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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我国医学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研究与实践概况，从角色定位、机构合作、政策引导等方面分
析目前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医学图书馆公众健康信息服务体系模型，针对其服务策略提出建议，

包括实施内部改革、整合健康信息资源、创新服务模式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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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１１　健康信息服务

健康信息泛指一切与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健

康能力培养有关的信息［１］，大致可分为疾病诊断与

治疗方案信息、预防保健信息、健康护理信息和信

息服务评价等［２］。健康信息服务即相关机构通过各

种手段与措施向社会公众提供健康信息相关知识，

以提高公众健康素养，提升整体健康水平。２０１６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

要》，随后 《关于加强健康教育信息管理服务的通

知》等相关政策与管理方案陆续出台，政府与相关

部门将健康信息传播与健康促进工作提到战略性高

度，把健康信息服务推向高潮。

１２　健康信息素养

根据美国医学图书馆学会定义，健康信息素养

是指一系列与健康信息相关的信息能力，包括确定

信息需要以及可能信息来源、检索相关信息、评价

信息质量和信息在特定情境下的应用，分析、理解

和使用信息进行健康决策等能力［３］。健康促进工作

离不开公众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的培养与提升，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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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还有待加强［４］。美国相关

研究表明，公众健康素养能力低下将会导致一系列

社会问题，诸如预防保健服务低利用率、自身健康

状况低知晓度、高患病率、高住院率、患者健康结

局不理想、医疗费用的高支出、医患关系紧张等［５］。

目前我国存在居民日益增长的健康信息需求与低水平

健康信息素养间的矛盾，低水平健康素养与良莠不齐

的健康信息资源间的矛盾。鉴于此，本文对医学图

书馆健康信息服务体系构建进行探讨［６］。

２　医学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概况

２１　研究现状

２１１　概述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１日以 “医学图书馆”

“健康信息”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

识服务平台、维普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得

到有效文献３０余篇，以此为基础梳理我国医学图

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研究现状，总结我国医学图书馆

健康信息服务５个主要研究方向。

２１２　国外述评、现状调查及案例分析　李农［７］

编译 《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和全国图书情报学委员

会的健康信息服务事业》一文，介绍美国国立医学

图书馆和全国图书情报学委员会对推进美国健康信

息服务事业所做工作，以及健康信息服务成功案

例；刘妮波等［８］对国外５１所院校医学图书馆面向

社会普通公众开展健康信息资源公益性服务情况进

行调查与分析；雷楚越等［９］介绍美国国立医学图书

馆健康信息服务发展历程、服务内容等。

２１３　服务策略　尹明章［１０］提出医学院校图书馆

参与公众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的方法与措施；马佳

等［１１］探讨医学图书馆为老年人提供健康信息服务途

径；夏虹［１２］根据人群进行细分，提出医学图书馆针

对一般居民、社区单位工作人员、社区卫生专业人

员、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等提供不同服务；

刘宇薇等［１３］从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争取国家支持、

充分开展外部合作、充分利用互联网途径等方面提

出医学图书馆开展公众健康信息服务策略。

２１４　服务模式　郑义等［１４］以社会公众用户健康

信息服务需求入手，构建面向公众的卫生类高职院

校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模式；马琳［１５］提出中医图书

馆健康信息服务以网站为载体、以社交媒体为载体

及线下服务模式。

２１５　平台构建　方向辉等［１６］提出建设大学生读

者健康信息服务平台，介绍平台建设内容与措施；

侯丽等［１７］在对公众健康信息需求调查基础上，设计

并开发了公众健康知识服务平台。

２１６　信息需求分析与调查　郝等［１８］对天津地

区５００位公民健康信息需求进行调查，分析不同年

龄、文化程度、职业类型公众对医学院校图书馆在

健康信息服务及健康信息资源开发方式需求方面存

在的差异；徐倩等［１９］等对重庆市社区居民健康信息

服务需求进行调查，从距离、动机、环境、时间、

限制因素等方面分析社区居民获取医学院校图书馆

健康信息影响因素。

２２　实践情况

２２１　设置健康信息专栏　如南方医科大学图书

馆［２０］在图书馆主页下开设 “健康信息素养教育”

专题，其下设置健康教育网站导航、健康教育知识

两个子栏目。

２２２　开展健康知识培训与讲座　浙江中医药大

学图书馆［２１］成立中医药文化普及示范基地，通过网

络宣传健康知识，组织工作人员走进社区、小学实

地开展中医药文化科普活动。

２２３　对公众开放馆藏资源　贵州中医药大学［２２］

除对本校师生提供外借服务外，还向其附属医院职

工、退休职工以及外单位人员开放外借。

２２４　举办医学健康类图书馆主题书展　新乡医

学院三全学院图书馆［２３］从馆藏中挑选出５００余本医

药、健康类图书，举办健康科普专题书展，开展健

康科普知识趣味有奖问答活动。

３　医学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存在的问题

３１　角色定位存在偏差

部分医学图书馆对于自身社会服务职责认识不

足，开展健康信息服务角色定位存在偏差。一方

面，部分医学院校图书馆将服务对象限定于在校学

·１８·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０年第４１卷第７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１，Ｎｏ．７



生、教职工、校友等，医院图书馆服务对象则限定

为医院职工、患者，缺乏社会服务意识，较少面向

社会公众开放馆藏资源，开展健康知识宣传普及工

作等。医学图书馆应高度重视自身社会服务职能，

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人才、教育优势，服务健康信

息需求强烈、健康素养不足的社会大众。另一方

面，现有服务尚停留在传统信息检索、图书借阅、

参考咨询等传统方式上，在 “互联网 ＋”、大数据
时代背景下，读者对移动图书馆、网络图书馆等线

上服务需求增加，图书馆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探

索符合公众需求的健康信息服务新方式。

３２　缺乏合作

国内医学图书馆独立开展健康信息服务，与各

相关机构缺乏合作。面向公众开展健康信息服务无

法仅依靠医学图书馆自身力量完成，应联合医疗机

构、公共图书馆、社会团体、社区居委会、健康信息

商业网站等多方力量，协同合作、共同发展。如与社

区合作，开设健康信息宣传栏，开展健康素养培训与

健康知识讲座等；与医疗机构合作，开展健康问题咨

询、健康知识普及、健康体检、健康干预等；与老年

大学合作，邀请医学专业教师、医生针对老年多发

病、常见病、养身保健等开设专门课程等。

３３　缺乏政策引导

国外健康信息服务自上而下开展，由政府、图

书馆协会、联盟、委员会等机构牵头，制定相关政

策、计划及项目等，引导、鼓励与支持图书馆及相

关机构开展健康信息服务。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公众

健康促进工作并给予政策支持，但未提及医学图书

馆在健康促进中的重要作用。我国政府与各地图指

委、图书馆联盟等应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实施规范

等，设立专项支持基金，鼓励与支持图书馆开展健

康信息服务。此外相关部门应落实监督政策，协助

医学图书馆开展符合大众实际需求、切实促进健康

水平提升的健康信息服务。

４　医学图书馆公众健康信息服务体系构建 （图１）

图１　医学图书馆公众健康信息服务模型

４１　服务体系

主要由健康信息服务的管理监督机构 （政府行

政机构）、提供机构 （医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

医疗卫生机构、社区居委会、商业机构等）与消费

者 （社会公众）３大主体构成。政府相关机构如国
家及地方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应通过制定相关规范、

实施方案，设立有关项目基金等方式，指导、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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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监督各机构开展健康信息服务，把握健康信息服

务风向标。健康信息的提供者以医学图书馆 （医学

院校图书馆、医院图书馆、医学公共图书馆）为

主，与医疗机构、公共图书馆、商业网站等相互协

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独立或多机构间协作开展

丰富多样的健康信息服务。社会公众是健康信息服

务的消费者与受益者，通过参与健康讲座、浏览健

康信息网站、进行线上线下健康信息咨询、订阅健

康信息等方式获取健康信息。为满足个性化健康信

息需求，可细化健康信息服务受众人群，提供针

对性服务。

４２　协作平台

构建以医学图书馆为主，地方公共图书馆、医

疗机构、社区居委会、健康信息商业网站等为辅的

健康信息服务协作平台。由政府管理，各健康信息

服务机构可在该平台登记自身信息及所提供健康信

息服务与资源，寻找合作伙伴共同探索面向大众的

健康信息服务模式、创新健康信息服务方式。首

先，可与医院、爱心企业合作，邀请医生、护士及

志愿者走进社区、公园、街道，开展常见病义诊，

血压、血糖免费测量，常用药品免费发放，常见病

知识普及等工作，切实走进群众，为社会大众提供

健康服务。其次，与社区居委会合作，走进社区，

共同举办健康知识讲座、健康素养培训、健康知识

竞赛等活动，提升社区居民健康素养与健康水平。

再次，与医学院校学生志愿者合作，开展 “进社

区”“三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利用专业优势开

展健康咨询、疾病预防保健知识普及等服务，通过

宣传栏、发放传单以及现场答疑等方式宣传、推广

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最后，与健康信息商业网站

合作，开发健康信息服务移动应用 ＡＰＰ，提供健康

知识查询、健康咨询、健康素养培训、健康知识培

训等服务。

４３　服务模式

可分为线上、线下两种模式。线上服务可包括

健康信息服务平台、健康信息资源导航、线上健康

知识培训、移动图书馆等形式。线下服务可包括健

康知识培训、馆藏资源开放、主题阅读、健康咨询

与交流、兴趣小组项目、健康干预等形式。各健康信

息服务机构可根据自身资源、人才、技术、受众等情

况选择性开展各项健康信息服务。如医学院校图书馆

可结合学校师资、附属医院医生资源等，线上开设健

康信服务专栏，提供健康信息检索、健康问题在线咨

询、健康科普知识宣传、健康知识慕课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Ｏｐ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ＭＯＯＣ）培训等服务；线下可

组织教师、医生等专业医学人才开展健康知识讲

座、健康问题解答，组织有医学专业背景馆员进行

健康信息检索培训、健康信息服务宣传推广等。

５　医学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策略

５１　实施内部改革

组织馆内具有医学专业背景馆员成立健康信息

服务小组进行健康信息素养培训，开展健康信息服

务。建立相关考核方案与绩效奖惩制度，将健康信

息服务纳入常规工作，根据政策法规导向切实开展

健康信息服务。

５２　整合健康信息资源

挑选普适性健康读物，可按照人群特征 （如老

人、儿童、妇女等）、疾病部位 （消化系统、神经

系统等）、常见疾病 （高血压、糖尿病、脑卒中

等）、临床科室 （内科、妇科、儿科等）、字母排序

（Ａ－Ｚ）等方式提供健康信息分类与查询。

５３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与社会化媒体创新服务

首先，利用大数据技术针对较受关注的健康信

息与搜索健康信息的人群特征进行比对分析，根据

大数据对目标人群进行健康信息的精准推送与服

务。其次，开发ＭＯＯＣ课程开展公众健康信息素养

培训，帮助公众查找准确、权威的健康信息，提升

公众健康信息素养水平。最后，利用微博、微信公

众号、豆瓣、知乎等社会化媒体、平台及移动图书

馆，开设健康信息专题、健康信息书籍推荐、健康

知识讲座、健康信息查询、健康问题咨询、健康素

养培训等健康信息服务。此外还可开发健康知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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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提升公众健康信息兴趣。

６　结语

２０１５年教育部发布的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

程》指出：“图书馆的主要职能是教育职能和信息

服务职能。图书馆应充分发挥在学校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中的作用”。医

学高校图书馆在健康信息传播方面具有独特资源优

势、人才优势以及高权威性，需承担健康信息服务

主力军角色。本文从医学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现状

出发，结合国内外健康信息服务理论与实践经验，

构建医学图书馆公众健康信息服务模型并提出医学

图书馆开展健康信息服务的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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