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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角色定位、服务目标、服务机制、保障机制几方面，详细阐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医院图书馆
应急信息服务建设工作，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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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

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

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

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１］。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中
国武汉出现不明原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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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发生后各行各业在政府领导下做好充分准备，及

时启动应急机制，开展应急工作。医院图书馆作为

医院情报中心，在疫情发生时积极思考和探索，建

立应急服务机制，开展有针对性、时效性的信息服

务工作。

２　医院图书馆角色定位与服务目标

２１　找准角色定位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医院图书馆变被

动为主动，在学科馆员制度支撑下，为读者提供嵌

入式服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医院图书馆

应根据自身资源与专业特征，准确定位。在应急机

制启动下，医院图书馆不仅是文献情报的提供者，

科学研究的合作者，也是读者安全的维护者，防控

动态的监测者，社会舆情的管理者，健康知识的普

及者。图书馆人要有所担当与作为，增强对读者、

医院、社会的责任感，发挥好自身作用。

２２　确定服务目标

作为同时承担医疗、教学、科研任务的高校附

属医院图书馆，本馆读者主要是医护人员、学生、

进修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医院日常运行

可能会受到影响，制度会有所不同，但图书馆信息

服务工作不会停止。疫情之下医院图书馆服务目标

是安全运行、有效沟通、完善服务。

３　建立服务机制

３１　确立组织架构

疫情下医院应急服务机制建立涉及多个部门，

应从医院实际情况出发，综合多部门开展沟通协

调、信息发布、后勤保障等工作，达到信息通畅、

需求至上的效果。医院办公室、科研处、总务处、

图书馆负责人在副院长领导下组成应急信息服务管

理领导小组，负责图书馆应急预案落实和突发状况

处理，力求形成一个纵向垂直协调管理，横向相互

沟通交流的组织框架［２］。

３２　制定工作制度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信息服务制度主要包括

线上和线下服务制度。线下图书馆是人群密度高又

相对封闭的场所，书刊、电脑等公共物品容易附着

和传播病菌。图书馆工作人员应根据突发事件性

质、时期的不同，执行闭馆、轮值、正常上班等不

同制度，以及关闭自习室、限制电子阅览室人数、

限制出入书库等不同措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为呼

吸道传播疾病，在开馆期间应严格执行消杀工作，

对来馆读者做好 “一测三问”（测体温，问生活史、

接触史、症状）并为读者配备口罩、手套、消毒凝

胶、纸巾等物品。线上图书馆信息服务工作不受疫

情影响，根据应急信息服务制度调动馆内所有人员

开展线上工作。由领导小组下传和分配信息服务任

务，可按照信息类型、内容不同分配不同工作人

员，以及根据排班制度分配临时紧要工作任务并计

入工作绩效。

３３　拓展服务方式

３３１　文献传递　受疫情影响，学生被规定在家

不能返校，部分职工因身处疫区等原因无法返院工

作，还有一些驰援灾区的医护人员在当地无法利用

图书馆资源，他们都有写毕业论文、开展或申报科

学研究、获取即时临床诊疗信息等迫切的文献需

求，医院图书馆应为这些读者提供线上文献服务。

首先可为其开通院内电子资源远程访问账号、虚拟

专用网 （ＶｉｒｔｕａｌＰｒｉｖａｔ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ＶＰＮ）账号等，实

现有网络时即可使用电子数据库。其次可通过电

话、微信、ＱＱ群等收集信息需求，将专题文献检

索收集后定向发送，根据反馈追踪报道和下载传送

相关文献。

３３２　信息编纂　除提供以读者需求为导向的精

准信息服务外，应主动提供与突发事件相关的信息

服务。如二次文献编纂，以网页导航、文献摘要、

专题题录等形式制作后进行信息传播，包括针对新

冠肺炎疫情国家和地方发布的各项指南与共识、防

治方案汇总、外文文献编译等。此外疫情下各大数

据库、出版商乃至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都提供相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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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开放获取服务，图书馆可将各数据库每期科研文

献、指南共识、中医药防治汇总等推送给读者，部

分外文文献可进行简单编译后推送，如有需要可进

行全文翻译。有些数据库提供公共使用账号，这些

信息应及时推送给读者。图书馆通过对应急信息的

搜集、加工、存储等，努力成为 “应急信息资源中

心”，推动应急信息自由流通和共享利用［３］。

３３３　舆情管理　舆情信息服务是图书馆信息服

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流程主要包括信息采

集、内容编辑、信息传递、信息反馈［４］，开展舆情

信息服务能够扩大图书馆职能范围，对医院以及社会

公众产生良好效应。医院图书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下主要是对政务政策、实时疫情、防控动态、新闻报

道、媒体传播、大众态度等信息进行监测、收集、通

报、分析。舆情管理能够使医院及时掌握政府部门等

公开发布的疫情相关信息，可支持医院决策，提高

预警和应对能力。例如新冠疫情暴发初期出现 “双

黄连事件”［５］，通过向公众辟谣，科学解释中医药

理论，同时通报中医药在防治中的应用成效，及时

消除舆论对中医药和中医院的不良影响。

３３４　健康科普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科

学素养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影响灾害应急信息服务的

有效开展，对公众进行科普能够使其在突发事件下

及时获取和利用信息，具有前期铺垫和保障作

用［６］。医院网站、公众号、微博等对外公共平台除

提供自助就医程序外，会发布一些医院新闻、健康

科普与辟谣、防护知识、专家问答、养生锻炼等文

章。医院图书馆是其供稿来源，依托丰富的信息资

源，针对实时疫情和公众需要，图书馆可收集、编

写相关文章，传播科学防护知识，提高公众健康素

养，减少误解和不必要的恐慌。

３３５　文献研究　专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

工作中常会运用回顾性分析，将以往经验和数据作

为重要参考，文献研究必不可少，医院图书馆学科

馆员是文献研究方面的专业人士，应积极参与到科

研活动中。例如新冠病毒在中医理论中属于 “疫”，

中医古籍中与 “疫”相关文献不少［７］，图书馆可以

针对该主题进行古方规律与古籍数据挖掘分析，开

展相关课题研究。

４　健全保障机制

４１　制定完善预案

完善的预案是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最

有效的途径之一。应急工作关键在速度，以最快速度

稳定局面、开展工作，才能最大程度减少损失和提升

信息服务效果。医院领导小组应梳理各项工作流程，

明确各环节负责人，由各环节负责人根据疫情发展

做出应急决策，根据实时反馈动态修改和完善预

案，确保预案实施效果。此外应定期开展应急预案

演练工作，熟悉实际操作流程，评估实践效果。

４２　加大应急投入

医院对图书馆投入大部分倾向于数据库、书刊购

买，往往会忽视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建设的投

入。很多医院图书馆卫生设施主要是清洁类工具和耗

品，应急设备、消毒用品、防护用品等卫生应急物资

缺乏。新冠疫情暴发后，图书馆消毒设备和用品、手

套、口罩等紧缺，短时间内难以获得补给。对此应加

大应急投入，购置完善设备，储备适量物资，以备不

时之需。医院可给予图书馆一定的公共卫生防疫资金

或突发事件应急资金，由财务监督专款专用，用以购

买和完善专业消毒设备，包括紫外线／臭氧消毒机、
机械通风装置、恒温恒湿设备、各种消毒液剂和劳

动保护用品等，建立卫生应急物资库房。

４３　开展预警研究

医院图书馆应积极主动捕捉信息，感知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征兆，监测事件波动情况，快速挖掘影

响因素［８］。保持警惕，强化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信息感知、获取、识别和预警。在实践中提高对可

能引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敏感性，发掘潜在

隐患并进行动态监控和管理，对事件来源、发生时

间与地点、范围与程度、趋势与影响等进行调查和

分析，提出建议以及适当的预警与防范处理措施。

４４　加强能力培训

专业、有序的人才队伍对于图书馆参与应急管

理、提供应急信息服务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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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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１　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５８８

号 ［ＥＢ／ＯＬ］． ［２０１９－０１－０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ｇｏｎｇｂａｏ／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７９１４７８ｈｔｍ．

２　史惠媛高校图书馆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

研究 ［Ｊ］．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０（５）：７１－７３．

３　肖花，曾云华基于用户需求的图书馆应急信息资源整

合服务研究 ［Ｊ］．大学图书情报学刊，２０１７，３５（４）：

１９－２２，７９．

４　傅军民图书馆舆情信息服务生态系统模型构建 ［Ｊ］．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２０２０（２）：１２－１８．

５　董瑞丰上海药物所武汉病毒所联合发现双黄连口服液

可抑制新冠病毒 ［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３－１８］．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ｇｎ／２０２０／０１－３１／９０７４６５７ｓｈｔｍｌ．

６　张靖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灾害应急信息服务与启示

［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６，６０（７）：７２－７７．

７　王玉光，齐文升，马家驹，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

临床特征与辨证治疗初探 ［Ｊ］．中医杂志，２０２０，６１

（４）：２８１－２８５．

８　苏新宁，蒋勋情报体系在应急事件中的作用与价值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Ｊ］．图书与情报，２０２０

（１）：６－１４

（上接第８１页）

参考文献

１　靳英辉，蔡林，程真顺，等 新型冠状病毒 （２０１９－

ｎＣｏＶ）感染的肺炎诊疗快速建议指南 （标准版）［Ｊ］．

解放军医学杂志，２０２０，４５（１）：１－２０．

２　黄耿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实施普通外科手术的

思考和建议 ［Ｊ］．中国普通外科杂志，２０２０，２９（２）：

１２７－１３０．

３　许小可，文成，张光耀，等新冠肺炎爆发前期武汉外

流人口的地理去向分布及影响 ［Ｊ］．电子科技大学学

报，２０２０，４９（３）：３２４－３２９．

４　张海洪新冠病毒肺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研究的伦理

思考 ［Ｊ］．中国医学伦理学，２０２０，３３（４）：４１５－４１８．

５　王伟，黄建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实施血管外科

诊疗的思考和建议 ［Ｊ］．中国普通外科杂志，２０２０，２９

（２）：１３７－１４１．

６　蒋倩，
"

锦义，郭鹏，等循证医学视角下的我国新型

冠状病毒 （２０１９－ｎＣｏＶ）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比较

［Ｊ］．华西药学杂志，２０２０，３５（１）：１１３－１１６．

７　李科峰，周端锋浅谈ＶＰＮ技术在高校数字图书馆中的

应用 ［Ｊ］．教育现代化，２０１６，３（３１）：９４－９５，１０２．

８　晁巧玉微时代高校图书馆碎片化阅读资源整合模式研

究 ［Ｊ］．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８，４０（１１）：５２－５５．

９　焦阳，刘泉凤图书馆数字资源远程访问系统比较研究

［Ｊ］．情报探索，２０１７（８）：７５－８２．

１０　陈英信息化背景下医院图书馆提质增效研究 ［Ｊ］．海

峡科学，２０１９（１０）：７６－７８．

１１　范忠新时期医院图书馆管理现状及对策分析 ［Ｊ］．中

国卫生产业，２０１９，１６（３３）：５４－５６．

１２　方凌云“互联网＋”时代大学附属医院图书馆的发展

探索 ［Ｊ］．信息记录材料，２０１９，２０（１２）：５３－５４．

１３　喻志娟，张颖，徐琼基于融合信息技术的图书馆数字

资源运行监测平台的设计 ［Ｊ］．邵阳学院学报 （社会科

学版），２０１９，１８（５）：１１２－１１６．

１４　陶磊，胡馨滢以化学学科为例浅析上海图书馆学科数

据库的建设与服务 ［Ｊ］．农业图书情报学刊，２０１７，２９

（９）：２５－２８．

１５　朱新顺“互联网 ＋”时代在线教育研究与探索 ［Ｊ］．

现代信息科技，２０１９，３（２２）：１４６－１４７．

·５８·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１年第４２卷第４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１，Ｖｏｌ．４２，Ｎｏ．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