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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调研分析国内外医药类高校图书馆在医学健康科普宣传教育、阅读推广等方面实践的基础上，
提出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医药类高校图书馆促进全民健康素养提升的策略，以实现图书馆服务创新与促进社

区居民健康素养提升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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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健康素养［１］是指个人获取和理解健康信息，运

用这些信息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健康素养

是衡量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的重要指标，直接影响到人的生命和生活质量，进

而影响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国家

卫计委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４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为９７９％，即我国个人获取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
服务，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作出正确决策的人口比

例为９７９％。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偏低，引起了
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为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水平，

２０１４年国家卫计委公布了 《全民健康素养促进计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提出 “到 ２０２０年，全国居民
健康素养水平提高到２０％”的目标，要求建立和完
善 “政府主导、多部门协作、全社会参与”的健康

教育和健康促进的工作机制，高校图书馆也应该参与

到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中来。教育部 《普通高

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中 “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图书馆

应尽可能向社区读者开放”的要求也为高校图书馆

参与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提供了依据。作为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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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医学健康文献信息资源和较强专业技术力量的医

药类高校图书馆，在服务好本校教学科研的基础上，

更应该在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中有所作为。

２　国内外医药类高校图书馆健康教育与健
康促进实践的调研与分析

２１　国外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要提升健康信息素养，

医学院校图书馆必须要向公众提供健康信息［２］。刘

妮波［３］等对 ２０１４年 ＱＳ世界大学排名医学学科前
１００名中的５１所有代表性的医学院校图书馆健康信
息资源公益性服务的调研发现，有３９所 （占调研

机构总数的 ７６％）面向公众提供健康信息资源服
务。国外医学图书馆，尤其是美国、澳大利亚、新

西兰、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医学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

开展较早，服务内容和服务形式也较为成熟，开展

如移动图书馆服务、定制服务、影视资料服务、社

交网络、社会化标签插件等新式服务。服务社区是

国外医学图书馆，尤其是美国医学院校图书馆的创

新服务，如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家庭资源中

心是一所关于儿童健康信息方面的图书馆，面向社

区家庭，馆内的儿科护士、图书馆员帮助家长了解

儿童健康状态，进行正确抉择。梅奥医学图书馆设

有１６个服务站点，患者可以访问大部分梅奥临床
医学院的患者教育中心或患者图书馆，阅览健康相

关资源。同时，梅奥临床医学院图书馆网站中的健

康、保健等信息资源对访客完全可用，同时对公众

提供馆内阅览服务。美国夏威夷医学图书馆成立了

“用户健康信息服务部”，向社会公众提供健康信息

服务［４］。在国外，尤其是美国，医学图书馆鼓励校

友利用图书馆资源和服务。刘妮波等调查的５１所
医学院校图书馆中有近一半的图书馆网站首页开设

了校友专栏，华盛顿大学、康奈尔大学、麻省理工

学院等的校友服务已成为图书馆的特色服务［３］。

２２　国内

为全面了解掌握国内医药类高校图书馆开展健

康信息服务，提升全民健康素养的具体实践，本文

以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２０１６年中国医药类大学排
行榜中８１所独立设置的医药类公办本科高校图书
馆为调查对象，剔除６所网站打不开或者资源仅限
校内访问的图书馆，共对７５所医药类高校图书馆
网站，从面向附属医院及社会读者开放借阅情况、

图书馆网站健康信息资源推广方式、阅读推广及健

康科普实践活动等３个方面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
（部分），见表１、表２。

表１　医学类院校图书馆促进公众健康素养提升的实践调查 （部分）

院校名称
面向附属医院／社会读者

开放借阅情况

图书馆网站健康

信息资源推广方式
阅读推广及健康科普实践活动

北京协和医学院 年满１８周岁，持身份证和单位介绍信可

申办借阅证

负责开发并维护 “中国

公众健康网”

承办 “中国公众健康知识普及高峰论坛”、

承担 《公众健康知识整合技术研究与应用》

等科研课题

南方医科大学　 面向附属医院正式职工开放借阅、校外

读者可科技查询、查收查引、文献传递

— “４２３世界读书日”宣传推广月活动

哈尔滨医科大学 校本部图书馆和附属医院图书馆资源共

建共享

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

南京医科大学　 吸引附属医院、教学医院等医疗单位组

建南京医科大学图书馆联盟、共享资源

和服务

— —

温州医科大学　 未提供借阅办证信息、作为浙江省高校

数字图书馆 （ＺＡＤＬ）温州分中心提供资

源和服务

— —

桂林医学院　 面向附属医院、教学医院的专业人员开

放借阅，院外读者办理手续后可阅览

自办刊物：医药参考 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读者活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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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西南医科大学 面向直属附属医院和校外读者开放借阅，

与泸州市图书馆资源共建共享

— 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

川北医学院　 面向附属医院教职工开放借阅 图书馆网站设置 “健康

咨询医学信息”等版块

读书文化节、图书馆组织学生社团图管

会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成都医学院　 校外人员可进馆阅览 自办刊物：医学信息之

窗

读书节

皖南医学院　 无借阅办证相关信息、参与芜湖市图书

馆联盟建设

读书月活动

…… …… …… ……

表２　中医药类院校图书馆促进公众健康素养提升的实践调查 （部分）

院校名称
面向附属医院／社会读者

开放借阅情况

图书馆网站健康

信息资源推广方式
阅读推广及健康科普实践活动

北京中医药大学 面向附属医院读者开放借阅 — 北京中医药文化科普研究基地人文讲坛

上海中医药大学 面向附属医院和社会读者开放

借阅

图书馆网站设置 “信息窗”版块，分 “时

事热点”、“中医信息”、“医疗科技”、“养

生保健”等主题内容

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

天津中医药大学 面向直属附属医院职工开放借

阅

开发了 “中医经验方与健康数据库”，满足

公众希望获取权威、科学的传播健康知识

的渠道的需求

４２３读书节系列活动、读者服务月活动

成都中医药大学 面向校外人员开放借阅 自办特色刊物：《中医药科教信使》、《医药

信息导报》、《养生保健》和 《环球医讯》

４２３世界读书节全校阅读推广系列活动

长春中医药大学 未明确是否向附属医院开放借

阅

自办特色刊物：《医药动态》，图书馆网站

设置 “实时资讯”版块，包括医药简讯、

药学知识、药膳保健医生选摘等内容

校园读书文化节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 江 省 高 校 数 字 图 书 馆

（ＺＡＤＬ）滨江中心，与区域内

的高校文献资源共建共享

图书馆网站设置 “中医药文化”、“中医药

信息”版块

大学生读书节 （世界读书日宣传月）

安徽中医药大学 面向附属医院职工开放借阅 — 读者服务宣传月、协助建设基层图书

馆、向学校帮扶的基层农村捐赠期刊、

提供信息咨询与服务

广东药科大学　 未明确是否向附属医院开放借

阅、合作院校教职工研究生只

能阅览

图书馆网站特色资源版块包括药学快讯、

学科动态、高血压专题、高血脂专题、高

血糖专题等健康科普内容

读书文化月系列活动

甘肃中医药大学 面向直属附属医院职工开放借

阅

特色资源 “中国医药文化博物馆”面向大

中小学生开展科普教育

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

吉林医药学院　 未明确是否向附属医院开放借

阅

自办刊物：信息简报 读书月活动、图书馆组织学生志愿者开

展医疗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普及健康养

生知识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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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分析发现：（１）７５所被调查的医药类高校
图书馆大多对附属医院教职工开放借阅权限，有１９
所图书馆明确面向社会读者开放借阅权限，占调查

总数的２５％。但均未明确规定向校友开放纸质馆藏
书刊资源或图书馆网站无明确的校友服务版块内

容。说明与国外著名医学院校图书馆相比，国内医

药类高校图书馆的校友服务还有很大差距。（２）有
１４所图书馆在网站进行了健康信息资源的推介服
务，占调查总数的约１９％。特色比较鲜明的如北京
协和医学院图书馆开发并维护中国科协组织创办的

公益性健康科普网站 “中国公众健康网”，天津中

医药大学图书馆自主开发了 “中医经验方与健康数

据库”，向公众提供权威的健康信息。 （３）受调查
的图书馆基本都围绕世界读书日举办了阅读推广活

动。在此基础上，有１９所图书馆举办了医药文化科
普讲坛、承办公众健康知识普及高峰论坛、帮扶基层

图书馆 （室）建设、组织医疗下乡社会实践等健康

科普实践活动，占调查总数的２５％。特色比较鲜明
的如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的 “北京中医药文化科

普研究基地人文讲坛”，甘肃中医药大学的 “中国医

药文化博物馆”。通过上述平台，开展了健康科普工

作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４）区域性或行业性图书
馆联盟的发展，提高医学院校图书馆或医院图书馆的

文献保障率，为图书馆提升全民健康素养，尤其是提

高医院患者图书馆的服务水平提供了保障。比较典型

的有南京医科大学图书馆联盟、浙江省高校数字图书

馆 （ＺＡＤＬ）、安徽芜湖市图书馆联盟等。

３　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医药类高校图书馆促
进全民健康素养提升的策略分析

３１　构建线下传统媒体宣传、特色阅读推广活动
与线上社会化媒体宣传与互动相互促进的健康科普

宣传教育新模式

　　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５］，公

民利用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获取科技信息的比例达

到５３４％，而在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中，高达
９１２％通过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获取科技信息。伴
随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以微信为代表

的社会化媒体工具得到公众的普遍应用，对公众阅

读方式和阅读习惯的影响日益增大。中国新闻出版

研究院最新公布的第十三次全国公民阅读调查数据

显示［６］，微信阅读增长显著，有５１９％的成年公民
在２０１５年进行过微信阅读。医药类高校图书馆的
健康科普宣传教育更应该主动适应公众的阅读方式

的变化，在全国科技活动周、科普日、高血压日、

世界骨质疏松日等重要宣传节点，尤其突发性公共

卫生事件中，综合运用传统媒体和社会化媒体两种

工具平台和线上线下两种活动组织形式，线下通过

宣传展板、橱窗等传统媒体形式和真人图书馆、健

康科普知识讲座展览、健康科普影视播放、图书漂

流、健康知识竞赛等特色阅读推广活动及组织医学

生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活动；线上利用微信、

微博、ＱＱ等社会化媒体工具进行健康专题文献信
息资源的推介、健康知识的宣传及与公众进行健康

科普方面的互动交流，及时了解公众健康信息需

求，以实现健康文献信息资源的精准推送，将健康

科普宣传教育融入到图书馆服务创新和阅读推广的

具体实践中，使健康科普宣传教育成为图书馆阅读

推广和服务创新的一个切入点。

３２　整合利用各类资源，助力医药类高校的医学
普及教育基地建设，促进社区居民健康素养的提升

３２１　加强健康科普文献信息资源、讲座展览资

源的整合开发、共建共享和宣传推介　国家卫计委

公布的 《全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要求加强医学科普教育基地建设，各地市加

强支持医学高校建立预防医学、临床医学、中医学

等具有鲜明特色的科普教育基地。目前，公众获取

健康知识的渠道虽多，但权威、科学的健康知识的

获取途径还不够通畅，掌握健康技能、急救知识的

渠道更加匮乏，不合理用药几乎受不到干预［７］。

（１）根据自身的馆藏文献信息资源开发具有本馆特

色的健康科普数据库，为公众提供权威、科学的健

康知识。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开发的 “中医经验

方和健康数据库”的经验值得各医药类高校图书馆

借鉴。 （２）加强医药类高校图书馆官方网站、微

博、微信平台健康科普功能的开发，设置专门的

“健康素养”版块，开展网络健康资源分类导航服

务［８］。一方面搜集符合社区公众阅读需求和阅读水

平的权威健康网站，如寻医问药网、３９健康网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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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的医疗、养生、保健信息，进行整序、评价后推

荐给社区公众读者；另一方面，充分利用 Ｍｅｄｌｉｎｅ

Ｐｌｕｓ（ｗｗｗＭｅｄｌｉｎｅＰｌｕｓｇｏｖ）这一免费、高质量、

最新的健康信息数据库，发挥自身的医学、外语等

专业技术人才优势，针对热点健康问题，有针对性

地翻译、整理ＭｅｄｌｉｎｅＰｌｕｓ的相关健康信息内容，推

荐给公众。（３）加强对各馆健康讲座展览资源的共

建共享。借鉴浙江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宁波市图

书馆展览讲座联盟的做法，加强与公共图书馆、专

业图书馆的联合，以共建共享的形式建立区域性的

讲座展览巡回制度及活动资源 （包括展览展板、讲

座活动音视频资料等）共享机制，扩大讲座展览资

源的受众面和影响力。

３２２　以流动图书馆方式支持社区图书室建设，

满足社区居民对医学科普文献信息的需求　已有调

查研究显示：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对医疗保健、食品

安全、营养膳食等科普话题最为关注；城市社区居

民认为社区图书室存在书刊更新慢、书刊内容涉及

面窄、书刊数量少等问题［９］。与之相对的是高校图

书馆纸质文献资源流通量逐年下降，较多纸质文献

资源处于闲置状态。因此，一方面，医药类院校图

书馆在保证本校教学科研基本需求的前提下，可以

考虑适度向社区读者开放图书馆资源，尤其是健康

科普类的文献信息资源，或建设独立的健康科普类

图书室，面向社区读者开放。另一方面，本着资源

共享的原则，可尝试社区和医学高校图书馆签订帮

扶共建协议，通过流动图书馆的方式，将闲置的科

普图书期刊调拨到社区图书室供社区居民阅读，以

达到提高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利用率，满足社区居

民阅读需求，提升社区居民的健康素养的目的。

３３　加强以医生、患者和社区骨干为重点的健康
信息素养教育，以点带面，促进公众健康信息素

养的提升

３３１　美国的做法　２００３年美国医学图书馆协会

首先认识到公众健康素养促进工作面临的挑战，首

次提出了健康信息素养的概念，强调图书馆员在公

众健康信息素养促进策略中的关键作用［１０］。美国国

立医学图书馆提出，社区诊所和医生办公室是提高

患者健康素养的重要场所，要求与患者直接接触的

医生自己有很好的获取和评价最新健康信息的意识

和能力［１１］。哈佛大学医学院图书馆与教学部门将信

息素养技能整合到课程教学中，面向医学生和社区

健康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提升其健康信息素养。匹兹

堡大学健康科学图书馆系统［１２］除面向公共图书馆员、

学生、消费者和健康教育者等公众群体举办讲座，讲

授如何通过网络获取可靠的卫生保健信息，还面向附

属医院的医生和患者提供文献检索的培训。

３３２　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　中国科协和百度公

司共同发布的 《中国网民科普需求搜索行为报告》

显示，健康与医疗成为各年龄段网民最关注的科普

话题，互联网成为常见疾病的问询平台。但前段时

间影响较大的魏泽西事件却折射出社会公众健康信

息甄别能力的欠缺，面向社会公众的健康信息素养

教育也再度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国家卫计委公布

的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和技能 （２０１５

版）》相比２００８版增加了健康信息的获取、甄别与

利用的知识。国内已有研究认为，健康信息素养依

据个体不同的健康信息需求，主要包括健康信息需

求意识、获取能力、评价能力和利用能力４个方面

的内容［２］。其中健康信息获取能力是核心能力。美

国国立医学图书馆和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及圣安东尼

奥图书馆联合进行的旨在培训社区居民使用Ｍｅｄｌｉｎ

ｅＰｌｕｓ提升健康素养的 Ｃｏｌｏｎｉａｓ项目［１１］中，通过图

书馆员定期培训社区联络员，再由社区联络员培训

社区居民的健康素养培训模式值得借鉴。医学院校

图书馆联合公众图书馆，充分发挥第一书记、大学

生村官、社区网络员等社区联络人文化素质较高、

接受新事物快的优势，加强对社区联络人健康信息

素养的培训，再由其负责培训社区公众，以点带

面，带动公众整体健康素养的提升。

４　结语

医药类院校图书馆要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社会

化媒体等工具平台，以提升全民健康素养作为高校

图书馆服务社会和服务创新的突破口，积极探索促

进全民健康素养，尤其是促进高校所在社区居民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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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素养的方式方法，以实现图书馆服务创新与促进

社区居民健康素养提升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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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７．

３１　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ｏｕｒｗｏｒｌｄ：ｔｈｅ２０３０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１０－３０］．

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ｅｎ／ｇａ／ｓｅａｒｃｈ／ｖｉｅｗ＿ｄｏｃａｓｐ？ｓｙｍ

ｂｏｌ＝Ａ／ＲＥＳ／７０／１．

３２　世界卫生组织．２０３０可持续发展中的健康促进上海宣言

［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１１－０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９ｇｃｈｐ／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ｚ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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