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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医学智慧图书馆的内涵和服务定位，从自助借还、数字参考咨询、资源发现服务等论述基础
服务的提升，从学科服务、数据管理、机构知识库阐述新型服务深化，以期为各医学院校建设智慧图书馆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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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图书馆服务研究”。

１　引言

服务一直以来都是图书馆工作的核心内容、中

心主题，提高服务能力已成为图书馆发展的助推

力。近年来，医学图书馆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渐进

式前进，且主动利用技术发展趋势进行大胆尝试和

开拓性的实践，特别是随着 “物联网”和 “智慧地

球”概念的提出，各医学院校图书馆都积极融入到

建设智慧图书馆的大潮中。医学图书馆的转型不仅

是对自身发展的自觉诉求和期望，而且也是对外部

环境变化的积极回应和适应，其实质是为读者提供

优质的服务，提高读者的满意度和资源的利用率。

信息技术是推动力，更是医学图书馆用来强化服务

功能的工具，而不是目的，因此注重服务能力的提

升和服务层次的深化是建设智慧图书馆的核心。

２　智慧图书馆的内涵

１９９９年图书馆界在物联网被正式提出后不久就
开始了智慧图书馆的研究与实践，但智慧图书馆与

数字图书馆一样没有统一的概念，直到 ２００８年
“智慧地球”的概念提出后，“智慧图书馆”才被赋

予新的内涵，同时也逐步成为图书馆的研究和实践

热点。美国图书馆协会于２０１０年２月在其出版的杂
志 《智慧图书馆通讯》 （Ｓｍａｒｔ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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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开辟专栏，讲述影响智慧图书馆的信息技术发展

趋势，截至２０１６年７月，该专栏已经刊载了７０篇
文章［１］。

智慧图书馆强调智能技术与图书馆的融合过

程，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满足读者在新的技术趋动下

产生的新需求，提高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能

力，或者说是利用智能技术来增强图书馆的服务功

能，丰富管理制度。简言之，智慧图书馆就是在智

慧的大背景下，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技术与

智能化设备，实现书与书、书与人、人与人的互联

融合、友好交互，实现虚拟与现实的深度交叉，体

现以人为本、绿色发展、高效和便利的特点，最终

目的是为读者提供智慧化服务。因此，图书馆的智

慧服务模式应根据读者需求提供深度挖掘的知识，

是知识服务的深化和升华，凝聚了图书馆员智慧，

拥有更高尚价值的服务层次［２］。

３　医学智慧图书馆的服务定位与体系

３１　服务定位

医学图书馆在 “智慧”的大背景下，在资源与

服务日益泛在化的情况下，既有发展的新动力，同

时也受到挑战和冲击。为满足读者的多样化、个性

化需求，医学图书馆需要不断创新、拓展服务功

能。２０１５年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明确图书

馆的建设和发展应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相适应［３］。

因此建设医学智慧图书馆首先要主动关注学校的发

展计划和目标，制定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相适应的

建设计划和目标，根据学校的人才培养计划和科研

需求优化配置资源，并且提供便利的获取方式，提

供贯穿整个学习周期和研究周期的知识服务，创建

温馨的、充满吸引力的学习、研究与协作交流环

境，全面支持学校的教、学、研、管［４］。

３２　基础服务需提升

３２１　自助借还服务　医学图书馆图书借还服务
中，影响最大、使用最广泛的是自助借还设备。据

南方医科大学图书馆２０１６年６月统计，外借图书总
计１３１３０册，还书１８６９０册，其中自助借还书机共
自助借阅图书５３６４册，自助还书８０９２册，分别占
总借还量的 ４１％和４３％，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

力资源。医学智慧图书馆建设的标志性技术之一是

射频识别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ｎ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ＦＩＤ）
技术，又称电子标签，是一种通过无线射频信号实

现自动识别的技术［５］，具有远距离识别、快速读

写、使用期限长、数据安全性高、适应环境能力

强、体积小、易封装等优点［６］。早在 １９９９年美国
洛克菲勒大学图书馆就引入了ＲＦＩＤ，但因造价昂贵
直至近年来我国图书馆才开始推广［７］。当前医学图

书馆利用自助借还设备的比较普遍，而 ＲＦＩＤ应用
较少，有条件的馆应积极推进 ＲＦＩＤ技术的应用，
逐步走向智慧图书馆。

３２２　数字参考咨询服务　医学图书馆的数字参
考咨询服务是建立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基础上

的，通过网络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目的是帮助读者

便捷、有效地利用信息，这也是医学图书馆为适应

网络环境下资源共建共享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实

时虚拟参考咨询服务在医学图书馆中起到了积极、

重要的作用，开展优质的数字参考咨询服务离不开

信息技术的支持。柯平提出了在Ｌｉｂ３０环境下虚拟
参考馆员的形象［８］；武汉大学图书馆和清华大学图

书馆将人工智能运用到参考咨询中，以聊天机器人

的身份提供参考咨询服务，起到了非常积极重要的

作用，受到了读者的喜爱。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

速发展，智能机器人在医学智慧图书馆的建设中应

该很快能够得到广泛应用。随着移动技术的快速发

展，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医学馆数字参考咨询也在

向移动参考咨询转移，要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等新

媒体变被动咨询为主动咨询，开展个性化、定制化

参考咨询服务。南京大学图书馆的微信智能问答系

统［９］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利用微信开放的客服接

口，实现 “馆员在线”的功能［１０］都是比较成功的

案例，可为医学图书馆提供很好的借鉴作用。同

时，在医学图书馆的日常工作中还要充分发挥学科

馆员的作用，深化参考咨询服务内容。

３２３　资源发现服务　医学图书馆的资源采访策
略已从以纸质文献为主逐渐转向以数字资源为主的

多元化、开放性知识保障格局。如北京大学医学图

书馆数据库９７个，中外文电子期刊６万余种；首都
医科大学图书馆数据库９８个，中外文全文电子期
刊５万余种；南方医科大学图书馆数据库共８５个，
电子期刊３８万余种。面对一个个以 “孤岛”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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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电子资源，图书馆非常有必要引进数字资源

整合系统，实现数据库统一检索，推进资源深度聚

合，提升全网域资源发现与获取能力［１１］。资源发现

服务应时而生，这是一种 “大数据”规模的元数据

库的搜索服务，整合全球电子资源数据库的元数据

信息，为用户提供图书馆电子资源和馆藏目录检索

的一站式入口，方便用户查询和发现资源。现在的

资源发现系统都能够对接本机构的一卡通或开放公

共查询目录等身份认证系统，可对馆内采购的电子

资源，通过数据库厂商提供的直接全文链接以及链

接解析器，为用户提供全文阅读服务。

目前国际上比较出名的资源发现系统有 Ｓｕｍ
ｍｏｎ、ＷｏｒｌｄＣａｔＬｏｃａｌ、ＰｒｉｍｏＣｅｎｔｒａｌ和 ＥＢＳＣＯ 的
ＥＤＳ，中文的有超星发现、ｅ读和文津系统。对医
米调研推出的中国医学院校硬性指标综合排行榜前

２０家图书馆进行网站统计调查，除第二、三、四军
医大学图书馆不允许访问外，其余１７家全部都使
用了资源发现系统，有 ３家用了 Ｐｒｉｍｏ、６家用了
Ｓｕｍｍｏｎ、两家用了 ＥＢＳＣＯ。南大数图、首都医科
大学用的是 Ｍｅｔａｌｉｂ和 ＳＦＸ电子资源整合系统，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用的是上海半坡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支持开发的发现系统，８家用了超星，其中４家
是兼用。

３３　新型服务需深化

３３１　学科服务　学科服务是一种以用户需求为
中心、学科馆员为服务主体，为读者 （院系、教研

室、研究所、课题组或个人）提供个性化、学科

化、知识化服务，目的是提升读者的信息获取、利

用能力，为科学研究提供有力的信息保障［１２］。早在

１９７１年ＲＡｒｃａｒｉ、ＧＬａｍｂ博士就提出了临床医学馆
员的概念，１９７２年 ＧＬａｍｂ博士开始实施第１批临
床医学馆员项目，耶鲁大学医学院图书馆 １９９６年
开始实施个人图书馆员项目。２００６年中科院国家科
学图书馆提出 “融入一线、嵌入过程”的服务目

标，是我国嵌入式学科服务的起点［１３］。首都医科大

学图书馆２００５年开始推行学科馆员制度，并且利
用博客平台开展相应专业的学科服务［１４］；北京大学

医学部图书馆参与到 “临床医学”的课程中，对学

生进行相关资源利用的指导［１５］；湖南中医药大学图

书馆进行了嵌入中医诊断科研团队服务［１６］。

在对医学图书馆网站的调查中，大多数网站都

设立学科服务栏目，但囿于各方面的原因，没有融

入科研教学过程，服务的深度、广度不足，服务的

吸引力、影响力非常有限。学科服务应随读者需求

拓展和深化，各医学图书馆应把学科服务定位为核

心能力，主动融入一线，推进嵌入式学科服务。初

景利认为嵌入学科服务可分为目标、功能、流程、

系统、时空、能力、情感和协同８方面的嵌入［１７］。

深化学科信息服务，一方面主动提供学科信息调研

分析、学科资源整合推送；另一方面为学科团队、

课题组的研究态势把脉，为之提供个性化的学科咨

询服务。

３３２　科研数据管理　科研数据管理连续地对应
着数据的整个生产过程。科研数据的作用在进入科

学研究第四范式后日益突出。２０１２年就有研究人员
提出建设让全世界的研究者共享和使用研究数据的

科研数据联盟［１８］；康奈尔大学提供基于科研数据生

命周期的科研数据管理服务———嵌入式科研数据管

理服务，更具深度和广度［１９］。国内对此也进行了研

究和实践活动，主要模式有机构知识库管理科研数

据、机构内部共享科研数据、各学科数据平台和基

金项目资助建设等［１８］。

生物医学领域的数据具有种类多、数量大、更

新快的特征，科研数据管理已是客观而迫切的需

求。英国生物技术与生物科学研究理事会要求研究

者提交数据共享计划；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为８个
国立卫生研究院基金课题提供数据管理服务［２１］；我

国的生物医学科研数据管理工作正在起步，医学图

书馆应积极参与，在生物医学科研数据的收集、加

工、组织、关联、增值服务方面发挥优势，提升医

学图书馆的服务能力和价值［２２］。

３３３　机构知识库　它是一种新的资源共享与学
术交流模式，是随着开放获取运动的发展而出现

的，在欧美国家得到了蓬勃发展。机构知识库是机

构对科研成果进行管理、对学术知识进行传播和对

全社会创新进行支持的模式，逐渐成为知识基础设

施的重要部分以及支持数字科研和数字教育的重要

工具［２１］。机构知识库能够通过系统自动整理收录本

机构教师和学生分散在不同数据库的的学术成果数

据，通过实施开放存取，扩大机构成果的传播范

围，提高机构成果的被引概率和影响力，为最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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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本机构和本校学者的科技竞争力提供有效的支撑

服务。国内医学馆建设机构知识库的还不多，已在

使用的有北京大学医学部和南方医科大学等。南京

医科大学在积极筹备推进中，其机构知识库能从很

大程度上提升图书馆的服务能力，具有登录灵活、

数据维护开放、统计信息可视化等优势，能对学者

的学术成果进行展示和保存、查看科研合作网络及

学术贡献度、保护个人隐私和知识产权、汇聚学术

生命周期的学术产出、进行学术影响力追踪分析等

功能，现在已有数据１０３３１９条，学者库中学者２４１
位，网站访问量接近１８万人次。医学图书馆要充
分挖掘读者的潜能，利用好机构知识库的开放知

识、开放工具和开放协同机制来实现创新式服

务［２２］。

４　结语

医学智慧图书馆的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特别是在各医学图书馆发展非常不均衡的情况下。

服务是医学图书馆的核心，也是建设智慧图书馆最

不能分割的重要环节。各医学图书馆需要从学校的

建设目标、读者的实际需求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

服务计划，逐步建设起学校、读者需要的医学智慧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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