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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比较图书馆学相关理论对国内外图书馆公众健康信息服务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国内外图书馆
公众健康信息服务存在较大差距，国外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更为成熟且服务项目多元化、用户类型更广泛

和多样化，国内相应各方面有待加强。通过该研究以期为我国各类图书馆开展公众健康信息服务实践提供

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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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１９５４年美国学者蔡斯·戴恩在 “比较图书馆学

的益处”一文中最早提出比较图书馆学的相关理

论。１９７３年珀利阿姆·丹顿在 “比较图书馆学概

论”中将比较图书馆学定义为：两个或者多个国

家、民族、地域中的图书馆、图书馆学体系、图书

馆学的其他方面或者图书馆问题，与不同的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环境或者历史之间的关联所做的

比较分析，这种分析主要目的是找出它们之间的异

同性以及存在异同性的原因，最终得到一个可实践

应用的结论，以达到推动图书馆学发展的目的［１－２］。

运用比较图书馆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能够扩大图书馆

学的研究领域，增进图书馆学的研究深度［３］。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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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文对国内外图书馆公众健康信息服务进行深

入研究与对比分析，以期对我国各类图书馆开展相

关公众健康信息服务实践起到一定借鉴与参考作

用。

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文献调研、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以

全面、正确地了解中外图书馆公众健康信息服务研

究情况。研究对象为国内外图书馆 （涵盖公共图书

馆、医学专业图书馆、医院图书馆等），这些图书

馆均由国家中央或地方政府等公费资助及支持，免

费为社会公众普及疾病知识、提供健康信息服务。

２２　资料来源

中文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检索主题

词为 “健康信息服务”并含 “图书馆”，检索日期

为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共检索出２０７篇文献。研究

成果从年代上看总体呈逐年增长趋势，２００３年检索

出第１篇中文文献到 ２０１９年检索出 ３２篇 （预测

值）。外文研究资料来源于ＥＢＳＣＯ数据库 （图书馆

学／信息科学技术全文库），采用布尔逻辑／词组，

限定 “全文检索”。检索策略为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ＮＤｌｉｂｒａｒｙ”、“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Ｄｌｉｂｒａｒｙ”，分别检索出２３５篇和１４７篇文献。经

过去重、对比分析及初步筛选，对图书馆健康信息

服务相关性最为紧密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分析。

３　国内图书馆公众健康信息服务研究

３１　公众健康信息发展背景与需求分析

３１１　健康信息宏观背景和服务政策　 “健康中

国”战略实施以来经过若干发展历程，其战略实施

过程中的公众健康信息服务需求和医学科研人员的

医学信息服务需求在逐步增加，公共图书馆及医学

图书馆等机构应该思考如何改进资源建设、服务模

式及人才建设以适应 “健康中国”的发展需求［３］。

其中医学图书馆作为医学文献资源汇聚中心及医学

知识传播中心，在医学科研支撑和公共卫生服务中

发挥重要作用。以 “健康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为指

导，公共图书馆消费者群体对健康信息和知识有着

迫切的需求，因此应该更好地认识公共图书馆在

“健康中国”战略中的价值，为公共图书馆制定服

务策略提供科学依据［４］。从国内图书馆参与的驱动

因素、国外参与实践、对我国的思考 ３个方面来

看，促进国内图书馆参与很有必要，能为国内图书

馆开拓服务领域、提升服务质量提供新的思路［５］。

专家认为健康服务开启了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新领

域，提倡公共图书馆开展倡导健康理念、引导健康

行为、促进健康生活方式、提供权威健康信息、提

升健康素养的健康促进和健康服务活动［６］。

３１２　健康信息服务需求调研　作为信息传播重

要载体的公共图书馆应该承载这个时代赋予的任

务，发挥自身优势，完善健康信息服务模式，积极

为公众提供科学的健康信息［７］。一些学者采用问卷

调查法、网络调查法和访谈法对我国公共图书馆开

展健康信息服务的公众认知情况进行调查，着重调

查我国众多图书馆的健康信息服务状况［８］。还有一

些学者探讨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满意度影响因

素以促进相关业务建设。通过访谈有健康信息需求

的用户，运用扎根理论对原始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后

构建满意度影响因素理论模型［９］。医学图书馆在面

向公众健康的科普信息服务中应该扮演重要角色，

发挥医学信息资源、先进技术设备及专业人才方面

特殊优势，开拓健康科普信息服务途径［１０］。对于医

院图书馆来说，应分析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为更

好地开展患者服务提供借鉴和思路［１１］。此外通过对

社区居民问卷调查了解到用户通过医学院校图书馆

获取健康信息的影响因素，从而为社会化服务提供

参考和建议［１２］。

３２　国内公众健康信息服务实践

３２１　公共图书馆　社区图书馆为老年人提供健

康信息服务具有可行性，有个别地区社区图书馆探

索为老年人群体提供健康信息服务的多种方式［１３］。

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加强公共图书馆健康

教育职能，应拓展使用简单讯息聚合 （ＲｅａｌｌｙＳｉ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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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ｅ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ＳＳ）技术进行健康信息定制推送

的解决方案［１４］。公众有健康信息需求，图书馆有参

与健康信息服务的动力与条件。我国发达地区少数

公共图书馆通过提供个性化服务内容、加强数字馆

藏建设等方式开辟全民健康信息服务的创新途

径［１５］。

３２２　医学图书馆　健康信息服务的主要模式、

面临的问题主要还是医学健康科普宣传教育、公众

健康信息素养教育、阅读推广等方面的实践［１６－１８］，

持续探讨医学院校图书馆提供公众健康信息服务的

新举措［１９］。从重视程度、开放情况、服务项目、所

需材料、读者类型、收费情况等方面对多家医学院

校图书馆的健康信息社会化服务现状进行调查，发

现应更新服务观念、创新服务、规范管理等提高图

书馆的健康信息社会化服务水平［２０］。总之，图书馆

应当抓住机遇，将健康信息服务作为新的业务生长

点，提升图书馆员健康信息服务能力，创新健康信

息服务形式与内容，积极参与到为公众提供健康信

息服务任务中。

４　国外图书馆公众健康信息服务研究

４１　公众健康信息发展背景与需求分析

４１１　公众健康信息发展背景与相关政策　１９世

纪后期以来美国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的发展与公共

卫生问题和图书馆社会使命交织在一起。一些学者

基于对１８７６年以来出版的 《图书馆杂志》和１９１１

年以来出版的 《医学图书馆协会简报》的回顾，论

述从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医学信息数字资

源尚未广泛被日常消费者使用之前各类图书馆遇到

的挑战以及其采取的成功措施［３１］。澳大利亚图书馆

和信息学会于２０１７年提出图书馆为卫生部门提供

信息服务的１０种方式 （包括提供患者护理、专家

资源、信息素养和用户健康服务等），健康图书馆

员、健康信息管理人员和健康信息学专家一同构成

健康信息工作者的重要组成部分［３１］。面对欧洲卫生

图书馆和信息专业人员的挑战和机遇，一些学者强

调将科学重新融入图书馆学，图书馆员要采用基于

证据的方法来完成其职责［３２］。众所周知英国的全民

公费医疗制度较为成功，这源于英国国家联合多部

门共同推进健康信息服务实践的发展［３３］。加拿大的

医疗保健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法律框架内

提供的，这直接影响到图书馆服务以及卫生图书馆

员的运作方式。加拿大健康图书馆员在各种研究和

医疗机构中工作，健康医学图书馆也特别强调与公

共图书馆的合作。几十年来加拿大健康图书馆员与

政府机构、公共图书馆馆员和医疗保健提供者合

作，为患者和用户提供更好的健康信息和健康素养

计划。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社交网络或 Ｗｅｂ２０彻

底改变了个人、团体和组织之间的沟通和互动方

式，如加拿大癌症协会的Ｔｗｉｔｔｅｒ有数千条推文和粉

丝，这是一种有效的信息传播工具，可用于癌症相

关信息传播［３４］。

４１２　公众健康信息服务需求　美国医学图书馆

网络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ｆ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Ｎ／

ＬＭ）于１９６５年作为区域医学图书馆建立，将区域

医学图书馆工作人员重新组织，营销和宣传越来越

多的美国国立医院图书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ＮＬＭ）产品和服务。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互联网的

出现促进了ＮＬＭ和ＮＮ／ＬＭ资源和服务向万维网的

迁移，ＮＬＭ和ＮＮＬＭ任务进一步扩展，包括提供消

费者健康资源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公共需求［３５］。另外

为了满足消费者不断增长的健康信息需求，美国联

邦计划 （如 “健康人民”政策倡议）将重点放在用

户获取健康信息上，以此作为减少健康差异的一种

方式。在 《患者保护和平价医疗法案》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ＣａｒｅＡｃｔ，ＰＰＡＣＡ）实施下，

提高健康素养变得更加紧迫，在 ＮＬＭ牵头之下的

众多医学图书馆及其联盟为这项任务提供了更多帮

助［３６］。ＨｕｂｅｒＪｅｆｆｒｅｙＴ提出的消费者健康信息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ＨＩ）运动是２０世纪

各种意识形态的结果，是更广泛的消费者运动的产

物。从社会文化和政治角度来看，消费者、公民权

利、妇女运动和相关的社会转变为消费者健康运动

铺平了道路，为ＣＨＩ运动奠定了基础［３７］。Ｏｅｌｓｃｈｌｅ

ｇｅｌＳａｎｄｙ等研究者进行了美国医学图书馆消费者健

康信息服务的调查，描述调查数据如何为重新设计

医学图书馆的规划过程提供信息。医学图书馆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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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患者及其家属的健康信息素养［３８］。为更好地

了解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提供情况，ＦｌａｈｅｒｔｙＭａｒｙ
Ｇｒａｃｅ调研了两个主要服务于纽约州北部农村人口

的合作图书馆系统。研究表明用户正在使用公共图

书馆来满足其健康信息需求［３９］。Ｍａｒｔｏ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通

过研究了解英国互联网用户健康信息需求及其对作

为健康信息来源的互联网质量的看法［４０］。

４２　公众健康信息服务实践

４２１　概述　相比国内各成体系的图书馆公众健

康信息服务实践，国外图书馆合作网络体系发达，

公众健康信息资源丰富 （尤其是美国），公共图书

馆、医学图书馆等开展了面向不同用户群体的服务

项目［４１］。

４２２　公众健康信息资源建设质量一流　美国的

医学公众建设信息资源比较丰富，集中体现在Ｍｅｄ

ｌｉｎｅＰｌｕｓ网站建设上，大多数患者倾向于在网络上搜

寻更多健康信息。为方便用户对ＭｅｄｌｉｎｅＰｌｕｓ高质量

健康信息网站的使用，ＭｅｃｈｅｌｌｅＳａｎｄｅｒｓ、ＫａｔｅＢｒｉｎ

ｇｌｅ等探讨多模式干预，以促进 ＭｅｄｌｉｎｅＰｌｕｓ在联邦

授权资格的健康中心的使用［４２］。美国医学图书馆在

传播健康意识与提供健康资源方面发挥了重大作

用。如ＮＬＭ资助的项目———传播健康意识资源和
教育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ｗｉｔｈ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ＲＥ）工作计划，旨在提高公众对健

康信息资源的认识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们。该计划

的目标是通过罗格斯大学和国立医学图书馆的健康

科学图书馆向卫生专业人员、患者及其家属介绍卫

生信息资源和图书馆服务范围，其中包括 Ｍｅｄｌｉｎｅ

Ｐｌｕｓ、ＮＬＭ药物信息资源等［４３］。

４２３　公众健康项目丰富多彩　路易斯安那州立

大学健康什里夫波特健康科学图书馆的 Ｄｅｉｄｒａ

Ｗｏｏｄｓｏｎ和ＤｏｎｎａＦＴｉｍｍ介绍儿童健康教育的奖励

和挑战，通过讲故事和各种创造性实践活动来教育

学龄前儿童营养和遵守良好的健康习惯［４４］，这对培

养幼儿的健康素养十分必要且卓有成效。此外美国

密歇根州特拉弗斯市的蒙森医疗社区健康图书馆开

发并实施健康与社区保健部门协作，为老年人提供

服务［４５］。

４３　国外公众健康信息服务经验

其一，国外公众健康资源与服务。国外图书馆

通过提供丰富的健康信息资源、与医学院校合作、

提高医生健康信息素养、向公众推广健康信息资源

等方式积极参与提高公众健康素养［２１］。近年来国内

学者更多从用户类型与需求、服务角色、内容、模

式、网站及健康信息服务机构等方面探索国外公共

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现状［２２－２６］。其二，职业规划。

美国不同专业背景决定了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

提供者有不同的称谓，因此主要职责和工作内容、

职业技能培养也随着称谓有所不同［２７－２８］。其三，

相关评估标准。国外针对图书馆质量评估有着完善

的标准体系，如 《英国ＮＨＳ图书馆质量评估标准》

主要涵盖服务政策、员工资质、服务空间、资金来

源、服务内容等５个方面，涉及公众健康信息服务

的重要质量标准［２９］。

５　国内外图书馆公众建设信息服务对比分析

５１　文献研究时间及数量

国内方面的研究文献，从年代上来看研究历史

并不长，图书馆公众健康信息服务从 ２０００年以来

开始兴起，尤其从２０１０年以后研究成果较为丰硕、

质量较高；国外方面的研究文献，从研究时间来看

开始的较早 （２０世纪早期以来就有研究），而且研

究数量比较多、资料更加丰富。

５２　研究内容及范围

从研究内容上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其公

众健康信息服务开展的背景、服务政策和需求分析

都与国家宏观政策和公众需求紧密相连，都是国家

政策的执行者与公众需求的供给者。区别在于具体

研究内容上，国内研究大部分只从案例方面 （大部

分来自美、英公众健康案例）介绍国外公众健康项

目的资源建设、服务项目开展情况，且实践研究较

少、分析不够深入；国外对公众健康项目历史发展

源流挖掘比较深入且实践较为出色，其运行体制与

后期评价机制比较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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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运行体制及服务特色

国外医学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的基数更为庞

大，能够开展一系列的公众健康信息服务，注重加

强与多个政府部门、其他机构尤其是与公共图书馆

的合作。多年来国外众多公共图书馆参与提供健康

信息的途径表明，各类图书馆甚至相关公益部门共

同参与，能够更加有效推进健康信息资源的稳定增

长，促使健康信息服务项目的日益丰富。

６　结语

将比较图书馆学相关理论研究应用到医学图书

馆公众健康信息服务的工作实践中，在将本国图书

馆公众健康事业发展情况与他国做比较的同时能够

借鉴他国先进且有效的经验并应用到我国图书馆公

众健康信息服务工作中。但由于国情不同，借鉴的

同时需要更多结合我国不同类型图书馆发展实践，

以促进国内公众健康信息服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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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８０页）
素养的评估、评价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总

之，构建 “三位一体”的信息素养教育模式是提高

护理人员信息素养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但需要不断

探索、改进、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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