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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医院图书馆嵌入式服务的背景与方式，分析嵌入式服务馆员培养存在的结构不合理、层次不
高、人员编制少等问题，提出对馆员培养的素质要求及改进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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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当前图书馆的服务重心已从传统的借还服务向

学科信息服务转变，随着信息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

和创新，信息服务手段也在不断创新，嵌入式服务

逐渐在拓展和深化学科服务中发挥作用。我国图书

馆界嵌入式服务开展较早的是高校系统，研究主要

集中在嵌入式学科馆员、服务技术模式、服务背景

等方面，医院图书馆界近年来也开始在该领域展开

研究。本文分析嵌入式服务发展概况、医院图书馆

嵌入式服务发展背景和服务方式以及嵌入式服务馆

员人才培养问题，提出医院图书馆嵌入式服务对馆

员人才培养的要求，引起医院管理层和图书馆专业

人士的重视，为医院科、教、研发展储备信息服务

人才提供参考。

１９世纪５０年代有专家提出嵌入式服务概念。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医学图书馆引入嵌入式服务理念，Ｒ
Ａｒｃａｒｉ和 ＧＬａｍｂ博士首先提出临床医学馆员概念：
临床医学馆员经常和临床医师一起查房，参加病历

讨论，与医生们共同了解和分析临床医疗中遇到的

问题，为临床医师提供疾病相关信息。１９９３年 Ｔ
Ｄａｗｅｎｐｏｒｔ和ＬＰｒｕｓａｒｋｔ提出馆员要走出图书馆到用
户环境中开展服务的理念。２０１３年 ＤｅｖｅｏｎＧｒｅｙｓｏｎ
对嵌入式服务进行定义，即将图书馆员及服务嵌入

到用户当中，在其工作环境中开展工作，成为其中

一员，如家庭、办公室和实验室。ＳｈｕｍａｋｅｒＤ和
ＴｙｌｅｒＡ对医学图书馆嵌入式服务模式进行研究。
ＳｈｕｍａｋｅｒＤ和 ＭａｒｙＴａｌｌｅｙ对嵌入式服务模式及标准

·２８·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１９年第４０卷第６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１９，Ｖｏｌ．４０，Ｎｏ．６



进行研究，与传统服务模式进行区别，分析嵌入式

良性服务模式，提出嵌入式服务能够改变图书馆服

务工作的观点［１］。

２　医院图书馆嵌入式服务的背景与方式

２１　背景

知识信息呈几何级迅猛增长使得医学各学科的

分类体系不断扩大，科学研究数据大量积累，数据

库中的资源变得越来越多，许多临床医学数据库进

入我国，如 ＵｐＴｏＤａｔ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ｋｅｙ、Ｗｅｂｏｆ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ｅ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等。然而繁

忙的工作使得医务人员利用大量时间检索文献存在

一定困难，为满足医务人员对信息的需求，发展出

医学图书馆嵌入式服务模式，这项服务可以使医务

人员更好地获取和分析文献，为精准医疗提供信息

服务［２］。

２２　方式

一般有３种：一是深入到工作流程中。馆员深

入到医疗和科研过程，与临床医务人员共同制定信

息需求策略。二是深入到各个基层科室，馆员切实

了解医务人员的信息需求动向。三是虚拟式嵌入，

馆员通过互联网为用户提供信息服务［３］。

３　医院图书馆嵌入式服务馆员培养存在的
问题、要求与改进途径

３１　问题

随着我国卫生事业和医院信息化建设的快速发

展，各医院的医疗用房需求迅速增加，而图书馆属

于无业绩考核科室，以藏书建设为主的传统图书馆

向数字图书馆模式发展，医院图书馆的用房面积逐

渐减少，书刊订购经费被压缩，空间变得越来越

小，人员编制也越来越少，甚至没有专业的馆员，

仍然存在安置医院老弱病残职工的现象。大部分医

院图书馆附属在科教科或信息科之下，属于二级科

室，馆员的培养问题很容易被忽视。如上海市儿童

医院图书馆在２００３年面积约２５０平方米，书库面积

约１００平方米，为给临床腾出空间，图书馆经过４

次搬迁已压缩至面积不到１００平方米，人员由４个

半编制减少到２个编制。通过对基层医院图书馆的

调查发现整体人员结构层次不高，人员编制少，具

有医学专业背景和熟练掌握英语的馆员更少，缺乏

真正的学科馆员，因此在基层医院图书馆中很少有

为临床开展嵌入式服务的人才，不能为临床科室提

供服务。如上海复旦医学图书馆联盟下属的１４家

医院图书馆现共有工作人员３０人，没有３０岁以下

的年轻馆员，３１～４０岁占 ２０％，４１～５０岁占

４６６％，５０岁以上占 ２６６％［４］。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图书馆联盟下属１７家图书馆共有专业图书馆员

５０人，其中具有研究生学历者 ７人，本科学历 ２８

人，本科以下学历１５人，高级职称５人［５］。

３２　要求

２００８年中国医院协会发布 “三级医院图书馆设

施规程”，对医院图书馆工作人员提出要求。其中

第２４条指出医院应根据其级别、床位、读者人数、

资源数量和种类、服务项目与时间、设备设施维护

要求、馆舍分布等因素，配备相应的图书馆工作人

员。第２５条指出医院应加强图书馆专业队伍建设，

按照合理结构比例有计划地聘任图书馆学、医学、

外语、计算机等学科专业技术人员。第 ２６条指出

医院和图书馆应鼓励工作人员通过脱产或在职学习

提高学历层次和学术水平，图书馆员每年至少参加

１次本专业学术活动。医院图书馆应结合工作需要，

有计划地安排工作人员的在职进修或培训，不断提

高人员素质，从而提高医院图书馆服务能力和水

平。第２７条指出医院图书馆专业技术人员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享受相应

待遇。医院图书馆专业人员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医院图书馆嵌入式服务最主要的特点是馆员深入到

临床进行主动服务，因此对于馆员来说要求较高。

应具有主动服务意识，愿意与临床医务人员沟通，

了解其信息服务需求，掌握其在医疗和科研方面的

动向；具有一定的信息管理知识和英语阅读能力，

能够熟练使用各种中外数据库，从而可以精准检索

到临床所需要的信息，进行信息管理；具有捕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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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能力，及时了解和推荐医学专业热点；具有知

识版权维护的意识，为临床医务人员提供的信息资

料是有版权保障的；具有对信息资源判别的能力，

能够鉴别有效和无效信息；具有文献计量学知识，

能够帮助临床医务人员了解学科发展现状和趋势，

提供科研前期的文献查新和分析，同时在科研过程

中为其提供定题和结题的评估服务［６］。

３３　改进途径

目前部分医院图书馆尝试开展学科馆员的嵌入

式服务并总结一些方法，如中国医科大学图书馆与

其附属医院合作开展嵌入式学科服务［７－８］，青岛市

市立医院图书馆为临床医护人员开展嵌入式循证医

学服务。但是由于基层医院图书馆员人才结构不合

理，人员编制较少，加之没有常态化的专业培训机

会，难以将嵌入式服务推广为医院图书馆常规读者

服务。希望医院管理者重视图书馆建设和人才培养

问题，尤其注重学科馆员的培养，将馆员培养计划

纳入到医院人才培养计划中，为临床科研工作提供

更好的信息服务。

４　结语

嵌入式服务模式是今后为适应临床医疗科研需

求的发展趋势，医学大数据不断增长，学科分类体

系越来越精细化，相应产生许多新学科，医学文献

信息随之增加，将对医学数据库开发和整合、图书

馆用户信息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医院图书馆员要

抓住机遇，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熟悉各种数据库检

索功能［９］，加强与用户之间的互动，适应大数据时

代给医院图书馆信息服务带来的挑战［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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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医学信息学杂志》启用
“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的启事

　　为了提高编辑部对于学术不端文献的辨别能力，端正学风，维护作者权益，《医学信息学杂志》已正式启用 “科技

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对来稿进行逐篇检查。该系统以 《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为全文比对数据库，可

检测抄袭与剽窃、伪造、篡改、不当署名、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文献。如查出作者所投稿件存在上述学术不端行为，本

刊将立即做退稿处理并予以警告。希望广大作者在论文撰写中保持严谨、谨慎、端正的态度，自觉抵制任何有损学术声

誉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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