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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国内外医院图书馆发展状况以及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图书馆为例，从馆
藏资源数字化、网络共享、软硬件协同发展、服务内容多元化几方面进行分析，为今后医院图书馆建设改

革提供借鉴。

〔关键词〕　医院图书馆；数字化；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Ｒ－０５６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６０３６２０１６０５０２１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ＮｅｗＤｉｇｉ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ＲＥＮＧｕａｎ－ｈｕａ，ＨＵＡＮＧＭｉｎｇ－ｊｉｅ，ＬＩＨｕｉ－ｆａｎｇ，Ｐｅ
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ｉｒｓ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ｅｘｐｌａｉｎｓ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ｎｄ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

ｔｉｅｓ．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ｉｒｓ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ｉｔｍａｋｅｓ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ｒｏｍｓｅｖｅｒａｌｒｅｓｐｅｃｔｓ，ｎａｍｅｌｙ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ｂｒａ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ｈａｒｉｎｇ，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ｃ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Ｄｉｇｉ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６－０４－０５

〔作者简介〕　任冠华，馆员，发表论文 ６篇；通讯作者：

李惠芳，研究员，发表论文１７篇。

１　引言

医院图书馆作为医院图书情报工作的主体，承

担着为临床医疗、教学和科研等各项工作收集、存

贮、加工、传递信息的任务，是医院发展中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１］。近年来，计算机、互联网和移动

网络的飞速发展也带动了图书馆的巨大变革。医院

图书馆也开始由传统型图书馆向混合型、数字型及

移动型图书馆发展［２］。信息技术在给医院图书馆的

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对医院图书馆提出了新的

挑战。本文结合数字化图书馆国内外发展现状及北

京大学第一医院图书馆数字化实践，探讨新形势下

的医院图书馆发展模式。

２　国内外医院图书馆发展现状

２１　国外

国外图书馆行业因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影响，相

对比较发达，在英国和美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国的

图书馆，数量以及现代化程度很高。高校图书馆和

公共图书馆不仅对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同时服

务内容日益增多［３］。国外的医院图书馆可分为大学

附属医院图书馆和社区医院图书馆，规模根据情况

有所不同，但其人员素质整体较高，同时信息服务

主要依托于网络。医院图书馆管理方面施行临床馆

员制度、循证医学培训以及医学资源整合等［４］。但

是近来Ｐａｔｒｉｃｉａ［５］等的报道指出医院图书馆数量和人
员都呈下降趋势，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医疗信息

获取的途径增多，同时图书馆专业性较以往增强。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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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　国内

近年来国内图书馆的馆舍建筑、硬件设施、资

源建设等条件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同时对人

员队伍建设也日益重视。图书馆管理思想与服务理

念已经由传统图书馆向现代图书馆转变，图书馆创

新和管理也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呈现数字化的趋

势。高校以及公共图书馆是我国图书馆发展的缩影，

拥有大批的读者。因此作为公众服务的一部分，高

校和公共图书馆不仅保持了传统图书馆的借阅模式，

而且增设电子阅览室，多媒体室。然而医院图书馆

有其普遍性及特殊性，医院图书馆服务对象为医生

护士以及一定比例的医学生。就诊人数逐年增多，

医护人员工作时间也变得异常紧凑，很多医护工作

者阅读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但医院图书馆依然延

续以往的发展模式：借阅室、电子阅览室、报刊室

不仅占地面积大，占用人员多，而且利用率低。加

之医院发展建设用地紧张，很多医院图书馆使用面

积已经开始大大缩水。究其原因，首先，医院图书

馆使用资金较大，创收性小，医院领导对图书馆重

视度不够［６］；其次，医院图书馆在整体发展、资金

投入、人员结构上无章可循，馆员素质参差不齐；

最后，信息服务方式单一，缺乏创新［７］。这些都使

医院图书馆经营管理面临巨大挑战。综合国内国外

的发展情况，以北大医院图书馆为例对医院图书馆

的发展趋势进行探索。

３　医院图书馆新模式实践

３１　馆藏资源数字化

美国于１９９３年率先开始了数字化图书馆的研究
工作，随后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数字图书馆建

设［８］。我国对数字图书馆的建设起步稍晚于西方发

达国家，但发展较迅速。目前国内规模较大、发展

较成熟的数字化图书馆有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

系统”［９］和 “中国科技信息资源网络系统”［１０］等。

医院图书馆是医院改革发展的产物，对医院和医务

人员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信息革命的到来，

新医改的实施，对医院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也提出

了迫切需求。图书馆数字化的基本要素之一是馆藏

资源的数字化。目前大多数医院图书馆规模都较小，

空间有限，尽管如此，馆舍面积仍有缩小趋势［２］，

馆舍面积不足严重限制了传统型医院图书馆的发展。

然而，数字图书馆的出现解决了医院馆藏文献不断

膨胀与图书馆有限空间的矛盾。印刷型书刊的电子

化使得较小的馆舍空间可容纳无限的资源信息，另

外还能克服医院图书馆经费的不足。一些期刊，特

别是外文原版期刊的价格以每年１０％ ～１５％的幅度
上涨，一些图书馆限购甚至是停购一些外文期刊，

造成馆藏结构失调，远不能满足新时期医务人员需

求［８］。图书馆馆藏文献数字化可大福度降低资源建

设成本，合理完善资源配置。北京１９家医院图书馆
２００８年共购买纸本图书 ９８８０册，２０１３年锐减至
５９９１册。订购的外文纸本期刊从２００８年的２５２３种
锐减至２００８年的６７６种［２］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图书馆

采购的纸本图书及中西文期刊种类从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
缓慢下降，２０１５年暂停了大部分纸本图书和所有中
文期刊的订购，见图１。然而这些并不代表医院图
书馆的没落，而是对有限的投入进行合理配置，通

过订购各类中外文数据库来取代纸质图书，在现有

形势下逐步实现馆藏文献的数字化［１１］。就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图书馆而言，目前拥有英文数据库９６个，
中文数据库４０个，基本能够满足大部分医务临床及
科研工作人员的需求。

图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图书馆纸本图书或期刊订购情况

３２　馆藏资源网络共享

实现了馆藏资源的数字化并不能说明就已经实

现了图书馆的数字化，图书馆数字化还需满足另一

要素，即馆藏资源网络共享。美国早在１９９２年就已
经建立了图书信息共享空间，随后在北美各地区大

学图书馆流行起来［１２］。另外图书馆联盟机制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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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进一步加强了各个图书馆之间的密切联系。我国

图书信息共享空间和图书馆联盟起步较晚，但图书

馆之间的合作早就存在。充分利用地域便利，发挥

联盟优势，在联合编目、公共检索、馆际互借及数

字资源建设方面通力协作，实现文献资源共建共享

保障系统。尤其是在电子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

网络传输的便捷使得各个图书馆之间的数字化协作

克服了地域性限制。医院图书馆由于馆舍面积小，

经费相对紧张，馆藏电子资源所占比重越来越高，

建立医院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和联盟机制，实现馆

藏资源网络共享，对于当前形势下的医院图书馆发

展尤为重要。医院图书馆在不断引入数据库的同时，

需在各个医院图书馆之间、医院图书馆与高校图书

馆之间开展电子资源的共建共享，不仅可以减少重

复建设，缓解经费压力，同时也能通力协作更好地

为医护人员服务。截止目前，国内一些发达地区，

比如广东各市尚未建立一个有效的医学生物文献资

源共享平台，各馆间的资源仍共享无法实现［１３］。相

比而言，北京市各医科院校图书馆陆续与其附属医

院图书馆之间建立了电子资源共享共建机制［２］。近

年来，本馆加强了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及各附属医院

图书馆的联系，图书馆数字化的逐步推进显著降低

了纸质图书的流通服务次数，而文献馆际互借与带

借代还服务次数显著增加，见图２。另外，图书馆
的数字化资源必须通过网络传播、不仅为网络提供

资源，也为更好地获取网络资源。离开网络为依托

的图书馆数字化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１１］。此

外，电子阅览室使用人次从２０１１年开始急剧下降，
这可能与医护人员通过个人电脑，足不出户就可以

轻松访问图书馆电子资源有关。

图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图书馆服务情况

３３　软硬件协同发展

为了更好地推进医院图书馆的数字化，图书馆

的软硬件也需要同步更新。当前，医院图书馆不仅

需为上门的医务人员服务，更要为不上门而利用个

人电脑或移动设备上网的医务人员服务。由于医院

办公自动化系统覆盖面广，全院所有员工都是系统

用户，且为每人都设置了唯一实名电子邮箱及短信

平台。在医院的信息系统建设过程中，将电子图书

馆网页、图书管理系统与办公自动化系统进行整合。

用户在实现办公自动化办公的同时，可直接访问链

接的图书馆内电子资源，不仅可以进行图书自助借

阅，同时还可以进入图书馆数据库访问并下载需要

的电子文献。目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拥有教育网与

公共网络两大网络系统，覆盖了医、教、研、财、

政等各个系统，图书馆电子资源与办公自动化系统

也实现了有效地整合，这将有助于实现图书馆工作

的自动化、信息发送的无障碍化、管理的科学化及

服务的多元化。另外随着图书馆舍面积逐步减小、

馆藏资源结构的调整、办公系统的自动化，对馆员

的知识结构和技能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数字化图书

馆的基本要素是馆藏资源数字化和网络共享，但实

现图书馆数字化的核心是人。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

馆员必须具备：计算机网络应用能力、英语读写能

力、网络资源挖掘能力以及人际沟通能力等。另外，

面对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发展及电子文献资源的爆

炸式增长，对馆员还需进行不定期的培训，促进馆

员更新知识、拓宽视野并提高技能。图书馆数字化

的发展促进了图书馆人员结构的调整，就本馆而言，

２００８年拥有馆员１５人，其中拥有初、中级职称及

返聘的人员达到１３人；目前馆员人数降至５人，人

员结构高、中、初级的职称比例为２∶２∶１，学历结

构博士、硕士、专科的比例为１∶２∶２，优于其他医院

图书馆［１３－１４］。

３４　服务内容多元化

医院图书馆的传统服务模式已难以适应现代化

医院的发展，利用图书馆的优势资源为医院学科建

设，临床医生诊治及科研提供信息服务是数字化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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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图书馆必须拥有的服务内容。本馆馆员目前已多

次参与临床医生会诊，为疑难杂症的诊断和治疗提

供国内外最新最全的信息服务。这一机制得到了临

床医生的一致认同，今后将逐步发展并常态化和制

度化，这将有利于充分挖掘医院图书馆有效资源并

提升医院图书馆定位。另外联合计算机专业人员、

数据库开发人员不定期地对医院员工进行培训，包

括图书馆资源使用及文献检索等，反响空前热烈。

目前而言，在科技查新工作中，开展最为广泛和数

量较多的是四川省某医院图书馆，该馆对课题立项、

科研过程及科研课题成果转化等提供全方位的跟踪

服务［１５］。本馆是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和卫生部科

技查新咨询委员会及国家重点课题查新点，承担国

家重点课题及成果鉴定查新咨询服务、医学情报检

索、教学及培训等工作。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查新、查引
情况，见图３。除此之外，还建立了微博官方账号、
微信公共账号，通过邮件等向全院医务人员定期推

送最新通知，最新科研进展以及书籍推荐服务。

图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北京大学第一
医院图书馆查新、查引情况

４　结语

在信息化飞速发展的今天，读者的阅读行为以

及需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医院图书馆不仅面临

服务对象行为的改变，同时也面临着新技术、新事

物的冲击。加之医院发展中对图书馆的重视度不够，

使医院图书馆生存发展日益严峻［１６］。因此，医院图

书馆改变原有模式，推进数字化进程，升级软硬配

套设施并开展多元化的服务变得日趋紧迫。本文结

合国内外图书馆数字化基本情况及本院图书馆发展

现状进行了简要分析，对当前形势下医院图书馆数

字化进程谈了几点看法，以期探寻出适合医院图书

馆发展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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