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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图书馆为例，介绍文献资源服务模式与内容，阐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期间数字资源保障服务举措并提出相关建议，包括多平台结合保障远程资源获取，鼓励并规范出版商资源

开放与公益服务，创新发展在线教育健全服务推广。

〔关键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文献资源；保障服务
〔中图分类号〕Ｒ－０５８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６０３６２０２１０４０１６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ＴＡＯＬｅｉ，ＷＡＮＧＱｉｎｇ
ｗｅｎ，ＦＡＮＲｏｎｇ，ＤＥＮＧＰｅｉｗｅｎ，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２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ａｋｉｎｇ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ｏｄｅ

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ｘｐｏｕｎｄｓ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ＶＩＤ－１９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ａｎｄ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ｒｅｍｏｔ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ａｎｄ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ｉｚ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ｏｐ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ｏｎｌｉｎ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ＶＩＤ－１９；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０－０８－０３

〔作者简介〕　陶磊，硕士，馆员，发表论文６篇；通讯作

者：邓雯，副研究馆员。

１　引言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湖北省武汉市出现不明原因肺炎
病例［１］，该肺炎病毒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２日被世界卫
生组织命名为 ２０１９新型冠状病毒 （２０１９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２０１９－ｎＣｏＶ）［２］。病毒在首次出现后１
个月内便迅速蔓延到全国以及海外地区［３］。２０２０年
１月３０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列为国
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４］。由于新冠肺炎存在

持续 “人传人”传播的危害，因此减少公共场所接

触能够阻止病毒传播［５－６］。人员密集场所容易为病

毒传播提供有利条件，为应对疫情各地图书馆先后

进入长时间闭馆周期。闭馆期间学生与教职工无法

到馆获取文献信息，需依靠远程资源访问获取信

息，远程访问服务器使用压力骤增，同时医护人员

在抗疫工作中需要大量文献资源支撑。如何在闭馆

期保障医护人员、研究人员、教师及学生的文献需

求成为医科院校图书馆面临的难题。本文以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图书馆为例对特殊时期数字资源保障

服务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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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特殊时期下的数字资源保障服务

２１　馆藏数字资源服务

２１１　针对本院教职工及学生　其可使用图书馆
全部数字资源，远程服务采用插件安装虚拟专用网

络 （ＶｉｒｔｕａｌＰｒｉｖａｔ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ＶＰＮ）［７］，但下载安装
配置较繁琐，使用不便。为解决这一问题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日上线 ＷｅｂＶＰＮ资源
访问控制系统。有别于原有 ＶＰＮ，全新的 ＷｅｂＶＰＮ
内置数字资源快捷入口对接统一身份认证系统，用户

通过浏览器可以在个人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上直接

访问电子数据库等资源，实现随时随地便捷访问。

２１２　针对附属医院职工　由于数字资源知识产
权限制，附属医院职工无法使用医学院图书馆馆藏

数字资源，２０１９年医学院图书馆为附属医院购买了
部分数据库使用权限。为了使医护人员获取文献资

源更加方便快捷，医学院将开通的数据库资源进行

有机整合，创建了基于计算机终端的附属医院文献

资源门户网站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ｈｓｍｕｅｄｕｃｎ／ｌｉｂ／
ｄｌｉｂｈｔｍ），实现数据库资源统一检索。医学院网络
信息中心制定了附属医院 ＷｅｂＶＰＮ远程访问方案，
保障附属医院医生、科研人员随时随地获取文献资

源。同时部分附属医院已经开通医院内ＶＰＮ远程访
问，医护人员可通过账号登录数据库查找资源。

２１３　移动终端服务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碎片
阅读模式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８］，为了应对移动端

文献资源需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建立移动终端

掌上医图ＡＰＰ。医生通过手机ＡＰＰ可以查找数据库
资源、了解医学资讯信息、把握行业发展动态，方

便其获取更具特色的专业信息资源。

２１４　新冠肺炎相关文献数据挖掘与推送　Ｄｉ
ｍｅｎｓｉｏｎｓ是自然出版集团旗下数字科学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公司创建的数据资源平台，其可通过丰
富的信息关联获取较单个数据库更加丰富的文献资

源，个人用户可以免费使用该数据库，使得文献获

取更加透明化。以新冠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为关键词进
行数据挖掘，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７日共有相关出版
文献５０７５４篇，临床试验文献 ３６８５篇，数据集
５６２项。同时图书馆将挖掘数据的题目、摘要、

ＰｕｂＭｅｄ唯一标识码 （ＰｕｂＭｅｄＵｎｉｑｕ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ＰＭＩＤ）等特征指标经过整理后发送给科研处及一线
科研人员。

２２　出版商开放服务

２２１　开辟远程访问新渠道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
持续扩散，电子文献获取途径全部依靠 ＶＰＮ，使得
图书馆数字资源校外访问系统使用量迅速上升，影

响用户访问体验。为保障广大师生以及医务工作者

顺利访问图书馆数字资源，数据库厂商临时开通无

需ＶＰＮ的远程访问渠道。例如爱思唯尔公司推出在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平台上激活 ＲｅｍｏｔｅＡｃｃｅｓｓ服务，公司
将为学校进行域名设置，读者使用学校域名邮箱注

册校外访问账号，激活 ＲｅｍｏｔｅＡｃｃｅｓ后可以通过校
外ＩＰ访问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同一个激活后账号还可用
于登录Ｓｃｏｐｕｓ、ＳｃｉＶａｌ等多个平台。
２２２　建立疫情相关文献资源中心　为了帮助卫
生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及时获取数据，《柳叶刀》、爱

思唯尔等数据库厂商建立了新型冠状病毒资源中

心，免费为医务工作者及民众分享有关新型冠状病

毒和疫情的最新信息。ＢＭＪＢｅｓ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临床实践
以中英双语发布了２０１９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教
育专题章节并向全球公众开放阅读。

２３　文献检索教学资源服务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图书馆在保障本院师生及

附属医院职工文献获取服务的同时还承担医学文献

检索与利用课程教学任务。根据上海市教委在特殊

时期 “停课不停教、不停学”的要求，图书馆教研

室采用超星集团 “一平三端智慧教学系统”以及

Ｚｏｏｍ云视频会议系统，保证教学工作正常开展。超
星教学系统为师生提供在线教学服务，包括利用速

课及超星资源完成在线课程建设。Ｚｏｏｍ云视频会议
系统可支持研讨、辅导、答疑、布置批改作业等工

作。教研室采用的授课形式为 ｐｐｔ＋录音的简易线
上课程形式。

３　讨论

３１　多平台结合，保障远程资源获取

３１１　医学院与附属医院信息共享平台建设进程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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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　ＶＰＮ作为一种远程访问的成熟技术在高等院
校得到广泛应用［９］，而附属医院作为医科院校特殊

组成部分却无法获取与学院本部同等数量的电子文

献，这是由于我国各医院图书馆互相独立［１０］，普遍

存在馆员数量、图书馆建设资金投入不足等问

题［１１］，临床一线医护人员无法获得高质量电子文

献。同时医学院图书馆与出版社签订的数据库订购

合约中往往不包含附属医院，导致医学院与附属医

院信息共享平台建设进程缓慢［１２］。

３１２　应对措施　针对上述问题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整合资源、筹措资金，积极探索并形成院本部

与附属医院图书馆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模式。资源

建设方面，医学院图书馆积极与数据库商进行沟通

和协商。目前在附属医院 ＩＰ地址范围内已可访问
２１个专业数据库，包括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ＢＭＪＢｅ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等循证医学数据库以及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ｋ、Ｗｉ
ｌｅｙ、万方等国内外全文数据库，ＰｕｂＭｅｄ全文覆盖
率达７０％，满足了附属医院职工在工作中获取电子
文献的需求。图书馆建设附属医院文献资源门户网

站，创建 “一站式”终端访问，使文献获取更加便

捷，技术部门通过ＷｅｂＶＰＮ、掌上医图 ＡＰＰ等形式
制定远程接入方案，使文献获取更及时。上述准备

工作为疫情期间附属医院及时获取文献资源提供了

保障和支撑。多种平台相结合开创了医学院校与附

属医院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新模式，除了保证院本部

师生远程资源获取需求外，还实现了将文献资源直

接推送到医护人员 “办公桌面”甚至家用电脑的目

标，这一举措为医学院各附属医院的临床、科研等

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文献信息保障。

３２　鼓励并规范出版商资源开放与公益服务

３２１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图书馆与出版商形成
积极合作态势　新冠疫情的暴发导致用户对馆藏资
源获取全部需要依赖ＶＰＮ技术，用户访问体验受到
影响。广大数据库厂商通过构建临时远程访问通

道，实现了不通过ＶＰＮ获取全文的目标，极大程度
缓解了高校ＶＰＮ服务器压力，同时医学领域知名出
版商通过建立新型冠状病毒资源中心，免费分享相

关信息，为科研工作者提供便利。

３２２　加强用户行为规范监管　ＶＰＮ除了支持远

程访问内网资源外，还具有数据库使用统计与监测

功能［１３］。同时由于对读者远程使用缺乏有效监控，

容易产生知识产权方面相关问题，一旦发生诸如恶

意批量、连续下载等行为将会给图书馆和其他读者

造成损失［１４］。因此一方面应该鼓励出版商积极进行

资源开发与公益服务，另一方面图书馆可以更加深

入地与出版商进行合作，制定相关规则，缓解 ＶＰＮ
服务器压力，更好地进行用户行为规范监管。

３３　创新发展在线教育

３３１　存在的问题　新冠疫情中多所高校推迟开
学，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图书馆教研室按照相关文

件要求充分利用超星教学系统进行线上课程录制，

保证教学工作正常开展。但在实际使用中仍存在问

题。疫情持续发展促使网络在线教育平台紧急扩

容，在此过程中问题在所难免，例如在课件制作方

面出现网络不畅、上传困难等问题；教师对教育平

台及课程录制设备使用不熟悉，导致制作课件课程

形式单一、视频水平参差不齐、缺乏课程互动等。

如何保证在线课程学习效果仍需探讨［１５］。

３３２　提升在线教育质量的建议　广大教师可以
创新发展在线教育、健全服务推广。以医学课程为

例，为应对线上课程制作素材单一、形式简单等问

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为广大师生提供 Ａｃｃｅｓ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ＫｅｙＳｔｕｄｅｎｔ等在线学习数据库，
其中包含新版医学教材、互动式课程定制以及大量

在线考试题目供参考。任课教师应充分利用数据库

资源丰富在线教育素材、创新在线教育形式。图书

馆员一方面需要积极参与在线教育相关培训，了解

课程制作相关设备与技术，提高文献检索课件制作

质量；另一方面健全服务推广，积极将馆藏数据库

推荐给任课教师，帮助其提升课件质量。

４　结语

本文通过介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图书馆电子文献资源的保障工作与服务模

式，总结实践中的优势与不足，为突发情况下高校

数字资源保障服务提供经验与建议。

（下转第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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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６］。随着信息化发展，图书馆职能扩展，专业程

度加深，图书馆员需要掌握的技能越来越多。应加

强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知识与技术的培训，将

其纳入常规继续教育范畴。提高图书馆员各方面能

力，包括多渠道信息获取、多维度信息分析、多元

化信息产品供给能力等。定期开展信息检索、统计

分析、知识管理等各种技能培训，考核图书馆员实

际工作能力。

５　结语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给国家、社会、人民带来

极大的危害和不可估量的损失，在加强应对的同时

要吸取经验教训，不断总结，建立一套实用性强的

应急服务机制。医院图书馆应提高应急管理和应急

服务能力建设，积极开展信息监测、预警评估，确

保将损失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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