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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２５所医学高校图书馆为调查对象，从学科服务的组织模式、服务形式及服务内容３个维度进
行调查分析，总结服务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面向医学学科服务策略，包括 “高校 ＋医院”医学图书馆
联盟、“教学 ＋科研 ＋临床 ＋图书馆”的学科服务团队、嵌入 “医教科研”的学科服务形式等，阐述基于

医学特点的学科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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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学科服务是从重藏书向重服务转型的产物，至

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１］。１９９８年清华大学图书

馆率先在国内引进学科馆员制度，随后多家高校图

书馆先后推出多种形式的学科服务内容，向更广

泛、更多元和更深入的层次迈进，理论研究和实践

经验均取得一定成效，成为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

助力学科建设的最大亮点之一。然而医学有自身的

特殊性，具有自然性与社会性、实践性与探索性、

学科知识的系统性与个体性、实践过程的风险性与

职业道德等基本特征［２］。这就要求医学学科服务要

有别于一般学科服务，一般学科服务的模式、实

践、经验等不一定适用于医学［３］。因此医学高校图

书馆在服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中要关注学科

的基本特征和其特殊性，探索有针对性和适用性的

学科服务开展思路，进而在一流医学学科建设中体

现应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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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医学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现状调查与分析

２１　概述

国内医学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开始于 ２０００年

左右，医学高校中最早设立学科馆员制度的是北京

大学医学院，其次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首都医

科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和重庆医科大学等医学类高

校。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网络调查法和电话采

访法，选取国内２５所医学高校图书馆为调查对象，

包括综合性大学医学院图书馆或医学分馆６所，独

立建制医学院校图书馆１９所。２５所高校中１０所高

校拥有一流医学学科，具体信息，见表１。笔者于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对２５所医学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开展

情况进行调研分析，其均已建立学科馆员制度，除

少数学科服务成效显著外大部仍停留在传统咨询服

务层面。以下将从学科服务组织机构及团队、服务

形式和服务内容３个方面分析２５所医学高校图书馆

的服务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表１　２５所医学院校基本信息

院校类别 院校名称

综合性大学医

学院 （６所）

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

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

独立建制医学

院校 （１９所）

北京协和医学院，首都医科大学，中国医科

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南京医科大学，重庆

医科大学，海军军医大学，空军军医大学，

天津医科大学，大连医科大学，南方医科大

学，河北医科大学，山西医科大学，温州医科

大学，安徽医科大学，广州医科大学，福建医

科大学，昆明医科大学，新疆医科大学

注：带有 “”高校为一流医学学科建设高校。

２２　学科服务组织机构及团队构成

２５所医学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的组织架构及团

队构成可以归纳为以下３类：第１类以武汉大学医

学馆、南京医科大学为代表，其专门成立学科服务

部门，学科馆员以全职身份为全校提供服务。优势

在于馆员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学科服务中，有助于

开展个性化、深层次服务，劣势在于馆员人数较

少，南京医科大学学科服务部有７人，相较于其他

医学馆人数较多，但也很难开展面向全校的深入的

学科服务并且对学科馆员的能力、素质要求更高。

第２类以首都医科大学、天津医科大学为代表，馆

内多部门馆员整合组成的学科服务团队，以兼职形

式提供服务，首都医科大学由办公室４人、采访编

目２人、信息咨询６人、流通阅览２人以及系统部

３人组成学科服务团队，多部门合作保证学科馆员

数量以及馆员能力构成，可以面向全校开展基本的

学科服务，但是需要协调多部门合作服务并且馆员

的专业构成单一，难以开展深入的学科服务。第３

类一般是由参考咨询部或信息咨询部馆员以兼职形

式提供服务，与前两类模式相比学科服务开展难度

更大，馆员能力和精力有限，此类院校学科服务大

部分仍停留在传统参考咨询层面，其中部分医学高

校图书馆尝试开展嵌入式学科服务，大多成效甚

微。前两类组织架构模式是在第３类的基础上经过

服务实践后调整优化的结果，取得了一定的实践成

效。从学科服务的组织结构及团队构成分析可以看

出学科馆员数量、能力、专业结构等仍然是制约学

科服务开展广度与深度的首要因素。

２３　学科服务形式

调研发现大部分医学馆都尝试开展嵌入式学科

服务，嵌入效果相差较大。文献调研发现福建医科

大学图书馆在嵌入式服务理论方面有较深入的研

究，从嵌入式创新服务模式、嵌入式学科服务的信

息伦理、面向科研人员情景感知的嵌入模式以及面

向 “双创”人才培养的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模式等

方面开展深入研究，为本校学科服务的开展提供坚

实的理论基础。实践上，河北医科大学图书馆以本

校基本科学指标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ＥＳＩ）

潜力学科为试点开展嵌入式学科服务，嵌入过程中

首先推广图书馆资源，进一步根据需求完善馆藏资

源，同时对ＥＳＩ潜力学科进行评价分析。但是在面

向全校推广的过程中遇到瓶颈，目前河北医科大学

图书馆信息咨询部有６位具有医药和图情双重背景

的学科馆员，在面向全校教学与科研开展嵌入式学

科服务的过程中力不从心，如若只针对某几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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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开展无法体现图书馆服务的公平性和包容性。此

问题大多数医学馆都存在，医学学科专深，在学科

馆员有限情况下如何面向全校开展深层次的嵌入式

学科服务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２４　学科服务内容

一是学科信息联络与学科资源宣传。二是参与

学科资源建设以及馆藏建设策略的制定。然而学科

馆员中很少有资源建设的专业教师，容易造成资源

需求与采购脱节。此外目前仅停留在付费资源建设

层面，在 “互联网 ＋”的开放学术环境下，根据医
学学科特点进一步拓宽资源建设途径，丰富资源构

成将是学科资源建设的新方向。三是医学文献检索

教学是医学高校馆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提高医学

生信息素养的重要途径。但是大多数文献检索课程

仍停留在通用性的填鸭式教学，难以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大多数学生以拿到学分为目的，很难实现信

息素养的提升。四是医学学科评价，大多数医学高

校馆通过应用权威的评价平台为学科提供个性化的

分析评价服务。ＥＳＩ是目前应用最多的衡量科学研
究绩效、跟踪学科发展趋势的分析评价工具。调研

的２５所高校临床医学专业均已进入 ＥＳＩ前１％，均
开展ＥＳＩ学科排名的实时追踪，但是主要停留在展
示学科排名数据，缺乏深入的数据挖掘和分析，难

以真正为学科建设提供决策支持。

３　面向医学学科的服务策略

３１　 “高校＋医院”的医学图书馆联盟

医学院校相较于其他类型高校最大的区别是拥

有附属医院［４］，从ＥＳＩ学科评价中可以看出附属医
院有很大的贡献值。因此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

要充分利用并服务于这一优势，构建由高校图书

馆、各医院图书馆和教学医院单位组成的医学图书

馆联盟。一方面依托网络化、数字化平台实现文献

信息资源共建共享，降低资源成本，解决单个图书

馆资源的局限性问题，提高资源利用率；另一方面

在文献资源保障下，可以为医疗科研人员提供个性

化、深层次的信息服务和信息素养教育，助力科研

成果转化。目前已成立的医学图书馆联盟，如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图书馆联盟、复旦大学医学图书馆联

盟、南京医科大学图书馆联盟，无论在资源配置还

是在用户服务方面都充分发挥了群体优势，均取得

较好的成效，是各医学高校图书馆有效服务于医教

科研的创新模式。

３２　 “教学＋科研＋临床＋图书馆”的矩阵式学
科服务团队

　　嵌入式学科服务之所以难以深入开展最重要
的原因是学科馆员团队的人员、专业、能力有限，

无法面向所有学科开展深层次的学科服务。医学

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医学学科服务也应该

嵌入实践当中，但是即使是有医学和图书情报学

双重 背 景 的 学 科 馆 员 也 很 难 做 到 这 一 点。

ＰＢＫｎａｐｐ早在１９５６年就提出图书馆用户教育不
应该单独由图书馆员提供，而应该与院系教师一

起，将用户教育融入到学校的整体教学工作中［５］。

因此应当突破学科馆员只是图书馆员的局限性，

将学科的教师、科研人员以及临床医生都纳入到

学科馆员范畴，他们当中不乏有信息专家且具有

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以充当起学科和馆员之间的

桥梁。他们既是学科服务的对象也是学科服务的

主体；既可以准确把握用户需求也可以以信息专

家的角色提供服务。因此构建 “教学 ＋科研 ＋临
床 ＋图书馆”的矩阵式学科服务团队模式，见图
１。以点带面，既可以横向打通从 “教室到实验室

再到病床边”的医学学科信息流，也可以纵向深

入到每个教研室、课题组以及医院科室，促进需

求挖掘、资源共享和知识服务，进而为学科建设

和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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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教学＋科研＋临床＋图书馆”的矩阵式学科服务团队

３３　以嵌入 “医教科研”为导向的学科服务形式

国外嵌入式服务最早开始于医学图书馆领域，

已有６０余年的历史［６］。医学图书馆联盟和矩阵式

学科服务团队是开展嵌入式学科服务的基础和前

提。以教研室为单位，由教学馆员、教研室信息专

员及学生信息专员组成信息素养教育小组，将医学

信息检索嵌入专业课、嵌入基于问题学习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ＢＬ）教学及大学生创新创业比

赛中。以课题组为单位，以科研馆员和课题组信息

专员组成信息服务项目小组，运用项目管理的科学

方法嵌入课题研究全生命周期，从信息和情报的角

度促进课题申报、研究进展以及科研成果转化等。

以临床科室为单位，由临床馆员和科室信息专员组

成本科室的信息服务小组，嵌入医疗过程。以班级

为单位，以文化馆员和班级辅导员组成服务育人小

组，嵌入式合作开展文化育人工作。

３４　开展具有医学特色的学科服务内容

３４１　面向知识服务的医学学科资源体系建设　

文献资源保障是一流学科建设强有力的支撑。学科

资源建设是开展学科服务的基础，学科服务又促进

学科信息资源利用，推动学科资源建设发展。新媒

体环境下学科服务除了要促进付费资源的精准采购

还应积极拓宽资源建设渠道，重视开放获取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ＯＡ）资源的整合以及医学特色资源的建

设。开放科学环境下 ＯＡ资源在国际学术交流环境
中越来越趋于主流位置，它可以消除领域间、地域

间的知识壁垒，促进科学信息的广泛传播，实现资

源共享。要充分认识到 ＯＡ资源对学科建设的重要

作用，特别是丰富的生物医药类 ＯＡ资源对医学图

书馆的开放知识服务价值［７］。医学高校图书馆学科

馆员应当根据医学学科信息需求，通过多种媒体方

式及途径挖掘 ＯＡ资源作为学科馆藏的重要补充。

同时需要将分散的ＯＡ资源按照学科进行加工整合，

主动为学科用户推送相关 ＯＡ资源的使用方法、投

稿信息、出版费用、版权政策等多项内容，宣传推

广ＯＡ理念。在医学学科建设过程中会有大量原创

资料，教师的教材、讲义、课件、教学音视频甚至

是思维导图等以及科研过程中的实验方法、技巧等

都是本学科宝贵的资源，具有重要的收藏和学术价

值。目前这些资源分散在各教师和科研人员之中，

没有平台进行传播和共享，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和

价值。图书馆应充分开发利用这些本校独特的原创

资源，将其作为学科馆藏资源的一部分。依托机构

知识库平台对这些教学、科研资源进行收集、整

理、保存和传播，这样不仅可以避免信息孤岛的出

现，促进医学特色资源的共享，还可以实现对特色

资源的保存和传承。在完善学科资源的基础上，学

科服务的下一步工作是进行学科资源深度整合，通

过建立文献元数据仓储，实现纸质文献元数据与数

字资源元数据的整合［８］，利用学科映射、用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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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等方式精准匹配用户需求，通过对资源列表、

学科分类体系、文献计量指标、下载量、引用量和

发文量等统计数据的挖掘及分析，对资源进行排序

优化及精准推荐，为用户提供面向知识服务的学科

资源发现平台，构建面向学科的虚拟分馆，实现学

科资源的一站式搜索。

３４２　全方位的医学生信息素养教育　美国图书
馆协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Ａ）在
１９８９年发表的报告中指出 “信息素养是信息时代的

一种生存技能，具备信息素养的人能认识到何时需

要信息并能检索、评价和有效地利用所需的信息”。

医学是一门知识密集型学科，对信息依赖性极高，

这就决定了医生是一个需要终身学习的职业，因此

有必要开展以具备终身学习能力为目标的医学生信

息素养教育。《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以下简称

《框架》）中提出 ６个 “阈概念”，要求从学科出

发，鼓励图书馆员与学科教师、教学中心职员及其

他人员之间进行合作，通过交流合作创新信息素养

教育实践，这与本研究构建的 “教学 ＋科研 ＋临床
＋图书馆”学科服务团队模式不谋而合。另外在
《框架》附录１的使用建议中提出 “信息素养需要

通过渐进而系统的方式融入在学生不同阶段的学术

活动中”，这就要求将对象进行分层，针对不同对

象开展个性化信息素养教育并嵌入到具体的学术活

动中。以上两个要求为开展医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指

明了方向。医学高校信息素养教育开展对象可以分

为新生、本科生、研究生、学科教师、科研人员、

医护人员。入馆教育是培养新生信息意识的重要途

径，强调大学自主性学习方式与中学课本式教学方

式的差异，使其对本学科或专业领域的信息有强烈

的求知欲和高度的敏感。本科阶段是医学生信息能

力培养的重要阶段，除开设信息检索课程外还可以

选取有代表性的专业课，配合课程教师将信息素养

教育与专业课结合起来，在专业课程中构建情景式

信息需求或在文献检索课程中构建专业课信息需求

场景，以启发式教学方式培养医学生的信息能力和

甄别能力。医学院校的ＰＢＬ教学过程是进行嵌入式
信息素养教育的最佳嵌入点，有文献报道北京大学

医学院图书馆［９］、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图书馆［１０］、

东南大学图书馆医学分馆［１１］等在嵌入 ＰＢＬ的信息

素养教育模式上做了有益尝试并取得较好的成效，

为其他医学院校图书馆服务的开展提供了思路与方

法。研究生阶段在学习医学知识的基础上还要具有

一定的创新能力，将信息素养的提升嵌入到选题、

科研过程以及科研成果转化的全生命周期，培养敏

锐的课题前沿意识、创新和终身学习能力。学科教

师和科研人员更多的是需要提高信息的筛选和利用

能力。医护人员具有一定的临床实践经验，将循证

医学融入到信息素养教育中，将医学文献检索的

“查找”与循证医学的 “求证”有机结合起来［１２］，

为医护人员提供临床诊疗决策的最佳研究证据和相

关领域研究前沿。

３４３　以事实型数据为基础的学科情报分析　医
学学科论文产出及引文影响力数据是进行学科分析

和科研绩效评价的重要数据。图书馆不仅要通过事

实数据客观剖析学科发展现状，为学科发展战略提

供信息支撑，还应该依托工具及文献计量学指标提

供学科发展相关情报，助力学科发展战略的落地实

施。学科发展现状不仅要剖析本校，更要选择相应

的对标高校，找差距，补短板。以学科论文产出及

引文影响力数据为数据源，应用文献计量学评价指

标跟踪和评估本校的科研绩效，剖析发展现状和成

长趋势，定位重点学科、优势学科、潜力学科、重

要人才、重点研究方向等，进而根据历年数据预测

学科发展趋势，为决策者客观、深层次地解析本校

科研现状。同时还要与同级别高校开展学科对标分

析，包括学科人才、基金、国内国际合作以及研究

方向等方面的优劣势，解析科研绩效数据，寻找科

研短板，为学科发展战略制定提供信息支撑。另外

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图书馆可以依托科研信息数据

库、学科分析平台等工具帮助科研人员聚焦研究前

沿，探寻潜力研究方向，辅助基金申请，引导学科

高水平论文的发表；挖掘学科高影响力和高潜力的

研究人员，多元评价科研人员的学术影响力和贡

献，助力学科领军人才引进及评估；分析本校科研

合作开展情况，评估潜在合作机构，寻找高质量国

内外合作单位，在合作共赢的同时提升本校科研竞

争力及全球影响力。

３４４　多维度的医学人文素养培养　医学在本质
上具有二重性，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人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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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院士在 《让人文照亮医学》的序中提到 “医学

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是现代医学成熟的

标志”。图书馆作为学生的第３空间、校园文化交
流传承中心，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典雅的空间设

计和人性化的信息服务，是校园中最具有艺术人文

气息的场所，可以充分依托自身空间、资源优势，

主动发挥服务育人作用，多维度开展医学生人文素

养提升活动，服务人才培养。因此有必要将医学人

文素养的培养纳入到学科服务的范畴。以图书馆文

化馆员与辅导员为人文素养培养的主导者，从医学

生的价值观、职业素养、文学素养、艺术素养、人

文情怀等角度出发，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开展

形式多样的活动，激发学生的爱国爱党爱校情怀，

加强文学与艺术修养的同时使医学生不忘从医初

心，牢记救死扶伤的医者使命。进一步加强图书馆

协同育人的服务机制，助力学校培养德才兼备、有

大爱大德大情怀的医学生。

４　结语

“双一流”建设战略规划与实施办法的提出，

对高校图书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是挑战也是新

的发展机遇。医学院校图书馆应该以此为契机，结

合自身优势及医学学科发展特点重新布局学科服务

策略，探索具有医学特色的学科服务模式和内容，

创造医学高校图书馆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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