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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社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探讨用户通过医学院校图书馆获取健康信息的影响因素，为医学院校
图书馆社会化服务提供参考和建议，结果表明影响因素包括距离、动机、环境、限制和时间，在此基础上

提出解决措施，包括完善服务机制、发挥医学图书馆资源优势、建立以医学图书馆为中心的社区居民服务

体系等方面。

〔关键词〕　居民；医学图书馆；健康信息
〔中图分类号〕Ｒ－０５６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６０３６２０１６０６０１６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ｉ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ＸＵＱｉａｎ，ＸＩＡＯＴｉｎｇ－ｃｈａｏ，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４０００１６，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ｕｓｅｒｓ＇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ｉ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ｅ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Ａ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ｉｍｅ．Ｏｎｔｈｉｓ

ｂａｓｉｓ，ｉｔ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ｔｈ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ｇｏ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Ｍｅｄｉｃ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０１－０６

〔作者简介〕　徐倩，助理馆员，硕士；通讯作者：肖廷超，

研究馆员。

〔基金项目〕　重庆市沙坪坝区科委项目 “高校医药图书馆

健康信息服务社区策略研究” （项目编号：

ＰＪ２０１４００２３）。

１　引言

高校图书馆向公众开放可成为居民获取信息的

重要途径之一，尤其是医学院校图书馆，馆藏资源

大都与人体健康相关，医学院校图书馆的社会化服

务对公众获取健康信息以及提高居民健康素养具有

积极意义，这也是医学院校图书馆履行社会责任的

体现。我国第八次全国科学素养调查显示，８２７％

的公民对 “医学与健康”相关的信息最感兴趣［１］，

说明公民对健康信息有强烈需求。笔者对沙坪坝区

３所医药高校图书馆进行调查后发现，以上图书馆

仅向社会读者提供查新查证、文献传递等信息服务，

未向社会读者提供借阅服务或者其他形式的健康信息

服务，如科普讲座、健康培训等。此外，公民是否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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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医学院校图书馆获取信息是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

重要依据。为了使医学院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更具有

针对性以及资源得到共享和合理利用，本文拟从的角

度探讨获取医学院校图书馆健康信息的影响因素，为

医学图书馆社会化服务开展提供建议。

２　对象与方法

２１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重庆市沙坪坝区两

个社区的居民为研究对象，开展 “健康信息服务需

求”问卷调查。首先向社区居民进行了预调查，发

放问卷３０份，回收后对问卷进行调整和修改。最
终共发放问卷３５０份，回收问卷３３２份，有效问卷
３１７份，问卷有效率９５５％。

２２　方法与步骤

调查方法：经过培训后的两名调查员进入

两个居民社区点采取一对一调查，自行设计问

卷调查了解社区居民的信息。调查过程持续 ７
天，问卷回收后采用 Ｅｘｃｅｌ进行数据录入，通过
ＳＰＳＳ１７０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表１）

表１　社区居民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 人员结构 人数 百分比 （％）
性别 男 １４４ ４５５

女 １７３ ５４６

年龄 ＜１８ 　５ １６

≥１８ １４４ ４５４

≥４５ １４５ ４５７

≥６０ ２３ ７３

学历 本科及以上 ４８ １５１
大专 ４１ １２９
中学／中专 １３１ ４１３
小学及以下 ９７ ３０６

职业 个体商户 ５０ １５８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５９ １８６
企业员工 ４５ １４２
其他 １６３ ５１５

３２　社区居民获取医学院校图书馆健康信息的影
响因素

３２１　距离因素 （表 ２）　通过相关性分析发

现，居民居住地距医学院校的距离与居民是否到医

学院校图书馆的经历呈正相关 （ｒ＝０２０２，Ｐ＜
００５）。

表２　居住地与医学院校的距离

距离 人数 百分比 （％）

步行＞３０分钟或需乘车 ２３７ ７４８

步行１５～３０分钟　　　 ６１ １９２

步行＜１５分钟　　　　 １９ ６０

３３２　动机因素 （表３）

表３　获取健康信息的动机因素

动机 人数 百分比 （％）

身体不适　 ７２ ２２７

医生诊断后 ６６ ２０８

打发时间　 ３８ １２０

从来不去　 １８２ ５７４

３２３　环境因素 （表４）

表４　获取健康信息的环境因素

原因 人数 百分比 （％）

硬件　 ４３ １３６

氛围好 ９０ ２８４

资源多 ２９３ ９２４

３２４　限制因素 （表５）

表５　获取健康信息的限制因素

原因 人数 百分比 （％）
不知道医学院校有图书馆 ２７ ８５２
不对外开放　　　　　　 １０３ ３２４９
开放时间短　　　　　　 ２４ ７５７
收费昂贵　　　　　　　 ７ ２２１
太专业，不易懂　　　　 １２７ ４００６
其他　　　　　　　　　 １３５ ４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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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５　时间因素 （表６）

表６　获取健康信息的时间因素

时间 人数 百分比 （％）
正常工作日　 １０ ３１５
周末或节假日 ２１２ ６６８８
随时　　　　 １１０ ３４７０

４　讨论

４１　距离因素

距离会对社区居民的健康信息获取行为产生一

定的影响，居住地与医学院校的距离越近，居民越

有可能到医学院校图书馆获取健康信息。重庆市沙

坪坝区有３所医药高校，其中两所位于大学城，另

外１所位于沙坪坝中心地带。在这３所医药高校附

近居住的社区居民更有可能去图书馆。

４２　动机因素

身体不适或者医生诊断后，社区居民有意愿到

医学院校图书馆获取健康信息，说明自身需求是行

动的导向。但大部分居民从来都没去过医学院校图

书馆。本文分析有以下原因：一是社区居民不了解

图书馆的服务，不知如何利用医学院图书馆。二是

由于时间冲突、办理手续复杂以及社区居民主观上

认为医学院图书馆的资料比较专业，不易懂，最终

导致社区居民未能利用医学院图书馆［］。三是我国

大多数高校图书馆因为经济成本、人力等原因并未

对公众开放，社区居民也不会去高校图书馆获取健

康信息和服务。

４３　环境因素

丰富的馆藏资源是居民选择去医学院校图书馆

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医学院校图书馆的巨大优势。

资源载体既有纸质书刊、报纸，也有大量电子资

源，包括文本、视频和音频。内容上既有医学生需

要的专业书籍，也有供公众阅读的科普书籍，可满

足各种知识层次的需求。这也是医学院图书馆社会

化服务的优势所在。此外，氛围好也是社区居民选

择到图书馆的原因之一。目前，图书馆的功能悄然

发生着转变，除传统的阅读服务以外，还为读者提

供学习和讨论的物理空间，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４４　限制因素

目前，因受空间、人力等条件制约，完全向社

会人员开放的图书馆极少，即便开放也是有限开

放，比如对外开放查新查证服务等。此外，馆藏资

源的专业性也是限制居民到医学院校图书馆获取健

康信息的因素之一。医学院校图书馆主要向学校师

生提供教学科研服务，馆藏资源以医学类图书为

主，电子资源也以专业期刊和数据库为主，专业性

强，非专业人士很少有阅读的耐心和理解力。

４５　时间因素

只要时间合适，居民愿意到医学图书馆获取健

康信息。通常，图书馆在正常工作日为师生的教学

科研服务，工作任务较重，而居民选择周末或节假

日到馆，既可分散人流，也不会与师生抢夺资源，

可以实现馆藏资源的合理利用。

５对策

５１　完善管理服务机制，构建医药院校为核心的
信息圈

　　服务机制的建立是有效实现图书馆社会化服务

的基础保障。首先，以医药院校所在地为中心，向

学校周边居民大力宣传并优先向附近的社区居民提

供健康信息服务，建立社区医药图书馆服务体系。

其次，在充分了解社区居民信息需求和图书馆服务

能力后，应通过与社会机构达成共识，制定医学院

校社会化服务的管理规定［３］。最后，制定医学院校

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具体操作流程和内容，在充分

保障为校内人员服务的前提下，合理安排周末和节

假日，适当延长时间，尽可能地满足不同读者的需

求，为社区居民提供满意的信息服务。

５２　发挥医学资源优势，提供可读性强的科普读物

医学院校图书馆拥有丰富的专业性和科普性馆

藏资源。大多数居民无兴趣或不具备阅读医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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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和文献的能力，开辟专门的科普角或科普阅览

室可为非专业人士提供健康信息服务或举办健康信

息咨询［４］。简化入馆流程，为居民提供入馆便利。

图书馆员还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向社会读者推荐

相关的健康信息书籍等，甚至向居民提供附属医院

及专家的相关介绍和服务。

５３　提供多元化的服务方式，突破限制因素

居民获取健康信息服务也受限于图书馆的物理

空间。针对不同年龄、职业、学历以及社区居民的

健康信息获取方式提供健康信息服务。可利用网络

自媒体微信、微博、手机客户端等传播健康信息，

以推送的方式传递给社区居民［５］，既能突破图书馆

空间、人力和经济的限制条件，也可提高居民健康

素养。利用医学院校专家资源，为社会读者举办卫

生保健和科普讲座，这也是居民最期望获取的健康

信息服务形式［６］。此外，可向公众推送广受关注的

养生保健类健康信息。

５４　充分利用图书馆人力资源，提升居民信息素养

医学院校图书馆拥有医学知识结构的馆员队

伍，具有较强的文献检索能力，通过主动走进社区

以及开展信息讲座等方式，提高社会读者获取健康

信息的能力，从而避免居民获取虚假信息。同时，

还可利用图片与视频资源，让居民更加直观地了解

人体、疾病等知识，起到健康教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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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Ｊ］．现代情报，２０１５，３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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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建立创新医疗合作伙伴关系 着重 “互联网＋医疗”等领域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３日，第二届中德卫生创新对话暨第２９届中德－德中医学年会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

与德国联邦卫生部部长格罗厄共同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李斌指出，中德卫生合作已走过百年历程。１９８０年两国卫生部门签署合作协定以来，双方的交流合作驶入快车道。

两国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政策交流，开拓创新医疗合作，在＂互联网＋医疗＂、数字医疗、移动医疗、电子化医疗等创

新医疗领域开展更多的联合研究及试点项目，推进创新医疗科技成果转化。同时，两国在中医药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希

望双方能够深化中医药合作，让中医药为德国人民服务。李斌强调，中国政府做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

策。中国目前正在经历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多重疾病威胁并存，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这些挑战并非

中国独有，很多是中德两国共同面临的难题。中德医疗卫生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格罗厄表示，中国在传染病防

控、中医药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而德国在医疗信息化方面的建设经验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德双方应携

手并进，推进医疗卫生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李斌与格罗厄共同签署了 《中德关于建立创新医疗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

明》。

（摘编自 《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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