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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地理位置、开闭馆情况、流通服务、信息资源服务方式、读者服务方式、线上信息素养教育等
方面对全国１６所医学院校图书馆开展信息服务情况进行调研，结合相关研究文献分析疫情防控期间医学院
校图书馆开展服务现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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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１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命名为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ＶＩＤ－１９）［１］。
受疫情影响我国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全国大中小学

校延期开学。为了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及各级

部门工作部署，做好疫情防控期间 “停课不停教，

停课不停学”的文献保障工作［２－３］，各高校图书馆

通过主页、微信公众平台等媒介发布线上服务通

知。医学院校图书馆发挥医学专业信息优势为读者

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服务。

２　调查分析

２１　调查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为全国范围内随机抽取的１６所本科

医学院校图书馆，包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

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首都医科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同济大学医

学院、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广州医科大学、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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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医学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南京医科大学、重庆医科大学、天津

医科大学、山西医科大学、安徽医科大学。调查截

止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０日，调查方式为浏览１６所
医学院校图书馆官网公布的信息、搜索 “院校名称

＋图书馆”或 “院校简称＋图书馆”进行公众号关

注并收集信息、打电话或发送电子邮件咨询等。

２２　基本情况

分别对医学院校图书馆所在地、流通服务、信

息资源服务以及原文传递、查收查新等读者服务情

况进行调查，见表１。

表１　１６所医学院校图书馆信息服务调查基本情况

序号 高校名称 所在地 流通服务 信息资源服务 读者服务

１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

医学院

北京 暂停 网址免费 电话、电子邮箱

２ 北京大学医学部 北京 暂停 虚拟专用网络 图书馆主页、电子邮箱

３ 首都医科大学 北京 暂停 校外远程访问系统、虚拟专用网络 图书馆主页、电话、电子邮

箱

４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部 上海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起预

约借书不还书

虚拟专用网络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４日起恢复网

络查新查引委托

５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上海 暂停 ＣＡＲＳＩ校外访问方式 （全校师生均可

用）、虚拟专用网络 （教师可用）

电子邮箱

６ 同济大学医学院 上海 暂停 ＣＡＲＳＩ校外访问方式 （全校师生均可

用）、虚拟专用网络 （教师可用）

电子邮箱

７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 广州 暂停 虚拟专用网络 图书馆主页、ＱＱ、电子邮箱

８ 广州医科大学 广州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８日起预

约借书不还书

虚拟专用网络 图书馆主页、ＱＱ群

９ 浙江大学医学院 杭州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３日起预

约借还书

ＣＡＲＳＩ校外访问方式 ＣＡＳＨＬ系统免费

１０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长沙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３日起预

约借书不还书

虚拟专用网络、校外远程访问系统 电子邮箱、电话

１１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武汉 暂停 虚拟专用网络 图书馆主页、电子邮箱、查

重暂停

１２ 南京医科大学 南京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３日起预

约借还书

虚拟专用网络、ＱＱ群 电子邮箱

１３ 重庆医科大学 重庆 暂停 ＣＡＲＳＩ校外访问方式 （全校师生均可

用）、虚拟专用网络 （教师可用）

ＱＱ、电子邮箱

１４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３日起预

约借书不还书

虚拟专用网络 电话、电子邮箱

１５ 山西医科大学 晋中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０日起预

约借书无接触还书

校外远程访问系统、虚拟专用网络 热线服务台、微信群、ＱＱ

群

１６ 安徽医科大学 合肥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６日开馆 虚拟专用网络 电话、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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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楼宇关闭、预约借书

根据上级疫情防控精神和学校整体部署要求，

从２０２０年１月底开始各高校图书馆关闭楼宇，暂停
期间所有外借图书均不计入逾期。随着国内疫情得

到有效控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部、天津医科大

学、浙江大学医学部、南京医科大学、广州医科大

学、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山西医科大学和安徽医

科大学８所高校陆续开始提供预约借书服务。流程
如下：读者将图书信息 （书名、作者、索书号）以

及读者信息 （姓名、学号／工号、手机号）发送至
图书馆邮箱，邮件主题标明 “预约借书 ＋姓名 ＋学
号／工号”；图书馆工作人员收到邮件后将可外借图
书取出并记录到相应读者账号上；工作人员邮件或

电话通知读者取书时间、地点。图书馆在门卫处设

置临时取书点。读者凭本人 “一卡通”领取预借图

书并通过电子邮件通知图书馆工作人员［４］。以上流

程在满足读者文献借阅需求的同时保证了疫情期间

“零接触”原则的执行。

２４　信息资源服务方式

２４１　虚拟专用网络 （ＶｉｒｔｕａｌＰｒｉｖａｔｅＮｅｔ
ｗｏｒｋ，ＶＰＮ）技术　随着网络技术成熟发展，越来
越多高校利用 ＶＰＮ进行移动办公和电子资源检索，
１６所高校图书馆均充分利用了 ＶＰＮ技术。因为
ＶＰＮ系统与高校门户系统实现集成，校内门户系统
用户可利用 “一卡通”用户名结合密码使用 ＶＰＮ
系统，无需申请新账户［５］。登录成功后在 “资源组

列表”中即可看到可用电子资源、文献资源，为读

者居家学习和科研提供便捷通道。

２４２　校外远程访问系统　浙江大学医学院、首
都医科大学和山西医科大学使用了校外远程访问系

统———易瑞授权访问系统［６］，通过对读者和资源的

灵活授权实现图书馆电子资源的馆 （校）外远程授

权访问［７］。校外远程访问系统支持在 ｉＯＳ、Ａｎｄｒｏｉｄ
等系统移动终端上对校内资源进行访问。

２４３　ＣＡＲＳＩ校外访问方式　通过安装配置和部
署有关系统，使图书馆多个中外数据库资源实现了

基于中国教育科研计算机网统一认证与资源共享基

础设施 （ＣＥＲＮＥＴ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ｈａ

ｒｉｎｇ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ＡＲＳＩ）的校外访问新方式［８］。

只需在指定页面使用学校统一身份账号登录认证后

即可访问相应数据库资源，如中国知网、万方、

ＥＢＳＣＯ、Ｅｍｅｒａｌｄ等。截至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８日已开通
２９类数据库访问，后续还将持续增加。在调查的
１６所高校图书馆中，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浙江大
学医学院、重庆医科大学和同济大学医学院使用了

ＣＡＲＳＩ校外访问方式。
２４４　免费开放学术资源　在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防
控关键时期国内外数据库商、出版社、学术资源发

行机构推出免费开放服务。调查的１６所高校大都
建立了信息资源服务 ＱＱ群或者微信群，为师生读
者获取文献资源答疑解惑。同时通过图书馆主页、

微信公众号发布和推荐各大免费开放资源平台。以

山西医科大学图书馆为例，２０２０年２月５日其在图
书馆主页 “新闻公告”中发布题为 “‘疫’期限时

免费访问的电子资源集锦”，其中涵盖了１１６项提
供免费访问的数据库商与内容链接供师生读者选

择［９］，满足师生居家防疫期间科研和学习需求。

２５　读者服务方式多样化

调查的１６所医学院校图书馆均利用图书馆主
页、ＱＱ、电子邮箱、微信、电话等各类沟通渠道开
展查收查引、查新、论文查重、研究支持等读者服

务工作。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部、首都医科大学、北

京大学医学部、浙江大学医学院、安徽医科大学图

书馆在疫情期间坚持提供科技查新、查收查引等服

务。广州医科大学图书馆建立ＱＱ群提供读者服务，
山西医科大学图书馆创建名为 “隔离不隔爱·山医

图热线服务台”的微信群和 ＱＱ群用于提供文献获
取、文献传递、学科服务、信息咨询等读者服务。

重庆医科大学图书馆在主页发布 “抗击疫情传播，

图书馆人在行动”主题系列通知６２条［１０］，为读者

获取信息提供有力保障。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部提供

查新及 《科学引文索引》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ＳＣＩ）检索 “零接触”服务———读者在家中通过网

络完成委托、付费后纸质报告以快递形式寄送［１１］。

２６　疫情防控知识宣传普及工作

医学院校具有较强医学专业性［１２］，在ＣＯＶＩＤ－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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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１年第４２卷第２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１，Ｖｏｌ．４２，Ｎｏ．２



疫情防控期间医学院校图书馆充分体现医学学科特

色，做好疫情防控知识宣传普及工作。中国医学科

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建立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防控综合知识平台，整合并免费开放查阅国内外

权威机构发布的新冠肺炎相关资讯、学术论文、专

业指南等，满足用户对相关知识一站式获取需求。

安徽医科大学图书馆通过主页、微信公众号推出

“新型冠状病毒免费开放资源汇总”和 “科学战

‘疫’———海外 ‘冠状病毒’开放资源汇总”等在

线资源［１３］。北京大学医学图书馆推出 “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研究资源专栏”为专业人士和公众提供专

业信息、诊断治疗和药物研发最新资讯。中南大学

湘雅医学院图书馆发布中南大学出版社紧急出版的

电子书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知识 １００
问》和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众防护与心理疏导》，

通过读书活动帮助读者疏导心理，缓解不必要的恐

慌情绪。

２７　读者线上信息素养教育

２７１　在线课程　按照 “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

学”原则，为完成相应教育教学任务提供保障，首

都医科大学图书馆通过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ＢＢ）网络平台
开设 “医学信息检索”在线课程，授课内容包括教

学幻灯片、慕课视频资源，学生完成网络自学，建

立班级ＱＱ群，任课老师远程答疑，通过 ＢＢ网络
教学平台在线考试［１４－１５］进行考核。安徽医科大学

图书馆为本科生开展网络教学，通过移动办公平台

钉钉、云视频会议协作工具 ｚｏｏｍ等授课，利用微
信群为学生答疑解惑，最大程度保证在线教学质量

和学生学习效果。

２７２　在线讲座、培训及防疫知识平台　广州医
科大学图书馆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开展 “ｏｎｌｉｎｅ一小
时”系列讲座，定期开设数据资源检索与利用线上

培训，让读者掌握更多数据资源信息以及操作指

南，为师生读者教学、科研提供支撑。中国医学科

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建立了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防控综合知识平台并免费开放。

３　开馆准备工作与部分图书馆开馆后情况

３１　开馆前准备工作

南京医科大学图书馆制定了 《南京医科大学图

书馆疫情防控期间运行方案》，在消毒清洁通风、

入馆检测、借阅咨询、图书灭菌、公共区域劝巡等

方面管控闭环清晰、服务流程简约，确保开馆安全

有序［１６］。根据山西省教育厅和学校关于做好疫情防

控条件下部分学生返校教职工返岗的要求，山西医

科大学图书馆制定了 《２０２０年春季开馆服务指南》
并在图书馆主页公布图书馆开放方案。外借图书在

各地流转，存在污染风险，为避免因图书流通造成

病毒交叉感染，各图书馆提前部署图书消毒工作，

如安徽医科大学图书馆新增设自助图书杀菌机。今

后纸质图书馆流通前后的杀菌消毒程序应成为常态

并在各图书馆推广。

３２　开馆后基本情况

浙江大学图书馆和山西医科大学图书馆对当日

归还图书集中存放、统一消毒。馆内不开放阅读

区，提供无接触还书服务。南京医科大学图书馆开

馆后运行有序，１周内接待读者３８７８人次。浙江
大学图书馆自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３日开始有限开放，为
控制在馆人数采取预约入馆制，提供网上和现场预

约两种方式，在闭馆后进行馆舍空间消毒和归还图

书消毒。

４　问题

４１　电子资源存在问题

调查发现部分图书馆存在电子图书种类不充

足、电子资源访问性差等问题。传统电子资源校外

访问方式 ＶＰＮ和 ＣＡＲＳＩ认证存在网络不稳定、登
录错误等问题［１７］。首都医科大学和山西医科大学图

书馆采用的易瑞授权访问系统则存在账号不普及、

需要读者申请的问题。另外部分电子数据库存在搜

索操作复杂、资源分类不合理、版面设计混乱、资

源不易查找等问题，给读者带来不便［１８］。

４２　沟通方式不便捷

调查发现部分医学院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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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送频率较低，信息推送不及时甚至长时间不更

新，容易造成读者流失，不利于图书馆信息服务发

展［１９］。个别图书馆只在网站主页公布电子邮箱地址

与办公电话，无法及时联系到工作人员，难以保证

实时、便捷沟通。部分图书馆网站只在早８点至晚
６点对外网开放，给读者带来不便。

４３　环境消杀后缺乏检测评估

调查的１６所医学院校图书馆中大部分配备了图
书消毒机、消杀用品、红外测温仪、智能监测检测系

统和相关药品。部分图书馆在开馆前进行环境消杀，

但并未进行专业检测评估。处于疫情高风险地区的高

校图书馆更应该重视做好开馆前准备工作。

５　思考与建议

５１　读者服务细致化

疫情期间各高校在提供信息服务过程中尚存在

问题。如读者通过ＶＰＮ远程访问数据库资源时，部
分数据库显示ＩＰ地址不在该数据库允许范围内。对
此图书馆应该及时与数据库商、学校网络中心沟通

和联系，同时安排专人每天测试各数据库远程访问

是否通畅正常，尽早发现、解决问题。此外针对学

生反映的图书超期、毕业论文提交与审核问题，应

在公众号或者网站主页醒目处进行重点提示。

５２　广泛收集读者意见

由于疫情期间无法正常开馆，图书馆提供在线咨

询服务尤其重要。首都医科大学图书馆引进 “ＴＱ在
线咨询系统”，馆员可随时登录，读者可通过微信公

众号、图书馆网站主页等快速与在线馆员取得联

系［２０］。通过该系统收集读者意见和建议，为图书馆

查新、查重及查引等服务开展提供沟通窗口和渠

道。此以还应通过发布调查问卷等形式广泛收集读

者意见和建议，以促进图书馆更广泛深入地开展服

务。

５３　优化服务方式

为读者找回个人账号、密码等需要管理员在图

书馆局域网内登录自动化系统客户端才能完成，但

在疫情期间由馆员定期进校进行批量操作存在风

险［２１］。对此可将传统 “用户名 ＋密码”登录方式
改为 “手机号＋验证码”方式，或者提示读者无法
按时续借的所有图书一律不会按照延期处理，疫情

期间预约的图书在正式开馆后将第一时间提供给读

者。图书馆各部门通力合作，及时解决读者问题，

提高用户满意度，一切以读者为中心， “想读者之

所想，急读者之所急”应该是任何时期图书馆开展

服务工作的宗旨。

６　结语

医学院校图书馆信息服务职能的发挥直接影响

高校教学和科研发展速度［２２］，在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
背景下，大多数图书馆应急反应迅速，展现了高校

图书馆人才队伍的信息素养和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同时凸显了数字化时代图书馆服务转型的紧迫性，

暴露出的问题将为应对类似危机提供宝贵参考经

验。医学院校图书馆应结合医学特点，充分借鉴学

习兄弟院校图书馆特色服务经验，倾听读者意见，

拓展服务领域，根据本校专业特色开展多样化的线

上服务和移动服务，加强文献资源保障能力建设，

做好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充分利用多媒体手段开

展用户交互服务，进一步彰显图书馆的价值，为医

疗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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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通过短信通知患者，患者可通过短信链接或扫描二

维码获取其报告及所有ＤＩＣＯＭ影像。提升医院现代
化管理水平，提高服务效率，优化就诊流程，提升患

者就医满意度。影像数据实现云存储，可满足存储快

速扩容、高可用性、高安全性需求，实现全院真正的

无胶片化，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服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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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马如慧互联网云平台影像存储与传输系统在区域医疗中

的应用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２０１７，３８（５）：２１－２４．

５　沈明辉，杨娟，万绍平，等医学影像服务云建设构想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２０１８，３９（１０）：４４－１９．

６　肖美华，李伟，李娅楠，等基于云 ＰＡＣＳ系统的 ＤＩ

ＣＯＭ协议安全通信框架 ［Ｊ］．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２０１８，５４（７）：１０７－１１３．

７　金峰区域 ＰＡＣＳ的设计与应用 ［Ｊ］．中国数字医学，

２０１８，１３（１）：１１２－１１４．

８　毕佳敏浅谈电信天翼影像云平台的设计与应用 ［Ｊ］．

计算机时代，２０１９（３）：１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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