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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视角下医药信息智慧服务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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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文献调研分析高校图书馆特定用户需求，以医药高校图书馆作为研究对象，提出图书馆智慧
服务虚拟场景构建策略并阐述其实现路径，包括信息资源跨空间共享、基于Ｓｈｉｂｂｏｌｅｔｈ认证的委托访问、精
准感知反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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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并实施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１］。习近平主席在党
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明确提出 “健康中国”发展战

略并强调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在

此背景下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于２０１９年７月

１５日成立，制定发布 《健康中国行动 （２０１９－２０３０

年）》，以推动健康科技创新，最终形成健康信息化

服务体系［２］。健康中国建设强调以预防为主，倡导

健康文明的生活理念，实现绿色安全的健康环境，

减少疾病发生［３］。医药高等院校图书馆的主要服务

对象是从事临床或相关医学研究的校内师生或临床

医务人员。群体读者具有跨空间便捷获取其所需资

源、开展线上教学及备课工作、利用高质量文献数

据等诉求。高效而精准的医药信息智慧服务将为临

床和相关医学研究持续活跃提供正向引导。

２　文献调研

目前我国学者对智慧图书馆建设研究尚未形成统

一概念。自２０１６年起我国学者对于场景构建研究逐
·８７·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１年第４２卷第３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１，Ｖｏｌ．４２，Ｎｏ．３



步增多，如岳和平重点分析了基于５Ｇ技术的图书馆
智慧服务场景，提出虚拟／增强现实 （ＶＲ／ＡＲ）、超
高清视频、智慧阅读等图书馆应用５Ｇ技术智慧服务
场景［４］。陈丹等从场景推荐、主动定制等方面提出

基于用户画像的图书馆个性化智慧服务策略和模型框

架［５］。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平台以及维普资讯

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文献调研，以 “智慧服务”合

并 “场景”作为检索入口词，不限定检索年限，时

间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１日，检索获得相关论文１８篇。
从检索结果可知在文献报道方面国内相关研究较少。

３　理论支撑

３１　概述

智慧服务是图书馆未来创新发展模式，其打破时

间与空间限制，借助大数据、云等先进技术合理调用

各相对独立子系统，形成协同服务的良性闭环生态

环境，以需求为导向，以用户为中心，资源高度共

享，为用户提供触手可及的个性化、智慧化、泛在

化知识服务［６］。服务对象与体系是辩证统一的，图

书馆智慧服务体系应根据服务对象随需而动。只有

充分了解读者所需才能有针对性地提供相关智慧服

务，从而大幅提升知识服务效率和精准性［６］。

３２　用户对象

３２１　学生　其在整个学习周期中对图书馆资源
及相关服务使用率较高。图书馆通过网络教学和指

导等方式为学生提供辅助培养和相关知识讲座服

务；针对公务员考试、研究生招考、执业技能统

考，图书馆充分利用自身信息资源特色，为学生提

供专业讲解、交流互动等服务，对图书馆网络资源

进行跟踪和筛选、剔除干扰信息［７］。

３２２　教师　智慧信息服务关注的另一个重点。
考虑其对科研需求较大，除了专业书籍等之外还需

要科研辅助工具、操作或讲解视频资源、各类相关

软件、科研源数据等，应将资源、服务和工具应用

全面联动起来。对于教学需求较大的群体可以依托

图书馆学科服务优势，智能抓取线上服务和资源，

在充分明晰知识产权状态的情况下合理筛选并开通

更多教学资源服务平台接口，按学科类目对教学资

源进行分类展示；同时有针对性地提供评价反馈通

道，激励用户形成持续使用意愿，确保资源服务效

率和提升学生满意度［７］，为实现停教不停学提供强

而有力的保障，见表１。

表１　不同用户对图书馆智慧信息服务需求分析

用户对象 需求类型 具体服务

学生 日常学习辅助 网络教学和指导服务，提供辅助培养和学习相关知识的讲座［７］

公务员考试、研究生招

考、各类执业技能统考

充分发挥各类信息资源的特色、特性，提供专业讲解、交流互动等服务，并对网络资源进行跟踪和

筛选，剔除掉干扰信息［７］

课外科研活动 有针对性地提供科研助考等服务，同时提供评价反馈通道［７］

教师 科研需求 提供专业书籍、科研管理工具、文献分析工具、操作或讲解视频资源、各类相关软件、科研源数据

等资源，主动推送会议培训信息以及学科前沿动态解析、申请培训讲座动态信息等［７］

教学需求 智能抓取各类线上服务和资源，合理筛选并开通更多教学资源服务平台接口，并按学科类目对教学

资源进行分类展示，包括慕课、视频公开课、精品课程、微课等授权网络资源的整理推荐工作［７］

３３　读者需求分析

现有图书馆信息服务系统虽然允许一定程度的

信息资源跨空间共享，但尚无法满足读者大规模跨

空间共享和异地访问等需要。在充分保护知识产权

的前提下如何提升信息资源共享效率［８］、弥补信息

资源共享动力缺失等问题亟待解决。

４　实践探索

４１　概述

目前具有统一标准的高校图书馆智慧化平台研

发正在逐步走向成熟，相关理论研究日渐规范［９］。

本文重点从服务层面寻找医药智慧信息服务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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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对服务场景构建进行探索分析，以医药高校图

书馆作为研究对象，提出图书馆智慧服务虚拟场景

构建策略，前期主要关注用户个性化智慧服务跨空

间共享研究，同时嵌入用户画像分析应用于后期精

准感知反馈系统构建，探讨优化医药信息智慧服务

未来发展。

４２　前端预测———信息资源跨空间共享

４２１　服务场景转换　从服务场景来看，用户使
用的现实或虚拟场景与现有场景之间需要建立必要联

系，通过对图书馆智慧服务的便捷式封装，使场景或

服务环境之间层层契合，针对不同读者进行服务需求

或研究场景转换，建立与之相对应的服务场景，满足

读者个性化需要［７］。同时将大数据分析作为用户需

求的前段预测，结合学科馆员提供日常服务的实际

经验对用户进行定位推送和个性化服务，见图１。

图１　信息资源跨空间共享服务拓扑结构

４２２　Ｓｈｉｂｂｏｌｅｔｈ认证的委托访问　除了传统
虚拟专用网络 （ＶｉｒｔｕａｌＰｒｉｖａｔ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ＶＰＮ）或
ＷｅｂＶＰＮ校外访问方式外，开通基于 Ｓｈｉｂｂｏｌｅｔｈ认
证的直接访问方式实现资源下沉，畅通师生远程访

问图书馆数字资源的途径，确保广大师生在校外流

畅使用图书馆数字资源。基于 Ｓｈｉｂｂｏｌｅｔｈ认证的访
问方式是构建于中国教育科研计算机网统一认证与

资源共享基础设施 （ＣＥＲＮＥＴ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ｈａｒｉｎｇ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ＡＲＳＩ）［１０］之中的委托
服务模式。ＣＡＲＳＩ是２００８年１２月由北京大学计算
中心发起建设，在国内高校已经普遍建设完成的校

园网统一用户管理和身份认证系统基础上［１０］，面向

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提供跨域身份认证和资源共享

服务。医学图书馆中常用于化学药物研究的英国皇

家化学学会 （Ｒｏｙ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ＲＳＣ）电
子期刊与资料库、用于评价跟踪的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信息服务平台等均采用该方式。

４２３　智能授权的外部访问系统　医药信息服务
对象主要是从事临床研究的医护人员或寻求科研突

破的医学专业师生，针对其常用或急需商业数据平

台的访问需求，在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前提下可与数

据库运营机构协商，公开发布其短期内可稳定访问

的外部系统地址，尝试为用户提供智能认证、快速

验证的授权访问功能。如体现医药信息的外文特色

资源库，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Ｋｅｙ全医学平台、大型文摘
和引文数据库 Ｓｃｏｐｕｓ、ＪＯＶＥ实验视频期刊等外文
数据平台可采用该访问方式。针对大部分中文数据

平台，已有数据库开发商主动公开其短期试用或访

问网址和登录账号、密码，外部应用环境相对较包

容和宽松。

４２４　特定插件与认证服务模式　生物医药类资
源专业化程度、使用门槛较高，对于能充分体现医

药图书馆智慧信息服务的特色资源，如国际计算机

器械学会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ＡＣＭ）数据库、《美国医学会会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ＪＡＭＡ）数据库、
《英国医学杂志》（ＢｒｉｔｉｓｈＭｅｄ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ＢＭＪ）数
据库、美国化学学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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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Ｓ）数据库等授权使用方式较特殊。在Ｃｈｏｒｍｅ浏
览器上安装ＭｙＬＯＦＴ插件并结合授权访问机构及其
授权邮箱认证后才能支持资源远程跨空间共享。该

模式目前主要应用于各类授权于学协会等机构委托

管理的权威数据平台，一旦完成智慧信息服务嵌入

与封装及首次认证，则后续登入使用无须反复认

证。上述服务场景学术水平、用户认可度较高，对

图书馆依存性较强，使用者主要为学科馆员、专业

用户，是较常见的生物医药类信息服务。

４３　后期校正———精准感知反馈系统

４３１　概述　智慧信息服务是未来图书馆的创新
发展模式［１１］。为实现需求精准感知，建立用户感知

反馈系统，探索服务智慧的后期校正，本文通过分析

不同用户群体在前期使用图书馆智慧信息服务的行

为特征和信息需求，构建图书馆用户画像，根据不

同用户群体的信息需求提供相应信息场景，优化服

务反馈机制并完善和改进服务内容、质量，为用户

提供精准满足需求、个性化的内容和服务，见图２。

图２　基于用户画像的数据特征维度分析结构

４３２　用户画像概念　最早由交互设计之父 Ａ

Ｃｏｏｐｅｒ提出。通过挖掘分析用户数据，抽取用户目

标、行为和观点，分析归纳用户典型特征、提炼其

动态和静态数据并实现标签化，最终构建目标用户

概念模型［７］。其用户标签体系主要包括用户基本信

息、行为信息等维度［７］。

４３３　用户标签化　智慧信息服务的精准感知依

赖于用户画像的智能挖掘、聚类、认知过程，其核

心是基于用户大数据合理分类的 “打标签”［７］。通

过对用户日常行为或研究兴趣中透露的需求信息、

认知表达、背景数据等信息片段及使用智慧信息服

务的喜好和习惯等的跟踪分析、归类，形成真实反

映用户数据特征的虚拟标记［５］，从而实现精确的聚

焦关注。用户的感知体验主要体现为利用图书馆过

程中的整体印象和主观感受，一定程度决定其对服

务质量的满意及认可程度［１２］。因而合理充分利用用

户画像工具可高效勾勒出用户感知、反馈诉求，实

现与下一步服务方向的对接或调整，起到沟通纽带

作用并为修正服务方向提供重要依据。

４３４　实践应用　医学图书馆科研信息动态分析
服务即是成功案例。如缺乏智慧精准感知服务，则

所得结果将全部呈现出来，不利于用户进行进一步

信息资源挖掘利用。引入精准感知服务系统并通过

用户画像后台分析功能，可对无用或低效用数据进

行高效过滤处理，提高信息检索数据分析效率。通

过主动推送服务可分批、多次向用户主动推荐，挂

接权威可靠的便捷访问指南和提示，定制或导出特

定样式的分析报告或研究综述［７］，有助于提升服务

体验及图书馆智慧信息服务知名度。

５　结语

从读者具体需求出发，基于教学和科研开展服

务是高校图书馆立馆之本。为此图书馆提出开拓智

慧信息服务的未来发展理念并进行实践应用。如何

将医药信息智慧服务场景建设得更深入和完善，冲

破固有模式局限，尝试从少数学科推广到更多学科

专业中去，为用户提供具有高级智慧形态的新型服

务［１３］，是图书馆智慧信息服务未来发展面临的主要

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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