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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临床医生信息获取能力、科研支持服务需求及利用情况对其参与科研的影响，探讨科研支持
服务对临床医学创新的促进作用，以天津市医学科技情报机构为例，分析开展科研支持服务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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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００）。

１　引言

在科技创新体系中，由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提供

的服务是开展创新活动的重要支撑，图书馆等机构

开展的科研支持服务即是一种创新服务。医学科技

创新体系中，大型公益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是技术

创新主体［１］。临床医生是医学研究的主要参与者，

但没有充足的时间开展科研工作，尤其是文献检

索、资料收集、科技前沿跟踪等信息收集工作需耗

费大量时间。有研究发现资料收集和信息检索能力

低下是临床医生进行医学研究的一大障碍［２］，其往

往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仍无法检索到有效信息［３］，

因此开展科研支持服务研究十分必要。

２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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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问卷调查

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结合天津市医学科技

情报机构科研支持服务开展现状，自行设计调查问

卷。一是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职

称、学历、所在医院等级及类型；二是信息获取满

意度主观评价，采用李克特５分量表，调查对象评

价个人信息获取能力以及获取信息的满意程度；三

是调查对象近３年作为课题负责人及主要研究者申

报立项的科研项目数；四是对文献传递、专题服

务、定题服务、课题情报服务、科技查新、培训及

讲座、期刊投稿指导７项科研支持服务的需求及利

用情况。２０１８年９－１１月邀请天津市４个辖区不同

级别医院的临床医生进行线上答卷，共回收问卷

５１２份，排除５份民营医院问卷 （与公立医院医生

的科研动力、环境等差异较大），剔除７份明显不

合理问卷，有效问卷５００份。

２２　访谈法

对５位科研支持服务人员及２位科技情报机构

负责人进行访谈，问题包括：一是目前开展的科研

支持服务项目，用户的接受度及满意度；二是开展

科研支持服务存在的问题；三是下一步拟开展的科

研支持服务。

２３　统计方法

运用ＳＰＳＳ２２统计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描述

性分析，找出不同分组临床医生组间差异。采用逐

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影响临床医生科研课题立项的

因素。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的临床医生共 ５００人，男性 １７０

（３４０％）人，女性 ３３０（６６０％）人，平均年龄

３７９岁，高级、中级和初级职称比例约为１∶２∶１。

医学类科研课题从立项到结题一般需要３～５年时

间，因此近３年内有立项课题即可以判断医生当前

处于科研过程中。参与调查的临床医生中仅１９４％
近３年有立项课题，且绝大部分人仅１项课题。将
医生分为无课题组和有课题组进行比较，两组的性

别、职称、学历、所在医院等级及类型均存在显著

差异 （Ｐ＜００５），而年龄没有显著差异 （χ２ ＝
４８３８９，Ｐ＞００５），见表１。职称和学历是项目承
担者能力的表征之一，在科研基金评审中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高职称和高学历医生可能承担更多科

研项目。大学附属医院有教学和科研资源作为依

托，重视科研成果和绩效［４］，有更完善的科研管理

体制，医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科研工作

中。

表１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人，％）

项目 无课题 有课题 χ２ Ｐ

性别 男　　　　　１２４（７２９％）４６（２７１％） ９６６３ ０００２

女　　　　　２７９（８４５％）５１（１５５％） － －

职称 主任医师　　 １４（４１２％）２０（５８８％）５５７２２ ００００

副主任医师　 ６１（６７８％）２９（３２２％） － －

主治医师　　１６５（８４６％）３０（１５４％） － －

住院医师　　 ９９（９０８％） １０ （９２％） － －

其他　　　　 ６４（８８９％） ８（１１１％） － －

学历 博士及博士后 １０（３２３％）２１（６７７％）７９０３４ ００００

硕士　　　　１１５（７０６％）４８（２９４％） － －

本科　　　　２３４（８９７％）２７（１０３％） － －

本科及以下　 ４４（９７８％） １　（２２％） － －

所在 三级　　　　１２０（６６３％）６１（３３７％）７２９２３ ００００

医院 二级　　　　 ６０（６７４％）２９（３２６％） － －

等级 一级　　　　２２３（９７０％） ７ （３０％） － －

所在

医院

大学直属　　

附属医院　　

２６（５３１％）２３（４６９％）４８３６８ ００００

类型 非直属大学　

附属医院　　

６８（６７３％）３３（３２７％） － －

非大学　　　

附属医院　　

３０９（８８３％）４１（１１７％） － －

３２　临床医生信息获取能力、科研支持服务需求
及利用

３２１　信息获取能力　４７８％的医生对个人信息
获取能力持肯定态度 （满意和很满意），但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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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８％的医生对科研过程中获取的信息感到满意，
说明除自身信息获取能力因素外，还有医院信息资

源配置不足［５］、医生临床任务繁重等因素阻碍有效

获取科研所需信息。比较无课题组和有课题组医生

对信息获取的满意度，两组对个人信息获取能力的

主观评价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但对科研过程中
收集信息的满意程度有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见表

２。大部分临床医生在学历教育阶段都选修过医学
文献检索课程［６］，各医院也经常开展信息检索讲

座，有计算机和网络基础知识的年青医生自学检索

知识也并不困难，因此有无课题的医生信息获取能

力相差不大。但有课题的医生对获取信息满意程度

更高，可能与其获取信息来源更为丰富、研究团队

给予更多支持、利用更多科研支持服务等有关。

表２　临床医生信息获取能力、科研支持服务需求及利用差异 （人，％）

项目 无课题 有课题 χ２ Ｐ

对自己信息获取能力的主观评价　　 很不满意　　　 ２１（９１３％） ２（８７％） ２４７７ ０６４９

不满意　　　　 ２３（７９３％） ６（２０７％） － －

一般　　　　　 １６８（８０４％） ４１（１９６％） － －

满意　　　　　 １１１（７８２％） ３１（２１８％） － －

很满意　　　　 ８０（８２５％） １７（１７５％） － －

对科研过程中获取信息的满意程度　 很不满意　　　 ４４（９５７％） ２（４３％） ２７８１１ ００００

不满意　　　　 ６０（９２３％） ５（７７％） － －

一般　　　　　 １７８（８０９％） ４２（１９１％） － －

满意　　　　　 ６８（６５４％） ３６（３４６％） － －

很满意　　　　 ５３（８１５％） １２（１８５％） － －

科研支持服务需求　　　　　　　 无需求　　　　 ５５（９３２％） ４（６８％） １５７２５ ００００

低需求　　　　 １８６（８４５％） ３４（１５５％） － －

高需求　　　　 １６２（７３３％） ５９（２６７％） － －

科研支持服务利用　　　　　　　 未利用　　　　 ２５１（８５７％） ４２（１４３％） ３４６１４ ００００

仅利用１项　　 １２３（８１５％） ２８（１８５％） － －

利用２项及以上 ２９（５１８％） ２７（４８２％） － －

３２２　科研支持服务需求及利用　在７项科研支
持服务中，医生平均需要２６３项服务，而近１个月
内仅平均利用０５９项服务；仅１１８％的医生对科
研支持服务没有需求，５８６％的人近１个月内没有
使用过以上科研支持服务，说明医生的科研支持服

务需求未得到充分满足。根据选择科研支持服务需

求项目的数量 （ｎ）将医生划分为无需求 （ｎ＝０）、
低需求 （０＜ｎ＜３）和高需求 （ｎ＞３）３个层次进
行比较，发现有课题组高需求占比更高，无课题组

无需求和低需求占比更高，二者有显著差异 （Ｐ＜
００５）。根据近１个月利用科研支持服务的情况将医
生划分为未利用、仅利用１项、利用２项及以上３个
层次进行比较，发现有课题组利用科研支持服务的占

比更高，无课题的医生则大部分没有利用科研支持服

务，二者有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承担或参与科研
活动促使医生产生更多信息需求，在信息获取能力及

数据库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必然催生科研支持服务需

求。在对服务机构、人员及费用等认可的情况下服务

需求即转化为服务利用，有课题的医生会向医学科技

情报机构寻求更多的科研支持服务。

３３　临床医生课题立项影响因素

将医生课题是否立项作为因变量，纳入性别、

年龄、职称、学历、医院等级、医院类型、信息获

取能力、获取信息满意程度、科研支持服务需求及

科研支持服务利用共１０个自变量。通过逐步 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回归 （似然比逐步前向法）分析可以将显著性

水平不符合要求的自变量逐一剔除，最终有７个影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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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进入模型方程 （Ｐ＜００５），见表３。根据优
势比 （ＯＲ值，Ｅｘｐ（Ｂ）即为 ＯＲ的估计值）可以
看出这７个因素的影响程度大小，排序如下：获取

信息满意程度、科研支持服务利用、职称、性别、

信息获取能力、医院等级、学历。获取满意的科技

信息和充分利用科研支持服务是影响临床医生课题

立项的独立因素 （ＯＲ＞１），提示医学科技情报机
构要提供更多支持科研的服务，促进临床医生开展

科技创新活动。

表３　临床医生课题立项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Ｂ ＳＥ Ｗａｌｄ Ｓｉｇ Ｅｘｐ（Ｂ）

性别　　　　　　 －０５９６ ０２８６ ４３４８ ００３７ ０５５１

职称　　　　　　 －０４８７ ０１３１ １３８９８ ００００ ０６１４

学历　　　　　　 －０８７９ ０２２８ １４９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４１５

医院等级　　　　 －０７２６ ０２０１ １３０２９ ００００ ０４８４

信息获取能力　　 －０６３８ ０２４５ ６７７３ ０００９ ０５２８

获取信息满意度　 １１００ ０２５１ １９２０８ ００００ ３００３

科研支持服务利用 ０５０８ ０１８６ ７４７３ ０００６ １６６３

常量　　　　　　 ２７３４ ０９３６ ８５３７ ０００３ １５３９６

４　医学科研支持服务存在的问题

４１　概述

天津市医学科研支持服务的提供方主要是天津

市医学科学技术研究所 （其前身是天津市医学图书

馆）、天津医科大学图书馆、天津市中医药大学图

书馆，医学信息资源较为丰富、情报人员专业素质

较高。部分大型公立医院也建设院内图书馆，但大

部分经费投入不足且缺乏专业科技情报人才。上述

调查证实科研支持服务有利于临床医生开展科研创

新活动，但访谈发现天津市医学科技情报机构开展

的科研支持服务尚存在一定问题。

４２　特色资源建设不足

由于行政隶属关系不同，上述机构间缺乏沟通

和协作，信息资源投入缺乏统筹规划，相同资源重

复投入。另外各机构均以引进及推广信息资源为主

要工作，逐渐成为信息资源的服务中介［７］，不重视

资源建设，尤其是没有不可替代的特色资源。

４３　科研支持服务方式传统单一

国外图书馆纷纷开展各具特色的科研支持服务

并将其作为主要职能之一［８－１１］，国内图书馆、信息

研究所等也不断探索为科技创新主体提供基于科研

信息行为［１２］、嵌入科研全过程［１３］的服务。天津市

医学科技情报机构目前开展的服务仍以被动服务、

文献服务为主，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还处于试运行

阶段，专利、科技评价、嵌入式科研服务还处在初

期探索阶段。服务缺乏延续性及整体性，内容深度

不够。

４４　服务人员主动性不足

医学科技情报机构都是公益性服务机构，或是

隶属于服务主体的职能部门，没有理清公益性服务

和有偿增值服务二者的关系，又缺乏对外提供服务

的动力和能力，同时机构内部缺乏有效的激励机

制，服务人员动力不足，没有主动服务的热情。

４５　对企业创新支持不足

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新时代，企业作为创

新主体要发挥主导作用，但企业的研发资源、创新

平台以及人才投入往往不足，科研支持服务需求较

大。天津市医学科技情报机构一直以来的主要服务

对象都是医院或医科院校，对医疗器械、药物研发

企业支持不足。

５　医学科研支持服务发展建议

５１　概述

作为医学科技创新体系的信息支撑体系，各医

学科技情报机构要明确功能、理顺关系，充分调动

科研支持服务人员的创新性与服务热情，开拓服务

形式和内容，根据科技创新主体的需求提供文献、

数据、知识、情报和智慧服务，从而促进医学科技

创新发展。

５２　开拓服务项目和内容

在加强特色资源建设以及调研服务对象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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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开拓更丰富、更符合需求的服务项目，如学

术前沿快报、同行专家信息、学术交流平台［１４］、嵌

入式学科服务［１５］等。在服务内容方面要注重深度，

不能仅停留在文献资源服务上，应发挥情报人员专

业特长，与科研人员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嵌入科研

项目中提供服务。

５３　重视创新型企业服务需求

创新就是生产力，企业在开展新技术、新产品

研发等创新活动中依托医学科技情报机构的信息和

人才资源，有利于节约成本和加快产出。在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背景下，医学科技情报机构应把握机

遇，积极参与到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过程中，既为

企业创新提供助力，也有利于自身发展。例如中国

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凭借其深厚的中医文

献研究基础，为企业研发古代经典名方制剂提供文

献研究支持［１６］。

５４　充分调动服务人员创新精神与工作热情

科研支持服务质量的关键在于服务人员，包括

其与科研人员的沟通、主动服务的积极性、内容挖

掘深度等。提高科研支持服务质量，首先要充分调

动服务人员积极性和工作热情，从而发挥其创新精

神。在当前激励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大环境下，也

应对科研支持服务人员给予适当激励。

６　结语

本研究探讨了如何为临床科研人员提供科研支

持服务，从而提高临床医生参与科研的积极性以及

效率、产出，证实科技情报机构促进医学科技创新

发展的价值，指出医学科技情报体系存在的问题及

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希望对相关机构开展此类服务

起到一定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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