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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医学高校图书馆嵌入式学科服务现状及服务路径，阐述医学高校图书馆嵌入院系学科服务实
施的必要性，分析医学高校图书馆院系文献信息服务需求，提出嵌入院系学科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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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互联网３０和５Ｇ时代的来临将颠覆传统互联
网应用革命，在各行各业形成互联网新画像。在此

背景下图书馆将向智慧化升级，真正做到以人为

本，提供智慧化管理与服务，提升知识服务内涵，

实现知识共享、服务高效、使用便利。 《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２０２０年工作要点》指出构建高校图书馆

服务新体系，推动图书馆融入本科教育全过程。而

嵌入式学科服务正是一种实现图书馆智慧化、融入

本科及研究生教育全过程的服务模式。嵌入式学科

服务最早由 ＰＢＫｎａｐｐ在１９５６年提出［１］，中国科

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在２００６年实施了 “融入一线、

嵌入过程”的新型学科服务［２］。高校图书馆嵌入式

学科服务有３个路径点，即面向科研决策及学科分

析、院系、科研团队［３］。而嵌入院系是国内高校图

书馆开展嵌入式服务的主要途径［４］。国外开展此类

服务较早，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Ｗｅｌｃｈ医学图书馆信息专员被指派到不同院系，嵌

入到院系用户物理空间提供学科服务［５］。２０１２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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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ＬｏｕｉｓｅＭＤａｒｌｉｎｇ生物医学

图书馆馆员以研究信息专家的身份加入国家卫生研

究院研究团队，开展嵌入式学科服务［６］。而我国医

学高校图书馆目前面临如何嵌入院系开展多维度文

献信息服务，为 “双一流”学科建设做好资源信息

保障等问题。本文以内蒙古医科大学图书馆嵌入院

系的实证研究为例，构建医学高校图书馆嵌入院系

的学科服务模式。

２　医学高校图书馆嵌入院系实施学科服务
的必要性

２１　 “双一流”学科建设的迫切需要

“双一流”学科建设是国家与高等学校共同推

进的项目，对医学高校提出新的挑战，不仅要培养

理论功底扎实、实践能力过硬、学习能力优秀的医

学生，还要提高其科研素养、创新及终身学习能

力；不仅要培养出优秀的医学人才，还要打造一流

的教师、临床医疗人才及科研团队；不仅要建设一

流学科体系、优化学科结构、构建完备的资源配

置，还要促进医学科技成果转化与创新创业项目的

孵化；不仅要注重医学专业能力培养，还要重视医

学职业素养、人文修养、道德情操培养。

２２　传统服务的不足

医学高校图书馆普遍提供 “应答式”服务，被

动接待读者，信息服务缺乏初始动力。目前用户需

求内容呈清晰化、确定化、精确化趋势，包括利用

移动终端获取信息、底层阅读、自我价值实现以及

信息安全性、准确性、实用性需求，均需要图书馆

提供定制、个性化、增值的嵌入式服务。

２３　医学高校图书馆的特殊读者信息需求

面对医学生课业任务较重，临床工作者同时肩

负教学、科研、医疗任务等现状，嵌入院系式学科

服务可以为读者节省时间，及时、准确地满足其文

献及信息需求。医学生、教师及临床工作者虽然具

备一定文献检索能力和文化素养，但未受过医学信

息专业训练，缺乏专业信息技能和经验。医学专业

教学和科研更注重临床实践和经验累积，这些特殊

性使得医学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内容应区别于其他

类型图书馆。嵌入院系式学科服务的目的是与临床

及科研人员合作，提供当前研究问题领域信息的搜

集、筛选、整合、解决方案等专业化学科服务，嵌

入式馆员适时地帮助、指导合作者寻找选择最佳相

关信息，进而为临床及科研提供便利。

２４　医学理论日新月异，知识更新速度加快

医学院校图书馆承担为教学、科研、临床提供

医学信息服务的功能，医学专业知识和技术更新速

度快，信息化、智能化、智慧化程度越来越高，医

学院校师生和临床医护工作者对医学信息服务要求

增高。图书馆需要对高度集成化的医学信息产品进

行无缝推送，以满足用户需求。嵌入院系式学科服

务是当前新形势下的主流信息服务模式。

２５　医学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专业建设模式

医学高校图书馆在馆藏资源和服务结构上更接

近于专业图书馆，馆藏以医药学、生物医学专业类

图书和期刊为核心，涉及病理、解剖、手术图片、

视频等资源，以满足校内和各大附属医院的师生、

医务工作者的需求。用户对图书馆学科服务需求的

范围虽然较小，但对于服务的纵向深度要求较高，

需要为教学、科研、临床用户提供生物医学二级学

科的深度文献信息服务。如何向院系科研团队提供

更深层次的文献情报信息服务，支撑科研创新，改

变图书馆形象，促进图书馆学科服务逐步深化是需

要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３　医学高校图书馆院系多维度文献信息服
务需求

３１　面向院系教学

通过医学课程文献中心辅助教师完成教学任

务，即把图书馆及其资源利用作为教学课程目标的

有机组成部分，学科馆员与院系教师合作，在教学

活动中根据授课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与课程内容相

关的资源推荐、文献检索、资料搜集等服务。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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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心资源包含教材、教学参考书、任课教师推

荐阅读文献、学科馆员推荐阅读文献、优秀专业书

籍、考试用书、课程相关中外文期刊及多媒体文献

资源、会议论文、专利、工具书、标准、灰色文献

等。课程文献资源完全以用户为中心，可显著提高

学生信息素养能力，使馆员充分深入课堂、融入课

堂，提升教师教学水平和技能，提高学生学习效

率、拓宽学习视野，提升图书馆资源服务针对性。

３２　面向院系科研

３２１　课题立项　选题是科研过程中的重要环

节。要保证课题新颖性、创新性、可行性，就需要

在海量文献中挖掘出创新点，通过检索文献梳理相

关研究理论、体系、方法，该研究领域最新的研究

进展、热点，发现该研究存在的缺陷及今后发展趋

势，帮助研究者寻找灵感，确定研究方向。对于此

阶段开展的文献信息服务包括：（１）相关数据库培

训讲座。提高科研人员检索技能，了解数据库以及

分析工具功能，如中国知网可视化分析功能、利用

Ｉｎｃｉｔｅｓ数据库和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Ｓｃｉ

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ＥＳＩ）进行耦合关联分析适合本人

且与全球研究水平接轨的热点选题［７］。（２）针对开

题和立项的文献检索方法讲座。如文献调研资源类

型、文献资源管理、灰色文献检索等，帮助科研人

员快速掌握检索技能，提高检索技巧，缩短选题时

间。（３）利用馆藏数据库和免费医学文献资源。如

ＰｕｂＭｅｄ检索文献。

３２２　科研实施　根据课题申请时既定的技术路

线进行课题研究。结合研究者需求进行相关文献推

送、信息咨询及数据库培训工作。

３２３　科研结题　针对结题报告撰写等开展文献

信息服务，包括期刊源合理筛选、相应期刊影响因

子排名情况、ＳＣＩＥ等数据库利用、分析高发文来源

期刊、提供相关学术期刊投稿信息、确定高水平期

刊及投稿方向等［８］。

３３　面向临床

３３１　概述　临床医学图书馆员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ｅｄｉ

ｃ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或医学图书馆员 （Ｍｅｄｉｃ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参与到临床工作与病人护理过程中一直是欧美图书

情报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许多研究已经证明医学图

书馆员在临床医疗及卫生保健服务方面有积极贡

献［９］。

３３２　参与临床教学　临床医学馆员通过嵌入教

学课堂及嵌入网络教学平台等方式达到与临床专业

课无缝对接。临床教学实践性决定了多媒体资源重

要性，主要通过整合不同临床课程的多媒体资源达

到辅助教学的作用。嵌入方式包括：制定教学大

纲、讨论教学案例、为教师提供培训资料、整合各

种类型课程文献资源、为学生提供临床在线学习模

块、为学生提供课后补充学习文献。如利用数据

库、多媒体资源为外科教学提供动态视频，帮助学

生了解剖位置；通过医学教学素材库手术视频帮助

外科学、口腔外科学模拟感受手术技巧。

３３３　参与临床实习、临床治疗与循证医学　临

床医学馆员通过参加临床医疗小组和临床实习参与

患者病情讨论及临床诊疗方案确定，针对临床疾病

诊治和住院病人护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症查找相

关主题文献资料，为医疗及护理人员提供相关研究

领域最新动态、先进方法和技术信息等。

３４　面向院系学科发展

３４１　概述　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出台 《统筹推进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一流学科建

设被列入各高校重点发展计划，学科能否进入 ＥＳＩ

已成为评价大学科学研究能力和学术声誉的重要标

志。利用人工智能、５Ｇ和 “互联网 ＋”环境以及

数据挖掘技术，根据学校已有文献资源为读者提供

深层次信息及情报服务。

３４２　学科战略情报服务　对学校重点学科开展

热点前沿领域战略情报服务，关注学科领域内科学

技术生长点，该项服务将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支撑

和保障。提供的文献信息服务包括学科前沿情报获

取、学科情报预测和决策、学科研究思路延伸与拓

展、科研成果分析与评价。

３４３　学科竞争力分析　在多维度动态文献计量

和情报分析基础上，运用数据库资源及科研评价工

具，如ＥＳＩ、科学引文索引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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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ＳＣＩＥ）以及高效的分析工具如 ＩＮＣＩＴ
ＥＳ、Ｉｎｎｏｇｒａｐｈｙ等，对学校一级学科进行竞争力分
析与梳理，从学科发展能力、科研基础实力、学科

创新能力、学科国际影响力、院系贡献度与重点院

系竞争力、学科生产能力等多角度分析其竞争力，

掌握学校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学术实力定位。继续保

持优势学科，发现潜在优势学科，强化弱势学科，

进行科学、合理的学科调整及结构优化。挖掘高影

响力科研人员和潜在科研才俊，为学校引进高端人

才做决策支持。

３４４　其他服务　学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包括高
水平论文占有率；科研基础实力评价指标包括学科

评估体系、科研立项、科研学术平台、科研专家团

队、科研奖励体系等；学科创新能力评价指标包括

热点论文数量等；学科国际影响力评价指标包括学

科全球排名、收录论文被引总频次、篇均被引频

次、高被引论文数量；院系贡献度是在分析文献作

者基础上进行的；学科生产能力评价指标即被 ＥＳＩ、
ＳＣＩＥ等数据库收录的论文数量。

３５　面向院系医学成果转化

转化医学概念最早由 ＧｅｒａｇｈｔｙＪ［１０］提出，以疾

病和病人为中心，从临床实践中发现、提出问题，

由基础科研人员深入研究，再将实验室研究成果快

速转化为临床应用，通过临床观察与分析促进基础

研究，为基础研究提供思路、实验设计等［１１］。通过

资源整合，构建包含实验室基础研究数据及附属医

院临床诊疗数据的转化医学知识库，还可应用成熟

的医学转化平台，如 ｃａＴＲＩＰ、ＳＴＲＩＤＥ等，将基础
研究和临床研究相结合，应用基础研究数据为临床

医学服务，临床诊疗数据反向促进基础研究。建立

信息交流互动平台，促进基础研究人员、临床医学

专家、图书馆员互动与交流，为基础研究成果转化

搭建桥梁。

４　医学高校图书馆嵌入院系的学科服务模式

　　只有具备科学、完善、丰富的学科资源才能开
展嵌入院系的学科服务。通过学科服务平台、院系

学科资源需求调研、学科资源荐购进行专业化学科

资源建设。学科馆员嵌入院系，为教师、临床医

生、基础科研人员在教学、科研、临床、学科发

展、医学成果转化等方面开展多维度文献信息服

务，见图１。

图１　医学高校图书馆嵌入院系的学科服务模式

５　结语

嵌入院系的模式为医学高校图书馆服务提供新

方向，可以精准定位学科发展方向。但该模式还需

要进一步完善，学科馆员应不断提升自身素养，对

口院系教师应给予信任并配合沟通合作，图书馆和

各院系应提供支持、加强合作，以便更好地开展嵌

入式学科服务，促进学校教学、科研、临床工作良

（下转第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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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质量保障目标和需要改进的领域，完善教育

质量评价体系。以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为

基础技术的 “互联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能够实
现教学质量信息化管控，改进工作流程，提高工作

效率。推动教育教学资源的共享，利用互联网开展

校内教学。为学生提供信息环境，实现交互式教学

和教育个性化。

参考文献

１　杨福华，崔茂应，陈迪，等中医药院校医学信息工程

专业发展现状与就业方向研究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１９，４０（５）：８５－８９．

２　车志远，王启帆，刘雅芳，等医学信息工程专业发展

现状与对策研究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２０１８，３９

（６）：８４－８７．

３　尹梓名，郑建立医学信息工程专业发展及课程设置探

讨 ［Ｊ］．教育教学论坛，２０１７（２６）：２１４－２１５．

４　叶敏质量文化视角下完善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策

略研究 ［Ｄ］．南昌：南昌大学，２０１４．

５　凌剑，陈啸“互联网＋”背景下研究生教学体系改革

机遇探索研究 ［Ｊ］．科教文汇，２０１８，４２９（７）：３８－

３９，４４．

６　周仁才，韦健红，郑启玮，等多维教学督导工作模式

的实践与探讨———以湖北中医药大学教学督导运行模式

为例 ［Ｊ］．教育教学论坛，２０１８（４８）：１２１－１２２．

７　兰全祥，刘小英多元化教学质量评价方法研究与探讨

［Ｊ］．攀枝花学院学报，２０１９，３６（２）：１１３－１１６．

８　张微雨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Ｄ］．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２０１９．

９　黄和飞，王斌，段利华高校本科教学质量内部保障体

系的探索与实践 ［Ｊ］．高教论坛，２０１９（１０）：５５－５８．

１０　陈卫高师本科院校教学质量内部保障信息反馈机制的

理论研究 ［Ｄ］．昆明：云南师范大学，２００６．

１１　王鑫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质量内部保障问题研究

［Ｄ］．上海：复旦大学，２０１３．

１２　顾媛媛，张建斌二级学院对教师教学发展的支持策略

初探 ［Ｊ］．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１８（２）：１２９－１３１．

１３　韩叶秀信息技术环境下独立学院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构

建研究 ［Ｄ］．徐州：江苏师范大学，２０１３．

１４　刘春飞基于 “互联网 ＋”的普通高中课堂教学管理

转型研究 ［Ｄ］．哈尔滨：黑龙江大学，２０１７．

１５　杨洋，陈智勇试论高校本科教学质量保障长效机制的

建设 ［Ｊ］．黑龙江高教研究，２０１４（１）：７１－７３．

（上接第８０页）
性发展，加强双一流学科发展及基础医学研究成果

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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