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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临床研究和实践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临

床医学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已从传统经验医学转

变为循证医学/!0

" 传统医学指导临床医生进行医学

决策的信息来源于教科书上获取的知识和个人临床

经验积累! 使一些从理论上推断可能有效而实际无

效甚至对患者有害的治疗方法得以长期的应用" 循

证医学则更加强调临床决策以患者为中心! 其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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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为在临床实践中针对患者的特定病情! 以检索

出的最佳科学证据为基础! 结合医师经验以及患者

要求制定个性化的治疗决策" 循证医学信息服务的

宏观研究以及微观实践中的服务措施均以达到目的

为出发点进行思考! 没有引入相关科学理论/&0

" 本

研究引入信息 (知识 (智能转化律及其包括的信息

获取. 认知. 决策和执行 # 个过程! 概述循证医学

信息服务过程! 将循证医学信息服务过程与信息 (

知识(智能转化律新视角的子过程一一对应! 思考

新视角下循证医学信息服务的范围! 以重庆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图书馆开展的循证医学信息服务实

践为出发点! 探讨新视角下循证医学信息服务的具

体形式"

#"信息<知识<智能转化律与循证医学信

息服务过程

#$!"信息<知识<智能转化律视角

&%%5 年北京邮电大学信息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

学者钟义信教授提出了 #信息 (知识 (智能转化

律$ 指出信息转化为智能的系列过程中存在内在

的. 必然的联系/.0

! 该规律包括信息获取. 认知.

决策和执行 # 个子过程中信息的转化" 转化的逻辑

顺序和层次依次是信息获取111信息认知111信息

决策111信息执行! 其中信息获取是将某客体自身

的本体论信息转化成某主体关于某客体的认识论信

息的过程! 信息认知是将这种认识论信息转化成具

有抽象性和普适性知识的过程! 信息决策是将知识

转化为优化世界 %解决问题' 的策略信息的过程!

信息执行则是将策略信息转化为能够改变问题状态

的行为/#0

" # 个子过程是周而复始. 不断循环的过

程! 任何问题都要经过上述 # 个子过程的转化! 才

能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信息 (知识 (智能转化律

可指导人类认识世界. 改变世界! 帮助人类发现问

题. 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

#$#"循证医学信息服务过程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著名流行病学家 +@FP>BB

在 !77& 年就提出 #循证医学$ 的概念/$0

! 指出循

证医学是临床医学. 图书情报学以及流行病学等多

学科融合的交叉性学科" 从图书情报专业视角来

看! 循证医学信息服务过程为/'0

& %!' 专业检索人

员与临床医师反复沟通后! 将临床医师在诊疗过程

中遇到的不规则问题转化为检索系统可识别的规范

性问题" %&' 提取主题词. 关键词! 对其进行逻辑

组配! 构建检索策略并在循证医学相关数据库中进

行检索查找相关文献资料" %.' 对检索得到的文献

运用流行病学知识及客观评价方法进严格筛选和评

价! 找出最新. 最切合. 最佳的科学证据! 书写成

简短报告" %#' 将报告提供给临床医师! 由其将该

证据应用到医疗决策! 对患者做出诊断和治疗"

%$' 对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评价! 形成新的科学证

据/50

"

#$%"新视角与循证医学信息服务过程的对应比较

临床医师在诊疗过程中提出的实际问题往往

比较直接! 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其特征与新视角

下的本体论信息类似( 且检索系统可识别的主题

词或关键词由专业人员加工提取形成! 其特征与

融入认识主体的观察力和理解力的认识论信息类

似! 因此可将循证医学信息服务过程的第 ! 步与

新视角的信息获取过程进行对应" 循证医学数据

库提供的针对具体问题的大量相关文献! 往往是

科研学者结合理论与实践! 针对具体问题撰写的

科研成果! 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其特征与新视角

下的知识概念类似! 因此可将循证医学信息服务

过程的第 & 步与新视角下的信息认知过程进行对

应" 对大量文献进行真实性. 可靠性和适用性的

严格筛选和评价! 得到最佳证据的过程与由知识

转化为求解问题的决策过程类似! 因此可将循证

医学信息服务过程的第 . 步与信息决策对应" 临

床医师运用证据治疗病患并再次进行评价的过程

与运用策略改变求解问题状态的过程类似! 因此

可将循证医学信息服务过程的第 # 步. 第 $ 步与

新视角下的信息执行对应" 由此可以看出! 循证

医学信息服务过程与信息 (知识 (智能转化律视

角的 # 个子过程密切相关! 可一一对应! 其对应

关系! 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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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循证医学信息服务过程与信息<知识<智能

转化律过程的对应关系

%"新视角下循证医学信息服务范围

%$!"概述

信息(知识(智能转化律在医院图书馆开展循

证医学信息服务的过程中! 不仅指导图书馆需要做

什么! 回答医院图书馆循证医学信息服务的范围!

也能指导图书馆如何科学地做! 回答医院图书馆循证

医学信息服务的具体方式方法! 确保临床医师做出正

确的医疗决策! 促进患者安全! 进而保障循证医学信

息服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在该新视角指导下! 医院

图书馆开展循证医学信息服务的范围如下"

%$#"协助临床医师凝炼问题

提出有效的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00

" 医

院图书馆在提供循证医学信息服务时! 应该全程参

与到临床诊疗活动中! 从协助临床医师将直接. 客

观的询问转化为有效的可供检索的规范问题开始"

最终凝炼的问题范围不能太广! 否则会导致查准率

不高! 文献量太多( 也不能太窄! 不然会导致查全

率不够! 文献检索不完全" 因此! 此环节图书馆需

要深入临床实践! 综合考虑馆藏资源. 临床医师和

患者的个性化需求! 持续与临床医师沟通! 引导临

床医师将简单的询问凝炼为规范的问题" 这一步决

定着后期能否有效检索. 评价以及应用! 为循证医

学信息服务后续工作奠定基础"

%$%"根据问题实施文献检索

根据最终与临床医师共同确定的规范问题! 指

导临床医师提炼检索系统可识别的主题词或关键

词! 利用已有的相关循证医学数据库! 选择检索途

径! 构建检索策略! 实施检索并下载获取有关此问

题的文献资料" 通过对部分全文的有效阅读! 对下

载文献进行相关性判断! 根据需要再次修正检索

词. 检索策略. 检索途径等! 必要时可再次与临床

医师进行反复沟通! 直至检索到满意的文献为止"

%$&"形成最佳的临床证据

对大量文献进行严格筛选和评价! 产生可靠.

有效的最佳临床证据! 是图书馆开展循证医学信息

服务最为关键的一环! 同时也因为图书馆专业人员

往往缺乏流行病学. 统计学. 临床医学以及医学英

语常识等! 使该环节成为图书馆面临的瓶颈" 如果

图书馆在此环节能以书面形式提供真实. 可靠. 有效

的临床证据! 将为指导临床医师正确开具处方. 医

嘱! 形成治疗方案等临床决策奠定最为坚实的基础"

%$'"临床效果评估) 形成新的有效证据

图书馆将证据提供给临床医师后! 可继续参与

患者的临床效果评估! 协助临床医师总结以形成新

的有效证据! 为以后类似的患者提供诊疗借鉴" 证

据往往以文献信息的形式存在! 而图书馆在文献检

索. 论文撰写及选刊投稿等方面掌握充足的资源!

具备丰富的经验! 能为临床医师撰写成新证据提供

有效指导和帮助"

循证医学信息服务是一个循序渐进! 不断重

复. 提高! 螺旋式前进的过程! 因此需要图书馆能

够不断总结经验! 保持与临床医师的有效畅通交

流! 其中最重要的原则是深入临床! 以真正的 #临

床图书馆员$ %4H:<:F@HU>D:F@Ĥ:OA@A:@<! 4Û '

/70要

求自己! 以临床医师和患者为中心! 提供文献信息

的深层次. 高质量保障服务"

&"新视角下循证医学信息服务方式

&$!"参与临床科室早交班% 查房% 专家会诊等活动

医院图书馆通过参与临床查房. 病例讨论. 专

家会诊等活动! 弥补医学知识欠缺的同时! 能够充

-75-

医学信息学杂志!"#$% 年第&'卷第(期!!!!!!!!!!!!)*+,-./*012345./4-0*,1.6457!"#$%!89:;&'!-9;(



分了解临床上存在的疑难问题以及对图书馆信息服

务的要求/!%0

! 便于更有针对性地为临床医师提供高

质量的情报信息分析服务"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图书馆参与患者安全研究团队相关会议. 呼吸

内科护理团队质控会. 医院行政查房. 临床科室早

交班! 了解其特定需求! 为其提供文献信息调研报

告! 指导论文撰写及课题申报等" 今后! 还需要进

一步深入临床科室! 参与诊疗. 护理. 患者教育.

课题小组. 专家会诊. 疑难危重病例讨论等活动!

充分了解临床医师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及对图书馆

的要求! 以有针对性地提供信息. 知识. 策略服

务/!!0

"

&$#"深入临床开展文献检索相关培训

文献检索是图书馆的专长! 医院图书馆可深入

临床采用培训或讲座的形式向临床医师传授文献检

索知识和数据库使用技巧! 使其真正掌握数据库特

点. 检索策略制定. 检索途径选择及文献相关性判

断/!&0

"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图书馆曾深入

.% 多个临床科室为本院及分院读者讲解医学搜索一

站式检索平台的使用技巧! 更在多种场合讲解

3gVU[T. 42a-等常用中外文数据库使用技巧! 为

提升全院读者信息素养和检索技能! 即将与重庆医

科大学图书馆联合举办月讲座" 今后还会逐步推出

4CF=A@<>̂ :OA@AN等循证医学数据库使用技巧"

&$%"充分利用@AB邮箱% CC在线咨询等网络平台

临床诊疗活动中! 医师将遇到的问题通过 \>O

邮箱. ii在线实时咨询等虚拟网络咨询方式反馈

给图书馆! 参考咨询人员有针对性地进行解答/'0

"

特别倡导和推荐的是在线咨询平台! 咨询人员能与

临床医师进行实时交流! 理解用户的需求! 不断修

正检索词和检索策略! 真正帮助用户解决问题" 重

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图书馆自 &%!! 年起! 每

月主动收集临床各学科诊疗指南等相关标准规范!

通过]*邮箱发送给科室主任和护士长( 自 &%!! 年

起开通电子邮箱咨询服务! &%!. 年起在图书馆主页

开通ii在线客服咨询! 从多角度满足临床读者的

循证需求"

&$&"开展临床学科化咨询服务

学科化咨询服务是图书馆指派专人深入临床科

室! 参与临床科室相关讨论会议! 根据科室需要!

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 课题查新. 指导论文撰写.

提供文献信息保障等一对一的专门服务" 重庆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图书馆 &%!# 年开始! 深入呼吸

内科团队! 参加质控会! 提供系列培训! 包括文献

检索. 3gVU[T84VUT842a-等数据库使用技巧.

文献管理软件 42a-[(+,gT̀ 8[2T2],[培训.

课题申报技巧等! 还负责实时回答临床提出的各种

咨询解答" 除此之外! 也努力尝试探索在分院开展

有效的学科化咨询服务"

&$'"效果

本研究对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附属第

二医院的 !$. 位临床医师开展了循证医学认知现状

调查! 结果显示约 7#Z的临床医师有利用证据解决

临床问题的意识! 7&Z的临床医师熟悉检索技巧!

由此可以说明这与该院图书馆日常开展的系列循证信

息服务有关" 同时也有约 !.Z的临床医师全面知道评

价指标! 约 .%Z的临床医师了解证据的推荐程度! 这

为今后开展循证医学信息服务指明了方向"

&$("新视角下循证医学信息服务的要求

新视角下! 循证医学信息服务既使医院图书馆

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同时也向其提出了

更多的挑战/!.0

" 医院层面需要营造循证的氛围! 图

书馆需要在现有数字资源基础上引进 4CF=A@<> :̂M

OA@AN. [GO@;>等更多循证医学数据库! 同时图书馆

员需要持续学习临床基础医学. 流行病学. 统计学

知识! 以临床医师和患者为中心! 为临床诊疗决策

提供更多支持! 辅助临床医师提高证据评价指标和

证据推荐程度的判断" 为提升诊疗效果! 图书馆也

切实希望临床医师能保持与图书馆员的密切沟通!

提出真实的信息需求! 提升循证能力"

'"结语

循证医学时代! 图书馆必须以循证理念来创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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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方式" 信息(知识 (智能转化律指导图书馆在

开展循证医学信息服务时! 明确做什么! 以及如何

科学地做" 医院图书馆必须综合考虑馆藏. 人员以

及现有服务能力! 以临床医护技人员和患者为中

心! 不断探索和创新! 接受现代循证医学模式提出

的挑战! 以提供文献信息保障服务为基础! 以深入

临床为切入点! 提供临床所需的智能策略"

参考文献

!"胡大一! 顼志敏R临床医学模式转变1从经验医学到循证

医学 /W0R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770! !0 %!!'& '00 (

'07R

&"田杰! 娄钦! 陈池梅! 等R国内外循证医学信息服务研

究现状及启示 /W0R医学信息学杂志! &%!'! .5 %#'&

5# (50R

."钟义信R论 #信息(知识(智能转换规律$ /W0R北京

邮电大学学报! &%%5! .% %!'& $ (!&R

#"钟义信R知性学引论111信息 知识 智能的统一理论

/W0R中国工程科学! &%%#! ' %''& ! (0R

$"+@FP>BBT̂ ! +BA@E;+[! 1:F=@AD;C< \+! >B@HR[J:D><F>

(O@;>D U>D:F:<>& =CLBC?A@FB:F>@<D B>@F= [VUR+>F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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