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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国内医院图书馆学科服务的现状与困境进行分析，结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实践经验，从审
视定位、卓越服务、有效营销和战略规划４个方面探索医院图书馆学科服务发展路径，从而促进学科发展、
辅助临床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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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１１年澳大利亚 Ｍｕｋｕｒｔａ咨询公司的 Ｊａｎｉｎｅ

Ｓｃｈｍｉｄｔ在第７７届国际图联大会发表演讲［１］，强调

图书馆的生存关键在于有效的营销以及卓越的服

务。认为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部分图书馆正在被

商业信息机构所取代。图书馆的生存现状面临挑

战，医院图书馆也不例外［２］。医改环境下学科建设

需求的增加［３］，为医院图书馆的转型带来完美契

机。需要从学科服务入手，重新审视现状和自我定

位，认识和挖掘用户潜在需求，焕发知识与信息服

务的活力，进而振兴医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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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医院图书馆学科服务现状及问题

２１　现状

为掌握国内医院图书馆在学科服务领域的研究

现状，以 “医院图书馆”、 “学科服务”、 “学科馆

员”、“学科知识服务”等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与万方

数据库进行检索，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日共检索到
相关文献６８４篇。去除重复及会议征文、目录索引
等无关报道后，筛选出主题相关文献１５６篇，利用
Ｅｘｃｅｌ、Ｅｎｄｎｏｔｅ与 Ｖｏｓｖｉｗｅｒ等工具进行分析，见图
１，图２。

图１　国内医院图书馆学科服务相关文献

时间－地域分布

图２　国内医院图书馆学科服务关键词

共现－时间分布

从图１的时间趋势上看，国内医院图书馆学科
服务研究自２００３年起开展，随后呈现波动上升趋
势，近两年有所下降。从地域分布来看，以山东为

首的华东地区 （发文占总量３０７７％）、以河北与北
京为首的华北地区 （占总量２４３６％）和以广东为
首的华南地区 （占总量１８５９％）整体发文数量较
多；统计所在医疗机构，发现文献所涉及的 ９６家
医院中三级以上医院占总数 ８４３８％，发文占
８４６２％，其中三甲综合医院占总数６５６３％，而发
文占６８５９％。结合图２从文献内容分析，相关研
究集中在：（１）理论研究。学科发展需求分析，学
科服务模式探索，学科馆员制度与评价管理体系构

建。（２）实践研究。嵌入式创新服务的实施效果，
信息共享平台的创建，以学科为导向的馆藏资源建

设。（３）衍生研究。循证医学、大数据云计算、精
准医疗或转化医学环境下学科服务的探索。可以看

出近年来多数研究停留在模式的探讨构建上，仅少

量能展示实践经验或成果。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华北

或华南、华东沿海地区的大型综合性医院，医疗资

源配置不均进一步限制该领域的发展。

２２　困境与思考

既往研究表明［４－９］医院图书馆学科服务的开展

面临着诸多困境，如人才匮乏或馆员素质欠佳、宣

传力度薄弱、未融入一线、缺乏有效沟通、运行模

式欠缺规范管理等问题。另从３个层次对困境进行
溯源：（１）意识层面。上层管理部门对医院图书馆
重视不够，图书馆管理者对学科服务欠缺认识思考

与规划，馆员缺乏动力、惰于提高等是限制学科服

务开展的主观因素。（２）行动方式。学科服务重点
还仅限于如何做好 “服务”，视野聚焦在已呈现的

信息需求，难以抽离自身定位从医教研视角挖掘学

科服务的核心价值，更难以从长远目光规划发展战

略，成为制约学科服务的重要因素。 （３）环境因
素。医学信息教育资源分布不均［１０］，毕业生其他就

业方向相对宽泛［１１］，使医院图书馆的人才需求难以

满足，而经费、空间限制下学科资源的不足和因网

络环境变化导致的沟通弱化，更加阻碍该领域的

发展。

３　医院图书馆学科服务建设策略

３１　重新审视自我，把握角色定位

３１１　概述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作为集医、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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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于一体的大型三甲综合医院，在神经科学与

老年医学 “一体两翼”的战略格局带动下，各个学

科稳健发展。作为辅助学科建设的信息部门，图书

馆自２０１４年开展学科服务以来，切实有力地将学
科服务推行至一线，目前初步显现出一定效果。近

年来部分医院图书馆在大数据、新媒体等环境下寻

找不同角色定位［１２－１３］，多以资源建设者或信息导

航者等角色探讨如何开展服务。医院图书馆需要更

多 “进取心”，将视野从 “强调为别人服务”转换

到思考 “学科服务能为医院图书馆赢得什么”，尝

试向信息顾问、咨询专家等更高层级定位，重新审

视学科服务的价值。

３１２　认识差距，化被动为主动　图书馆管理者
需具备足够的危机意识和客观理性的认识，通过学

科服务切实满足医院核心人群的信息需求，从而引

起管理层重视，这对于科室至关重要。同时也应意

识到差距所在，谋划科学的发展路径，通过信息资

源与人力资源的完善进一步缩小服务能力与学科需

求的差距，逐渐打造学科服务团队与品牌。学科馆

员则应在强化危机意识、集体荣誉感的同时配合薪

酬奖励等方式唤醒自我意识，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

以更好地融入学科服务团队。而阶段性成功带来的

正向激励作用进一步激发潜能，促使馆员不断优化

能力和素养。

３１３　把握角色定位，挖掘核心价值，化服务为
合作　多年前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的副
教授ＳａｒａｈＡｎｎｅＭｕｒｐｈｙ提出 “将图书馆员重新定

义为信息顾问”的观点，认为该定位的转变可以为

图书馆带来新动力［１４］。在飞速发展的信息环境与适

者生存的淘汰法则下，如何保留竞争优势是图书馆

员必须面对的问题。需要重新认识学科服务的核心

价值———即智慧所衍生的知识产品［１５］，它在推动学

科建设的同时更实现图书馆的自我价值。因此医院

图书馆应摆脱固有思维框架，反复提升才智和打磨

能力，将 “遍地撒网”的部署方式改为直击要害、

“快而准、实而深”的学科服务策略，为医教研提

供更专业、更具价值的意见。学科馆员从信息服务

者走向信息顾问、信息咨询师，逐渐与临床科研建

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自开展学科服务以来始终

坚持为临床科研提供卓越学科服务，凭借不断精进

的学科知识和日积月累的实战经验打造出一支高水

平的学科服务团队，包含管理者１名、学科馆员２
名。至今已为５００以上人次制定学科服务方案，以
信息顾问或咨询专家的身份与神内、神外等重点科

室与团队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３２　追求卓越服务，挖掘潜在需求

３２１　着力打造团队，奠定服务基石　学科馆
员制度的成功实施，关键在于拥有一批高素质的

专门人才，学科馆员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服务水平

的高低［１６］。宣武医院图书馆先后引入医学情报、

生物学专业人员，以人才驱动科室团队探索学科

服务路径，逐渐摆脱 “文献储藏室”的固有印象，

向深层次信息服务方向转型。同时，配合搭建人

才培养平台、明确权责分配、完善薪酬奖励等管

理制度，充分激发馆员主观能动性、提升服务质

量，以此推动服务团队迅速成长。实践中发现，

“临床科研专家 ＋方法学家”的组合能充分激发各
方优势，加速科研成果产出；而某些研究领域，

如系统综述与 Ｍｅｔａ分析，对信息检索的要求更加
严苛。对此及时把握机遇，通过信息学家的身份

入驻各研究小组，完整参与研究方案设计、可行

性分析、策略制定、文献筛选数据提取和文章撰

写等流程，顺利完成有关颅内动脉狭窄的血管内

治疗、非甾体药物治疗前列腺癌、手术治疗交界

性卵巢肿瘤、液体导向目标管理等课题研究。在

此过程中学科馆员得到更有针对性的强化训练，

而学科服务团队也逐渐获得好口碑。

３２２　灵活转换视角，深挖服务需求　学科馆
员应该以医生和科研人员的视角审视学科服务问

题，将图书馆的目标与用户的需求对接［８］。为扩

展学科服务的深度与广度，结合分层式服务模式，

灵活转化视角，以科研、医护、教学及行政人员

的迫切需要为切入点完善学科服务，尝试挖掘更

多隐性的合作机遇。（１）针对科研人员。除将定
题检索、课题查新、投稿分析、论文润色等常规

服务融合入科研流程以外，以信息顾问身份在多

个重点科研团队、学科论坛中提供专业意见。在

深入理解科研思维、切实掌握核心需求的基础上，

将合作撰写 ＳＣＩ论文、ＳＣＩ论文查重投稿、专利查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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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献和试验数据的挖掘分析、ＰＲＯＳＰＥＲＯ注
册登记、ＣＯＣＨＲＡＮＥ信息检索策略制定等项目纳
入定制服务范围中。（２）针对医务人员。以提升
信息素养、推广医学信息资源为目标，为医护工

作者提供高质量循证检索服务，坚持以医护真实

案例为素材开展针对临床问题、以医护人员为视

角的精品系列课程。（３）教学方面。长期为研究
生开展检索应用课程，参与教育处牵头的全科医

生培训课题并完成前期信息搜集工作，同时以特

邀讲师身份加入高校流行病循证课程组为师生讲

解循证检索知识。（４）行政管理人员。为医务处、
人事处等行政部门在人才引进、奖项评定、整合

科技成果等方面提供查收查新、情报挖掘、学科

动态分析等服务，通过创建机构知识库来系统整

理科研数据，进一步为管理层提供有力的信息支

撑。

３２３　精选学科资源，优化服务保障　在有限空
间与经费限制下，结合学科方向不断优化，多次对

馆藏资源进行调整：如削减纸本刊物，增加网络资

源预算；在联合采购基础上，围绕神经科等优势学

科自主订购影像病理多媒体数据库、循证医学临床

决策及肿瘤智能诊断数据库；尽力满足医务工作者

的院外文献需求，另行购置外文求助平台。

３３　开展有效营销，提升服务体验

某些已设立学科馆员岗位的图书馆反映，学

科服务很难得到用户的接受和认可［１６］，缺少宣传

推广，医院图书馆难以被多数用户认知。以营销

为导向创建多渠道连接方式是图书馆所必须考虑

的问题［１７］。在沟通渠道上通过 ＯＡ、ＱＱ、微信等
平台将服务融入即时参考咨询中；在运营范围上，

多次深入临床医技科室宣传最新学科资源，同时

引荐统计师、数据分析师等专家组建科研团队；

在宣传策略上，致力于推广特色知识型服务，在

优化服务体验的同时充分展现学科服务实力。任

何正式或非正式的需求疑问均被视为潜在的合作

机会。为把握机会，摒弃物理空间限制以寻求最

佳路径方式，快速、灵活而精准地将服务提供、

呈现给读者用户，在交流中捕捉潜在需求以促进

合作持续运行。

３４　战略规划布局，绘制发展版图

从纵向 （个体）、横向 （多馆联合）、内容形式

３个发展方向进行战略规划。（１）纵向。医院图书
馆应始终把握、紧跟医院学科建设方向。在学科引

导下经历由 “点”到 “线”的过程，从 “精进服

务团队实力”发展到 “涉足多个临床科研团队”。

未来计划拓展更多领域，将 “线”推至 “面”甚至

是 “体”的层面，在现有基础上 “联合多科室、多

学科交叉合作”以 “促进医院科研水平、带动图书

馆多向发展”。（２）横向。在高校联盟方面，参与
到首医图书馆的学科资源共建当中，合作完成高校

学科态势分析工作，未来将根据双方共同发展方向

逐渐推进相关课题研究。与兄弟院馆联盟，如与儿

童医院、天坛医院等多家医院图书馆共同申报儿科

资源共建项目，以期进一步提升学科与图书馆的整

体实力。（３）内容形式。随时代发展持续演变，新
兴技术将不断改变学科服务的内容方式。始终坚持

以发展眼光看待学科服务的走向，目前处在完善既

有需求服务的阶段，未来将通过文本挖掘结合大数

据、机器学习等技术完成对海量文献或病历信息的

处理分析，开展基于知识发现的学科咨询与战略决

策服务，从等待需求的 “服务者”转为预测需求的

“信息战略家”。

４　结语

美国ＯｖｅｒｔｏｎＢｒｏｏｋｓＶＡ医学中心馆长ＭａｒｙＶｉｒ
ｇｉｎｉａＴａｙｌｏｒ认为： “医院图书馆员必须对角色定位
与所持能力进行重新定义，在完善医学知识和提升

数据能力的基础上成为信息学家或与临床医师的结

合体，以便更好地支持临床决策”［１８］。医院图书馆

的学科服务，不论演化为何种形式，其本质都是通

过促进学科发展完成自我蜕变，在辅助临床决策的

同时开展基于医学信息的研究，从主动服务入手，

向合作共赢目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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