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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ＮＳＴＬ原文传递数据为例，采用文献计量、聚类、分类和序列分析等方
法，从用户偏好、用户行为两个维度对原文传递用户构建用户画像，了解用户需求特点和规律，提出原文

传递新方法和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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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跨领域多学科交叉研究

不断深化，任何一家图书馆的馆藏资源都难以满足

用户多样化信息需求，需要通过文献资源共享和文

献传递的方式来解决［１］。用户画像技术能够较好地

描述用户特征和信息需求，在用户和图书馆之间搭

起交流桥梁，有利于驱动原文传递的创新发展。

用户画像以数据分析为工具，通过对用户属

性、行为等方面的挖掘，了解并跟踪用户的需求变

化，从而进行精准营销［２］。最早提出用户画像概念

的是交互设计之父ＡＣｏｏｐｅｒ，将其定义为基于用户

真实数据的虚拟代表。ＲｅｂｅｃｃａＭＱｕｉｎｔａｎａ将用户

画像描述为一个从海量数据中获取、由用户信息构

成的形象集合，通过这个集合可以描述用户偏好兴

趣等个性化需求［３］。在图书情报领域，ＡｍａｔｏＧ认

为信息提供者的最终目标是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

为用户定制用户画像［４］。ＭａｏＪｉｎ探讨基于标签的

个性化推荐新方法［５］。王庆基于用户画像进行图书

馆资源推荐模式设计与分析，为图书馆开展个性化

服务提供新思路［６］。许鹏程在数据驱动下进行数字

图书馆用户画像模型构建，以促进数字图书馆的知

识服务升级［７］。陆尧针对区域图书馆联盟文献传递

进行用户行为分析，提出改进意见［８］。本文在国家

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ＮＳＴＬ）原文传递的基础上对用户画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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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以便精准了解用户需求，实现资源服务内容

精细化。

２　数据与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图书馆 （以

下简称医科院图书馆）为 ＮＳＴＬ的医学分中心，面

向全国科研单位提供医学类信息服务工作。医科院

图书馆目前拥有医学及相关学科高质量数据库 ９１

个，电子期刊１６３００余种，纸本期刊４５００余种，

涵盖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药学、公共卫生等医学

各学科及化学、心理学等医学交叉学科。本文选取

医科院图书馆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１２月３１日期间通

过ＮＳＴＬ原文传递系统向全国医学科研机构提供的

８０８６６篇原文传递文献为数据源。

２２　研究方法

对８０８６６篇原文传递文献进行数据清洗和整

理，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原文传递的语种、出

版年等外在特征，聚类分析法计算出文献的领域特

征，时序分析法分析用户申请的时间规律，从用户

的行为信息和偏好兴趣两个维度对用户画像进行分

析，以便优化资源建设，改进工作流程，提高工作

效率和用户满意度。

２３　分析框架

用户画像是一个长期逐步完善的过程，其目标

是通过对用户行为、偏好等方面分析，给用户打上

标签，以便精准快速分析用户行为习惯，为其提供

个性化服务。ＮＳＴＬ原文传递用户画像是在原文传

递的基础上通过原文传递系统获得用户行为数据并

进行预处理，形成规范化用户信息加以存储，然后

对这些用户信息进行分类聚类等统计分析，勾勒出

精确的用户画像，从而指导原文传递服务升级。用

户画像分析框架，见图１。

图１　用户画像分析框架

３　用户画像构建

３１　用户偏好

３１１　语种　２０１８年共有４５８位用户通过 ＮＳＴＬ

原文传递服务平台向医科院图书馆申请原文传递

服务，单个用户最高申请次数为２０６７５次。医科

院图书馆发送原文传递文献８０８６６篇，去重后为

５０６４８篇，其中单篇最高发送量为 ８１次。将 ８０

８６６篇原文传递文献按语种进行分类，见表１。可

以看出原文文献主要以外文文献为主，占９９６％。

同时还有３３篇中文文献，全部是北京协和医学院

的学位论文。分析其原因主要是：（１）医科院图

书馆以外文文献为主，国外许多重要期刊是从创

刊开始进行收录，覆盖范围广泛。（２）国际上多

数医学期刊论文使用英文发表。（３）除使用英语

的国家外，日本、法国、德国等国也有较好的医

学专业和医学期刊，并且有些小语种 （如匈牙利

语、荷兰语、波兰语等）在国内是独家馆藏。（４）

中文文献一般可以从中国知网或万方等网络数据

库上查找全文，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硕博论文只

能在图书馆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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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原文传递文献语种分析

文献语种
文献量

（篇）

百分比

（％）
文献语种

文献量

（篇）

百分比

（％）

英语　　 ７８９９３ ９７６８ 中文　　 ３３ ００４

日语　　 ６６７ ０８２ 匈牙利语 １１ ００１

法语　　 ４６８ ０５８ 荷兰语　 ９ ００１

德语　　 ３４７ ０４３ 西班牙语 ４ ０００

俄语　　 １７６ ０２２ 波兰语　 １ ０００

意大利语 １５７ ０１９ 合计　　８０８６６ －

３１２　类型　８０８６６篇原文传递文献共分为４种
类型，见表２。在４种类型中期刊占绝大多数，其
他３种类型只有少量，这与其自身特点有关： （１）
期刊论文主要报道学术研究、学术创新点等成果，

一般需要通过专家审稿，具有严谨性和连续性的特

点，且医科院图书馆的外文医学期刊较为丰富，是

医学研究人员首选。（２）会议论文是围绕某个会议
主题在特定领域内的文章，是同领域内最新、最前

沿的成果汇总，能及时反映学科发展趋向，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９］。（３）学位论文是作者为获得某种学
位而撰写的研究报告或科学论文，具有一定独创

性，参考文献多、全面，有助于对相关文献进行追

踪检索［１０］，并且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学位论文是医科

院图书馆的特色馆藏。 （４）图书的内容比较系统、
全面、成熟、可靠，但时效性不及其他类型文献，

因此这类文献用户参考较少。对于这４种类型文献
所包含的语种，期刊论文涉及语种较多，由除中文

外的其他多语种文献组成，而学位论文仅包含中文

文献，会议论文和丛书仅包含英文文献。

表２　原文传递文献类型分析

文献类型 文献语种 文献量 （篇） 百分比 （％）

期刊论文 多语种 ８０７９４ ９９９１

会议论文 英语　 ４０ ００５

学位论文 中文　 ２５ ００３

图书　　 英语　 ７ ００１

合计　　 － ８０８６６ １００

３１３　年代　原文传递文献按出版年代分布，见

图２，可以看出： （１）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每年都有申
请，基本上是年代越新申请量越大 （２０１８年除外），
说明用户非常重视文献的时效性，希望获得最前沿

的科技成果。 （２）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的文献占比为
５１％，超过半数，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这３年的文献需求
量最多，其中２０１５年的文献超过６０００篇，说明近
３年的文献是研究人员关注的重点。（３）２０００年之
前的文献约占５５％，主要集中在 《生殖医学杂志》

（８６篇，影响因子 ０４５２，ＪＣＲ分区 Ｑ４，妇产科）
和 《神经外科学杂志》 （８３篇，影响因子４３１９，
ＪＣＲ分区Ｑ１，临床神经病外科学）等期刊，说明这
些医学期刊具有长尾效应，对现在仍有影响。期

刊、会议和学位论文３种原文传递文献数量排名前
３，将这３种类型分别按年代进行排序，见图３。期
刊从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都有使用，与总体趋势一样，年
代越新使用量越大 （２０１８年除外）；会议论文重点
关注前一年 （２０１７年）的文献，共计２１篇；学位
论文涉及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１０年的文献，且每年２～３
篇，分布比较均匀。

图２　原文传递文献年代分析

图３　期刊类型文献年代分析

３１４　来源　原文传递文献共涉及３８８３种来源

文献，前３６０种期刊累计占比达５０％。按文献量倒

序排列，选取排名前２０位，累积占比９％，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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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１）排名前２０位的来源文献申请次数
都在２４０以上，最高达５５８次。（２）２０种来源文献
的 ＪＣＲ分区，Ｑ１、Ｑ２、Ｑ３、Ｑ４分别占 ５０％、
１０％、１０％和２５％，多数文献分布在第１个分区，
说明申请文献的质量较高。（３）排名前３的是 《国

际病毒学杂志》、《肝脏与胃肠病学》和 《白血病和

淋巴瘤》，这３种期刊的 ＪＣＲ分区均位于 Ｑ２～Ｑ４，
说明用户相对期刊来说，更看中单篇文献的质量。

（４）３大顶级医学期刊 《柳叶刀》（Ｌａｎｃｅｔ）、《新英
格兰医学杂志》（ＮＥＪＭ）、《美国医学会杂志》（ＪＡ
ＭＡ）分别位列第 ４、１１和 １６位，影响因子较高，
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５）还有一种期刊 《印度

医学会杂志》 （第８位）未被收入 ＳＣＩ中，没有影
响因子和ＪＣＲ分区，但是文献传递量较高，说明用
户关注印度相关的医学信息。

表３　前２０位原文传递文献来源分析

序号
来源

文献

文献量

（篇）

累积百

分比 （％）
影响

因子

ＪＣＲ
分区

序号
来源

文献

文献量

（篇）

累积百

分比 （％）
影响

因子

ＪＣＲ
分区

１ 《国际病毒学杂志》 ５５８ ０６９％ ２９３６ Ｑ２ １１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３４３ ５９０％ ７９２６ Ｑ１

２ 《肝脏与胃肠病学》 ５４９ １３７％ ０７９２ Ｑ４ １２ 《抗癌研究》 ３４１ ６３３％ １８６５ Ｑ４

３ 《白血病和淋巴瘤》 ５２３ ２０２％ ２６４４Ｑ２／Ｑ３ １３ 《临床与实验妇产科》 ３３６ ６７４％ ０４０４ Ｑ４

４ 《柳叶刀》 ５００ ２６４％ ５３２５４ Ｑ１ １４ 《国际皮肤病学杂志》 ２８１ ７０９％ １５４１ Ｑ３

５ 《生殖医学杂志》 ４６９ ３２２％ ０４５２ Ｑ４ １５ 《神经外科学杂志》 ２７４ ７４３％ ４３１９ Ｑ１

６ 《血液》 ３９９ ３７１％ １５１３２ Ｑ１ １６ 《美国医学会杂志》 ２６７ ７７６％ ４７６６１Ｑ１

７ 《临床肿瘤学杂志》 ３６７ ４１６％ ２６３６ Ｑ１ １７ 《神经外科》 ２５７ ８０８％ ４４７５ Ｑ１

８ 《印度医学会杂志》 ３６３ ４６１％ － － １８ 《临床精神病学杂志》 ２４５ ８３８％ ４２４７ Ｑ１

９ 《欧洲妇科肿瘤学杂志》 ３５７ ５０５％ ０６１７ Ｑ４ １９ 《临床毒理学》 ２４４ ８６８％ ４３８１ Ｑ１

１０ 《皮肤病药物杂志》 ３４４ ５４８％ １５２７ Ｑ３ ２０ 《临床微生物学杂志》 ２４１ ８９８％ ４０５４ Ｑ１

３１５　学科分类　将文献按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

类法》（以下简称中图法）进行整理，除去没有分类

的１９３４篇 （暂归为其他）外，共涉及中图法１２个
大类，超过中图法大类的５０％，见图４。其中 Ｒ医
药、卫生领域最多，约占９２％；其次是Ｑ生物科学，
占４％；再次是Ｏ数理科学和化学、Ｔ工业技术、Ｎ
自然科学总论、Ｄ政治法律、Ｓ农业科学等与医学相
关学科；此外还包括Ｘ环境科学、Ｇ文化科学、Ｂ哲
学宗教、Ｃ社会科学总论和Ｐ天文学等边缘学科，表
明这些学科与医学有交叉研究。在２级类目中，Ｒ７３
肿瘤学、Ｒ９药学的文献传递量最大，其次是Ｒ６外科
学、Ｒ７５皮肤病学与性病学、Ｒ７４神经病学与精神病
学等，由此得出这些领域是目前医学人员研究的重

点。在非医药卫生领域，Ｑ５生物化学、Ｑ２细胞生
物学、Ｏ６化学等领域文献较多。

３１６　标题聚类　从文献标题入手，运用 Ｇｅｐｈｉ
可视化关系网络分析软件对内容进行分析。首先将

所有标题进行分词，去除没有意义的代词、介词、

副词、量词等停用词，选取词频在 ５００以上的词，
对其进行统计和聚类，揭示词与词之间的关联关

系，见图５。通过分析可知这些文献主要聚为４类：
以临床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为代表的粉色图标、以肌肉内
（ｉｎｔｒａｍｕｓｃｕｌａｒ）为代表的绿色图标、以治疗 （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为代表的橙色图标和以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为代表
的蓝色图标。粉色图标主要与临床、症、腺癌、肝

脏、肺、肿瘤、分子、基因、血清等有关，代表腺

癌、肝癌、肺癌等肿瘤在分子、基因和血清等方向

的临床研究；绿色图标主要与肌肉、治疗管理、原

发性、淋巴瘤、案例、外科、剂量、诊断等有关，

代表原发性淋巴瘤、肌肉瘤等案例的诊断和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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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图标主要与治疗、注射、药物、慢性、急性、

疾病、风险等有关，代表慢性或急性疾病的注射或

药物治疗及其风险因素。蓝色图标主要说明相关影

响。各类内关系密切，各类间也有相互关联，连接

的粗细代表关联强 度。

图４　原文传递文献学科分类

图５　标题聚类分析

３２　用户行为

提交申请时间不仅可以反映用户工作习惯，还

便于医科院图书馆根据需求量大小更好地安排工

作。以下从工作日、月份、周期和时段４个时间维
度对用户提交时间进行分析。从工作日来看，周一

到周五的原文传递提交量相对较多，周末较少。周

三是用户提交需求的高峰期，周二和周四其次，两

头最少，见图６。从提交月份来看，１０月、１１月是
最高峰，其次是７月和９月，然后是１月、３月和５
月，见图７。这与申报奖项、课题和职称评定有一
定关系。从提交周期来看，第４１周 （１０月７－１３
日）提交需求最多，其次是第１７周 （４月２２－２８
日）、３７周 （９月９－１５日）和４８周 （１１月２５日
－１２月１日），基本上都在提交月份的高峰期内，
见图８。其中第４１周与十一放假后需求积压反弹有
关联。从提交时段来看，在２４个时点中有３个高峰
期：９－１１点是第１个高峰期，也是提交量最大的
时间段，１２－１６点是第２个高峰期，２０－２２点又迎
来一个小高峰，见图９。从用户原文传递申请的全
年时间分布分析，总体来说用户在１０月节后第１个
星期和４月、１１月最后１个星期的周二到周四上午
９－１１点提交的申请最多，可以提前做好准备，根
据需求量大小对工作人员进行相应调整，以便更好

地为用户服务。

图６　提交工作日分析

图７　提交月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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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提交周期分析

图９　提交时段分析

４　启示与建议

４１　关注用户需求，适时调整馆藏资源

从原文传递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大部分用户关

注肿瘤学、药学、外科等领域资源及一些重点期

刊，适当加强相应学科的资源建设将更好地满足用

户需求。原文传递需求的学科分布将是加强针对性

资源建设的参考，应定期向资源建设部反映馆内发

送申请的情况，以便图书馆在购买新增资源时参

考。

４２　注重文献种类多样性，文献语种多样化

从用户需求特征看，期刊文献的需求量最大，

但会议论文、学位论文和丛书也有需求，可能以

后还包括标准、专利、科技报告等其他类型文献。

从用户对文献语种的需求看，除英文外小语种文

献也占有一定比例。为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和

个性化，建议文献采集时尽量扩充文献类型和语

种。

４３　拓展特种文献保障，完善馆藏资源揭示

原文传递的关键是找到用户需要的文献资源，

这就意味着对文献要进行全面的揭示和完善的查

询。目前图书馆中有少数馆藏资源只保存纸质版，

尚没有进行数字化加工，难以实现统一揭示，尤其

是一些珍贵的特藏文献，目前只有纸版保存。因此

建议尽量实现图书馆的数字化处理，有利于文献的

长久保存和有效利用。

４４　预估工作强度，合理安排时间

根据用户提交申请时间可以推断出原文传递在

每年的１０月、１１月达到高峰期，在每天的 ９－１１
点是一个高峰时段，可以根据分析结果预估工作

量，做好工作安排，快捷高效地为用户服务。

４５　加强宣传推广，提高用户满意度

相对于馆藏１６３００余种电子期刊和４５００余种
纸本期刊，原文传递文献使用量相对较少。为使用

户能够有效使用图书馆资源，应不断进行原文传递

服务的宣传和推广工作。可以采用发放宣传手册、

举办讲座、走进课堂或者以公众号的方式进行宣

传，重点介绍图书馆馆藏资源和原文传递的使用方

法，为用户提供参考。此外可以向注册和潜在用户

发放调查问卷，收集相关需求，以便及时改进，更

好地为用户服务。

５　结语

原文传递是数字时代传统图书馆开展主动服务

的一种表现形式。本文通过分析原文传递数据，描

述用户画像特征，建立以用户需求和满意度为出发

点的原文传递服务形式，根据用户画像中的需求调

整馆藏资源，注重文献种类的多样性，完善馆藏资

源揭示，根据用户请求时间分布，更加合理地安排

工作，加强宣传推广，最终提高用户满意度。

参考文献

１　百度百科原文传递 ［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ｈｔ

ｔｐｓ：／／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ｉｔｅｍ／％Ｅ５％８Ｅ％９Ｆ％Ｅ６％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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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王凌霄，沈卓，李艳社会化问答社区用户画像构建

［Ｊ］．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８，４１（１）：１２９－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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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化文献信息库的框架与模式。针对不同类型文

献信息库的具体要求确定数据库结构，对参与文献

信息库建设的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开展文献信息库

内容的收集整理以及数字化加工工作。首先确立文

献搜集的范围和检索策略，分别交由各临床科室或

研究室的人员进行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其次

通过信息采集系统对各种数据库及网页内容的解析

和抓取，结合词表、自动识别技术，对采集数据内

出现的内容实体进行自动识别和抽取并进行存储；

最后通过数字化加工技术对已有内容资源的结构化

拆分解析并将拆分的结构进行结构化存储，为不同

文献类型数据库的建设奠定数据基础。将检索到的

文献逐条分析，按类别进行标引、著录，导入到相

应的文献信息库中，形成文献信息库的整体模型。

４３　运行

将试点科室的文献信息库建设方案和成果逐步

推广到其他临床科室及研究室，逐步建立系统、完

善、全面反映基地临床及科研成果的文献信息系统

应用平台。

５　结语

　　临床科研平台文献信息库基于广安门医院数字
图书馆的平台，建立集综合检索、开放获取、学术

分析、个性化服务于一体的中医药特色文献信息库

及服务系统，为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提供强有力

的信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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