及时推送 高

２．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进展 期刊论文 信息及进推送 高

３．最新的发病率、死亡率 疫情报告 信息编辑推荐 中

４．重点机构的研发动态 机构信息 信息及时推送 高

５．重要科学家的研发动态 论文、专利 信息及时推送 高

６．最近召开的学术会议 会议信息 信息编辑推荐 中

７．重要学术会议的交流内容 会议文献 信息编辑推荐 中

８．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
资助项目信息、会议文献、

临床试验项目
信息编辑推荐 中

９．诊断与治疗指南 行业规范 信息编辑推荐 中

１０．即将失效的药物专利 专利文献 信息及时推送 高

１１．可仿制的药物品种 专利分析报告 深度信息加工 中

１２．病毒的快速检测方法 文献、指南 信息编辑推荐 中

１３．国内外传染病防控的政策法规、

　　计划与行动

政策法规、新闻 信息及时推送 高

１４．传播感染的干预措施 期刊论文 信息及时推送 高

１５．传染病防治健康知识 网络信息 信息编辑推荐 低

１６．研究前沿与热点 分析报告 深度信息加工 中

４２　嵌入科研团队的学科跟踪服务

嵌入用户的科研环境是指信息服务人员作为成

员，参与到科研团队的研究工作中去，为科研活动

提供学术信息和知识增值服务。为用户的课题项目

提供学科服务是目前嵌入用户科研环境学科服务的

主要形式。信息服务人员以主动参与的形式，贯穿

课题始终，跟踪课题的选题立项、研究进展、成果

鉴定、成果转化等一系列科研全过程。课题项目立

项前，信息服务人员通过各种中外文数据库收集国

内外相关或相似研究的文献资料，对课题内容进行

科技查新，帮助科研用户查找课题的研究重点，确

定课题的创新点。课题立项后，信息服务人随时要

注意把握项目技术发展趋势，了解该领域内其他学

科专家的研究动态，实时提供最新的知识服务，协助

课题组适时调整研究策略，以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

４３　面向学科领域的信息监测服务

随时信息监测是快速获取最新动态、科研进

展、研究热点的重要手段，对于政府部门制定和调

整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９］。专项服务团队利用

重大传染病防治网络信息门户途径有效自动跟踪传

染病研究领域国内外一些重要科研机构，如国家科

技管理部门、国家研究委员会、重要科研基金、及

重要实验室等发布的网络资源，通过信息采集、信

息分析和有效地开发利用，及时深入地反映这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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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科研领域内的科技创新活动态势，针对性地支持

ＮＳＴＬ学科化服务和情报分析服务，最终提高 ＮＳＴＬ

在网络科技信息开发利用中的服务能力和水平。重

大传染病防治门户自 ２０１４年开展建设以来，已经

实现对２００多种重大传染病防治领域的核心网络信

息资源和 《Ｌａｎｃｅｔ》、《ＡＩＤＳ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ｓ》等１００余种期刊等动态监

测和跟踪保障服务功能，自动实现对目标机构的实

时跟踪，及时发现最新的科技动态；通过领域内重

要机构的持续跟踪，追踪科研和创新活动的发展变

化，通过网络信息的自动分类，实现对资源性质的

准确定位，并且利用供网络科技信息的加工发布服

务平台，加工编辑实现快报 （简报）等信息服务产

品，为重大传染病防治领域用户及时获取信息、阅

读信息、分析信息提供支撑服务。

４４　面向重点用户的技术情报服务

在前期对重大专项用户需求做深入细致调研分

析的基础上，组建专门的服务团队，面向承担科技

重大专项的课题组和科研管理者开展个性化的医学

信息服务，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提供科技信息支撑

和保障。２０１１年至今已完成１０期包括艾滋病药物

及其专利分析在内的信息简报——— 《新药研发动

态》和 《传染病研究动态》，服务团队相继为承担

重大专项课题组提供了 《治疗丙肝的 ＤＡＡ药物联

合应用最新研究进展》和 《病毒性肝炎诊断技术研

究进展》等检索与分析咨询报告。通过实证走访和

邮件的方式了解从事重大专项的科研与管理人员对

服务的评价反馈意见。撰写 “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

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研究领域态势分

析报告———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与中国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艾滋病细分领域分析》，还为科研人

员提供学术影响力分析、研究所科研竞争力分析等服

务，为其科研成果客观评价与奖励提供参考依据。

４５　面向科研管理的战略决策服务

加强与重大专项管理机构的联系与合作，及时

推送 《传染病研究动态》等信息跟踪服务。深入了

解传染病防治专项管理对专项实施监督评估工作的

需求特点，开展针对科研绩效评估、学科发展战略

规划等信息咨询服务。服务团队收集整理了北京作

者在国际综合和四大传染病疾病领域顶级医学期刊

发表ＳＣＩ论文以及参与制定临床实践指南的情况、

撰写了 《国外毒理学资助政策与科研方向》、《科学

技术在应对全球性重大传染病中的作用》、《亚太经

合组织成员国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策略、措施及

其效果》等调研分析报告，为重大传染病防治领域

科研管理者制定科技计划、发展规划提供参考依据。

５　结语

传染病防治重大科技专项肩负着降低我国艾滋

病、病毒性肝炎和结核病发病率、病死率 （三病两

率），提升国家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能力的使命，

传染病防治重大科技专项在规划、决策和实施过程

中，科研人员与管理决策者需要把握国际学科领域

的发展现状、动态和趋势，了解研究重点领域和关

键技术，因而迫切需要专业化的信息服务团队提供

信息保障与支撑。重大专项的服务人员需要依据专

项团队的不同需求，策划不同的服务路径，为服务

用户提供了学科态势分析报告、动态快报等系列服

务产品，为承担专项任务的课题题、国家实验室、

项目负责人、课题研究人员及研究生提供创新研究

辅助支撑。从而探索有效支持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

专业化信息服务的特色模式，促进图书馆专业化信

息服务的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１　侯云德．我国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专项的基本策略

［Ｃ］．中国药理学会第十一次全国学术会议论文集．北

京．２０１１：１－２．

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传染病防

治科技重大专项阶段成果发挥实效 ［ＥＬ／ＯＢ］．［２０１５－

０７－０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ｈｆｐｃｇｏｖｃｎ／ｑｊｊｙｓ／ｓ３５９４ｒ／２０１５

０２／２５５６６１ｄｃｅ４４ｅ４ｆａａｂ０ｄ８０９ｅ０４６ｅ５８５８２ｓｈｔｍｌ．

３　王陇德．我国重大传染病控制中的问题与对策 ［Ｊ］．中

华医学杂志，２００４，８４（２３）：１９４４－１９４７．

４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开展面向重大专项的科技文献公

益性服务 ［ＥＬ／ＯＢ］．［２０１５－０７－０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ｎ

·３８·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１６年第３７卷第５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１６，Ｖｏｌ．３７，Ｎｏ．５



ｍｐｇｏｖｃｎ／ｋｊｗｘｇｙｆｗ／２０１０１２／ｔ２０１０１２０２＿２０９９ｈｔｍ．

５　唐小利，孙涛涛，梅梅．面向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信息

服务探索与实践 ［Ｊ］．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２０１１，

２０（５）：１－４．

６　吴鸣，王丽．嵌入式学科情报服务实践———以支持国家

重大科技专项科研创新为例 ［Ｊ］．图书情报工作，

２０１３，５７（２２）：４３－４８，３６．

７　高东平，方安，李扬，等．知识服务平台的设计与应用

—以重大传染病信息知识服务平台为例 ［Ｊ］．情报理论

与实践，２０１１，３４（７）：１１１－１１５．

８　王桂枝，杨春华，李焱，等．我国重大传染病专项信息

管理与知识服务公共资源平台构建 ［Ｊ］．军事医学科学

院院刊，２０１０，（５）：４７３－４７５．

９　霍飞，徐娜，刘长娜，等．微博等新媒体信息监测在重

大传染病防控工作中的应用 ［Ｊ］．职业与健康，２０１４

（３）：４１１－４１３．

（上接第６２页）
１３　庄军，郭平，周杨，等．电子病历数据预处理技术

［Ｊ］．计算机科学，２００７，（３）：１４１－１４４．

１４　刘明吉，王秀峰，黄亚楼．数据挖掘中的数据预处理

［Ｊ］．计算机科学，２０００，（４）：５４－５７．

１５　李准，冯思佳，杨美洁，等．关联规则技术在冠心病电

子病历中的应用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２０１５， （１）：

５８－６２．

１６　张林杉．住院２型糖尿病患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现状

调查及危险因素分析 ［Ｄ］．上海：复旦大学，２０１３．

１７　王佳笑．基于中医结构化住院病历数据的糖尿病合并高

血压病证结合诊疗规律探讨 ［Ｄ］．北京：中国中医科

学院，２０１４．

１８　高敏．冠心病多因素相关性分析 ［Ｄ］．石家庄：河北

医科大学，２０１２．

１９　李艳静，
#

微微，常占平．肺结核合并糖尿病对抗结核

药物血药浓度的影响 ［Ｊ］．中国防痨杂志，２０１２，３４

（１）：２３－２５．

２０　李怀庆．决策树算法在医院数据挖掘中的应用探索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２００９，（８）：１１－１３．

２１　李准．基于冠心病电子病历的数据挖掘研究 ［Ｄ］．重

庆：重庆医科大学，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年 《医学信息学杂志》征订启事
　　 《医学信息学杂志》是国内医学信息领域创刊最早的医学信息学方面的国家级期刊。主管：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主办：中国医学科学院；承办：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

刊），ＲＣＣＳＥ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美国
《化学文摘》、《乌利希期刊指南》及ＷＨＯ西太区医学索引 （ＷＰＲＩＭ）收录，并收录于国内３大数据库。主要栏目：专
论，医学信息技术，医学信息研究，医学信息组织与利用，医学信息教育，动态等。读者对象：医学信息领域专家学

者、管理者、实践者，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及广大医教研人员。

２０１６年 《医学信息学杂志》国内外公开发行，每册定价：１５元 （月刊），全年１８０元。邮发代号：２－６６４，全国各
地邮局均可订阅。也可到编辑部订购：北京市朝阳区雅宝路３号 （１０００２０）医科院信息所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部；

电话：０１０－５２３２８６７３，５２３２８６７４，５２３２８６７１。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部

·４８·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１６年第３７卷第５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１６，Ｖｏｌ．３７，Ｎｏ．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